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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邑青智能系統：為中小型企業提供實用技術

訪談人物：莫盛凱

擔任職務：江門邑青科技 CEO

所在城市：江門

所處領域：信息技術

創新類型：技術創新

關鍵詞：香港青年、江門創業、信息科技、智能系統

訪談時間：2019年 7月

我們的定位不是要做最尖端的研發，我們的目標是要把一些切實可用的技術，推廣

和普及到一些中小企業當中去，來幫它們實現實際的營運效果，提供技術上的切身

便利。

——莫盛凱

一 人物故事：普及日常生活與商務工作所需的實用科技

（一）莫盛凱：早生於“新科技時代”的海歸香港僑青

訪談當天，在約定時間、約定地點的門外：

“好的，逗號，請稍等，句號。”

門裏傳來這麼一句話，很純正的香港粵音，語速挺慢。我正對這句每個字都聽

得懂、連起來就不明白的話感到疑惑，兩秒後，我的面前和口袋裏同時傳來聲響。

面前的門打開了，出來一個人。口袋裏的手機屏幕也亮了起來，微信裏幾秒前發來

的消息：

“好的，請稍等。”

門內來人正是邑青科技 CEO莫盛凱。

莫盛凱祖籍恩平，生於香港。中學起遠赴加拿大，在異鄉求學多年，碩士畢業

後，在 IBM公司工作數年，於 2009年回國。在訪談過程中，他看着我在鍵盤上快

速記錄着他說的話，直說“你打字好快”。我以為是拼音輸入法的優勢讓他咋舌，

便說“我是內地人，只會打拼音，但你們（香港人）打倉頡、速成也很快啊。”他

說：“你說的倉頡、速成，我都不會，我不會打（中文）字。”

我錯愕地重新理了一遍時間線，倒推已逾而立的莫盛凱當年出國的年紀和時

間，果然當時香港中學教育還沒有“中文電腦打字”這一科。“那你後來回國開公

司，不會打中文，要怎麼辦呢？”他回答：“一開始在香港就還好，大家都（可以）

講英文；後來到（江門）這邊，真的很多時候要用中文，那我怎麼辦呢，我就靠

‘說’。你知道怎麼才能‘說’出一句話，變成文字嗎？”

我下意識地搖了搖頭，他接着說：“現在很多技術都支持語音轉文字，很智

能。就連標點符號也能聽懂和轉換。所以我的同事們經常看我搞笑，我會對着手

機，說幾句話，然後說標點符號，再說幾句，再說標點符號，最後給別人發一段完

整的中文信息過去。”我忽然就明白那句“好的，逗號”是怎麼回事了。

莫盛凱在加拿大取得碩士學位後，曾經為知名國際企業 IBM工作過八年。但

說起前公司，他反而說了一句“現在估計沒什麼人知道 IBM吧”。莫盛凱生於互

聯網技術大變革以前的時代，面對越來越年輕化的技術市場，新生事物與淘汰事物

的更替週期越來越短，不免會生出一種自己曾經見證過的時代已經不為年輕人所知

的感受。

2009年，莫盛凱離開加拿大，先是回到香港開立了自己的公司，主營智能化

電子系統服務；2017年，又在祖籍地江門註冊成立了邑青科技有限公司，致力於

智能科技的日常普及，為香港公司提供技術支持。

（二）回港與回鄉：做“科技改變生活”的普及者

邑青科技有限公司位於廣東江門珠西創谷五樓，把辦公環境和公司全貌完整參

觀一遍，大概只需十秒鐘——打開一間辦公室的門，電腦屏幕前是十幾張年輕的

臉；再打開另一扇門，就回到了我們先前落座的地方。兩間辦公室，不到二十個

人，是邑青科技的全部。

莫盛凱的香港公司名稱簡寫是“OR”，取“Occam Razor”（奧卡姆剃刀定律）

之意。這是源自古代歐洲的哲學命題，其核心內涵是“如無必要，勿增實體”。對

於莫盛凱而言，他希望發揮和牢記這一古老哲思當中的樸素精神，提醒和鞭策自

己，時時以“簡單有效原理”去應對複雜的環境和問題。“我們的定位不是要做最

尖端的研發，我們的目標是要把一些切實可用的技術推廣和普及到一些中小企業當

中去，幫它們實現實際的營運效果，提供技術上的切身便利。”

１.在香港推行醫療企業智能管理系統與智能化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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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企業對智能化電子辦公系統的依賴程度非常高，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智能

