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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湾区城市累计设立 24 个候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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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文化促两岸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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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潮头拥抱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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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发布政

策宣言，阐明在金融市场负责

任应用人工智能的政策。这是

香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一

步，体现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

中心城市的前瞻性和包容性。

在金融服务业，人工智能

可应用于风险管理、客户服务、

欺诈防御等多个范畴。例如，

自动收集分析数据，帮助投资

者优化投资策略；识别金融交

易异常情况，及早发现欺诈和

洗钱活动。根据 2023 年的统

计，香港金融业人工智能技术

使用率达到了 38%，是全球各

大金融中心城市中最高的。中

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

国 Z/Yen 集团 9 月份联合发布

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

示，全球 121 个金融中心城市

中，香港金融科技水平排名上

升 5 位至第九名，跻身全球十

大金融科技中心，这也助力香

港整体排名从全球第四名上升

到第三名。

香港具有大规模应用人工

智能的技术和法规基础。香港

现有的金融科技公司和第三代

互联网公司数量超过 1100 家，

比去年增长约 15%。香港的个

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在今年

6 月发布《人工智能：个人资料

保障模范框架》，为机构在保障

个人隐私的同时应用人工智能

提供路径遵循。特区商务及经

济发展局今年 7 月份至 9 月份

进行公众咨询，探讨完善《版权

条例》相关条文以促进人工智

能技术发展。这些举措有效缓

解了社会对人工智能可能侵犯

个人隐私和版权的担忧。

人 工 智 能 的 应 用 模 型 依 靠 大 量 信 息 进 行 学 习 和 训

练，其性能高度依赖信息的真实多样，一旦数据失真或偏

颇将严重影响模型所做分析的科学性。随着使用时间的

增加，数据变化或者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变

化可能导致应用模型性能下降，甚至作出荒谬的结论。

此外，还要防范不法分子对应用模型的操纵。对于涉及

大额资金投放管理的金融服务业而言，这些潜在风险都

是不可承受的。因此，香港特区政府明确了金融服务业

的人工智能应用要坚持风险为本，对人工智能模型的产

出成果给予严格的评估、验证和纠正，保留金融服务人员

在决策过程中的控制权。宣言中还特别提及，金融机构

在设计人工智能模型时，尤其是制定商业决策环节时，应

确定算法的关键原则，防范模型对客户的不公正对待。

香港有数以千计的证券机构、资产管理机构、保险代理

机构，其中很多中小型机构没有足够的资源应用人工智能

模型。这一方面削弱了他们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不

利于人工智能在香港整个金融服务业的普及应用。为此，

特区政府在宣言中明确，香港科技大学将会开放其研发的

人工智能模型及运算资源予香港金融服务业使用。

在 人 工 智 能 领 域 的 先 行

探索和实践也进一步巩固了

香 港 的 国 际 金 融 中 心 地 位 。

当 前 ，香 港 证 监 会 已 经 参 与

到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

组 织 的 人 工 智 能 工 作 小 组

中 ，这 是 拥 抱 人 工 智 能 的 实

践带给香 港 金 融 服 务 业 的 又

一 启 示 ，巩 固 自 身 优 势 不 能

墨 守 成 规 ，要 与 时 俱 进 勇 立

潮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强调：“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

