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者倡各學科加入人工智能課程

AI賦能傳統行業
須培養複合型人才

人才篇
AI發展面面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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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觀點認為，香港不僅要搶人才、留人才，同時應該關
注培養人才的基礎建設，包括培訓在職人才和培養院

校人才。其中，在培訓現有專業人才方面，有專家認為，AI
培訓旨在令每位員工掌握AI技能，然後為其工作服務，提醒
企業需透過良好溝通，消解員工關於被AI取代的心理顧慮。

在培養院校AI人才方面，有學者表示，對人腦的理解和
研究是未來AI突破的關鍵，亦有學者建議在各學科人才培養
過程中加入AI選修課，培養AI+複合型人才。

社會對AI人才需求多樣，除
了技術人才，亦需有精通傳統領
域且能運用AI的複合型人才──
為已有員工裝備AI技能或可解燃
眉之急。生產力局首席數碼總監
黎少斌接受《大公報》訪問時，
介紹可供本港企業提升員工AI能
力的辦法。他指出，要讓員工感
受到 「AI的使用與自己息息相
關」 ，且透過溝通消解員工對於
自己會被AI取代的顧慮，以令其
更願意學習掌握AI技能。

不同機構提供在職培訓
今年7月本港一項智能應用程

式行業使用AI的調查顯示，85%
受訪企業正計劃或已採用人工智
能，與亞洲其他地區93%的比例
接近。AI可運用於企業運行的什
麼環節？黎少斌介紹，OpenAI推
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後，企業最常
將其用在文書處理上，作為「個人
助理」，或運用Chatbot（聊天機器
人）提升回覆客戶諮詢的效率。

而製造業相關公司則更注重
把AI運用於智能生產線，把 「自
動化」 進階為 「智能化」 。他表
示，前者仍需許多車間工人保證
生產線正常運行，後者 「智能
化」 則讓生產線有更高智慧，能
實時監測生產情況並相應調整。
而對於一些重複性的簡單工作，
如檢測產品表面缺陷，人工智能
視覺亦能替代人們更高效完成。

然而，有調查發現，本港僱
主為員工裝備AI技能時，普遍不
知如何實施AI培訓及缺乏提供培
訓所需的資金。黎少斌指出，企
業培訓員工AI技能的方法有多
種，其一是參加相關培訓課程。
該課程在生產力促進局等機構均
有提供，而黎少斌發現，對於生
成式AI用於商業營運優化及AI製
圖等具體技術運用的課程，用戶
報名往往較為踴躍。另一項數據
調查顯示，僅一半港企會應用圖
像、影片生成工具，與亞洲其他
地區比例相差30%。

此外，在項目中學習也是一
種方式。黎少斌指出，許多公
司會在提出技術難題後，與
提供AI解決方案的公司合
作，項目團隊人員便會
在與AI專家對接的過
程中，逐漸學習掌
握相關技能。

培訓資金方面，政府亦有提
供支持，如 「新型工業化及科技
培訓計劃」 以2（政府）：1（企
業）的配對形式，資助本地企業
讓其員工接受高端科技培訓，每
間公司每年可獲資助上限為50萬
港元。黎少斌計算說，較貴的AI
培訓課程約數千、一萬港元，一
年50萬或已足夠公司50多人進行
培訓。

每公司可獲50萬培訓資助
現時雖然有免費AI工具可供

人們感受體驗，但黎少斌強調，
培訓員工的AI技能時，首要是
「令員工覺得AI對他們是有用

的、跟他們是相關的」 。去年生
產力局發布的調查顯示，仍有約
兩成受訪企業認為AI與自己的工
作關係不大，他相信，若能讓其
認識到AI對工作效率提升的益
處，能令本港企業AI化往前走一
大步。

即便如此，仍有員工會將AI
技能的學習當成負擔， 「負擔是
比較容易覺察到的情緒，深藏在
背後的其實是 『顧慮』 ：我用了
人工智能後，我還在嗎？」 黎少
斌認為，AI技術落地過程中，需
透過良好溝通讓員工了解公司AI
化是出於拓展市場、提高效率等
需要，並通過培訓員工讓他們意
識到 「我能駕馭這個工具」 ，以
消解其對新技術的牴觸情緒。

有專家指出，企業中的中層
人士或較難以接受AI轉型新趨
勢，不過在黎少斌看來，該問題
在香港並不明顯。他提及，如今
本港許多大學已將AI引入教學
中，學生習慣以AI作學習和工作
的工具，未來選擇行業亦會把企
業運用AI的情況納入考慮──同
一工作環節，若不同公司對於
能否使用AI進行處理給出不同
答案，或會影響求職者的判
斷。因此，相信在AI時代下
成長起來的畢業生，亦可能
「倒逼」 公司進行AI化轉

型。

在培養院校AI
人才方面，香港科

技大學（科大）首席副校長兼科大計算
機科學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郭毅可接受
《大公報》專訪時表示，因應時代發
展，AI人才未來需裝備認知科學等相關
知識，以實現AI的突破；且本港未來AI
化要緊緊圍繞 「八大中心」 的定位發
展，要抓好大學人才培養工作，用AI賦
能香港傳統優勢領域。

