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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創新及科技 ("創科 ")一直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兩股主要動力，

但香港與許多其他已發展經濟體相比，在推動創科產業起步較遲。

1997 年 亞 洲 金 融 風 暴 爆 發 後 ， 香 港 經 濟 出 現 明 顯 放 緩 趨 勢 ， 1 
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 1998 年決定研究發展創科產業，作為經濟

增長的新動力。 2 他在 1998 年的施政報告中為創科產業的未來

發展勾劃出一幅藍圖，提出以 50 億港元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     
("創科基金 ")，以及設立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應科院 ")。其後，

政府在 2002 年 7 月成立工商及科技局，負責制訂及推行各項政策及

措施，推動本港創科發展。 3 
 
1.2 隨後多年，歷屆政府繼續致力投資建造所需的基礎建設、

提供財政資助及改革政府架構，以推動創科發展。舉例而言，政府

在 2006 年開始更着重技術轉移和商品化的工作，成立了 5 所研發

中 心 ， 負 責 統 籌 及 進 行 選 定 重 點 範 疇 的 應 用 研 發 工 作 。 政 府

在 2015 年更進一步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負責制訂及推行全面的

創科政策。在此之前，香港從未有過如此高層次的政策局專責制訂

和推行創科政策。  
 
1.3 經過政府多年的規劃，多項有助推動本港創科產業發展的

基建配套相繼落成，包括擁有 33 萬平方米總樓面面積的香港科學園、

借鑒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的成功經驗而成立的應科院，以及為科技

初創企業提供一個數碼社群以助其茁壯成長的數碼港。  

                                            
1 亞洲金融風暴在 1997 年 7 月爆發，港元其後遭受投機者大規模狙擊，股票及地產

市場出現顯著調整，拖累本港經濟在下半年急轉直下。  
2 香港的創科發展落後於許多其他已發展經濟體。舉例而言，美國矽谷的崛起可追溯

至 1950 年代，而台灣的工業技術研究院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亦分別於 1970 年代及

1980 年代成立。  
3 工商及科技局亦負責其他政策範疇，例如香港的對外貿易關係、促進外來投資，

以及推動工商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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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香港在全球創新指數及全球競爭力報告的排名，亦可反映

政府多年的努力。根據 2017 年全球創新指數，在全球 127 個受訪

的經濟體中，香港在基建設施方面位列第 4。 4 然而，香港在其他

範疇的排名卻未見突出，例如在 "人力資本與研究 "排名第 28，而在

"知識及技術輸出 " 5 和 "創意輸出 " 6 兩方面皆位列第 25。此外，

在《 2016-2017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在基建設施方面連續

7 年名列前茅 7，但在 "創新能力 "及 "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才供應 "
方面，排名較低，分別位列第 27 和第 43。  
 
