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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車零部件研究及發展中心 
中期檢討報告 

 
I. 摘要 
 
 
(A)  簡介 
 
汽車零部件研究及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 APAS) 由香港特區政府於 2006 年 3 月成立。按

照香港研發中心及創新及科技基金新的三層撥款模式成立，負責進行以市場導向的研發

項目，將科研成果商品化，藉此推動汽車零部件工業的發展。APAS 與業界、大學及科

技機構通力合作，協助本地業界把握新興的機會，以及順利進行商業轉型。APAS 由香

港生產力促進局承辦。 
 
 
(B) 願景 
 
成為世界級的汽車零件研發中心，協助香港的基礎工業進入汽車工業或在業內擴展。 
 
 
(C)  使命 
 
• 在選定的核心技術範圍內發展研發能力 
• 在內地及海外建立有關的交流網絡 
• 與內地及海外研發夥伴合作 
• 促進研發服務及擴闊或用戶基礎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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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汽車零部件硏究及發展中心重點 
. 

 經諮詢有關工業及學術團體，APAS 專注四個科技領域，包括電子及軟體、安全系

統、混合動力、電力及環保科技，以及新材料及新工序。 
 
 APAS 制定優先次序，致力發展應用於安全系統、電動汽車及混合動力汽車的核心

能力，並以微型處理器為基礎的系統整合實力。 
 

 成功制定企業管治守則以及營運及標準運作文件，以監察研發項目活動的進行及

APAS 的日常運作。 
 

 APAS 已經建立一個廣泛的商業網絡，與業界夥伴及海外專才透過網絡保持緊密聯

繫。 
 

 過去三年，APAS 舉辦及參與 143 次公眾活動，包括工作坊、展覽及研討會。 
 

 APAS 成立會員計劃，推廣最新活動，會員能接觸到行業資訊、報告、以及全球主

要汽車生產商的標準及工程規格。直至 2008 年 12 月為止，共有 600 多名會員。 
 

 直至 2008 年 12 月為止，共招攬 55 間贊助機構，資助由科技委員會及董事局批准

進行的 27 個研發項目。 
 

 APAS 的中心試驗室為業界進行了 14 個測試項目，範圍涵蓋多種類型的汽車產品

及樣本。預期 APAS 在香港的汽車零件測試服務將逐漸普及，為汽車零件提供有關

的驗證及核實。 
 
 至 2008 年 12 月為止，APAS 用作營運及提升測試設備的相關支出為 3 千 560 萬元

整個五年階段的預計支出總額為 8 千 950 萬元，比立法會原定批出的一億撥款低百

份之 10.5。 
 

 至 2008 年 12 月為止，創新及科技基金共批出 9 千 210 萬元撥款，資助 27 個研發

項目。預計在第一個五年階段，將從創新及科技基金獲取 2 億 5 千零 70 萬元撥款，

資助 87 個研發項目。較 2005 年向財委會提交的文件中原定資助 110 個研發項目所

提出的 2 億 5 千萬元撥款的金額高出百分之 0.3。 
 

 按現金流計算，至 2008 年 12 月為止，從創新及科技基金資助研發項目的款項為 6
千 150 萬元。同樣以現金流計算，在整個頭五年階段，對創新及科技基金的撥款要

求估計為 1 億 8 千 890 萬元。其餘的 6 千 180 萬元創新及科技基金撥款將於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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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階段發放。 
 

 APAS 在第二個五年階段的營運及提升與保養測試設施的總支出預計為 1 億 4 千萬

元。預計共進行 80 個研發項目，須獲得創新及科技基金撥款額為 3 億元。 
 

 過去三年，APAS 在物色業界資助研發項目方面遇到一些困難。面對 2009 年經濟

環境急劇轉變及全球經濟衰退，相信當 APAS 在 2010 至 2011 年踏入第五年營運

時，要從業界籌措總值達四成的研發支出目標，將會面臨較大挑戰。 
 
 
(E)  總結 
 
APAS 自從於 2006 年 3 月 31 日成立以來，在營運、執行研發項目，及為業界提供服務

支援方面已取得重大進展，足以為 APAS 在達成頭五年階段目標奠定穩固基礎。長遠而

言，有助加強 APAS 的實力，完成目標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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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汽車零部件硏究及發展中心的成立 
 
(A)  背景 
 
1. 自2006年起，中國急促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汽車市場。按目前趨勢，有機會

於短期內取代美國市場而居領導地位。內地汽車業的迅速發展為香港相關工業提供

龐大商機。憑著香港本身強勁穩固的基礎工業，再加上政府的支援，本地製造商最

適宜為內地汽車業發展提供迫切需要的科技及零部件。 
 
2. 在這背景下，立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接納創新科技署的建議，由創新及科技基金 (下

稱 ITF) 內撥出1億元，由香港生產力促進局承辦，成立及營運汽車零部件研究及發

展中心 (APAS)。 
 
3. APAS於2006年3月31日成立，旨在結合業界、大學及科研機構的能力，推行市場導

向的研發項目，並將研發成果商品化。APAS務求能協助業界發展具競爭力的新產

品及科技，捕捉市場機遇，並加強業界在產品設計、品質標準及技術水平的實力，

以符合國際標準需求。 
 
4. APAS統籌向創新及科技基金有關汽車零部件業的創新及科技提升的撥款申請，並

為成功申請的項目提供項目管理。APAS亦提供一個平台，促進業界、科研機構、

科技夥伴及學術界合作，組成研發隊伍，並協助研發成果實現商品化。此外，APAS
亦提供測試設備，支援產品開發以及在提升技術擔任顧問角色。 

 
 
(B) 市場研究及最新市場發展 
 
5. APAS在2008年初，委任一項內地汽車零部件業市場現況的調查，目的在於評估內

地汽車市場所需的研發項目，為香港業界進入該市場提供指引。資訊來源包括內地

汽車資訊網及業界年報、國際汽車製造業組織 (OICA)、權威機構報告、業內期刊，

以及業界資訊及個別公司的相關網站。該調查並不包括香港本地業界的研發實力，

以及參與研發項目的興趣。 
 
6. 調查結果顯示一般而言內地及香港的製造商在高科技方面落後於外國的供應商，在

汽車零部件的高端市場部份競爭力不足。汽車製造商需要從海外輸入這些高端零部

件，或從當地的海外供應商物色這些零部件。目前內地政府鼓勵業界科技自主，以

及擴展內地汽車品牌的市場份額，這對香港製造商提供機遇，可與內地汽車製造商

聯手，及自行研發新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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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內地在全球汽車市場的位置  
 