化電子系統極大地解放了人力與時間，節約了辦公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與準確

率，擴展了儲存與記錄的容量，形成了一套查有蹤跡的管理體系。莫盛凱的公司正

是負責普及和推廣智能化電子辦公系統，香港醫療、體檢機構與地產公司是最大的

客群和獲益者。

香港有許多提供體檢服務與醫療服務的企業或機構，以前一直使用手寫紙張

和 Excel建檔的模式來辦公和記錄。每新增一個客人，就新建一個 Excel文檔，名

稱只寫交易日期與客人姓名，表格裏面記錄各項具體服務和其他信息。一個月三十

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積月累，每到月底、年底，結算統計的工作量和龐雜程

度遠遠超乎想像。由於檢索系統的缺失，只能以姓名或日期來調取相關資料，而針

對特定項目在特定時間的相關記錄，例如總客戶數量、增長趨勢等統計，則無從做

起。針對這類企業，莫盛凱及其團隊在香港推廣和普及了一個最基本的電子辦公系

統，把職員從浩如煙海的 Excel和文件夾裏“解救”出來，實現智能辦公。

近年來，便利的智能系統日益成為辦公剛需，越來越多的企業成為這一系統的

忠實用戶。得益於智能系統的普及和應用，香港上市公司康健醫療集團躍身成為擁

有全港最先進體檢系統的醫療機構；最大的醫美集團 Dr. Reborn已經擁有妥善高效

處理超過八十萬客戶數據的能力；頭號秘書服務公司之一 BPO Global的資料數量

也已有千餘家⋯⋯“科技改變生活”，從一句話變成了現實。

2.“超年輕”團隊在江門創新智能健康檢查技術並普及軟件產品

兩年前，莫盛凱受五邑青年總會的邀請，入駐江門珠西創谷，以五邑青年的簡

寫“邑青”作為這家年輕公司的名字。“我們的員工幾乎全部都是五邑大學的畢業

生，平均年齡應該不超過二十五歲，這還是把我自己算了進去，拉高了平均值。”

莫盛凱笑着說。“我們大約四五個人為一個小單位，形成團體分工合作，有前台、

後台，也有軟件程式、App。”

現階段，邑青科技的主要科技創新成果和項目，是健康體檢技術中的智能分

析與機器學習應用。邑青科技將智能化數據採集與分析系統、圖像識別技術、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技術相結合，形成基礎輸入指令、流程與分析

標準，再利用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實現智能化的雲端“診斷”。在健康體檢項目

中，AI技術經過簡單的採集與學習，能夠得到較為準確、可信的報告與評析，一

定程度上具備專業檢測效力。系統將大量的檢查標準與結果存儲在雲端，如 X光

成像的影片，通過智能機器分析及圖像識別，判定一些疾病的存在風險與可能。

目前，這套體檢系統申請了一個技術功能的專利。莫盛凱坦言：“在這套健康

體檢系統中，不管是軟件整體，還是單項技術，任何一項成果都可以拿去申請專

利。內地好像很看重專利這個事情，可我還是有點受到香港那邊的（觀念的）影

響，因為在香港，拿到專利和沒有專利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都是一樣去做事而

已。不過話又說回來，現在江門有成立相關的基金支持專利申請。”

在健康體檢技術領域，邑青科技儘管公司規模小、人數少，但也能夠驕傲地躋

身前列。作為中小型技術企業，邑青科技是為數不多的有能力製作和推廣這種技術

產品的公司。同類產品的其他開發者，多為谷歌、阿里雲、阿里巴巴等大企業。莫

盛凱表示，這正是他想要把最普通的科技應用在商務工作當中的初心。

（三）港人身份：辦公文化的地域差異和“超弱勢群體”

1.初來乍到的招人困境與地域文化導致的理念差異

名為“邑青”的公司自成立至今，不知是機緣巧合，還是冥冥中的安排，員工

全部都是五邑青年。年輕的團隊成員悉數畢業於五邑大學，說起跟自己一起普及技

術創新的這些團隊成員們，莫盛凱想起了一些往事。

“最難忘的時期，就是太難招人了。我們去學校招聘，可是公司很小，不太受

畢業生青睞。我們又在網上發廣告，等啊等，找啊找，過了三四個月，一共才招

來四五個人。”在江門的某個招聘網站上，邑青科技招聘信息中的聯繫方式正是

CEO莫盛凱本人的手機號碼，莫盛凱說：“HR是我，老闆是我，程序員是我，需

要做但又沒有人的時候，什麼都是我。”