1.5 本資料便覽旨在提供下述資料： (a)本港創科產業的發展；

(b)政府的創科政策，特別是透過各項措施，資助產業導向的研發

工作、推動科技創業，以及鼓勵私營機構投資創科產業；和 (c)技術

轉移及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合作。  
 
 
2. 香港創科產業的發展  
 
 
2.1 香港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後，隨即遇上亞洲金融風暴。

1997 年 7 月 2 日，投機者開始狙擊泰銖，其後貨幣狙擊戰蔓延

至 包 括 香 港 在 內 的 其 他 亞 洲 經 濟 體 8。 為 擺 脫 經 濟 困 境 ， 時 任

行政長官董建華於 1998 年 3 月成立創新科技委員會，就推動

香港創科發展所需的政策措施提供意見。創新科技委員會於 1998 年

9 月發表首份報告，董建華先生根據報告的建議為香港制訂了創科

產業的發展藍圖。   

                                            
4 由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合編的全球創新指數，根據

多項指標，就全球各經濟體在提供有利創新的環境及開發創新成果方面的表現作出

排名。  
5 這 基 礎 指 標 由 一 般 用 作 量 度 發 明 及 ／ 或 創 新 成 果 的 可 變 數 值 (variables)組 成 ， 例 如

專利申請的數目、勞動生產力的提升，以及知識產權相關的業務佔總業務收益的

百分比。  
6 這基礎指標包括 3 個分項： (a)無形資產 (例如有關商標申請的統計資料 )、 (b)創意

產 品 和 服 務 (例 如 視 聽 及 相 關 服 務 出 口 )， 以 及 (c)網 上 創 意 (例 如 維 基 百 科 的 平 均

每月編輯次數和 YouTube 的平均每月視頻上傳次數 )。  
7 《全球競爭力報告》由世界經濟論壇發布，就生產力及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定下

指標，評估全球各經濟體的競爭力。世界經濟論壇是獨立國際組織，由約 1 000 間

頂尖機構及國際企業組成。  
8 1997 年 10 月 23 日，投機者狙擊港元，香港銀行的同業隔夜拆息利率一度被扯高

到 280 厘的高位，恒生指數當天暴跌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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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 1998 年 10 月，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發表任內第二份

施政報告，當中勾劃出香港創科行業的未來發展。 1998 年其後

數年間，創科行業發展進入新階段，當中以下列的創科政策措施

尤為重要：  
 

(a) 在 1999 年成立創科基金，政府注資 50 億港元。基金

設有多項資助計劃，協助香港企業提升科技水平，並為

其業務注入創新意念；  
 
(b) 在 2000 年政府出資成立應科院，進行高質素的科技研究

發展工作，並把研究成果轉移給業界，予以商品化，

藉透過協助應用研究的模式，發展以科技為基礎的產業

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c) 在 2001 年成立香港科技園公司，以提升科技基礎建施。

香港科技園公司因應業界在不同階段的需要，提供全面

的服務，包括透過培育計劃協助新進的科技公司，以及

在香港科學園 9 內爲應用研發的活動提供各種設施及

服務；及  
 
(d) 在 2003 年啟用數碼港，為租戶提供先進完善的資訊

科技／電訊基建設施，藉以推廣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  
 
 
2.3 為進一步培育創科產業，政府在 2006 年成立 5 所研發

中心，負責推動和統籌所屬重點範疇的應用研發 10，並促進研發

成果商品化。截至 2016 年 5 月，5 所研發中心已進行逾 920 個

項目，涉及資助額約 41 億港元。近年政府更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負責制訂及推行全面的創科政策，以促進香港的創新、科技及相關

產業的發展。 11 
  

                                            
9 佔地 22 公頃的香港科學園分 3 期發展，總樓面面積為 33 萬平方米，包括第一期的

120 000 平方米、第二期的 105 000 平方米及第三期的 105 000 平方米。第一期於

2004 年落成，而第二、三期則分別於 2011 年及 2016 年落成。  
10 5 個 重 點 範 疇 分 別 為 (a)汽 車 零 部 件 ； (b)資 訊 及 通 訊 技 術 ； (c)物 流 及 供 應 鏈 管 理

應用技術； (d)納米科技及先進材料；及 (e)紡織及成衣。  
11 政府透過 5 個核心策略，為創科發展提供有利的環境，即 (a)為企業、科研機構及

大學提供世界級的科技基建； (b)為產、學、研持份者提供財政支援，協助他們將

研發成果商品化； (c)培育人才； (d)加強與內地及其他經濟體在科技方面的合作；

以及 (e)締造充滿活力的創新文化。  



4 

2.4 在政府加強推廣創科發展的背景下，政府統計處曾進行

調查，顯示在 2015 年有 1.4% 或 3 885 家工商機構曾進行研發

活動，用於內部研發活動的總開支達 80 億港元，較 2010 年增加

38.6%。不過，創科產業在香港仍屬規模較小的界別，只佔 2015 年

本地生產總值的 0.7% 和總僱員人數的 0.9%。除此之外，近年香港

研發開支總金額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幾乎維持不變，在 2015 年

僅達 0.76%，落後於許多其他已發展經濟體的相關比率 (圖 1)。作為

反映研發投入力度的另一指標⎯⎯研究人員比例 12，香港在 2015 年

的比例為 7.22，在已發展經濟體中屬最低之列。  
 
 
圖 1 ⎯⎯  選定經濟體在 2015 年或最近年度的研發投資和研究人員

比例  
 

 
 