7. 內地在2007年共生產8百88萬輛汽車，成為全球第三大汽車生產國，佔全球市場份

額百分之12.2，僅次於日本 (百份之15.9) 及美國 (百份之14.7)。預計2008年，內地

的汽車銷售量接近一千萬輛。 
 
(ii) 內地汽車市場  
 
8. 儘管汽車的生產和銷售有急劇增長，目前而言，全國汽車擁有量仍屬偏低，每一千

名居民中，只有28.1輛汽車，其中19.9輛為客車。分析報告預期中國的汽車產量及

銷售在未來五年會有每年百分之15至20的增長。至2012年，每年汽車銷售量可達1
千8百萬至2千2百萬輛，至2014年，在內地行駛的汽車數量可超越1億輛。  

 
(iii) 內地汽車零部件工業 
 
9. 根據現時市場情況及政策方向，內地汽車零部件工業的趨勢如下： 
‧ 因應國際汽車製造商的需求增加，業內的初始設備製造商 (下稱OEM)產量將會增

加。  
‧ 本地商業將乘著內地汽車製造商採用更多各種本地汽車零件而蓬勃。  
‧ 業界投入更多研發資源，提高本地汽車零部件的增值額。 
‧ 將使用過的汽車零件重新再造。  
‧ 對本地零部件的需求為小型供應商提供機遇。  
 
(iv) 內地四種主要汽車零件市場分層  
 

電子及軟體 
  
‧ 有潛質的產品包括遠距傳送及導航、資訊娛樂及感應器。 
‧ 不少電子消費產品公司已經重組生產線，以配合汽車資訊娛樂市場。這些公司集中

在低端市場，不利於建立品牌，同時亦有很多初始設備製造商。  
‧ 隨著低價的便攜式導航設備 (PND) 冒起，預期內地的汽車全球定位系統 (GPS) 產

品銷售每年升幅將高於百分之50。  
‧ 預期到2010年，感應器的銷售額將達致13億2千萬美元。內地的感應器製造商在科技

水平方面，落後於海外供應商十年，只佔有市場的極細份額。這些製造商如不脫離

「沒有市場、沒有研究資金、沒有新科技」的惡性循環，他們將無法滿足新一代汽

車業對高質素感應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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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系統 
  
‧ 有潛質的產品包括ABS制動系統、安全氣囊、空氣懸浮系統及緩衝器。  
‧ 內地製造商在ABS系統的科技方面明顯落後，這從市場七成產品由外國品牌佔據的

事實得以證明。  
‧ 安全氣囊的市場情況亦相若。 
‧ 內地在最近幾年才開始在旅遊車應用空氣懸浮系統，市場極依賴進口產品。  
‧ 內地雖然有不少緩衝器生產商，但在2007年，中國從日本、德國及南韓進口價值7

千6百萬美元的緩衝器及零件。 
 

電動汽車 / 混合動力汽車與環保 
  
‧ 很多內地引擎製造商已公佈，計劃利用外國科技擴展柴油引擎的生產能力。  
‧ 混合動力汽車現時仍未能在內地或世界商品化及大量生產，生產樽頸在於電池。製

造電動單車及電動踏板車支援了高動力鋰離子電池在重型電動汽車的應用，亦引導

著未來混合動力 / 電動汽車的發展。  
 

新物料及工序 
  
‧ 有潛質的物料包括高強度鋼、鎂合金、鋁合金、塑膠及複合材料。 
‧ 汽車製造商依然依賴進口高強度鋼產品，以符合規格需求。  
‧ 目前內地企業汽車生產的大部件鎂合金及鋁合金產品都屬低科技水平。要擴大物料

的應用範圍，企業需生產符合更高抗拉強度、耐熱、耐侵蝕、耐疲勞規格要求的產

品。本地生產商亦需要達致很多科技突破，例如改善產品的純度及產品尺寸的精確

度，始能把握這些商機。 
‧ 塑膠物料的使用量低。塑膠回收未被充份發展，以致拖慢塑膠及合成物料的使用。  
 
10. 調查結果顯示國內龐大的市場提供本地工業相當大的發展空間。因此為 APAS 提供

充裕的發展機會。在這過去三年已建立的基礎上，擴大對本地工業的支援，務求提

升業界的技術實力，研發具競爭力的新產品及科技。 
 
11. APAS 密切注意世界市場趨勢，以及金融海嘯對汽車業的影響。APAS 行政總監及

一隊工程師參加了 2008 年 9 月於德國舉行的 FISITA 及 2008 汽車工程展，與到會

的專才磋商及交流最新科技發展並建立未來合作網絡。  
 
12. 金融海嘯相信會影響一些重視目前商業需求過於支援研發項目的本地工業家的投

資情緒。為應付目前情況，APAS 計劃開拓一些對本地工業有利的新發展範圍。例

如由設計至付運的工序管理、標準、可塑性、智能運輸系統，並與內地企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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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政府對電動汽車/混合動力汽車的政策以及該政策對汽車業的影響  
 
13. 由於市民大眾對環境議題的關注，以及燃油價格大幅上升，不少國家及地區的政府

均推出鼓勵生產及使用電動汽車及混合動力汽車的新政策。 
 
14.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就職演辭中承諾，新政府將支援發展電動汽車 / 混合動力汽

車。他提出的新刺激方案包括為高效能燃料汽車的個人使用者及這些汽車電池的生

產商提供資助。 
 
15. 內地已採取進取方式，支援電動汽車的發展，包括推出詳細的獎勵計劃，鼓勵使用

電動汽車 / 混合動力汽車，已選出 13 個內地城市作為試點，測試電動汽車 / 混合

動力汽車的使用，作為推動電動汽車 / 混合動力汽車市場及工業的其中一項策略。 
 
16. 香港特區政府在 2009/10 年度財政預算案中強調推動電動汽車的使用，並積極推廣

於全港設立汽車蓄電池的充電設備。這項政策將為電動汽車在本區發展提供一大激

勵。 
 
17. 上述這些政府政策，對電動汽車發展造成重大影響。預期將加快適用於電動汽車的

主要部件及系統整合科技的發展。隨著電動汽車 / 混合動力汽車的性能及質素改

善，電動汽車及混合動力汽車市場將會相應增長，得到政府政策支持及汽車業的發

展努力，市民大眾對電動汽車/ 混合動力汽車的認受性將逐漸提高。 
 
 
(C) 四個焦點範圍 
 
18. APAS 就本地業界需要，制定以下四個焦點範圍的科技路向圖： 
 

• 電子及軟體  
• 安全系統  
• 混合動力、電力及環保科技 
• 新物料及新工序  
 

19. APAS 支援將現有科技應用在發展適用於汽車零部件市場或供應亞洲 (例如內地) 
汽車製造商產品的研發項目。此外，具備清晰系統整合成份的項目將獲優先考慮。

APAS 旨在協助現有及新的部件供應商，提升他們的技術實力，發展符合初始設備

製造商規格要求及第一階市場的高增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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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電子及軟體  
 
20. 電子及軟體是幾乎所有汽車系統所必需的。由傳感、信息處理到驅動，是很多零部

件及系統的大腦。在不久將來，預計電子及軟體的價值，將佔每輛汽車的百分之

30 以上。掌握應用電子及軟體在汽車生產的基礎技術能力，足以成為在汽車業取

得優勢的關鍵因素。. 
 
