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者安「傳」戒 錄音訴心聲
具備平安鐘通訊作用 青年創科修補兩代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科技猶

如一把雙刃劍，雖能為人帶來快捷便利

的生活，但目不暇給的網上世界卻讓我

們看不清身邊人的容貌，拉遠人與人之

間的心靈距離。兩名香港大學生合力設

計「長者安『傳』戒 」 ，戒指內設錄

音及震動功能，以此作平安鐘及即時通

訊器材，長者能與子女作出互動，成功

在科技創業比賽取得金獎。負責概念構

思的李卓良稱，長者與年輕一輩溝通的

方式多是致電問候，但時機不對時「年

輕人會覺得好煩，想罵他們」，繼而雙

方關係轉差，期望新產品能修補兩代關

係，利用科技拉近雙方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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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青年有諗
頭，但冇水喉（資金）！」青年議會會長馬鴻
銘昨日表示，青年創業要有想法，更要有勇氣
去挑戰未知領域，但「有勇亦要有謀」，融資
是最大的難題，建議各界能提供機會予青年發
揮心中所想。青專網主席容海恩則建議特區政
府向年輕人提供免稅免租等優惠政策予初創企
業，減低他們的經濟壓力，騰出更多空間及時
間去思考。
容海恩坦言，坊間有很多創業比賽，但部分
青年贏得獎項及獎金後無以為繼，故是次比賽
的優勝隊伍除了得到獎金外，亦能取得創業支
援，如有人傳授知識及分享經驗，望成為青年

創業的導航者，讓青年能「用諸社會、學諸社
會，繼而回饋社會」。
她認為，青年勝在夠勤力及有信用，對香港

社會發展也有想法，期望能為香港未來出一分
力，只要找對目標發展就能成功。她從不認為
現今青年是「廢青」或「憤青」，反而有無限
潛力正待發掘，又寄語有志創業的青年「唔好
怕失敗，最緊要有恆心」。

青專網北上考察助鋪路
容海恩指出，內地科技發展走得很前，香港

青年宜到內地考察或實習，與當地青年交流及
體驗專業工作，擴闊眼界，理解自己的長短

處，拓展個人視野及人脈關係，為未來創業鋪
路。3月中旬，青專網曾率領70位香港青年探
訪阿里巴巴集團杭州總部，並得到創辦人馬雲
招待。今年7月，青專網將再到當地，讓另一
批有志創業的青年能了解內地IT業的創新情
況。
她寄語，香港青年要做好準備，把握機遇，

迎接未來挑戰。若想到內地或外地發展，就先
要了解當地文化及營商環境，再思考如何將其
與創意結合，發掘新天地，又認為要推動青年
創業，必須「官民商」三方面通力合作，「只
要各方出一把力為青年『推波助瀾』，將會事
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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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人口漸趨老化，香港特區政府預料至2034年，長者
人口將佔當時總人口的30%，外界關注長者保健及住屋

等問題，但其心靈健康亦不容忽視。
「香港青年．專業網絡」(青專網)昨日舉辦首屆青年科技及
社會創新創業大賽決賽，30支隊伍在場簡介創業計劃，並接
受評審點評，港大心理學系學生李卓良與拍檔任倩婷設計出
的「長者安『傳』戒」，成功取得社會創業組金獎。
李卓良表示，四分之三的長者沒有智能手機，多致電予親
友表達關愛，但他們顧忌會阻礙子女工作；子女在工作時收
到長者致電時，「覺得好煩，會罵佢哋，關係會慢慢變
差」，致兩者關係愈走愈遠，故設計出戒指讓兩者能互動溝
通並且不阻礙工作。他補充，自己曾因為公公婆婆的致電而
感到煩躁，故想盡辦法將兩者取其平衡。

冀與安老中心合作試行
他解釋，戒指分有綠色及紅色按鈕，前者是具有震動及錄音

功能，長者可隨時以震動或錄音形式互動，子女有空時才收
聽，期望能像戒指的英文名稱「Ringbow」一樣，為雙方建立
像彩虹一般的橋樑。至於紅色按鈕便是24小時的緊急救助服
務，方便長者按鈕自救。不過他承認，設計有缺陷，如錄音及
保存時間及震動模式等有待改進，未來將會尋找廠商及工程師
設計，期望能與安老中心合作試行，再作改良。

一條龍上門煮飯「屋煮」奪獎
至於取得科技創業組金獎的是手機應用程式「屋煮」，恆

生管理商學院的三年級生莫家俊表示，此為一個配對自僱廚
師和客戶的手機應用程式，客戶可選擇心儀廚師和菜式；廚
師會提供一站式上門服務，由準備食材以至烹調、清洗煮食
用具。莫家俊稱，設計靈感來源是一碟由親戚製作的可樂雞
翼，形容此為「在街外吃不到的味道」，多次鼓勵親戚辦生
意，但苦無機會，觸發他要製造平台分享美食，讓有技能的
廚師能一展所長。
莫家俊承認，廚師上門製菜需要考慮多方面的難度，如消
防、食物中毒及廚師安全等法律問題，將向專業人士取經。他
續稱，將會取用20萬元的獎金創立科技公司，並為應用程式註
冊商標，解決法律問題後便向外推介平台，發展創業夢。

