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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脸 书 （Facebook） 更 名 为
Meta，元宇宙 （Metaverse） 也成为
台湾各界关注焦点。专家指出，未来
10 年将会感受到真实与虚拟世界的
结合，增强现实 （AR） 可能取代手
机，虚拟现实 （VR） 可能取代电脑

（PC）。硬件设备要达到像手机这般
普及，重量、体积及解析度感测器等
是相关产品发展的方向，也必将推动
半导体创新跟随进步。

台湾集邦科技分析，在元宇宙议
题的驱动下，更多品牌厂商将跨入
VR、AR 市场发展，并带动全球相
关装置出货高速增长，明年可望达
1202万台规模，年增26.4%。

据记者观察，进入 2021 年 12 月，
“元宇宙”在台湾媒体上成为热词，无
论是在与之相关的论坛、研讨会上，还
是企业的“尾牙”上，“元宇宙”都是科
技企业人士乐此不疲的话题。

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表示，元
宇宙通过硬件建设实现虚拟内容，在
这过程中所需要的硬件设备、IC 部
分，台湾企业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施振荣指出，元宇宙可以实现各
种不同情境的应用，应该将“以人为
本”作为发展应用科技的目标。他认
为，一定要给文化创意人员更多空
间，让他们展现想象力，打造出西方
向往、具备东方文化特色的元宇宙。

台湾宏达电多年前就开始布局虚
拟世界。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说，发

展元宇宙势在必行。她邀请大家一起
加入元宇宙，用正向思想，为社会、
为下一代作贡献。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认为，最好
的技术、制造及经济生态运转是未来
半导体业决胜因素，台湾应可带动全
球半导体业迈入更精彩的 10 年。集
成电路的发明超过 60 年，在人类生
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让未来充
满无限可能。

元宇宙题材也在台湾股市“发
烧”，概念股股价续扬，市场对 VR
与AR硬件设备、晶片厂等供应链商
机热捧。分析认为，人工智慧、晶圆
代工、社群平台、游戏、金融等元
素，都将在元宇宙的蓝海中扮演关键
角色。

记者观察到一个迹象，外资券商
已提前切入元宇宙题材投资机会。摩
根士丹利证券半导体产业分析师詹家
鸿认为，电子供应链厂商更是跨入元
宇宙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有上市公司法人表示，在元宇宙
概念下，未来游戏不再只是娱乐功
能，而是融合虚拟与现实世界，提供
一种新生活的形态，让游戏产业走出
娱乐圈，延伸到教育、工作等领域，
扩展商业价值。

发展元宇宙，决定成败的还是
人才。影音平台 Yahoo TV 总制作
人耿暄认为，内容型人才、技术型
人才和整合型人才，是元宇宙所迫

切需要的。
台湾世新大学不久前建成了一个

470 坪 （1 坪约等于 3.3 平方米） 的
“智能摄制基地”，拥有270度带天顶
的环幕摄影棚。演员在体验沉浸式表
演的同时，环境拟真光源、色彩、影
像反射等元素可即时完成，大幅缩短
制作流程与时间，也给导演和演员更
直观的即时展现。世新大学校长吴永
乾说，学校将从下学期起规划 13 门
相关课程，以期推动台湾总体内容产
制能力的提升。

据了解，台湾义守大学也将元宇
宙融入教学和设备中。该校数媒系主
任孙志彬说，义大以元宇宙数码教学
课程点亮研究成果，如将创意和元宇
宙融合，将上古神话《山海经》制成
VR电竞游戏等。与娱乐公司产学合
作，将区块链游戏设计理念融入数媒
系元宇宙课程模组，预计明年将单独
招收重点运动项目绩优学生，新增

“运动舞蹈”和“电子竞技”项目，
培育更多电竞产业相关人才。

台湾科技界人士认为，大陆无疑
是元宇宙发展的蓝海，期待两岸携
手，共拓元宇宙的广阔天地。在日前
举办的第七届中华文化论坛云会议
上，元宇宙成为与会两岸文化学者热
议的话题。星之国际董事长许若薇
说，相信两岸影视产业将在元宇宙潮
流中深化融合，共创双赢。

（据新华社台北电）

政策利好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将
满 3 年，大湾区“一盘棋”的举措日渐增
多，融合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山大学
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广汉说，很
多惠及民生的政策相继出台，香港和澳门
的居民能够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享受包括就

业、医疗、购房、养老等便利。在一系列
科技创新支持政策下，深港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随着“跨境理
财通”、债券通等陆续推出，人员、资金等
创新要素在大湾区内的流动更加顺畅。

去年 9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陆续出台。陈广汉
指出，中央出台前海和横琴两个合作区的

建设方案，更大力度地推进大湾区对外开
放和合作。

在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郭万达看来，两个合作区的建设，
为港澳地区加快融入大湾区创造“三个利
好”。一是物理空间的扩大，即提供了很大
的舞台，有更多的土地、更多的机会。二
是产业的空间更大，如横琴为澳门的产业
多元化提供了条件。三是为港澳提供制度

创新的空间，如横琴通过税收等政策的便
利，支持澳门的企业到横琴发展。

李晓兵认为，前海合作区聚集了深圳
的优质产业，在互联互通上，该区与香港
之间的连接占据地利。在前海设立合作
区，一是着眼于两地之间的深度协调与合
作，共同打造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二是把
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培养高端人才之间建立
密切的联动，通过合作区的建设来打开新
的通道。而澳门要打造“一中心、一平
台”（即“世界休闲旅游中心”和“中国与
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也离不开
跟横琴的深度合作。