(ii) 安全系統  
 
21. 安全及保安相關組件的應用並不局限於為駕駛者和乘客提供保護及預防系統。那些

與安全約束系統有關的部件須符合嚴格限制，能達致高信度及高保險度。有些系統

雖然並非最關鍵性，但能為駕駛者提供舒適及方便，令駕駛更安全。例如預防用的

照明及預示系統，以及很多支援駕駛者及乘客的內部系統。這些組件讓經驗較淺的

生產商亦有機會進入市場。 
 
22. 正如汽車的大部件系統一樣，通常應用的科技組合，包括高度整合的機械、電機及

電子部件結構，提供所需功能。這種系統一般稱為機械電子系統。由於系統性質關

係，大部份情況需要跨科技隊伍研發。 
 
(iii) 混合動力、電力及環保科技  
 
23. 市場極需要提供節制能源及控制排放的科技。2008 年原油價格急升至 140 美元一

桶。另一方面，隨著環保意識提高，各國政府收緊汽車排放物的控制條例，加促研

發創新科技的需求。同樣重要的挑戰，是如何令內燃機變得效能更高，污染更少。

在電力 / 混合動力汽車方面的應用包括：低重量結構成份、高能源密度及長壽電

池群及高效能的內燃機、以及更高效能的動力控制。 
 
24. 截至 2008 年底，APAS 與香港及內地研發隊伍合作，進行 6 個與電動汽車有關的

項目，包括主要組件科技。例如電池管理策略、功能性電動汽車動力展示及適用於

電動汽車的充電站科技。這 6 個項目的總支出接近 2 千 060 萬元，所需的創新及科

技基金資助接近 1 千 860 萬元。 
 
25. 此外，6 項與電動汽車有關的建議項目已經提出，包括再生或制動控制系統及電動

汽車動力管理等主要科技。項目總支出估計超過 3 千萬元，所需的創新及科技基金

資助接近 2 千 6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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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新物料及新工序  
 
26. 汽車零件業最關注的項目是使用的物件是複合材料及輕合金，表現指數在於輕、有

足夠的強度及合理成本。重量每降低一克，均代表更佳的燃料效益，為消費者節省

金錢。複合材料有條件在很多結構及一些功能零件方面取代重金屬。車身零件方

面，鋼在生產、設計彈性及可修補方面，佔有很多理想條件。然而，有需要引入低

成本代替品，以減輕零件重量。應用改良後的鋼材(例如鍍鋅及高強度鋼)已成功減

低重量，但仍需繼續減輕重量。鋁合金在引擎、傳動裝置、齒輪、座位及進氣歧管

方面均廣泛使用。 
 
27. 工程及生產設計人員每日均要處理跟物料限制及工房實力有關的問題。新的、更佳

的物料及工序，是業界所需要的基本科技，以便發展新的及經改良的產品，使之能

提供更理想的燃料效益、安全、排放及工序利益成效。這個焦點範圍，確實是所有

研發計劃所必須重視的。 
 
(D) 核心能力 
 
28. APAS 根據香港及珠三角地區汽車零部件工業的需要及強項，以及市場對高增值及

高邊際利潤零部件的需求，致力集中建立在汽車電子控制 (AEC) 及汽車系統集成 
(ASI)。具體而言，APAS 將投入更多資源在以微型處理器為基礎的電子控制單元、

軟體開發、感應器信息處理及監察、控制策略及程式設計，以及安全保障裝置的邏

輯執行。 
 
29. 為達致 APAS 對協助香港地區工業發展及捕捉內地汽車業急促冒起的機遇的使

命，APAS 集中以下 3 個技術範圍： 
 
 具備最強業界優勢的本地工業  
 最高值的工業 
 最大市場需求的工業 

 
30. 香港電子業是最強的工業之一。本地註冊生產電子產品的公司超過 735 間。另有超

過 9600 間公司從事電子產品的進出口。出口總值高達港幣 1 千 220 萬億。但是，

現時汽車的電子控制市場由幾間跨國第一階供應商支配，包括 Bosch、Delphi、
Denso、Visteon 及西門子。大部份內地汽車生產商已經被迫跟隨合資企業的指引，

使用這些第一階供應商的科技。當內地發展自己品牌的汽車時，內地汽車生產商便

對自行研發的汽車電子控制 (AEC) 及汽車系統集成 (ASI) 系統及產品有龐大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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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組織架構 
 
(i) 職位情況 

 
31. APAS 的員工編制設有 27 個職位。截至 2009 年 4 月 1 日職員有 17 位，另外 9 個

職位的招聘工作正進行中。其餘的 1 個行政職位按需要招聘。組織架構圖如下：  
 
 

 

*招聘中 

 
(ii) 研究及發展人員招聘計劃 

 
32. 根據財務及行政委員會的建議，研發項目所需的職位，在不影響項目交付及時間性

前提下，應儘量利用外界資源。因此，APAS 與香港生產力促進局的研究部門取得

協議，儘量利用生產力促進局的能力與技術資源，APAS 得繼續物色機會，爭取其

他夥伴機構如大學及其他研發組織的支援，目的在於維持 APAS 的核心能力，作為

發展新項目建議的中心。 
 

行政總裁

副總監 
(計劃辦公室)* 

總監 
(研究安全 電動汽車/
混合動力汽車汽車) 

總監

(研究物料及新工序)*

副總監

(科技) * 
副總監

(科技) 
  

副總監 
(科技) * 

 

總工程師 工程經理 

工程經理 總工程師 

工程師 

行政經理 

副總監

(科技) * 

工程經理 總工程師

工程師 工程師*

中心秘書 行政人員 
行政 

(研發項目)* 行政人員*

 

工程師(市場)

副總監

(品質及規例)

工程師 工程師 

工程師* 



 