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

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近

年来，带有中华文化符号且引领时代新潮流

的产品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国潮文化产业

集传统与现代于一体，在产品包装、外观设

计以及内在构造等方面既注重体现传统文

化元素，也注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载

体提升产品时代感，国潮品牌的兴起为产业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

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国潮文化

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支持两

岸时尚创意产业合作，共同培育民族特色品

牌。”推动两岸国潮文化产业合作，有助于这

一战略部署的全面展开。

两岸具有共同发展国潮文化的情感基

础。以与现代科技元素结合的国潮文化产品

为例，“国风穿搭”刮起了一股中式美学流行

风，新中式服饰、旗袍、鞋帽得到了两岸民众

尤其是青年消费者的认同与喜爱，进一步夯

实了两岸同胞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信心与

自豪感。

两岸具有共同发展国潮文化的民族情

结。两岸国潮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有利于

促进两岸民众对民族记忆的认同，推动他们

在认同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身份认同。以水墨风格设计的国潮

IP“我不是胖虎”在台北成功圈粉，大陆潮玩

品牌泡泡玛特在台北知名商圈设置旗舰店，

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喜爱并认同国潮文化

产品。

两岸产业具有共同发展国潮文化的内

生动力。两岸人员、经贸往来密切，有共同

的文化源流和相通的文化情感，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共同认知有效促进了国潮文

化在两岸产业中的运用。积极打造弘扬国

潮文化的产业品牌，可以让中华优秀文化

在两岸消费者中“活”起来，促进两岸产业

链、供应链和消费链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实现文化传统、美学思想与现代科技的

碰撞与交融。

促进国潮文化产业有序、健康发展，是

两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国潮文化

有其自身的符号价值和语言表达规律，发展

国潮文化产业应当明确国潮文化产业发展

的内在要求。国潮产品是中华传统文化元

素在当代产品上的生动再现，要把文化价

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有机融合

于国潮文化产品之中，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

化的深层核心价值。

发展国潮文化，离不开传统文化元素与

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机融合。一方面，要善于

挖掘有助于提升产品内在价值的文化符号，

把文化符号的隐喻意义以独特的方式展现

给消费者，从而把产品的文化印象有效传递

给消费者并引起共鸣，实现从知晓传统文化

到认同传统文化再到践行传统文化的知行

贯通。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现代科技打造

不可复制的文化产品，用技术之“潮”带动产

品实现内容潮、形式潮、载体潮。

国潮文化赋能产业发展并非一朝一夕

之功。需要防止文化与产品的简单拼凑或

者生硬嫁接，避免为了“潮”而将优秀传统文

化庸俗化或者娱乐化；防止过于繁杂的包装

和外观设计，不能为了“潮”故意曲解传统文

化的内涵或者夸大传统文化的价值，避免随

意给产品冠以国潮之名；防止国潮文化产品

成为奢侈品的代名词，不能为了“潮”而刻意

追求产品的高端。

提升国潮文化产品的品质和品位，是国

潮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

一环。当前，既要注重分析海峡两岸消费者

的产品需求和消费意愿，把传统文化元素有

效赋能在广受两岸消费者青睐的产品上，找

准国潮文化产品的点；也要把产品的外观设

计与大众的文化品位有机衔接起来，在产品

包装上有效呈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设计好

国潮文化产品的面。既要在消费产品中注

入民族之魂，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内涵，打造国潮文化产品的魂；也要注

重技术创新、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产品供应

的模式创新，把创新作为提升产品活力的关

键元素，彰显国潮文化产品的新，更要注重

确保国潮文化的质。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

2024 年施政报告，推出支持香港国际机场大

力扩展航空网络、巩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

一系列措施。

香港国际机场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

的作用日益凸显。2019 年出台的《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大湾区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世界级机场群。5 年间，

香港国际机场积极扮演连接大湾区及世界

各地的“双门户”角色，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

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超过 120 个航司在香港国际机场运营，

连接全球近 200 个目的地；

自 2020 年以来 4 次获选为“亚洲最佳机

场”，今年前三季度客运量 3900 万人次，比去

年同期增长 40.9%；

连续 13 次获选为全球最繁忙货运机场，

前 三 季 度 货 运 量 同 比 增 长 15.7% 至 359 万

余吨；

“经珠港飞”客运项目由去年 12 月开始，

至今年 9 月底已服务 3.5 万人次。

记者从香港国际机场了解到，当前该机

场正乘势而上，拓展与大湾区各城市的海、

陆交通接驳，打造立体化的“多式联运”服务

体系，推动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加速形成。

密织湾区客运网络

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第 136 届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吸引了来自 2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云集广州。在这场国

