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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嶺南文化在社會變革、商業、藝術、武術等領域揚
名海內外，無不訴說着粵港澳三地密不可分的血脈、文脈關係。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進入重要的歷史機遇期，人文灣區建設也成為
了各界關注的焦點。在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之平行分論壇 「
灣區建設與人文精神」 上，與會嘉賓提出讓文化與生活對接，
打造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示範圈，吸引全球人才，將大灣區
打造成全球最佳創業地。未來灣區應建立多元包容而擁有獨特個性
稟賦的人文生態，保持和發揚中華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使之發揮
推動進步的功能。

文化對接生活 人文灣區聚才
築宜居宜業宜遊高地 建多元開放包容生態

美國海軍軍事學院教授湯姆．尼科爾
斯最近在《今日美國》報上發表文章，對
美國最近一個時期的外交做派進行分析，
結論是美國外交政策已有失控傾向。而在
美國近期外交事務上，總統國家安全事務
助理約翰．博爾頓的身影隨處閃現。

作為美國鷹派代表人物，博爾頓在當
年擔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時就曾自曝心
聲： 「美國只在需要時才會讓聯合國發揮
作用，這也正是它應該有的樣子。對美國
來說，唯一的問題是符合我們國家利益。
如果你不喜歡這樣，我很抱歉，但這就是
事實。」出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後，博爾頓繼續不懼打臉地信口雌黃，一
度渲染 「中國導彈威脅俄羅斯」，結果被
俄方回懟。

其實，操縱白宮外交政策的不只有博
爾頓，還有蓬佩奧、納瓦羅等強硬 「鷹派
」。他們一心想讓美國繼續獨霸世界，為
此不惜出爾反爾、激化矛盾，甚至信口雌
黃、蓄意抹黑。

國際權力結構和全球秩序過去三十年
來出現重大調整，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已
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在此背景
下，二戰後由美國主導構建的世界政治秩
序，正隨着全球經濟格局的巨變而經受挑
戰和調整。這種危機感讓那些老霸權們寢
食難安。

過去一段時間裏，美國一邊不斷 「退
群」，試圖建立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
的國際規則，一邊對盟友反覆提高要價，

大敲 「保護費」；一邊對俄羅斯步步緊迫
，一邊以貿易戰施壓中國，通過封堵中國
企業來阻遏中國的科技發展。而對美國國
內貧富差距加大、產業空心化加劇、種族
矛盾激化等結構性問題，華盛頓當權者們
又企圖用簡單狹隘的民粹主義來解決，結
果反倒進一步激化問題，使自身陷入治國
的 「惡性循環」。

當今世界的現實是，美國一家獨大的
時代正在逝去。喊打喊殺的 「博爾頓們」
仍想用偏執強硬的 「舊藥方」對付 「新問
題」，這是既看不清世界發展的大趨勢，
也缺乏面對時代大變局的氣度和自信，消
耗的不僅僅是美國的國力、信用和影響力
。在 「博爾頓們」的挑唆之下，美國外交
這匹脫繮野馬跑得越瘋狂，給美國帶來的
風險自然也越大。迎接這匹野馬的，很可
能是萬丈深淵！

博爾頓們令美外交成脫繮野馬

【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
在粵港澳文化產業中，影視文化最為人熟
悉，無論是享譽世界的香港 「東方荷里活
」，還是《外來妹》等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粵派影視作品，都曾在中華大地掀起陣陣
風潮。《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
出，要充分發揮香港影視人才優勢，推動
粵港澳影視合作，專家在 「灣區建設與人
文精神」分論壇上建議做好頂層設計，提
升粵港澳影視產業競爭力，續寫新時代影
視發展的輝煌。

