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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共绘大湾区优质生活圈
自2023年2月全面恢复通关

以来， 港澳与内地双向奔赴日益
热络， 随之而来的是深港口岸间
人流、 资金流、 物流等领域的诸
多指标持续走高。

口岸人流滚滚， 市场热潮涌
动———在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提质
升级的同时， 一个更优质的生活
圈在深港加速融合互通的进程中
焕发出新的光彩。

“人流奔涌” 掀起跨城
消费热潮

2023年以来 ， 从日常周末 ，
到中秋国庆叠加的 “超级黄金
周” 等重要节日， 深港之间各个
口岸， 人潮熙攘已成常态， 北上
的香港市民和南下的内地旅客
“擦肩而过”， 跨城消费带动大湾
区新一波探亲、 旅游、 购物热。

“太二酸菜鱼、 木屋烧烤、
润园四季椰子鸡……” 说起深圳
的美食餐饮 ， 家住香港油 尖 旺
区 的 黎 芷 茹 女 士 已 然 是 半 个
“深圳通”。 每周平均两到三次深
圳游， 让她对深圳的热门打卡地
如数家珍。

如今， 香港社交平台上， 在
深圳 “吃、 逛、 玩” 的各种攻略
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美甲、 按
摩、 看牙科” 也在各个年龄段的

消费者中风靡。 “除了相对便宜
的价格， 还有越来越便利的支付
方式， 越来越优质的服务 。” 黎
芷茹说。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
据显示， 2023年1月1日至12月30
日， 该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64
亿人次 、 日均45.07万人次 ； 入
境人员超8000万人次 、 日 均 超
22万人次 ， 其中香港居民占比
最大。

在距离福田口岸仅两站地铁
的领展中心城， 2023年客流及销
售额增长十分明显。 “最明显是
2023年12月份， 商场当月截至目
前 ， 总销售额同比提升 225% ，
总客流亦同比提升229%； 香港
圣 诞 假 期 期 间 ， 这 里 香 港 游
客 数量的占比提升至总客流的
50%左右 。” 领展中心城项目公
司总经理庄美蓉说。

“夜经济” 是跨城消费的亮
点。 每当夜幕降临， 深圳从口岸
到市区， 到处灯火通明、 人潮涌
动 、 车 流 不 息 。 南 方 电 网 深
圳供电局的数据显示， 2023年2
月至今， 深圳第三产业用电量同
比增长11.47%， 深圳夜间 （18时
至次日6时） 平均用电量同比增
长7.63％， 深圳口岸用电量同比
增长15.93%。

在香港， 圣诞小长假期间，

每晚上演的 “冬日维港水上烟
火” 吸引了大批内地游客。 “这
次专程带着孩子来看维港的烟
花 ， 还会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 感受家门口东西方文化的多
元碰撞。” 深圳居民黄女士说。

“互联互通” 加速湾区
同城化发展

早上坐高铁来深圳上班， 晚
上再回香港过夜， 作为领展中心
城项目公司的总经理， 香港人庄
美蓉大部时间在深圳， 她已经习
惯了快速 、 便捷的两地生活 。
“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可以实现往
返 ， 深港同城化发展越来越明
显。” 庄美蓉说。

当前， 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
通持续推进，港珠澳大桥、南沙大
桥、 广深港高铁等拉近了彼此物
理上的距离。铁路部门数据显示，
2023年截至12月30日， 深圳铁路
发往香港西九龙站旅客共547.5
万人次 ， 香港发往深圳515.6万
人次， 周末和节假日往返两地的
高铁车票常常 “一票难求”。

而AlipayHK （支付宝香港）、
WeChat Pay HK （微 信 香 港 钱
包）、 深港公交地铁扫码互通等
落地， 让粤港澳居民生活上的互
通也更加便利。 “现在很多香港

游客来消费都用手机支付， 我们
还开通了跨境手机免费Wifi服
务， 解决因两地移动网络不通用
带来的问题。” 庄美蓉说。

数据显示， 2023年下半年内
地游客到香港使用支付宝整体交
易笔数较上半年增长40%， 而港
人使用AlipayHK回内地、 去澳门
的交易量一直稳步上升。 自2023
年6月开始， 使用深圳通、 支付
宝等应用， 即可在深港两地扫码
乘坐公交和地铁， 乘车费用按实
时汇率价格进行结算。