际经贸盛会上，香港国际机场推出的“一站

式”服务，为全球客商带来“从会场到登机

口”的无缝链接体验。

广州登船、香港登机、行李直挂⋯⋯在

距离广交会展馆步行仅几分钟的琶洲港码

头，往返香港国际机场的“海天联运”航线快

船在凉爽的江风中驶向香港。展馆内，香港

国际机场不仅设置了快船票务销售点，还提

供预办值机、行李递送等服务。“已预先办理

值机的全球客商，可在展会后直接经琶洲港

澳客运口岸出境。客商乘坐快船约 2 小时直

达香港国际机场禁区，可直接前往登机口，

全程无需再办理任何香港出入境及海关手

续。”香港机场管理局内地办事处首席代表

尹淑贞介绍。

近两年，粤港澳大湾区各机场客运量大

幅增长，航空运输市场复苏势头强劲。从香

港国际机场出发，5 小时飞行航程范围覆盖

全球逾半人口。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香港

国际机场持续完善与大湾区多个城市的“多

式联运”网络，方便大湾区旅客飞往全世界，

也让全球旅客便捷前往大湾区经商、旅游。

目前，香港国际机场已在大湾区城市恢

复 7 个口岸的快船服务，除琶洲口岸，其“海

天联运”服务还覆盖深圳蛇口、深圳福永、东

莞虎门、澳门外港、中山以及广州南沙。机

场在大湾区多个城市设有城市候机楼，旅客

可搭乘粤港两地牌照跨境巴士至深圳湾口

岸，后转乘商务车至香港国际机场，在车上

高效完成通关手续。截至今年 10 月份，机场

在大湾区各城市运营的候机楼已达 24 个。

一座座候机楼，给所在城市带来了崭新

的发展机遇。今年 9 月份，佛山首个香港国

际机场城市候机楼在市区中心落地。走进

候机楼，融合岭南元素的空间、先进的自助

值机设备，让旅客充分感受便捷服务和佛山

文化的魅力。从清晨到夜晚，该候机楼每日

往返香港机场的班车多达 22 班；同时开通了

前往香港和澳门的直通车服务，从佛山出发

可无缝对接全球 200 多个航点，成为佛山连

接世界的新窗口。

“候机楼的启用丰富了广大市民、旅

客、商务人士的出行选择。”佛山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郭明远说。尹

淑贞表示，候机楼不仅提供了便捷的

交通服务，更进一步紧密了佛山与香

港之间的文化、商贸联系，从而促进

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

随着候机楼启用，佛山正抢抓机

遇，提升城市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该候

机楼所在的祖庙街道有着丰富的文商旅

资源，凭借候机楼的辐射力，当地正全力吸

引商务人士和游客将祖庙作为中转地停留，

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业态，将祖庙这张文

旅名片推向世界；同时期待借此聚集香港的

人才、物流、国际市场信息等资源，吸引更多

外资进入，推动当地产业向国际化、高端化

升级。

“我们将在大湾区进一步扩展城市候机

楼网络，预计明年将达到 30 个，进一步巩固

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同时深化大湾区各城市

之间的互联互通。”尹淑贞表示。

激发桥头经济势能

浩瀚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一桥连三

地”，开通 6 年来车流量、客流量纪录不断被

刷新。每一天，香港国际机场全新的海天中

转大楼都会迎来川流不息的转机旅客，他们

在澳门或珠海的港珠澳大桥口岸登记后，乘

坐专用接驳巴士经大桥直抵海天中转大楼

机场禁区，再转飞世界各地。

用好管好港珠澳大桥，打造经贸新通

道，是大湾区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

方面。香港国际机场利用紧靠港珠澳大桥

的便利，于去年 8 月份启用海天中转大楼，开

通与澳门、珠海之间的“桥转空”“空转桥”多

