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了

把最新科技發展訊息與大眾分享，鼓勵

年輕人投身科研工作，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香港科學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京

港學術交流中心、教育局及香港中華科

學與社會協進會合辦「2018當代傑出

華人科學家」講座，邀請中聯辦副主

任、中科院院士譚鐵牛，中國工程院院

士鍾南山和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分享

各自科研經歷及其專業領域的最新發

展。譚鐵牛囑港生及早了解高科技，確

保人工智能(AI)能造福人類。

譚鐵牛囑港生掌握AI造福人類
高科技不分「天使與魔鬼」世界大勢所趨宜速了解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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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眾
多部門及機構不時接獲投訴，有賴公職人員
憑專業及耐性「拆彈」，妥善處理所有投
訴。申訴專員公署昨日舉行第二十二屆申訴
專員嘉許獎頒獎典禮，表揚公職部門及機構
在處理查詢及投訴時的出色表現。今年合共
4個部門及55位公職人員得獎，當中房屋署
奪得今年新設的「公營機構調解獎」。申訴
專員劉燕卿指，以調解方式處理個案既省
時、亦省人手，冀獎項可鼓勵更多部門考慮
以調解方式處理糾紛。
劉燕卿昨日透露，公署在過去一年成功調

解的投訴個案有237宗，較5年前38宗升幅
達5倍，超過九成參與調解的人士及後認為
達到目的。她指，公署近年傾向以調解方
式，處理一些不涉及嚴重行政失當的糾紛，
加強機構與投訴人溝通，並快捷地排解投訴
人的不滿，「由於參與調解的人士有共同目
標，可以在短時間內找到和解方案，最快一
天即可，節省的時間以倍數計。」

四成個案10天內有和解方案
劉燕卿指，房屋署過去一年以調解處理的

個案達80宗，當中超過四成個案能在10天
內找到和解方案，甚至有個案在公署介入
後，房屋署在即日便採取行動回應，與投訴
人達成和解。每當公署邀請房屋署參與調
解，房屋署都迅速作出回應，積極提出不同
方案以解決投訴事項，亦願意主動聯絡投訴
人作解釋，尋求與投訴人的雙贏方案，大大
提升處理個案的效率。

漁署專業態度成典範
今年申訴專員嘉許獎的大獎得主是漁農自

然護理署。公署指出，市民對自然保護，動
植物福利及病害控制等議題的關注亦愈來愈
高，不少投訴涉及相關專業範疇的規管工
作，而漁護署過去全力配合公署的調查工
作，除了提供清晰及詳盡的書面資料外，亦
透過會議及電話等方式進一步解釋事件，其
積極和正面態度堪為其他機構的典範。
漁護署署長梁肇輝領獎時分享，署方一直

按機制記錄、跟進和更新處理投訴的進度，
首長級人員更會親自監察，確保所有投訴得到公平、靈
活及迅速的處理，並鼓勵前線人員參與處理投訴有關的
課程，使他們工作時更有同理心。
另外兩個得獎機構，分別是香港海關及消防處。公署

指，海關去年在回應署方數個個案的調查期間，提供清
晰和詳盡的資料，包括多個角度所攝的閉路電視影像，
及不同崗位職員的詳細陳述書，讓署方更全面和深入地
了解事情經過；而消防處在執行工作時均適時適切，處
理投訴亦積極和公允，予以高度認同。
公署亦向55位公職人員頒發個人獎項，表揚他們發

揮專業精神處理投訴，以及勇於承擔責任的工作態度。
劉燕卿讚揚他們的共通點是體諒市民、展現同理心，了
解市民所需盡可能給予協助，「即使問題未必可以在一
時三刻解決，但部門以積極的態度看待投訴，市民會感
受到誠意，建立互信，減少爭拗。」
得獎者之一、懲教署的懲教主任（懲教行政）張佩嘉

指，日常協助處理投訴時，要訣是保持客觀持平，不論
投訴人及被投訴人的身份，均一視同仁。
她又認為，部分投訴源於對部門運作的不了解，透過

處理的過程可以消除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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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昨日假香港科學館演講廳舉行，現場所
見演講廳近300個座位均座無虛席，當中

不乏身穿整齊校服的中學生，在老師帶領下到來
聽講。譚鐵牛主講主題是「人工智能：天使還是
魔鬼？」
他表示，近年人工智能創新創業發展如火如
荼，甚至上升為世界主要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惟
發展背後仍相應帶來問題。「部分工作也許被取
代，引致貧富差距變大；或引發軍備競賽擔憂，
甚至帶來第三次軍事革命；同時倫理及立法亦將
面臨挑戰。」
譚舉例進一步解釋，好比一個能夠作曲寫書
的人工智能，其作品知識產權誰屬？又或者有人
工智能出口誹謗他人，責任又該誰負？他認為，

高科技本身並無「天使和魔鬼」之分，其本質是
取決於人類本身。
考慮到人工智能是世界大勢所趨，寄語年輕

人應及早了解其發展方向，進而將它納入掌握之
中，確保人工智能能造福人類。

段崇智：再生醫學潛力大
段崇智演講題為「再生醫學的前途與挑
戰」，他在會上首先向公眾與學生介紹何謂創
新，它是一個產品、過程或服務，對社會有所影
響，同時要求有所改進，而且創新是一項團隊活
動，須結合不同專長。
他指再生醫學正是一例，結合跨學科、國

際化、創新於一身，且當中仍有很多東西尚
待發掘，潛力極大。
段崇智表示，適逢國家及特區政府日益重

視創新科技發展，除近年施政報告及財政預
算案接連作出投入，國家早前亦宣佈批准科
研資金過河，令本港科研資金大幅增加，有
關措施均讓科研界很感鼓舞。

他並寄語有志投身科研的年輕人及早作好準
備，「多讀不同學科知識，大學暑假有時間往實
驗室觀摩學習……路也許很長，但當中滿是新
奇。」

鍾南山提醒青年科研勿造假
鍾南山則以「提高青年創新素質的思考」

為題。他分享自身多年研究歷程，包括研究
治療沙士方案、提倡慢性阻塞性肺病「早診
早治」等，總結科研者應具備好奇心，到處
探索，同時應有所執着追求。
惟他亦提醒年輕人，從事科研必須尊重事

實、講求誠信，引述過往曾有科研學者造假
個案，寄語學生「千萬不能走上此路」。他
又特別提到，從事科研很難單打獨鬥，必須
團結協作，各自發揮所長。
他進一步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關鍵也是協

作，各個方面都有着合作空間，科研環境良
好，冀年輕人能發揮創新，把握已在眼前的
發展前路，讓大眾能有所得益。

■房屋署署長應耀康(左)代表署方接受「公營機構調解
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