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 随着大
湾区交通基础设施更加便利， 地
区间内部往来愈加频繁， 空间联
系强度不断提升， “1小时生活
圈” 加快形成。

“双向奔赴” 推动湾区
融合焕新

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 近年
来持续在科技、 文化、 艺术、 教
育等诸多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大
湾区科技文化软实力逐步增强。

日前， 国务院印发 《河套深
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
规划》，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
区建设不断提速， 未来这里预计
将新增20万以上的高端人才， 仅

在深圳园区目前已实质推进和落
地科研项目超过150个。

“这里离香港城市大学仅三
四十分钟车程。” 在河套深圳园
区研究电子显微镜的香港城市大
学深圳福田研究院院长陈福荣
说， “科学创新需要灵光一闪和
冲动， 我在香港想到一个点子，
马上就能到这边实验室里试一
下， 这太重要了。”

除了购物、 饮食等传统消费
领域， 深度旅游也让大湾区的人
文精神内涵持续丰富。 作为东西
文化荟萃之地， 香港的文化生活
多姿， 文化场景多元。 逛香港书
展、 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在维港海滨听一场音乐会……到
香港旅游不再只是 “买买买”。

“从2023年年初开始，在香港
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的大型展会几
乎没有中断过； 中环海滨活动空
间的多场演唱会， 场内外汇集了
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 那种盛况
仍历历在目。”深圳青年何源说。

2023年香港书展期间， 深港
两地还开通香港书展直通车， 从
深圳市的深业上城出发， 可以直
达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以此拉进
深港共读的距离。 “香港书展有
将近100万人次入场， 不少是深
圳的朋友。” 香港贸易发展局深
圳代表曾沂靖说。 据新华社

滚滚人流见证双向奔赴：

2023，美国人工智能突飞猛进却风险凸显的一年

人工智能技术爆发

2023年 ， OpenAI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产品ChatGPT火遍全
球， 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纷纷聚焦
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 带动新一
轮爆发式发展 。 微软公司持续
“押宝” OpenAI， 2023年初宣布
对 其 战 略 投 资 上 百 亿 美 元 。
ChatGPT推出2个月后的月活用
户数就突破1亿， 成为史上用户
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级应用。 微
软迅速将其功能整合到搜索、 办
公软件等产品中， 掀起本轮人工
智能发展热潮。

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
德拉称， 人工智能就像是人类大
脑界的 “蒸汽机”， “人工智能
的黄金时代已然来临”。

针对微软的强势布局， 谷歌
全面升级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巴德” （Bard）， 并进行重大部
门重组，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
域成果强化谷歌智能助手等产品
功能。 2023年12月初， 谷歌推出
该公司 “规模最大、 功能最强”
的 人 工 智 能 模 型 “ 双 子 座 ”
（Gemini）。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
隆·马斯克7月成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并在2023年11月就推出能
实时连接社交媒体平台X （前身
为推特 ） 的首款人工智能模型
Grok， 给这场人工智能 “淘金
热” 又加了一把火。

此 前 主 要 布 局 元 宇 宙 的
“元”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

克伯格也表示 ， 人工智能将成
为2024年 “元” 公司的最大投资
领域。

研究显示， 依托生成式人工
智能， 企业可广泛运用更高效、
更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颠覆性重
塑现有生产流程、 运营方式和商
业模式 ， 带来全新转型发展机
遇。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相关报告
也认为， 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望每
年给全球创造2.6万亿至4.4万亿
美元经济增量。

监管风险日益凸显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带
动经济增长、 生活便利的同时 ，
也引发人们对其监管问题的深
刻思考， 甚至是对该技术失控的
担忧。

业内人士担心， 人工智能算
法黑箱和算法偏见将严重影响社
会公平 ， 加剧 “信息茧房 ” 现
象， 使业已极化的美国社会进一
步割裂。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美
国两党多数成年人都担心人工智
能在2024年大选中 “增加虚假信
息传播”。