 11

(F) 企業管治 
 
(i) 守則與運作標準 
 
33. APAS 制定一份企業管治守則，指導 APAS 的營運，包括人力資源、財務管理、內

部監管及對外報告等。守則同時具體列明 APAS 的行政總監，須遵照董事局指引，

履行 APAS 與政府訂立項目協議時承諾遵守的責任細則。 
 
34. 此外，亦制定一套標準運作的營運守則，為 APAS 職員提供標準指引。該套標準運

作透過中央電腦網絡分發予所有職員，標準運作涵蓋範圍有一般行政、人力資源、

工作環境及財務。 
 
(ii) 內部審核 
 
35. 為確保所有職員的工作均遵照適用的政策及程序，APAS 委任香港生產力促進局屬

下的內部審核部門進行內部審核，確保企業管治有效及具透明度。 
 
36. 截至目前為止，已就招聘、工資編定、外出公幹及招待支出、購買設備及購置資訊 

/ 資料庫等 6 項計劃進行內部審核。審核結果及觀察所得已向財務及行政委員會的

季度會議中報告。內部審核提出的建議及適切的改善措施亦迅速為 APAS 接納。 
 
(iii) 加強項目管理能力 
 
37. APAS 採用一套項目管理程序監察研發項目進展。項目管理程序系統專為策劃及統

籌多種活動而設計，能監察項目是否按原定目標準時完成及交付成果，分階段把關

程序技術，確保研發項目如期進展，支出亦在預算以內。系統在 6 個項目特定階段

作階段報告，向項目檢討小組報告進展，並制定 3 個把關檢討，須獲得項目檢討小

組批准，項目始能繼續進行，否則須有其他處理方案。項目管理程序系統的流程圖

見附錄一。 
 
(iv) 利益聲明及資料保密 
 
38. 由於審核及批准項目建議時可能引起利益衝突，因此 APAS 制定了利益聲明申報制

度。董事局成員、支援科技委員會的 APAS 職員，以及專家評審小組成員，須在初

次委任以及之後逐年以書面形式，向 APAS 秘書處提交利益聲明申報表格，披露及

註明個人利益、金錢報酬或其他。在向科技委員會審核撥款申請前，以上成員及

APAS 職員須預先在討論前就每個項目申報他們對有關項目的利益。APAS 目前正

致力加強申報系統，令項目的評審過程更完善，並就此準備儘快向董事局取得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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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在處理和審核項目計劃書時，審核人士將接觸到計劃書內的保密資料。因此董事局

成員、APAS 職員及專家評審成員同時須簽署保密協議，以確保參與審批項目的有

關人士不會將提交建議書內容向其他人披露。 
 
(G) 總結 
 
40. APAS已制定管理所需的組織架構、程序及管治過程，確定了焦點範圍及核心能力

以指引研發項目的未來發展路向。因此，APAS正穩步達成第一個五年階段制定的

目標，並向第二個五年階段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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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期檢討 
 
(A) 研究及發展項目 
 
(i) 支出 
 
41. 由2006/07年度至2008年12月止，共批出27個研發項目。這些項目共獲得創新及科技

基金批款9千210萬元資助，為原先預算的百分之74。 
   

以現金流計，至 2008 年 12 月從創新及科技基金已獲得的資助為 6 千 150 萬元。由

於大部份創新及科技基金項目撥款是以分期形式發放予 APAS，因此預期 2009/10
批核的創新及科技基金撥款，將會有 1 千 180 萬元的資助在第二個五年階段獲發到

APAS。 
 
這 27 個獲批資助的研發項目共有 55 個贊助機構，贊助額共 1 千 810 萬元經費，佔

總項目開支百分之 16，充份反映項目得到業界的支持。 
 
批出項目數量及業界贊助額比預期低，主要原因在於須要較長時間建立運作安排、

物色理想項目職員及尋找業界夥伴時遇到困難。作為一個新的研發組織，APAS 須

要時間建立優良紀錄，以爭取業界對其研發能力的信心。由於全球經濟衰退，業界

對研發的投資大打折扣。 
 
下列圖表列出至 2008 年 12 月為止，批出的研發項目數目、該等項目已批准及已收

到的創新及科技基金撥款，以及從業界籌得的資助。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研發項目 實際 5** 13 9* 不適用 不適用 

       
預算 52.7 63.4 63.4 53.1 17.3 
批出 30.8** 29.9 31.4* 不適用 不適用 

創新及科技基

金資助(百萬

元) 實際 12.7** 22.4 26.4* 不適用 不適用 
       

預算 0.0 7.0 15.9 22.8 11.5 業界支助及知

識產權收入

(百萬元) 
實際 3.7** 7.2 4.5* 不適用 不適用 

*至 2008 年 12 月 
** 數字指在 APAS 成立之前，獲創新及科技基金批出之後歸由 APAS 負責監管的 6 個

研發項目。(附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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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該 27 個已批出的項目包括 19 個平台項目，2 個合作項目及 6 個種子項目。按 4 個

科技焦點範圍劃分，6 個屬電子及軟體，9 個屬安全系統，6 個屬混合動力、電力及

環保科技，6 個屬新物料及新工序。附錄 3 記載所有項目名稱，附錄 4 展示 21 個項

目的細節內容。 
 
(ii) 商品化潛質 
 
43. APAS 採取積極態度協助香港業界及研發贊助機構採用項目成果，例如汽車前大燈

系統項目的贊助機構已經採用了研發成果。由於內地汽車市場急速發展，項目成果

商品化有很大的潛力，尤其是安全系統和汽車內電子操控系統。 
 
44. 有 14 個平台技術項目及 1 個合作項目正計劃申請專利應用，到目前為止，已提交 4

個申請，預計 2009 年至 2011 年間將提交 6 個申請，研發成果的商品化特許及專利

時間表見附錄 10。 
 
(iii) 行業支助及參與 
 
45. 預期業界的支助及知識產權收入每年增加百分之 10，到第五年達到 2005 年原定的

百分之 40。至 2008 年 12 月為止，業界對 APAS 項目的支助總額為 1 千 540 萬元，

共覓得 55 個贊助機構。其中百分之 75 的贊助公司表明，準備將研發成果應用在實

際生產上，其餘贊助公司為商業投資基金，以及來自其他工業的公司。這些公司均

認為研發項目有秀麗的商業前景，其中一間贊助公司是汽車車頭燈供應商。他們採

用了機械、控制及光學方面的研發成果，成功將固定的前大燈系統提升為先進前大

燈系統。 
 
46. 根據第一個五年計劃，百分之 80 的項目為合作項目，百分之 20 的項目為平台技術

項目。至目前為止，APAS 進行的 27 個項目中，有 2 個是屬於合作項目，另有 4 個

合作項目仍在審批中。 
 
47. 至 2008 年 12 月，業界支助佔項目總支出的百分之 16.7。過去 3 年，APAS 在游說

業界資助研發項目時遇到不少實際困難。2009 年由於經濟環境出現突變，相信在頭

五年，要從業界籌措百分之 40 的資金會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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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汽車零部件研究及發展中心營運 
 