澳門科技大學電影學院院長尹鴻認為

，文化產業不僅具有直接經濟價值，還能
通過文化產品的影響力，創造更為豐富的
社會效益和間接的經濟效益，因此灣區應
打造「大文化行業」的概念，讓文化產業與
經濟社會發展相融合，以影視產業為例，
與旅遊會展、遊戲動漫、城市形象等行業
有着相當廣泛的聯繫，可以與經濟發展相
互借力，開拓廣闊的前景。為此，尹鴻建
言，大灣區應為影視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和扶持，影視企業和影視人
也需要提升競爭力，
努力做到重點突破，

才能繼續成為新時代影視發展的弄潮兒。
與影視作品風靡海內外一樣，香港和

廣東的流行音樂也曾引領風潮。酷狗音樂
副總裁趙海舟認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
港與廣東曾是流行音樂發源地，為大灣區
音樂文化的同頻共振、協同創新、融合發
展提供了先天優勢。趙海舟建議在政策上
多維度給予扶持，一方面集聚人才，另一
方面形成音樂產業化聚集和良性循環。

粵港澳影視合作添競爭力 續寫輝煌

【大公報訊】記
者何花深圳報道：25

日，2019未來論壇．深圳技術峰會開幕。
此次論壇邀請全球範圍內卓有建樹的科學
家，未來科學大獎獲獎人、實業家、投資
人和創業者齊聚深圳分享科學發展的前沿
成果，推進科學主導的產業應用。

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馬化騰在致辭時
提及，大灣區科技創新要在產學研創新生
態上出新招。

在此次會議圓桌論壇環節，馬化騰提
及，建設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和綜合性

國家科學中心，深圳有很多優勢，但也要
彌補人才、教育等方面的短板。同時，大
灣區要打好科技牌，就必須在培養產學研
創新生態上出新招，科技企業要不斷深化
與灣區內的高校合作，連接研究與應用，
進一步推動科研成果的轉化。

馬化騰說，大灣區變化很大，這是一
個非常好的開始。他同時強調， 「好的
城市還要有人文方面的發展，僅有科技
也是不夠的，科技人才的家屬也需要人
文藝術，才能長期留下來。」馬化騰補
充說。

馬化騰：產學研生態助灣區科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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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化騰（中）在未來論壇發言
大公報記者何花攝

媒體峰會嘉賓建言

以市場為紐帶，三地若干家主流媒體充
分協商共同參與，創辦
一家覆蓋大灣區的媒體
，涵括傳統與新興的各
類媒體形式，提供一個
標準化的接入平台，以
全媒體的面貌出現，聚
焦大灣區發展，跨境發
行，輻射全國。

澳門應當藉着中西文化長期交匯交流的
歷史優勢、擁有豐厚多
元文化遺產的文化優勢
，與建設世界旅遊休閒
中心和中葡服務平台相
結合，面向海外、尤其
是向 「一帶一路」 沿線
國家和葡語系國家開展
文化傳播。

粵港澳三地同聲同氣、同根同源。推
動青少年文化交流，對幫
助香港的青少年全面客觀
認識祖國發展、加強對中
華文化的認同有深遠的影
響。未來青少年文化交流
應該繼續在內容上提質、
在形式上創新。

李自松
（澳門蓮花衛視台長）

陳寅
（深圳報業集團社長）

李鳳瓊
（香港廣州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

（記者黃寶儀整理）

首屆大灣區媒體峰會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廣州報道

國 際 銳 評
中央廣電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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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倪夢璟、張聰報道
：以 「科技創新新願景新未來」為主題的
2019浦江創新論壇25日在滬開幕。會上，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與上海市委副書記、市
長應勇共同啟動了上海國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創新發展試驗區。據介紹，該試驗區將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人工智能創新策
源、應用示範、制度供給和人才集聚 「四
個高地」進軍。

王志剛指出，未來將培育更多區域創
新增長極，加快推進北京、上海科技創新
中心建設。同時，還要為國外人才來華工
作創造良好條件，營造良好學術生態，並
強化創新能力開放合作，深入實施 「一帶
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干頻接受記者採
訪時表示，上海試驗區是全國第二個
新一代人工智能試驗區，將更注重融入 「
上海特色」，在金融、衛生健康、交通出
行、智慧社區與製造五大場景產生新一代

