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工程師學會機械、輪機、造船及化工分部  第35屆周年晚宴 

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太平紳士致辭 

 

鍾主席、各位嘉賓、各位在座朋友晚上好： 

 

人的一生充滿着期待。求學時、期待早日畢業；求職時、期待事業有成；

求偶時、期待有情人終成眷屬。對於 MMNC 分部，期待幾百名會員和友好

在百忙中抽空共聚一堂，就非要等一年一度的週年晚宴。鍾主席、各位在

座朋友，你們只需要等365日就會再重聚。而我足足等待了35年，才有機會

在 MMNC 的週年晚宴，和大家分享人生的點滴。 

 

如果從有知之年開始，半個世紀的回憶的確多得不知從何說起。我跟幾位

年輕的工程師談及，他們不約而同地說：多啦A夢有一件法寶可以幫到我。

年青一輩所講的多啦A夢，就是我們五、六十後所熟識的叮噹。他們耐心   

解釋：『記憶麵包』外觀和一片方包無異，只要我吃下印有演講內容的      

『記憶麵包』，便可以一字不漏記下所有細節，省時方便！坦白說，方包

我的確吃了不少，可惜今晚仍然需要用講稿。 

 

大家在屏幕上見到叮噹多年來風采依然，其實它已經45歲，比 MMNC 還

要年長十歲。連熟悉的卡通人物都已經步入中年，相信大家都會察覺到   

身邊一些年長親友的話題，由以往的激情、理想、奮鬥，漸漸滲入了養生、

寧神、保健的元素，為老年生活作好準備。今晚我想與大家探討一下，     

社會老齡化所引伸的發展。 



 

人口老化席捲全球，不但增加長者服務的需求，同時亦降低社會勞動力。

因此，世界各地都積極研發方案，回應人口老化為社會帶來的挑戰。全球

人口老化問題最嚴重的日本，每四人就有一人是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

勞動力嚴重不足，卻因此造就了當地機械人市場的蓬勃發展。由於護理   

人手緊張，日本工程師致力開發和研究護理機械人，它們能夠以人類語言

溝通，按指示完成所需工作，從吸塵、倒垃圾、執拾房間、斟茶遞水、       

扶助走動，提示服用藥物，照顧長者生活起居可謂無微不至。日本政府在

2013年財政年度撥款24億日元，資助開發和推廣護理機械人，期望在2018

年，每個長者家庭有至少一個護理機械人。 

 

美國最近研發出一種小型砌磚機械人，透過指令，機械人能感應磚塊，以

及其他機械人和自己所處位置，自動砌磚，代替工人完成重覆單調的工作。

數月前，美國亞馬遜試行以小型無人飛機速遞貨品。倉務員只需要將貨品

入箱和放上輸送帶，其後流程全部自動化。遙控飛機將貨品扣緊、起飛、

到達目的地、以至降落卸貨，過程完全不經人手，既減少人力需求，同時

亦大大提昇營運效率。因此，人口老化所衍生出的勞動力短缺，既是挑戰，

亦是機遇，激發人類創意與科技發展。 

 

不單先進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香港不出二十年，65歲或以上的   

長者數目會由現時的 100萬，增至2031年的 210萬，屆時差不多每四個人

便有一名長者。2018年後，勞動人口將逐年下跌，引發勞動力萎縮，15歲



至64歲的勞動人口會由現時百分之六十，下降至2031年的百分之五十二。

應對人口老化，香港近年積極加強科研及有關範疇的投資，研發針對人口

老化的發明，以及應用科技為長者生活帶來方便。 

 

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但在《2013年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位列亞洲第一。

最近，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聯同瑞士、韓國研究人員，    

研發出一款以磁力操控的微型機械人。透過磁力引導，微型機械人可以   

携帶藥物於血管內穿梭，精準地送至人體內難以到達的部位，例如眼睛及

腦幹作標靶治療，替代傳統開刀手術。雖然微型機械人仍在開發階段，但

證實可以應用於治療。到將來技術成熟，微型機械人將有助治療長者常見

的疾病，例如視網膜退化、中風和癌症。 

 

針對中風病人失去手部活動能力，理工大學設計了一隻「希望之手」。     

這隻機械手讀取病人手臂的肌肉訊號，透過機械關節帶動，訓練病人手掌

開合動作、握力和上下左右移動的能力。經過重覆練習，中風病人可以    

恢復兩成至五成手掌活動能力。這個發明揚威國際，更在2012年日內瓦   

國際發明展奪得全場最高榮譽的格蘭披治發明獎。 

 

不少人，尢其長者，因長期勞損，雙腳或臀部關節容易感到痛楚，嚴重者

更需要更換人造關節。有見及此，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研發出

一套電腦系統，以磁力共震、超聲波儀器掃瞄病人的骨骼外型和內部結構，

再配合新研發的電腦系統，可以在短時間內模擬出病人安裝不同大小、   



不同結構人造關節後的走路情況，針對每個病人的骨骼結構，「度身訂造」

個人化治療。 

 

近年香港理工大學聯同香港房屋協會以及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携手合作，

為長者設計智能家居，結合不同領域的智能設備為長者帶來居住的舒適和

方便，例如透過「遙距照顧監測系統」監護長者安全，推斷有否異常情況。

徜若察覺有跌倒徵狀，系統會即時發出警報，通知聯絡單位，以免長者    

因意外失救。此外，系統將脈搏和血氧含量數據透過無線傳送予醫護人員

參考備用。長者使用有關儀器時無需醫護人員在場記錄讀數，有助舒緩   

照顧長者人手緊絀問題。 

 

香港工程界一直為提高長者生活質素不遺餘力，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和  

比賽，探訪老人院，舉辦「優化長者生活設計比賽」、「青少年科技創意

優化長者生活」設計比賽，鼓勵工程師關愛社會及推動科研發展。「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的一生的確充滿着期待。       

期待在座朋友繼續發揮創意，運用工程知識，造福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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