(i) 支出 
 
48. 至 2008 年 12 月為止，APAS 的營運支出為 3 千 560 萬元，為原先預算頭三年支出

的百分之 52。營運支出未達預期原因在於有些職位未能成功完成招聘，而有些研發

項目比預期延遲了購買設備。 
 

支出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預算 7.5 7.7 8.0 7.6 8.9 職員 

薪金 
(百萬

元) 

實際 
1.9 7.4 5.4 * 不適用 不適用 

       
預算 14.7 8.6 8.4 5.3 2.3 資本 

(百萬

元) 
實際 

0.3 4.7 1.2 * 不適用 不適用 

       
預算 5.2 4.1 3.8 3.9 4.0 其他直

接支出 
(百萬

元) 

實際 
7.3 4.0 3.4 * 不適用 不適用 

       
預算 27.4 20.4 20.2 $16.8 $15.2 總額 

(百萬

元) 
實際 

9.5 16.1 10.0 * 不適用 不適用 

*至 2008 年 12 月 
 
 
(C) 非研究及發展活動及服務 
 
49. APAS 已經成功建立了一個龐大的商業網絡，透過公關活動 (例如研討會及工作

坊)、為業界提供測試服務、分發市場情報等途徑，與業界夥伴、海外專才維持緊密

聯繫。APAS 的非研究活動，符合 APAS 的使命，為業界引進汽車科技及市場趨勢的

最新發展、公佈研發成果、鼓勵業界參與及協助業界發展新產品及科技、應付國際

規格要求。非研究活動同事有助 APAS 把握商業環境的最新脈搏，充分瞭解業界需

要。 
 



 

 16

(i) 與行業夥伴聯繫 
 
參與商界組織 
 
50. APAS 已加入下列與汽車業有密切關係的本港商界組織，成為會員。參與商界組織

有助 APAS 推動及宣傳研發項目： 
 

• 香港工業總會 (FHKI) 
• 香港電子業商會 (HKEIA)  
• 香港汽車零部件工業協會 (HKAPIA) 
• 香港電子科技商會 (HKETA) 
• 香港壓鑄及鑄造業總會 (HKDFA) 
• 香港金屬表面處理學會 (HKMFS) 
• 香港關鍵性零部件製造業協會 (HKCCMA) 
• 香港機械金屬業聯合總會 (FMM) 
• 美國機動工程師協會 
• 電器與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51. APAS 代表積極參與上述商會的月會及學習團活動。APAS 行政總裁及高級職員在不

同商會活動，如展覽、研討會、工作小組及委員會會議中發表演說及講座。 
 
52. APAS 派出職員參與商會組織的工作委員會，以增加 APAS 的知名度，並在適當時機

給予顧問支援。 
 
53. APAS 亦接待商會組織派來的代表，並藉這些機會分發最新的活動資訊 (例如：項目

徵求贊助工作坊、項目夥伴合作工作坊、APAS 開放日) 予商會會員及業界人士。 
 
諒解備忘錄 
 
54. APAS 明白到完成科技路向圖及研發計劃需要大量人力資源，為充份利用有關研發

機構的研發專才，APAS 與不少在內地、美國及歐洲的研發機構 (包括院校、生產商、

政府部門等) 簽訂諒解備忘錄。已簽訂備忘錄的一覽表載於附錄 5。 
 
 
(ii) 海外 / 內地專家為研發活動提供的支援 
 
55. APAS 積極招攬海外及內地專才參與有價值的項目計劃書。藉經驗分享、交流，提

高本地研究人員的專業水平。目前已經成功產生 15 個有海外專才及本港研究員參與

的研發項目。參附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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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APAS 透過 FISITA 物色了 271 位大學教授及研究機構專家。他們分別來自德國、日

本、韓國及其他 24 個歐洲、亞洲及美洲國家。曾於有關「電子及軟體」、「安全系統」、

「混合動力 / 電子及環保科技」及「新物料與工序」等 4 個焦點科技領域發表論文。

APAS 準備邀請他們加入專家評審小組，協助評審有關平台項目計劃的撥款申請。 
 
(iii) 公關及推廣計劃 
 
57. APAS 籌辦了工作坊、展覽及研討會等活動。以下段落扼要報告主要活動，活動照

片見附錄 7。 
 
工作坊 
 
58. APAS 在 2008 年 11 月 21 日舉辦項目進展及合作夥伴工作坊，向本港業界介紹 17

個項目及有潛質的項目構思，以及項目成果的市場價值。工作坊同時讓業界認識

APAS 的能力，增加未來服務機會。 
 
展覽 
 
59. APAS 參與多項展覽，例如環球汽車零部件展覽、香港國際汽車零件展 (HKIAPF)、

創意嘉年華 2008、創作設計科技展、亞太微波會議 (APMC) 2008 及中國音響展。

APAS 在這些展覽上展示中心試驗的服務。 
 
研討會 
 
60. APAS 舉行了多個研討會，題目例如：汽車零件及電子應用的再生式制動系統及環

保測試、嶄新產品，如平板汽車氧感應器。 
 
(iv) 中心試驗室  
 
61. APAS 成立中心試驗室，為 APAS 的研發項目，及本地供應商提供了系統及組件水平

測試，確保工程表現驗證結果能符合汽車供應鏈對安全及信度的要求。自 2008 年 4
月以來，中心試驗室為業內多種不同汽車產品及樣本進行 14 個測試項目，這些項目

詳列於附錄 8。 
 
62. 為向業界推廣測試實力及設備，APAS 中心試驗室舉辦了開放日及技術研討會。試

驗室亦接待來自香港、內地、美國、歐洲及澳洲的訪客及代表團。當中不少來自知

名企業，例如 SAE 國際及美國車廠。此外，試驗室亦曾透過研討會及訓練課程接待

多個本港學生團體，包括來自香港理工大學汽車工程碩士課程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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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分發科技及市場情報 
 
63. APAS 設定網站及會員計劃，推廣 APAS 最新動向及活動。會員可隨時取得業界資

訊、報告、全球主要汽車製造商的標準及工程規格。截至 2008 年 12 月，共有 600
多名會員。 

 
 