式联运客运服务，并通过“经珠港飞”客运服

务联动珠海机场，联通大湾区城市，形成火

热的“桥头经济”。

尹淑贞介绍，“经珠港飞”通过港珠澳大

桥实现“空—陆—空”国际联程转运。内地旅

客可通过珠海机场，经大桥直达香港国际机

场禁区再转飞国外；国际旅客也可通过香港

国际机场，经大桥到珠海机场，进而前往内地

城市。同时，大湾区旅客也可自行前往珠海

口岸使用“经珠港飞”服务,在珠海口岸一次

性完成所有手续，大大提升通关效率。

时至今日，“经珠港飞”项目已发挥出港

珠 澳 大 桥 辐 射 大 湾 区 乃 至 全 国 的 轴 带 作

用。截至今年 9 月，该服务已吸引超 3.5 万人

次使用，有力助推了大湾区发展和世界级机

场群建设。

为激发桥头经济的更大势能，目前香

港国际机场正兴建自动化停车场、自动驾

驶运输系统等先进设施。“我们正在港珠澳

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上兴建两座自动化停

车场，预期可提供 6000 个停车位，方便大湾

区 市 民 经 大 桥 来 港 乘 搭 飞 机 、观 光 旅 游 。

我们还计划兴建‘航天走廊’，采用最新的

无人驾驶技术，连接香港口岸人工岛及航

天城，并延伸至东涌市中心，便利旅客前来

观光。”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运行副总监方

瑞文说。

拓展货运出海通道

9 月 9 日，满载货物的国际空运专线从

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简称“空港中

心”）驶出，该批货物在香港国际机场搭乘包

机航班飞往印度。至此，空港中心提前完成

了年度进出口货值突破 100 亿元的目标。

“货”力全开的空港中心，是香港国际机

场与东莞港务集团携手推进的全球首个跨

关境海空联运项目。多年来，香港国际机场

一直是全球货运吞吐量最高的机场，2023 年

共处理超过 430 万吨货物。机场积极发展多

式货物联运项目，在去年创新开启空港中心

模式，将香港高效的空运操作延伸到大湾区

腹地，为“湾区制造”打开了出海新通道。

“这真是一条高效的出海通道。”民航快

递东莞公司负责人肖煌震表示，空港中心相

当于“货运候机楼”，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集中

收货、便捷通关、航空打包服务。货物到达

空港中心再到飞机起飞仅需 15 个小时，与传

统陆运模式相比，物流时效提升了 30%，成

本也大幅下降。

空港中心有力推动着湾区制造业与香

港航空业双向赋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

主任张柯表示，广东外贸规模已连续 38 年保

持 全 国 第 一 ，至 2023 年 ，贸 易 伙 伴 已 超 过

250 个，出口高新技术产品达 2361.3 亿美元，

开启了外贸跨越式发展新局面。为把握庞

大机遇，香港国际机场正全力推进空港中心

第一期工程于 2026 年竣工，并规划第二期发

展，引入更多高增值物流、跨境电商等服务

设施，届时空港中心每年货物处理能力将超

100 万吨。

香港国际机场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领

先地位获得了世界认可。近日传来消息，该

机场将成为环球航空盛事“世界航线发展大

会 2025”主办机场。香港机场管理局署理行

政总裁张李佳蕙在交接仪式上透露，香港国

际机场的 3 条跑道预期在今年年底前全面投

入运作，三号道系统全面运作将可满足年达

到 1.2 亿人次客运量及 1000 万吨货运量的长

远需求。

展望未来，香港国际机场还将从“城市

机场”发展为“机场城市”。香港机管局正加

速推进“机场城市”蓝图中的多个项目，让机

场成为充满吸引力的湾区新地标。

香港国际机场全景。 （资料图片）

香港国际机场 1 号客运大楼。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