青年創業融資難 容海恩倡免稅租 為鼓勵本港青年的
創新創業精神、發掘
優秀人才、營造大眾
創新氛圍，香港青年

．專業網在今年4月推出「第一屆青
年科技及社會創新創業大賽」，鼓勵
18歲至40歲香港青年發揮創意，結
合科技與社會需求，改善市民日常生
活質素之餘，更帶動香港創新創業的
潮流。
比賽超額吸引120隊參賽隊伍入紙

申請，共有30隊優勢隊伍進入決賽，
競逐金、銀、銅獎優秀獎項。
比賽分有「科技創業組」及「社會
創業組」，前者是以香港現有高科技

資源作為基礎，轉化成創新的實用技
術，冀改善市民生活質素，並讓大眾
了解及享受本港科技發展的成果；後
者則以社會福利、環境保育、交通規
劃及社會發展等方面作切入點，融合
創新理念及技術，提升本港社會服務
的質素及效率。比賽在4月14日至5
月6日進行初賽，昨日進行決賽，
金、銀、銅獎得主分別獲得20萬元、
15萬元及10萬元的創業起動資金。
香港青年．專業網期望，通過比賽
讓青年關注及研究社會需要，將比賽
成果轉化成實質的創新成就，社會資
源有效分配，真正造福社會。

■記者 尹妮

辦科創創業賽 勉青年展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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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求知若渴，勿
忘初心，是創業者的成功之道。上海透雲物聯
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王亮昨日表示，在互聯
網時代，每個人都在談機遇，認為機遇與成功
密不可分，但他認為青年要自我增值，裝備好
自己，方能抓住機遇。
被問到香港如何抓住內地創科發展機遇，王

亮稱，內地渴求香港的軟件配套，如醫療管理
及金融制度等，香港能透過科技及互聯網，借
力打力，將本港優勢帶至內地甚至是全世界。
王亮在「香港青年．專業網絡」舉辦的首屆
青年科技及社會創新創業大賽決賽中表示，香
港具有創新科技發展的土壤，如有自由及開放
的制度及社會氛圍，但香港青年目前面對的生
活壓力很大，如生活成本上升及樓價水漲船高
等，「青年多想賺錢養家，沒有太大空間及精
力去發展創新科技。」他期望特區政府能為青
年減壓，如提供津貼及技術支援，讓青年能專
心、全心投身創新行業。

王亮：打開心窗放眼祖國世界
他強調，內地市場很大，香港青年不要將眼

光單單放在香港，要打開心窗走出香港，放眼
祖國及世界。香港的金融、法律、會計、醫療
等行業均具備人才及完善的系統，直言「此等
是內地欠缺的，我們內地沒香港那麼專業」，
建議香港要把握內地發展及「一帶一路」國策
的發展機遇，將香港良好的服務及人才帶到內
地，互相發展。
王亮舉例指，香港醫療管理系統完善，不但

能提供高質的醫療服務予市民，更保障醫生的
生活水平，讓其能專注服務，此等值得內地借
鑑。
被問到內地科技發展的進程，王亮認為，內

地部分創科企業「偏離了軌道」，標榜個人成
功及財政得益，但他認為要將用戶及消費者的
需要及成功放在首位，直言「協助他人成功，
你便會成功」。

他期望創業青年的心態要好像「剛出生的
BABY（寶寶），對世界充滿了好奇、求知慾
和廣闊的接受度，不計較、不懷疑、不固執、
能從不同的角度去無限擁抱世界」。

用港配套優勢 捉緊內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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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生李卓良港大生李卓良((右右)) 與拍與拍
檔任倩婷設計出的檔任倩婷設計出的「「長者長者
安安『『傳傳』』戒戒」」，，成功贏得成功贏得
社會創業組金獎社會創業組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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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指分有綠色及紅色按鈕，分別具有通訊及求救功
能。

■■科技創業組金獎的是手機應科技創業組金獎的是手機應
用程式用程式「「屋煮屋煮」，」，為自僱廚師為自僱廚師
和客戶提供配對和客戶提供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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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年積極發
展創新科技，有人
稱香港起步較遲，
鄰近的深圳已發展
成廣東省的創新基

地，香港以服務業為主的外向型
經濟難以發展創新科技。但其實
服務業以人為本的精神，正正才
是創新的根本動力，特別是數碼
時代的服務業，不能單以「快」
見稱，而是以「深」及「心」，
正中使用者需求，方是長遠發展
的正路。

在現時追求快、狠、準的高速發
展經濟中，各界均比快比鮮，卻忽
略了以人為本的精神，如智能電話
不斷推陳出新，增加多款新功能，

但此等功能用戶是否需要？現時市
民對智能電話的要求不再是追求新
款及潮流，而是通話功能是否完
備、電量持久度及容量是否充足等
「深度要求」。

科技發展旨在拉近人與人之間的
距離，而網上電子消費近期大熱，
成功商戶不是以「最新的技術」或
「最快的流量」去取勝，而是以最
親切、最貼心及最人性化的服務去
取得長期客戶，以心對客在任何時
候都是致勝關鍵。

香港要發展創新科技，成功之道
不在於你比別人有多快，而是你比
別人想得有多深，更重要的是有沒
有用心去發展，才是重點所在。

■記者 尹妮

以人為本 創新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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