從「用AI」到「製造AI」
本港目前院校AI人才培養方向可大

致分為 「用AI」 和 「製造AI」 ，前者側
重以AI技能賦能學生學習不同行業領
域，後者則側重培養研究、製造AI的學
生。 「AI出現後， 『AI教什麼』 就成了
一種挑戰。」 郭毅可提出，很多人工智

能的突破，都在於對大
腦機制的理解，如

ChatGPT的注意力機制，AI研究中的記
憶機制、情感衝動等，都與神經學相
關。他相信，未來的AI人才亦需學習認
知科學、計算神經科學等人腦相關基礎
理論。

AI發展日新月異，但郭毅可指出，
機器、智能的實現都離不開控制論等基
本原理，因此強調學生要建立起良好的
基礎知識後，再實踐設計AI系統。他表
示，AI發展剛起步，仍有許多未知，現
時所做的很多都是 「原始的、錯誤的、
需要不斷改正的」 ，科學便是在修正中
發展，所以學生要對此持開
放包容的心態， 「不要認
為今天的人工智能就是
答案了」 。

「現在培養的
AI人才不是為今天
服務的，是為五年、
十年後服務的。」 在人

才儲備方面，郭毅可認為要 「抓好八所
大學，這是香港最寶貴的資源」 。為更
好以AI賦能傳統優勢領域，嶺南大學副
校長（研究及創新）姚新亦建議，大學
可更廣泛地為不同專業的學生提供AI技
能課程選修， 「現在AI走進千家萬戶，
跟誰都有點關係了。」

不過，本港AI相關專業收生額比起
社會對AI人才的廣泛需求，仍然是九牛
一毛。對此，郭毅可補充，土地的缺乏
仍是部分高校難以培育更多AI人才的主
要障礙，相信若能獲得更多資源分配，

協助高校AI專業的招生人數擴
容，對於補齊本港人才缺口
會更有幫助。

編者按：
自18世紀起，人類社會共經歷了三次工業革

命，如今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AI）已拉

開第四次工業革命序幕，欲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香

港，已準備好了嗎？

AI發展離不開人才、數據等重要資源，亦需兼

顧法規、普及教育等社會環境建設。大公報記者採

訪多位專家學者，推出系列報道，就上述多個環節

進行探討，與讀者分享香港在不同層面推動人工智

能發展的現狀，以及探討未來的發展路向。今期從

人才層面展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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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企業
AI人才技能裝備現況

近年
特區政府

積極引入人才，人工智能相
關專家亦是香港人才清單所
涵蓋的領域之一。不過，本

港近來多項關於企業應用AI的調查
均顯示， 「AI人才招聘難」 仍是許多
企業面臨的共同困境。

「香港的AI人才幾乎是空白。」

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郭毅可表
示，人才來源主要是 「生成」 及 「進
口」 兩條路，惟本港AI產業生態建設
剛剛開始，仍停留在 「皮毛」 層面，
缺乏相應的人才規模，相信需要建設
起強大的算力環境及工業體系，才能

吸引更多人才來
港 。 但 他 補
充，香港已培

養出商湯、大疆
等著名AI產業的相

關人才，亦有一流
AI人才聚集在大學

裏，整體而言 「人才
少、但人 『精』 」 。

有 「高才通」 來港人士及本港科
企招聘人員向大公報記者表示，本港
現時科技企業的高層崗位開放給來港
高才的數量仍較少，或會呈現供需不
平等的狀況。

對此，生產力局首席數碼總監黎
少斌認為，這只是短期內的現象。他
指出，目前本港很多AI企業仍在較初
期的階段，需要更多 「碼農」 類型的
初級員工幫忙製作AI解決方案等，而
隨着公司的發展，企業會逐漸需要更
多中高級人才，協助把握產品發展方
向、指導新員工等。因此相信隨着產
業成熟，行業對有經驗人士的需求速
度會越來越快，該現象亦會有改善。

求才若渴

AI人才學習認知科學 助實現突破
院校方向

本地AI產業剛起步 招聘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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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香港
企業在 2023年

內計劃或使用了由
AI驅動的工具，預計
2028年該比例會
上升至94%。

▶生產力促進局的展覽
館內展出了各行業的AI
應用場景。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僱主與員工期
望使用AI可帶來的

首三項生產力優勢：改
善工作流程和成果、自
動化重複性工作、
支援自主學習。

•僱主認為為員工裝
備AI技能面臨的難題：對

於如何實施AI培訓計劃缺乏
認知（76%），缺乏為員工提供AI
培訓的所需資金（70%），缺乏讓員
工進行AI培訓的時間（69%）。
65%員工認為欠缺對現有AI
技能培訓計劃的了解是
最大的障礙。•僱主認為AI

可令其機構生產
力提高40%，員工認
為AI可提升工作
效率47%。

資料來源：根據Amazon Web Services今年5月
發布的 「加速提升AI技能：協助香港
在職人士應對未來工作需求」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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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AI產業生態建設
剛剛開始，除了培訓本
地人才，還需要建設起

強大的算力環境及工業體
系，以吸引更多人才來港。

消解員工被AI取代顧慮

• AI 時 代
下，僱主重視
員工需具備的技
能：批判性思
考（56%）、

創 意 思 維
（52%）、編寫
程式碼（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