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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珠 再开新篇 

 

专访商汤科技香港公司总经理尚海龙： 
 

商汤“赶上了好时机”  香港科创进入收获季 
 

本报记者  朱丽娜 
 

    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教授汤晓鸥与多名学者和研究生，在香港白石角的香港科

学园创立了商汤科技。 

    短短数年内，商汤科技发展为全球融资额最多、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AI）公司，亦是香港

科学园成功孵化的首个独角兽企业。 

    走进商汤科技位于香港科学园海滨大楼的办公室，随处可见的最新 AI“黑科技”产品。手势

识别、姿态识别、自动驾驶系统⋯⋯一个个新奇产品展现出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化、智慧化生活

场景。 

    “（AI）它就像电一样无处不在，但又处处赋能。将来大家未必会觉得人工智能是非常神秘

的，它就在我们身边，并且 24小时都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进入到千家万户、

千行百业的一个实证。”商汤科技香港公司总经理尚海龙笑言。 

    事实上，商汤科技的成功恰恰是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动科创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

尚海龙看来，自回归祖国以来，香港科创行业经过 25 年不断的积累和沉淀，厚积薄发，终于到

了“收获的季节”。 

    “赶上了好时机” 

    21世纪：商汤的成功，跟特区政府在此期间也在大力推动科创发展这大背景有什么样的内在

联系？ 

    尚海龙：我们的诞生以及发展正好是和香港大力推进科创产业发展、科创生态繁荣是交相呼

应的。 

    香港回归祖国 25年来，香港的科创经历了前 10年、中间 10年、最近 5年三个阶段的变化。 

    前面 10 年时间，当时的特首董建华先生最早设立了科技园，这里也就是商汤诞生地所在。

当时特区政府设立的科技园、数码港推动了香港的大学开始做深入的基础科研研究，所以从那时

开始，香港的 5所知名大学逐步能进入到全球有竞争力的研究型大学的行列，而且排名不断上升，

基础科研的成果不断涌现，这为香港注重科创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说，香港的

科创不是一下子繁荣，追根溯源，20多年前就埋下了一些种子。 

    2015年底，科创局成立，再次加速了香港科创生态的繁荣。科创局成立后，政府更加重视创

新科技对经济的贡献，更加重视由创新科技去引领经济转轨的重大命题。 

    近 5 年来，政府投放在科创方面的资源超过 1500 亿港元，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

扶持实验室的基础科研，再到资助大学、人才的吸引使用等等方面，都体现了对科创行业的重视。 

    商汤成立至今是 7年时间，恰好就是在香港加速推进科创繁荣的背景下一路成长起来。商汤

现在人员规模超过 5000人，其中 70%都是基础科研人才。从这方面来看，商汤是赶上了好时机。

凭借着深厚的原科创研实力，商汤在 7年时间从一家初创企业成长为一家独角兽，再到一家千亿

市值的上市公司，这其中既有国家政策也有香港特区政策的引领和支持，也有香港本地科创氛围、

科创生态不断繁荣的支持。 

    21世纪：第五届特区政府推动科创的扶持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的，这对香港科创未来打了什么

样的根基？未来会不会有更多像商汤的独角兽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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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海龙：第五届香港特区政府在科创领域投入的资源是非常多的，为香港科创承前启后做了

非常重要的基石性作用。从一些直观数据来看，2016 年香港有 1000 余家科创企业，到现在大概

有 4000 多家科创企业，增了 3 倍；同时，科创从业人员也翻了数倍，现在有三四万科创人员，

占比逐渐在提升；涌现出来的独角兽的数量已经有十几家了。在 2016年以前，这是很难想象的。

这正体现了特区政府高度重视，体现了创新科技局成立后的高效工作，以及政府在资源及环境等

方面的推动所产生的成绩。 

    正是 20 多年以前，特区政府对大学基础科研给予的高度重视，对香港科技园、数码港这样

的科创平台给予了基础性的投入，才使得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 

    所以，今天我们投入的资源，包括对人才的吸引等等一系列的政策，都能够对明天香港经济

的转轨，或者是对香港的未来科技引领产业转型能带来积极影响。 

    善用“两制”之利，融入“一国”之本 

    21世纪：“一国两制”对香港科创业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尚海龙：“一国两制”是香港最独特的一个优势，这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透过这个创

举不仅解决了国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历史性难题，同时也为香港未来的繁荣和发展给予了一

个制度保障。 

    首先，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了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比如，当前我们遇到了一

些全球化的逆流，最大的市场在哪？当然是在祖国内地了。祖国内地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香

港要把握好，让香港所长融入国家所需，借助好内地这个大市场的优势，一定能够将香港科创产

业化、商业化以及未来不断的深化发展。 

    其次，“两制”很大程度上来说代表的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代表的是中西方思想的碰撞。

这样的一个地方，思想极度活跃，对科创是非常宝贵的。科创就是多视角的去看待一个问题，多

种尝试去解决一个困难，这是科创发展的一个源源不绝的动力。 

    同时，香港的低税制可以吸引许多优秀人才在此聚集，科创环境不断的繁荣，同时科创企业

的数量种类不断增多，就能够不断吸引大量的人才。人才多了，资金有了，本身又是国际金融中

心，香港齐聚了科创繁荣所需要的多种元素——资金、人才和相应产业，特别是产业方面要借助

内地的大市场优势，这样香港善用“两制”之利融入“一国”之本，一定能够推动科创更加快速

稳健的繁荣。 

    21世纪：回归以来，明显看到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在香港经济中的体现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突

出。未来香港要融入大湾区的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为香港科创行业带来什么样的新机遇？ 

    尚海龙：科创行业说到底是实业，实业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产品，同时也要有市场。香港如果

经济转轨的方向是科创——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说“无科创无未来”，从这样一个高度和

格局来看，就必须要思考我们创新的产品如何去制造出来？我们的未来市场在哪里？产业链创新

链如何能达到闭环？ 

    香港一定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要将香港所长积极融入国家所需。从过去 25 年的回归历程

当中看，当香港将所长融入国家所需的时候，就是一派极其繁荣的景象。所以，当前要发展科创

也是一样，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