初期在江門遭遇的艱難，對運行一家成熟公司將近十年的莫盛凱而言，還只

是第一道關。香港和境外的文化背景也給他帶來了一些困惑：“後來團隊慢慢成形

了，可是我發現兩地的辦公文化有比較大的不同。在香港，一個人同時負責三四個

項目是常有的事，但在江門，我發現大家默認的都是一個人負責一個項目。”這當

然需要適應和調和。

“我採取的辦法是固定程式化管理，用明確的日程、進度、截止日期來規範所

有工作。至於審驗的標準，也很簡單，第一是有沒有做到，第二是有沒有做好。”

莫盛凱最開始提及的奧卡姆剃刀定律就是這個概念。對應到企業管理，化繁為簡，

將複雜的事物變簡單。文化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然而價值的判斷一定存在共識與

規律，這些互通的、共存的價值，就是最簡單、最本質的標準和要求。隨着社會、

經濟的發展，時間和精力成為人們的稀缺資源，專注做好應該做的任務，不僅符合

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也非常適用於起步階段邑青公司的實際情況。“我們的人的

確不多，但穩定性很高。江門這裏基本上承擔起了香港總公司的一半生產力。”

2.香港的環境與背景和科技創新領域的“超弱勢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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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兩年的時間，邑青在江門成立、發展、獲獎、申請專利。作為香港背景的

創新企業，莫盛凱還曾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考察創谷時，與她就科技創新企業與香

港發展進行了交談和對話。談及港資背景帶來的優勢，莫盛凱笑着但認真地回答：

“優勢才沒有呢，相反因為有香港的背景，我們走到哪裏都是‘超弱勢群體’。我

們去參加比賽，去外地交流，別人經常會問起‘年產’的問題。可是也許外人不清

楚，在香港，用年產去和內地的科技公司相比，根本比不過。別人幾個億的產量，

在香港是不可能的。從這個層面來說，我們真的一直都是‘超弱勢群體’。”

他還談到，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術）行業對人才的倚重遠遠超

乎其他行業，人才是決定技術創新的根本條件。但香港社會無論在人才的前期培

育還是教育環境上，都沒有完全發揮出自己的優勢。“香港的社會價值觀和教育偏

向性太重了。早些年，沒有人不選擇讀金融，到現在，絕大部分都選擇讀醫、考

律師，什麼樣的人才會去讀 IT？在香港，大家都認為是沒書讀、沒學上的人，才

去搞 IT。我們十分缺乏精英的科技人才，從這個角度來說，就更是‘超弱勢群體’

了。你說你來自香港，如果是個金融才俊，人家都會多看你兩眼；但你說你是搞科

技研發的，搞 IT的，真的沒什麼人理。”

莫盛凱早年在北美，信息技術專業在社會中的被認可程度很高。初回香港時，

香港社會對信息技術的淡漠曾讓他感到不習慣。個體與企業內部的困難都是容易克

服的，但整體環境的轉變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港資尤其是在陸港資科創企業的“名

聲”，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香港社會對科技創新的深度認同，而這樣的改變需要從政

策、教育、社會、企業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二 案例分析：香港科技發展的先天錯失與後天遺憾