算法、 算力之外， 数据被认
为是人工智能三大支柱之一。 相
关科技公司数据采集过程的合法
合规问题突出， 《纽约时报》 日
前就打响了侵权诉讼的第一枪。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加剧
关于大规模失业 、 贫富 分 化 的
担忧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
2000家企业员工进行的 一 项 调
查显示 ， 五分之三受访者担心

会在未来10年内因人工智能而彻
底失业。

一些从业者还担心， 不受管
控的人工智能发展将威胁人类生
存。 数百名人工智能行业高管、
专家学者2023年曾通过非营利机
构美国人工智能安全中心发布联
合声明， 呼吁 “将降低人工智能
可能带来的人类灭绝风险， 和疫
情、 核战争等问题并列， 作为全
球优先事项推进”。

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
尔特曼11月经历被罢免又复职的
人事风波， 被不少人视作人工智
能开发激进派和谨慎派之间的观
念冲突。 这一事件也让人们质疑
科技公司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同
时， 是否有能力自律和管控人工
智能发展风险。

2023年 12月 18日 ， OpenAI
发布了其评估人工智能 “灾难性
风险” 的最新指南， 也承认 “对
人工智能灾难性风险的科学研究
远远没有达到需要的水平”。

业内人士指出， 在当下治理
框架、 管控措施都没有跟上的情
况下， 由监管机构制定有约束力
的法规至关重要 。 各 科 技 公 司
也呼吁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尽
快采取行动， 而相较人工智能的
发展速度， 美国相关立法进程明
显滞后。

由此可见， 美国人工智能领
域2023年在技术上突飞猛进， 但
还需加强技术风险管控， 如何确
保技术能安全、 可信地服务于人
类而不至于失控， 应该是新一年
的重要课题。 据新华社

2023年最后一周， 人工智能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纽约时报》 2023年12月27日起诉开放人工
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和微软公司， 指控其未经许可使用该报数百万篇文章帮助训练人工智能
（AI） 技术， 要求停止这种行为并销毁相关数据。 这是美国首家媒体机构提起此类诉讼。 过去一年，
美国人工智能爆发式发展， 由此引发的伦理、 监管等风险和担忧也愈加凸显。

2024年将至， 人们参加形式多样的欢庆活动， 迎接新年。 图为在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民族村， 游客与佤族演员一起体验拉木鼓。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第十
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
大赛近日启动， 参赛对象为全国
大中专院校及中学在校学生。 本
届大赛全国大陆地区共设32个赛
区， 同时将特邀香港和澳门地区
的优秀学生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观
摩和比赛。

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
品大赛启动于2013年， 迄今已举
办九届， 全国累计参赛人数已近
40万， 在全国各大中专院校及中
学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本届大赛由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主办， 中国科学技术馆和中国
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承办。 作为
正式入选教育部 《2022-2025学
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
动名单》 的重要赛事之一， 大赛
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创新创造的
平台和机会， 激发青少年对科技
创新的兴趣和热爱， 引导青少年
关注社会热点、 履行社会责任。

启动仪式后， 项目命题专家
杨毅教授和高云峰教授分别就创
意作品项目和科普实验项目做了
详细解读。 其中创意作品项目面
向大学组和中学组分别设立 “人
机协作”和“未来校园”两个主题，
注重考查学生发现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鼓励学生在人机协作
或校园生活相关背景下发现身边
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设计系统模
型并创作相关作品； 科普实验项
目设“未来太空车”主题，突出任
务驱动， 将竞赛与科普活动紧密
结合， 鼓励学生将STEM与创客
融合， 利用科技手段和创新思维
开展创意实验设计， 采用指定材
料，自行设计、搭建装置，并在指
定区域完成预设任务。

大赛的初赛、 复赛由各赛区
组织， 于2024年5月底之前完成，
将遴选出的优秀作品推荐至决
赛。 全国总决赛将于2024年7-8
月举办。

第十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启动

喜喜迎迎新新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