(D) 挑戰與機遇 
 
64. 為配合香港汽車業發展，APAS 採用了市場導向模式，而非科技導向模式。所有進

行的研發項目均以配合市場需要為依歸。全球金融風暴對北美汽車業帶來沉重打

擊，拖慢研發步伐。香港應趁此時機招攬更多科技人才，加速研發投資，增加研發

生產量，以備當市場復甦時能滿足汽車生產商的規格要求。  
 
65. 要辨識研發需要及成功進行研發項目，需要大量資源。香港多間院校、香港以外特

別是珠三角地區及內地的科研組織，均是研發的潛在資源。要充份利用這些資源，

必須給予這些機構適當的獎勵作為誘因，鼓勵他們和 APAS 共同參與合作項目及活

動。 
 
66. APAS 在推出新項目及爭取業界支援所遇到最大的障礙是：欠缺人手招攬業界夥伴

及推廣研發成果。為解決這個困難，APAS 將調動更多資源，與本港業界及研發夥

伴溝通。例如舉辦定期工作坊、消息發佈會、開放日及贊助參觀等。同時亦嘗試擴

大範圍，從香港以外地區，包括內地，物色項目贊助機構。  
 
 
(E) 第一個五年計劃的確認 
 
67. 根據過去三年的營運經驗，以及目前經濟環境，不能低估物色私人贊助機構的困難。

相信一定程度影響在第一個五年階計劃內最終能推出的研發項目數字，以及業界貢

獻。  
 
68. 此外，由於專利註冊須時，估計來自研發項目成果專利產品特許使用的收益將在 2011

年後落實。這亦會令原先知識產權收入預期目標顯得不設實際。  
 
69. 總括上述因素，建議修改頭一個五年計劃，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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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建議 
 
70. 基於挑戰及情況變遷，要為 APAS 對業界作出更大的定位。以下提出一連串建議措

施，以改善為業界提供的服務及提高營運的成本效益。同時，亦有必要修訂頭五年

計劃，並要採取適當策略，為 APAS 在 2011 年後的營運提供意見。 
 
(A) 達到第一階段目標 
 
(i) 修改商業計劃  
 

71. 經濟下滑影響企業對投資研發活動的興趣。最近多間贊助公司由於金融風暴打

擊，決定退出 2 個項目及 1 個計劃。在這個背景下及現時研發項目的進度，有

必要為起初的商業計劃作出適切的修改。 
 
建議預期頭五年計劃中，創新及科技基金資助、行業貢獻及知識產權收入作以下修

改： 
 

 研發項目數目由 110 個減至 87 個 (減幅為百分之 21) 
 創新及科技基金所需資助額 (以現金流計) 由 2 億 5 千萬元減至 1 億 8 千 890

萬元，減幅為百分之 24 (以批出撥款計，預期創新及科技基金總資助額為 2 億

5 千零 70 萬元，比原先預算的 2 億 5 千萬元稍微增加百分之 0.3) 
 業界支助及知識產權收入由原先預期目標為 1 億 7 千 660 萬元減至 4 千零 90

萬元，減幅為百分之 77。由於金融海嘯影響，平台項目佔的比例有所增加，

頭五年計劃預計將不會有知識產權收益。 
 
 

經修訂的 APAS 頭五年商業計劃，以及立法會原先批准的目標詳列如下：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修訂預算 
( 與 原 先 目 標

相差%) 

立法會批

出原先目

標 
科技項目 5** 13 29 20 20 87 (-21%) 110 
創新及科技基金

項目基金 
(現金流) 
(百萬元) 

12.7** 22.4 30.2 51.1 72.5 188.9 
(-24%) 

250.0 

創新及科技基金

批出撥款 (百萬

元) 

30.8** 29.9 70.0 60.0 60.0 250.7 
(+0.3%) 

250.0 



 

 20

**數字包括在 APAS 成立之前，獲創新及科技基金批出之後歸由 APAS 負責監管的

6 個研發項目 
 
 

72. APAS 已經嚴格控制營運支出，頭五年的 APAS 營運支出只提出輕微改動建議，總支

出預計為 8 千 950 萬元，比原先批核的 1 億元的預算低百分之 10.5。各類支出項目(未
計收入)細分如下： 

 

* 不包括創新及科技基金項目經常費。預計 2009 年、2010 年及 2011 年經常費資

金分別為 130 萬元、120 萬元及 120 萬元。 
 
 
(ii) 改善研究及發展服務 
 
a. 檢討科技路向圖 
 
73. 根據業界反映及最近市場與科技發展，例如於 2008 年初，APAS 委託進行的內地市

場調查結果，APAS 不斷檢討其市場及科技路向圖，以確保為業界，尤其是混合動

力汽車環保汽車及主動安全科技方面提供適切支援。因此在電子及軟體範圍內如加

入智能運輸。而企業標準程序，例如企業資源管理，亦改為屬於新物料及工序範圍。

APAS 未來研發方向已寫在最新的市場及科技路向圖 (附錄 9) 要點包括如下： 
  
電子及軟體 
 

74. 核心科技發展包括智能運輸、揉合核心組件及標準的車身電子與資訊娛樂，有潛質

的項目例子包括車身共同平台、汽車與基建多媒體數據交換及通訊、駕駛者資訊系

統及引擎管理系統等。長遠而言，焦點將放在以時間為關鍵因素的應用及大型數據

應用。例如智能運輸，有潛質的項目構思包括： 

支出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修訂預算 

 
 

職員薪酬 
(百萬元) 

1.9 7.4 8.3 * 12.3 * 13.5 * 43.4  

資本 
(百萬元) 

0.3 4.7 3.9 5.0 5.5 19.4   

其他直接支出 
(百萬元) 

7.3 4.0 5.2 5.5 5.8 27.8   

總額 
(百萬元) 

9.5 16.1 17.4 22.8 24.8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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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電線科技駕駛 (數碼駕駛) 
 自動轉向 / 駕駛系統 (智能駕駛員) 
 智能基建系統及汽車的互動 (智能交通燈號及車輛反應系統等) 
 車輛自我檢查及駕駛者輔助科技 (協助駕駛者找出毛病所在) 

 
安全系統 
 

75. APAS 在現有批核的 ABS 電子控制單元 (ECU)、混合動力控制單元 (HCU)項目，

以及與其他機構在活動安全及高級駕駛輔助系統 (ADAD) 合作研究的基礎上，進

一步推出新的主動安全科技，如防鎖死制動系統 (ABS) / 電子穩定操控 (ESC) 安

全系統，及提醒駕駛者的警報及駕駛輔助系統的設計及發展。有潛質的項目包括有

防撞功能、路人識別及路標識別功能的汽車系統，項目構思包括： 
 
 發展以電線科技制動 
 車輛穩定性及控制整合科技 
 路人保護及相關科技 
 撞擊緩和科技 
 其他主動安全及駕駛者輔助安全功能 (如後備輔助等) 

 
 
混合動力 / 電動汽車及環保 
 

76. 因應發展環保汽車的潛在市場需求及科技趨勢，APAS 將集中探索具潛質的項目，

發展插電式混合動力電動汽車 (PHEV)、純電動汽車 (EV) 及混合動力汽車 (HEV) 
科技及相關技術。例如防護整體汽車控制策略、先進電池管理系統、混合動力空調

