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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2011-2020 年間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
基礎設施發展情況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0 

流動電話服務用

戶滲透率  (%)  
114% 171% 202% 239% 316% 280% 

(7月) 

住戶寬頻滲透率  
(%)  

86% 83% 84% 93% 94% 95% 
(9月) 

寬頻網絡接駁  
(艾字節 )  ( a ) ,  ( b )  

1.9 2.6 3.5 6.0 7.8 7.4 
(1-9月) 

使用互聯網的

商業機構比例 (%)  
不適用

(c) 75% 80% 88% 90% 不適用
(d) 

5G技術  2020 年 4 月 1 日正式推出商業 5G服務  
 

註：  ( a )  相 關 數 字 顯 示 互 聯 網 用 戶 以 寬 頻 接 駁 的 互 聯 網

使用量。寬頻是指以每秒 1 兆比特或以上的速度傳送
數據的容量。  

 ( b )  1 艾字節  =  1 0 0 萬太字節。  
 ( c )  政 府 統 計 處 在 2 0 1 1 年 並 無 進 行 任 何 有 關 企 業 使 用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調查。  
 ( d )  相關統計每 2 年進行一次。  
 
 

圖 2 – 對香港作為智慧城市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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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2019 年香港數碼科技應用指數  
 

現時數碼科技

應用指數  

    
 旅遊  零售  金融  生活  
     

2 0 1 9 年對比
2 0 1 8 年  ▲+11% ▲+9% ▲+8% ▲+3% 
         

2 0 1 8 年對比
2 0 1 7 年  ▲+11% ▼-4% ▲+1% 沒有升跌  

 

註：  數 碼 科 技 應 用 指 數 的 數 值 是 指 每 個 領 域 類 別 平 均 使 用
數碼科技的百分比。  

重點  
 

  打造智慧城市，現已成為全球各地
規劃城市發展的新趨勢，透過資訊及

通訊科技，使城市服務及資源的管理

更具效率。智慧城市涵蓋多個不同

範疇，包括智慧生活、智慧出行、

智慧政府及智慧環境。  
 

  經過多年發展，香港建立起先進的
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為打造

智慧城市提供極有利條件。目前，

香港的互聯網和流動電話服務收費屬

全球最低之一，普及程度亦位居世界

前列 (圖 1)。香港在 2020 年 4 月正式
推出商業 5G 技術後，憑藉高頻寬及

低時延的特性，正好配合本地進一步

發展智慧城市和相關應用程式的需求。  
 

  然而，香港在多項發展智慧城市的
調查中排名偏低。在國際方面，瑞典

一家智能泊車公司於 2019 年進行
調查，根據 24 項與智慧城市科技有關
的指標，得出全球首 100 位智慧城市
排名，而香港排名第 87。此外，根據
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編制的
2020 智慧城市指數 (2020 Smart City 
Index)，就民眾感受智慧科技應用
而言，香港在 109 個城市之中僅
排名第 32。在本地方面，根據
Google香港在 2019 年發表的調查
報告，受訪者中只有三分之一本地

居民和約 40%本地公司視香港為智慧
城市 (圖 2)。  

 

  然而，本港 4 個主要領域 (即旅遊、
零售、金融和生活 )在數碼科技應用
上日趨普及。雖然該 4 個領域的數碼
科技應用比率在 2018 年互有升跌，
但 2019 年各個領域的比率均有上升
(圖 3)。數碼科技獲更廣泛應用，
自然有利於香港智慧數碼城市的

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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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2020 年 1-8 月 ) 

香港各種支付方式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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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資料一線通平台使用情況 (1) 
 
 
 

 

 

 

 

 

 

 

 

 
 
 
註：  ( 1 )  資 料 一 線 通 由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統 籌 ， 不 同

政府部門和公共 /私人機構亦有參與其中。  
 
 

圖 6 – 2020 年香港大學選定學系收生成績  
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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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1 )  工商管理學學士 (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 )。  

重點  
 

 因應近期 2019 冠狀病毒疫情爆發，
各方加強科技應用以協助防疫抗疫

工作，進一步加快香港發展智慧城市

的步伐。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

肺炎疫情契機之下，作為智慧城市

骨幹的數碼支付技術應用大增。在

疫情下，由於擔憂病毒有機會經由

硬幣或紙幣傳播，很多本地消費者已

改用非接觸及非現金方式付款 (圖 4)。  
 

  政府最近於 2020 年 12 月公布《香港
智慧城市藍圖 2.0》，提出超過 130 項
智慧城市措施，務求優化和擴大城市

管理措施及服務。較早前公布的

20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亦推出
多項政策措施，進一步推動香港的

智慧城市發展，包括推出全港三維

數碼地圖和設立首間地理空間

實驗室，以推廣空間數據的應用。  
 

  除上述積極發展方向外，香港若要
轉型為更先進宜居的智慧城市，仍需

在兩項範疇多下工夫。首先，共享

開放數據一向被認為是智慧城市的

根基。然而，根據一項於 2020 年
4 月公布的調查結果，只有 21%
受訪者現正使用或計劃來年必定會

使用政府的開放數據平台 (圖 5)，
更有 48%受訪者表示不熟悉或不大
可能使用該平台。  

 

  其次，一個城市的智慧城市發展成功
與否，亦取決於其能否建構強大的

技術人才庫。吸引成績優異的學生

報讀與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

(STEM)相關的大學學士學位課程尤其
重要。然而，考慮到日後的就業

前景，不少成績優異的學生會選擇

報讀醫科、商科和法律系學士學位

課程，而非 STEM學科 (圖 6)。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fice for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Google Hong Kong、
Visa Inc., KPMG及 JUPAS的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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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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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大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  

初創企業  

已經 /必定會使用  可能使用  

不大可能使用  未知會否使用 /不熟悉資料一線通  

45 
(最佳 6科) 

45 
(最佳 6科) 38 

(最佳 6科) 
25 

(最佳 5科) 
23 

(最佳 5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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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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