邑青科技不到一百平方米的辦公空間，承擔起了香港總公司五成以上的生產任

務，是中小型科創企業中的優秀標兵。其高效的團隊、過硬的技術和創新的理念，

把實用型的信息技術、辦公技術、智能技術，普及和推廣到了更多中小型企業的實

際生產和實際工作當中。同時，這些也映襯出現下香港科技發展的乏力和疲軟。身

為亞洲數一數二的金融中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和轉口貿易中心，香港的

科技現狀本不至如此。

（一）香港科技已數次錯失科技發展機遇

香港的金融地位毋庸置疑，但金融領域的絕對優勢也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香港

的全面多元發展。香港曾經擁有輝煌的製造業，但在金融發展大勢之下，且珠三角

逐步形成與前店後廠的合作模式，香港的發展重心向國際貿易傾斜，一定程度上忽

視了本地製造業的科技轉型與升級。早在近二十年前，香港就曾經提出過“科技興

港”“矽港計劃”等口號和概念，也曾經規劃過要在香港建設中醫藥科技中心。但

是，早期的“矽港”建設計劃在用地劃撥中擱淺。香港經濟將與房地產無關的科技

項目排斥在外，錯失科技發展良機。與此同時，在香港的土地政策下，高額房價成

了極為突出的民生問題。港人為了保障生活質量，紛紛投身金融、律師、醫師等高

薪行業，科技創新所需的人才缺口逐漸增大。

（二）香港的社會環境沒有給實用型科技太多的應用空間

在科技創新的浪潮裏，中國內地是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科技應用程度最高、覆蓋

範圍最廣的地區。新技術和新產品給我國社會帶來了生活方式的新革命。相比之

下，雖然香港一直被評為最自由、最開放也最有競爭力的地區，但現狀顯示香港對

新事物的接受存在幾個問題。

第一，社會整體對新科技的接受態度呈現與美、加等地區類似的“老齡心

態”。在這些西方國家，坐火車用人工驗票，出門用現金和信用卡，成為普遍的

“老齡現象”。他們習慣如此，願意如此，認為這種模式並沒有任何不便，因此不

需要改變。香港與之非常類似。八達通在香港“橫行八達”多年，身兼交通、付

款、停車等許多用途。多年來，八達通的便利程度提升不大，但它的普及程度成為

了新型支付方式進入香港市場的阻礙，例如支付寶在打開香港市場時，就遭遇了八

達通這個“勁敵”。香港社會在智能應用中稍顯落後，若想將創新融入生活，首先

要改變固有的認知觀念，提高對新事物、新科技的接受程度。

第二，香港市場在科技創新和科技應用方面的高昂成本。以 4G通訊技術為

例，香港普及 4G很早，許多以通訊科技為研發對象的公司和企業，在選擇海外落

腳地時，也都瞄準了香港市場。但香港運營、開發、租金、運輸等成本等極高，政

策扶持力度相對較小。此外，香港語言獨立，本地市場狹小，4G技術在香港儘管

普及較早，但僅限於通訊領域的一般應用，以運營商提供網絡服務的形式為主。由

於香港的科技創新市場可突破性小、運營成本高、外包公司多、技術研發零散化，

內地及海外公司進入門檻較高，加之香港本地發展科技應用的動力不足，科技實際

應用主要集中在金融領域，社會普遍應用程度仍有提升空間。

三 啟示：緊抓大灣區機遇，實現協同發展

（一）科技疲軟帶來的民生問題是一顆已經炸響的炸彈

近年來香港金融業的遙遙領先和其他產業的步履蹣跚，刺激了民生脆弱的神

經。金融泡沫下的隱憂，科技發展滯後埋下的危險，已顯露無遺。香港社會應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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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見矛盾的根因與源頭，平復瘡疤和重建秩序需要政治力量、法制力量、社會力

量，更需要科技力量。

（二）香港應把政策支持和教育改革作為努力方向

目前香港已經意識到了自身在科技發展上存在的問題，並積極實行推助措施促

動本土科技的發展，讓香港成為一片名副其實的優良創新土壤。特區政府於 2017

年設立創科局，是從政府層面全力支持配合香港科技創新事業的一個信號，尤其是

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支持不斷加碼。一方面要提高中小企業的職能工作程度，一方面

為香港科技的普及與推廣鋪路，從而讓更多的人從實用型科技創新中受益，讓更多

人了解這一領域的發展前景，帶動更多人投身科技創新的研發和學習，成為香港科

技發展的中堅力量。

（三）江門應持續發揮僑鄉優勢，建設多地間的血脈橋樑

江門是珠江西岸重要城市，早先已有規劃以江門為核心在大廣海灣城市群的建

設發展。如今，江門是廣東省內重要的交通樞紐和物流中心。作為著名的僑鄉，血

脈相連的團結與親密讓江門凝聚了千百萬華僑同胞的龐大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在

2010年“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開營式上說：“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海內外中華

兒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魂，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

在“一帶一路”加速推進的今天，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面前，江門應該

發揮區位優勢，加強互聯互通，在大灣區框架下協同共建“一中心三網”的交通體

系；加速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共同體，逐步發展成為全球科技產業的創新中心；

團結僑胞力量，發揮僑聯黏性，輻射更廣闊的群體和地區。

四 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背景下，香港要進一步提高科技發展水平，加快科研成

果的市場轉化和推廣應用；江門要進一步提高政府對創新產業的扶持力度，完善人

才培養機制，激發企業創新自主性。發揮僑鄉的紐帶作用，提升香港、江門的協同

發展程度，與灣區其他城市一起探索創新，助力大灣區建設。

五 大事記

2017年，邑青科技在江門成立。

2018年，邑青科技在創新大賽中獲得江門區獎項。

（訪談整理：符愔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