系統、能源耗用傳訊及駕駛者互動、電力轉向、插電式充電系統及基建，以及低成

本直接驅動器等，有潛質的項目構思包括： 
 
 插電式混合動力汽車連續改善及精良設計 
 支援電動化趨勢的充電系統及基建科技 
 混合動力汽車/電動汽車互動控制及駕駛者傳訊，以儘量提升能源效益及安全 
 發展先進再生功能 
 先進能源使用，儲存及管理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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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物料、工序、標準及規例 
 

77. 發展焦點在於先進及輕型物料，加上標準化設計及生產程序管理，以改善企業效

率，將提交進一步加強本地生產商在汽車先進物料及生產科技實力的項目建議。新

的物料發展將包括鎂片金屬成型、高速加熱及冷卻塑膠注塑製模、直接金屬鐳射燒

結、超硬度納米合成塗層、輕型汽車座位裝配等，將為產品開發、生產及品質管理

程序進行檢查及改善，協助本地汽車業符合國際標準，有潛質的項目構思包括： 
 
 發展有系統的程序及工序，令 APAS 公司在設計、生產及競爭力方面達致國際

標準 
 輕型及新物料應用及工序研究  
 發展納米科技應用  

 
78. 為配合科技路向圖，將加大資源，推展科技合作夥伴。在現有的核心科技研究隊伍

以外引入新夥伴，詳情如下： 
 

 
研究隊伍 核心專才 

生產力促進局汽車及電子部 資訊娛樂、安全警告 
生產力促進局物料科技部 防鎖死制動系統 

生產力促進局科技部 先進物料 
APAS 電動汽車、混合動力汽車、插

電式混合動力汽車 
APAS 再生制動系統 
APAS 防鎖死制動系統、牽引控制系

統、電子穩定控制系統 
香港中文大學 混合動力汽車、 

插電式混合動力汽車 
香港城市大學、南京科技大

學、清華大學、北京大學深

圳研究院 

圖像識別程序 

理工電機汽車實驗室 電動汽車、電機控制系統、電

池控制系統、汽車控制系統、

空調 
中國科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先進集成技術研究所的混

合動力汽車實驗室 

混合動力汽車、電機控制系

統、電池控制系統、汽車控制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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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為確保研發成果有助業界捕捉市場商機，APAS 將繼續密切監察項目進度，務求項

目能依時完成。目前大部份的項目，均在 20 個月內獲實際採用及執行。 
 
b. 鼓勵行業參與 

 
80. 要爭取業界贊助平台技術及合作項目並非易事，並受著很多因素影響。特別是要爭

取更多合作項目的話，APAS 認為必須在項目成果商品化過程中提供更大時間彈性

及分享回報。 
 

81. APAS 將盡更大努力，鼓勵業界使用研發成果、所申請得到的專利及特許使用證，

以及由科技合作聯盟取得的科技知識，以應付業界愈來愈大的需要。根據現時研發

項目的進度，APAS 將監察專利及研發成果的申請及特許使用情況 (附錄 10) ，爭

取在最佳時機向業界轉移項目成果。 
 

82. 為了吸引更多新資金資助研發項目，APAS 得繼續參與汽車零部件會議、展覽及技

術研討會，藉此向潛在目標用戶介紹 APAS 的研發項目及服務，亦會派職員去參加

和汽車行業有關的主要國際活動，例如 SAE 國際、法蘭克福車展以及上海車展等，

將會在香港、珠三角及內地其他省市舉辦外展活動，亦會訪問主要汽車廠、第一階

市場供應商及本地供應商。 
 

c. 利用外間研究能力 
 

83. APAS 將繼續加強與外界聯繫及建立網絡，並充份利用與業界及研發機構的聯絡

網，組成研發項目隊伍，應付業界需求，更會物色有潛質的研發夥伴，進行合作及

其他項目。 
 
84. 根據現有的知識產權政策，參與研發項目的大學學者不可以成為專利擁有人。為鼓

勵更多大學院校開發高市場價值的項目，建議修改現有的知識產權政策，以鼓勵大

學與 APAS 合作，將他們的研發成果轉化成有市場價值的產品。 
 

d. 拓展測試及顧問服務 
 
85. APAS 將進一步拓展測試及顧問實力，鼓勵本地生產商測試汽車零件 / 組件及系

統，以符合國際標準。將舉辦一些研討會及訓練班，推廣 APAS 的實力，亦會邀請

汽車相關機構的專才擔任未來研討會的講者，講述環保、耐用及測試標準。本地業

界公司、研發機構及商業夥伴將獲邀參加。 
 

86. 為加強 APAS 的測試及顧問實力，有必要與其他試驗室及研發機構保持緊密聯繫。

例如生產力促進局、廣州威凱檢測技術研究所  (CVC)、廣州機械科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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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ERI)、台灣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 (ARTC) 等。這些研究機構在區內具備

獨特的工程測試優勢。 (附錄 11)  
 

87. APAS 計劃加入一些策略聯盟，例如透過簽署諒解備忘錄與這些機構聯成網絡。網

絡內的夥伴將各自在區內主力服務客戶。網絡間則互相分享市場資訊、汽車測試的

技術知識及服務能力，甚至在更大範疇互相支援。 
 

88. APAS 將嘗試建立一個「汽車及運輸科技網絡」，為網絡成員提供工作坊、研討會

及訓練。網絡對象包括業界組織、公司及大學。APAS 亦會參與科技展，藉以展示

研發項目及能力。 
 

89. 為改善客戶服務，建議成立網上查詢系統，讓客戶更充份瞭解 APAS 的服務，同時

亦讓 APAS 更能滿足客戶的特定要求。這套系統預計會改善與客戶的初步接觸。 
 
e. 研究及發展項目的商品化 
 
90. APAS 將繼續拓展業界市場，將有市場價值的研發成果商品化。為支援商品化過程，

令研究成果能廣泛應用，將同時提供測試及顧問服務，作為配套支援。深港生產力

基地 (SZJV) 是另一個有助 APAS 在深圳及內地其他省市推行商品化計劃的平台。

APAS 可能委派工程師與其他駐守內地的工程師一起進行研發項目，以及在那裡舉

辦展覽及其他推廣活動。 
 

91. 就以下列一個種子項目為例，研發項目是無線倒車監視系統。利用一部無線泊車相

機，幫助長身車輛倒車時避免意外。項目已經克服不少技術障礙，例如減低噪音、

干擾、圖像解像度等。除了到訪客戶及在展覽會、研討會上展示產品外，APAS 更

協助有潛質的客戶，找出在不同車種安裝無線相機的最優位置。為支援商品化過

程，將提供一籃子服務，包括信度測試支援、如適用於 EMC 的 CISPR25 及 ISO 
7637，以及相關顧問服務。 
 

92. APAS 定期進行種子項目，以增加研究人員的策略性科技知識。這些種子項目旨在

為特定科技建立概念藍本的確據。項目將和本地及海外大學教授合作。種子項目時

間不超過 6 個月，預算不超過 100 萬元。 
 

93. 根據概念藍本的確據以及取得的經驗，APAS 將與業界夥伴結盟，建議平台項目，

進一步發展特定策略科技作商品化。 
 

94. 至於未能商品化的種子項目，APAS 將與業界夥伴結盟，建議平台項目，進一步發

展項目作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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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改善行政及管治 
 