註：  (1 )  括號內的數字是相關地方在《 2016-2017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所取得的國際

創新指數的排名。  
 (2 )  圖中圓形的大小顯示 2015 年或最近年度的研發開支總金額。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及 World Economic Forum。  

  

                                            
12 按研究人員 (相當於全職人員的人數 )佔每千名勞動人口的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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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的創科政策  
 

 

3.1 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動創科產業的多方發展。

這些措施包括成立專責政府機關推動創科產業、推行資助計劃支援

產業導向的研發工作、設立科技創業培育計劃，以及促成私營界別

的參與。  
 
 
專責政府機關  
 
3.2 政府在 2015 年成立創新及科技局，透過較高層的領導及

優化創科產業的統籌工作，以制訂及推行全面的創科政策。創新及

科 技 局 在 不 同 範 疇 定 下 優 先 發 展 的 項 目 ， 包 括 ： (a) 推 動 科 研

合 作 ； (b) 鼓 勵 投 資 科 技 初 創 企 業 和 推 動 使 用 本 地 科 技 產 品 和

服務； (c)研究建設智慧城市； (d)發展香港成為 Wi-Fi 連通城市；及

(e)壯大本港創科人才庫。 13 
 
3.3 創新及科技局轄下設有兩個執行部門，即創新科技署和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協助推行創科政策。前者推行促進創科

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後者負責統領政府內外資訊及通訊科技的

發展，以及監督相關政策的實施。  
 
3.4 此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設有投資推廣署，支援海外及

內地創科企業在香港開業或拓展業務，免費為它們提供專業意見及

支援服務。投資推廣署亦推行 "StartmeupHK"計劃，旨在吸引全球的

初創企業在香港開展業務。計劃設有一個連接本港初創企業社群的

一站式入門網站 (www.startmeup.hk)，網站提供最新的初創企業資

訊，亦詳列各類資源計劃，包括有關政府的資助和創業培育計劃、

創 業 加 速 器 、 天 使 資 金 (angel fund) 及 創 業 資 金 (venture capital) 的
資訊。 14 此外，網站亦是本地及海外初創企業分享成功故事的

平台。  
  
                                            
13 參閱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Bureau (2015)。  
14 對於初創企業而言，它們可借助 "創業培育計劃 "和 "創業加速器 "開創及發展業務。  

"創業培育計劃 "幫助新公司成功渡過創業的起步期，初創公司一般會被培育中心

安排與許多其他初創公司共用中心內的工作空間，獲得的支援包括但不限於津貼

資助、管理培訓、辦公空間及業務聯繫／網絡。初創企業可留在該工作空間，直到

其規模發展至需要遷往自置的地方為止。相比之下， "創業加速器 "的重點在於透過

持 續 數 月 的 指 導 (mentorship)及 其 他 支 援 服 務 以 "加 速 "現 有 公 司 的 成 長 。 有 關 公 司

完成計劃後，有助其從第三方機構 ( third party entity)籌集到創業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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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行資助計劃支援產業導向的研發工作  
 

3.5 在香港，創新科技署負責管理創科基金，基金於 1999 年獲

政府注資 50 億港元成立， 15 截至 2017 年 4 月，創科基金已資助

6 229 個項目，涉及資助總額約 124 億港元。獲資助的研發項目

大多與資訊科技、電機及電子工程科技和製造科技有關。這些項目

獲批的資助合共佔創科基金自成立以來的撥款總額的 66%。  
 

3.6 創科基金設有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 "及 "企業支援計劃 "，
兩者都是支援研發活動的主要資助計劃。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 "
主要支援由大學、 5 所研發中心、產業支援組織、專業團體及商會