创新协同

如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认为，一是要让创新成为第一动力，人才
成为第一资源，发展成为第一要义。二是
要缩小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的差
距，在高质量转型中消除相对贫困。三是
要做到绿色发展，包括近邻经济、近邻产
业、近邻能源和近邻社会的构建。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新兴产
业发展，应重点发挥广州、深圳、香港、
澳门等大湾区核心城市在创新中的引领作
用，构筑一种创新型的协同体制。”陈广汉
说，对此应围绕三个方面来发力。一是围
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业，包括人工智
能、数字经济、软件、金融等。二是围绕
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相关的产业，包括新
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三是围绕
大健康、生物医药类产业，提高人们的生
活质量。

张燕生说，大湾区未来发展需打造3个
“动力源”，即打造大湾区的开放动力源、
打造现代产业的新动力源、打造新的消费
动力源。同时，要注重打造硬件、软件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郭万达认为，大湾区新基建的高质量
发展体现在“三新”，即新交通、新科技、
新口岸。第一，大湾区的规划特别强调

“轨道上的湾区”，要实现“一小时通勤
圈”，通勤就得上轨道，包括高铁、城际、
地铁，要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第二，要
打造数字湾区、科创湾区，需要有新的基
础设施。要推动 5G 应用为大湾区智能制
造、工业互联网、数字经济插上翅膀，必
须有新的基础设施。第三，通关模式要

“新”，实现“一地两检”，同时提高这种通
关和要素流动的便捷性和效率。

转型机遇

“ 回 顾 整 个 香 港 经 济 发 展 转 型 的 过
程，香港经济每一次成功的转型都与内地
密切相关，都是抓住了内地发展的需求和
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总体上看，是
香港发展又一次的历史性机遇。”上海社
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倪外说，
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赋予香港新的发展
动力。大湾区整体的产业结构、创新资
源 、 市 场 空 间 等 弥 补 了 香 港 的 一 些 不
足，为香港提供更大的产业空间、创新
空间、市场空间、就业空间等，香港的
经济发展腹地实现进一步扩大、全要素
系统得以优化。

在澳门方面，倪外认为，大湾区发展
赋予澳门经济转型的外部发展空间和产业
链联系，通过澳门跨境商贸、文旅会展等
平台，将大湾区世界先进水平的制造业体
系与葡语市场对接，同时澳门在特色产业
领域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可以在大湾区
内顺利孵化并拓展市场。

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粤
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
中，既有先发之利，又有地利之便，日益
吸引国际投资者的目光。在张燕生看来，
大湾区本就具有诸多枢纽优势，面对新形
势，要主动把握机遇，打造新经济的综合
枢纽。“大湾区要重点做好数字赋能、绿色
赋能和服务赋能，来开拓‘走出去’的合
作新空间。”张燕生说。

下好“一盘棋” 打造新动力
——专家热议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 盼

“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加快协同创新发展，再加上前海和横
琴两个合作区、香港特区北部都会区建设，新的战略格局和发展态势已
经初步形成，并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想象和发展空间。”南开大学台港

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云峰会上说。
该峰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多位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粤港澳大湾区

正迸发蓬勃活力，跑出协调发展“加速度”。

图为位于珠海横琴的澳门青年创业谷。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台 湾 热 夯“ 元 宇 宙 ”
新华社记者 何自力 徐瑞青

新华社台北1
月6日电（记者徐
瑞青、何自力） 台
当局统计部门 6 日
公布数据显示，台
湾去年 12 月消费
者物价指数（CPI）
年 增 率 达 2.62% ，
持续高于 2%的通
胀警戒线，全年平
均 上 涨 1.96% ，创
下 2009 年 以 来 最
大涨幅。

台统计部门表
示，12 月 CPI 大涨
主因是国际油价居
高且低基数因素仍
在，加以水果、外食
费、机票、房租、娱
乐服务、肉类及家
庭用品价格上涨。

统计显示，台
湾 七 大 类 消 费 项
中，交通及通讯类
因 国 际 油 价 居 高

且上年基数较低，12月同比上涨5.08%，
涨幅最大。受天气影响，食物类同比上
涨4.23%，其中水果类、蛋类和肉类分别
上涨21.61%、11.7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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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翔安新城片区的厦门新会展中心项目正加紧建设。厦门新会展中心由展览中
心、会议中心等组成，项目建成后将带动厦门岛外新城建设。图为厦门新会展中心展览中心项目建设现场。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厦门新会展中心加紧建设厦门新会展中心加紧建设

岁末年初的台湾，“元宇宙”成了最热门的产业话题：科技业人士纷纷表态看好元
宇宙前景与商机；相关概念的上市上柜公司股票续扬；更多的企业与人才希望搭乘“元
宇宙”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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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深圳地铁20号线推出智能型机器人，为乘客提供智慧
服务。近年来，深圳轨道交通应用创新技术，持续推进轨道交通列
控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打造“科技地铁”“智慧地铁”。图为深圳地
铁20号线工作人员与机器人进行“交流”。 鲍赣生摄 （人民视觉）

深圳打造“科技地铁”
为乘客提供智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