AI產品。
同日，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聯合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單位發布《人工智
能北京共識》，提出了各個參與方應該遵
循的有益於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和社會發
展的15條原則。

北京共識促AI健康發展
北京共識提出，在研發方面，要服從

人類的整體利益，設計上要合乎倫理。使
用方面要避免誤用和濫用，應確保利益相
關者對其權益所受影響有充分的知情與同
意。在治理方面，對人工智能部分替代
人類工作保持包容和謹慎態度，鼓勵探
索更能發揮人類優勢和特點的新工作，
廣泛開展國際合作，共享人工智能治理經
驗。人工智能的準則與治理措施應做到適
應和適度，並開展長遠戰略設計，以確保
未來人工智能始終保持向對社會有益的方
向發展。

滬建AI創新試驗區引外國人才

國產航母第六次海試
中國首艘國產

航母25日中午離開
大連造船廠碼頭，
開啟第六次海試。
這是時隔近三個月
後，國產航母再次
出海，離港時甲板
載有殲15和直18艦
載機模型。目前
，航母甲板新塗
層及標誌線已全部
完成。
（記者 宋偉）

今年2月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明確提出 「共建人文灣區」。提
及人文灣區建設，就離不開對灣區人文精
神的正本溯源。廣東省作協副主席、廣東
文學院院長熊育群表示： 「早在19世紀50
年代或者更早，廣東海上蜑家人就完成了
橫渡太平洋的壯舉。大灣區歷史、文學是
中西自然融合並產生了歷史的演變與傳承
。」在熊育群看來，繁榮的海上貿易塑造
了嶺南包容開放、多元共生的文化性格和
開放進取的人文精神，灣區留下了十分豐
富的歷史文化遺產。

嶺南文化鑄開放進取精神
一個城市的競爭力不在於規模大小，

而在於有沒有澎湃的創新活力。文化創
新是促進灣區城市群發揮創新引領作用
的方式之一。

鳳凰衛視資訊台執行總編輯呂寧思
認為，歷史和現代的經驗都表明：有了
開放、進取、包容和現實的人文精神，
就能激發卓越的創意創新和創造精神。
因此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應該在生活觀、
價值觀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建立多元包
容而擁有獨特個性稟賦的人文生態，保
持和發揚中華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使
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發揮推動進步的
功能。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文化產業研究

院副院長陳少峰也指出，粵港澳大灣區
在金融、服務、供應鏈、技術支撐、製
造基礎、經濟實力等方面具有良好的產
業配套，應以文化、科技、旅遊、體育
融合作為方法，帶動文化企業整體價值的
提升。

加強青年交流促人才培養
如果說文化是城市的根和魂，是連接

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的一條無形紐帶，
那麼人則是紐帶得以維繫最關鍵的因素，
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總編輯趙隨意認為，
「建設人文灣區，要讓文化與生活對接。

要打造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示範圈，
吸引全球人才，將大灣區打造成全球最佳
創業地。」

澳門梳打傳媒聯合創辦人、粵港澳大
灣區青年總會副主席李卉茵也指出，人才
是最堅實的發展基礎，增加文化交流碰撞
，開闊視野，可以讓青年未來更好地參與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研學之旅增港青國家認同
因此，與會專家紛紛建議通過三地青

少年研學之旅，讓年輕一代感受大灣區豐
厚的人文底蘊。

香港廣州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
長李鳳瓊希望推動灣區青少年文化交流
，並建議未來青少年文化交流應該繼續
在內容上提質、在形式上創新。李卉茵
也建議，由粵港澳三地青年為主體，共

同推進大灣區流行文化建設和流行
文化產業發展，增進港澳青年的文
化認同和國家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