所進行的中下游研發項目。 "企業支援計劃 "則旨在鼓勵私營機構

進行研發，每個獲批項目的最高資助額為 1,000 萬港元，有關款額

會以等額出資方式批出，而項目期不超過兩年。  
 

3.7 創科基金旗下亦設有其他資助計劃，以迎合企業不同的

需要。舉例而言，從事或贊助研發活動的私營公司可向 "投資研發

現金回贈計劃 "申請現金回贈。另外，創科基金亦設有 "院校中游

研發計劃 "及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以支援大學的研發

活動，還有 "公營機構試用計劃 "以推動公營機構實踐或應用研發

成果。 16 
 

3.8 除創科基金外，政府亦成立了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鼓勵

及發掘創新思維。成功申請者將於 6 個月的項目期內，獲發總額

10 萬港元現金資助，以印證原創概念及開發雛型產品。此外，

政府於 2017 年成立創科生活基金，推動可改善市民日常生活的

創科產品及服務。 17 
 
 

設立科技創業培育計劃  
 

3.9 培育初創企業一直是政府創科政策重要的一環，為此政府

出資推行科技創業培育計劃，由香港科技園公司及屬政府全資擁有

的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數碼港管理公司 ")負責推行，以促進

科技創業活動。除此之外，政府亦推出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

計劃 "，支援本地大學的科技初創企業。   

                                            
15 政府曾於 1999 年後向基金作出下述注資： (a)2015 年 2 月注資 50 億港元； (b)2016 年

6 月注資 20 億港元作為資本，透過其所產生的投資收入，資助 "院校中游研發計劃 "
的項目；及 (c )2016 年 7 月注資 20 億港元，提供資金予創科創投基金。  

16 "公營機構試用計劃 "資助製作原型／樣板及在公營機構內進行試用計劃，以促進和

推動基金項目的研發成果實踐化和商品化，每個項目的最高資助額為 100 萬港元。  
17 創 科 生 活 基 金 為 每 個 獲 批 項 目 提 供 資 助 ， 上 限 為 項 目 合 資 格 總 開 支 的 90% 或

500 萬港元，以較低款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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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助的創業培育計劃  
 
3.10 香港科技園公司營辦 "網動科技創業培育計劃 "(Incu-App)、
" 科 技 創 業 培 育 計 劃 "(Incu-Tech) 及 " 生 物 科 技 創 業 培 育 計 劃 "    
(Incu-Bio)，分別培育在智能手機應用程式、電子及工程和生物科技

領域進行研發活動的初創企業，最長培育期由 18 個月至 48 個月

不等。在培育期間，參加計劃的公司可以優惠租金租用培育中心的

辦公室，並可使用大學資源，亦可獲得 6 萬港元至 24 萬港元的資金

津貼。  
 
3.11 為進一步支援參加培育計劃的公司及科學園現有夥伴企業

的發展，香港科技園公司推行 "企業飛躍計劃 "，培育具市場潛力的

科技公司，協助它們發展為地區性或全球性企業。參加計劃的公司

可獲財務資助 18、專業意見、集資、開拓業務機遇、指導及其他

支援服務。  
 
3.12 與此同時，數碼港管理公司負責管理 "數碼港培育計劃 "，
以支援本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產業的發展。參加計劃的公司在 24 個月

培育期內可獲使用免租工作間，以及獲發最高 33 萬港元財務

資助。數碼港管理公司亦營辦 "數碼港加速器支援計劃 "，協助數碼港

的受培育公司及已完成培育計劃的公司開拓國際市場及接觸國際

投資者，每間成功申請的公司可獲最多 30 萬港元的資助額。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3.13 在 2016-2017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宣布政府

會繼續推行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19"，協助由大學團隊 20 
成立的科技初創企業，將其研發成果商品化。 6 所本地大學每所

每年可獲上限為 400 萬港元的資助；每間初創企業每年可獲上限

為 120 萬港元的資助，為期不超過 3 年。  
  

                                            
18 最高資助額如下：網站／流動應用程式領域為 40 萬港元；科技領域為 68 萬港元；

及生物科技領域為 95 萬港元。  
19 在 2014 年 ， 政 府 在 創 科 基 金 下 設 立 "大 學 科 技 初 創 企 業 資 助 計 劃 "， 初 步 為 期

3 年，向 6 所本地大學提供每年上限為 400 萬港元的資助。  
20 企 業 團 隊 須 與 6 所 本 地 大 學 相 關 。 該 6 所 大 學 為 香 港 大 學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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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私營機構的創科投資  
 
3.14 對大部分初創企業而言，獲取資助至為重要。多年來，

政府推出多項計劃，鼓勵私營機構投資創科企業。這些計劃包括

科技企業投資基金、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及創科創投基金。  
 
3.15 香港科技園公司於 2015 年推出科技企業投資基金，按等額

出資方式與私營基金共同投資初創企業。香港科技園公司撥出

5,000 萬港元成立科技企業投資基金，目標是幫助解決本地科技

初創企業於早期階段面臨資金不足的困難，以鼓勵更多天使基金／

創業基金投資本地創科產業。科技企業投資基金的對象是設於

香港科學園或曾參與其培育計劃的初創企業。  
 
3.16 除科技企業投資基金外， 2016 年施政報告亦提出了兩項

資助計劃，鼓勵私營機構投資創科行業。其中一項計劃是由數碼港

管理公司撥款 2 億港元成立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與其他私人及

公眾投資者共同投資數碼港的數碼科技初創企業。另一項計劃是

由政府成立 20 億港元的創科創投基金，以配對形式與私人風險

投資基金共同投資本地創科初創企業。  
 
 
4. 技術轉移及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合作  
 
 
4.1 在香港，本地大學從事科研工作，然後將技術轉移至業界

及商界，予以商品化。學術研究成果的商品化通常由各大學轄下的

技術轉移處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負責。舉例而言，香港大學的

技術轉移處及其轄下的商業機構 (港大科橋有限公司 )一直積極把

大學的研究成果推廣至校外。 21 技術轉移處就香港大學教研人員

轉移研究成果的事宜提供協助和服務，而港大科橋有限公司則負責

進行合約洽談。  
 
4.2 為提升大學轄下的技術轉移處的功能，政府自 2013-2014 年

度起向每所大學提供每年最高 400 萬港元的資助，為期 3 年至

2015-2016 年度。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在 2016 年支持政府繼續

向本地大學的技術轉移處提供資助，為期 3 年直至 2018-2019 年度

為止。   
                                            
21 各 技 術 轉 移 處 分 別 名 為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技 術 轉 移 中 心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研 究 及 知 識

轉移服務處、香港理工大學創新及科技發展處、香港城市大學知識轉移處，以及

香港浸會大學知識轉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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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本地大學亦與私營公司合作進行研發，而學術界與產業界

的合作在促進本港創科發展方面擔當重要角色。為此，政府在創科

基金下設立 "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 "，鼓勵私營公司充分善用各大學

的知識及資源，以便推行更多研發工作。該計劃的重點在於加強

本地大學與私營公司的合作關係。  
 
4.4 "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 "為本地公司與本地大學合作進行的

項目提供財政資助。 22 申請公司如能投入不少於項目成本一半的

現金，政府便會以無償資助金的形式向公司提供資助。為鼓勵私營

公司進行更多研發項目，所有由項目產生的知識產權均會由參與

公司單獨擁有。  
  

                                            
22 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下設有 3 項計劃，分別為 "廠校合作研究計劃 "、 "合作研究

等額補助金計劃 "及 "客席研究員產業研究計劃 "。 "廠校合作研究計劃 "透過資助本地

公司聘用大學畢業生協助進行專利研究發展工作，加強大學與產業界的合作關係。

另一方面， "合作研究等額補助金計劃 "旨在推動大學與產業界合作推行研究發展

項目。至於 "客席研究員產業研究計劃 "，則旨在支援大學和產業界就本港尚待開發

但具發展潛力的科技項目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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