95. 為推廣適合市場及 APAS 科技路向圖的特定科技，現有的「計劃管理辦公室」應擴

充成為「計劃發展及管理辦公室」，負責下列工作： 
 
• 爭取諒解備忘錄 
• 發展研究聯盟 
• 物色外界專才 
• 評審及批核項目統籌 
• 協助申請人及創新科技署改良計劃書 
• 協助草擬計劃書以爭取撥款 
• 評審及簽字支持提及的計劃書 
• 建立撥款分支的協議及合約 
• 評審及簽字支持設備狀況 

 
 

• 確定收到獲批項目的撥款 
• 更新及管理項目狀況及流程進度 
• 利用項目管理系統為項目開戶及管理收支 
• 評審及批出進行中項目的轉變要求 
• 協助項目評審向創新及科技基金取得分期撥款 
• 個別研發項目的管治，包括項目管理程序的執行 
• 監察研發項目進度表及支出 
• 評審及簽字支持半年度進度報告及項目最後報告 
• 管理 APAS 的知識產權，安排特許使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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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汽車零部件硏究及發展中心營運的第二個 5 年階段 
 
96. 預期經過第一個五年階段，APAS 將已建立穩固的基礎及實力，帶領整個本地行業

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隨著內地汽車市場穩步成長，全球經濟逐漸復甦，對 APAS
服務的需求將更大。APAS 利用目前的優勢，定能把握未來機遇。在 2011 年後再接

再厲，成為全球頂尖級的汽車零部件研發中心。 
 
(i) 強項及機遇 
 
97. APAS 具備強勁的研發隊伍，有豐富的汽車業經驗團隊，與不同科技領域的專才及

研發夥伴共同努力。在專業知識方面互相切磋支援，形成有實力的網絡，有助 APAS
的定位，為業界提供適切的支援，開拓新的高增長領域。 
 

98. 香港目前面臨的金融危機，迫使公司重新檢討未來的商業策略，並趨向發展高增值

產品，如汽車組件。目前市場趨勢增加了對 APAS 支援的需求。 
 

99. 香港是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在地理優勢、政治環境、基礎建設、財務狀況、法

制及知識產權方面均配套成熟，容易吸引科技投資。香港是新產品及創業發展的投

資樞紐。 
 

100. 香港的大學院校在世界排名遙遙領先，每年培養大量人才，其中不少精英能為研發

項目帶來重大貢獻。 
 

101. 珠三角企業逐漸邁向發展更多先進及高增值產品。這趨勢能配合 APAS 的策略方

向。 
 

102. 全球所有具規模的 OEM 均對龐大的內地汽車業產生興趣，為 APAS 提供大量建立

合作、合資企業和夥伴關係的機會。 
 
(ii) 挑戰 
 
103. 香港並沒有汽車業的初始設備製造商 (OEM)，要支援本地業界的發展，需要更多

有相關經驗的工程人員。目前業界倚重海外專才支援研發工作。 
 

104. 中央政府及內地企業正投放大量資源在汽車業的關鍵科技，必須迅速掌握市場需

要，以發展高市場潛質的項目，以及物色業界夥伴共同合作。同時由於汽車業是一

個成熟的工業，很多主要及基礎科技經已穩固，產品生產周期大幅縮短，不少近期

發展的產品迅即失去時效。由於產品壽命愈來愈短，必要縮短「推出市場」時間，

始能達致成功。 



 

 27

 
(iii) 策略 
 
105. 為應付急劇轉變的業界需要，以及捕捉珠三角向高增值產品邁進的市場趨勢，APAS

將繼續與業界、院校及科研機構緊密合作，開展市場導向的研發項目。按科技路向

圖進一步發展實力，APAS 將持續專注在電子與軟體、安全系統、混合動力 / 電動

汽車與環保科技、以及新物料及工序四個焦點範圍內高發展潛質的項目。 
 

106. 物色研發策略夥伴是爭取有潛質研發項目及擴大服務支援的關鍵。APAS 將在已建

立的網絡基礎上，繼續物色策略合作夥伴，以加強在本港汽車業的領導地位。 
 

107. 在未來五年，發展汽車科技及運輸網絡 (ATTN) 將是 APAS 的主要重點。APAS 將

在現有的個人、商會及 300 多名海外專才的基礎上建立網絡。 
 

108. 總括來說，未來五年，APAS 的優先目標，將在與夥伴合作及聯繫、建立專才及減

低推出市場時間。這三方面掌握理想，將使 APAS 達至最終目標，即建立市場主導

的研發計劃，最終帶來豐富的經濟收益。 
 
(iv) 第二個五年階段的商業計劃 

 
營運開支 

 
109. 第二個五年階段 (即 2011/12 至 2015/16) 預期總營運開支為 1 億 4 千萬元，比頭一

個五年階段修訂後預算的 8 千 950 萬元高百分之 56.4。較立法會財務委員會為頭一

個五年階段的撥款高百分之 40。 
 

2011/12 

(百萬

元) 

2012/13 

(百萬元) 

2013/14

(百萬元)

2014/15

(百萬元)

2015/16

(百萬元)

總預算 

(百萬元) 

24.15  26.00 27.95 29.95 31.95 140.0 

 
創新及科技基金項目資助 

 
110. 預算在第二個五年階段將進行 80 個研發項目，在這 80 個項目預計需向創新及科技

基金申請撥款 3 億元，比頭一個五年階段修訂預算的 2 億 5 千零 70 萬元高百分之

16.7，較頭五年階段創新及科技基金預算的 2 億 5 千萬元撥款高百分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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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 

(百萬

元) 

2012/13 

(百萬元) 

2013/14

(百萬元)

2014/15

(百萬元)

2015/16

(百萬元)

總預算 

(百萬元) 

60.0 60.0 60.0 60.0 60.0 300.0 

 
 



 

 29

(C) 其他主要議題 
 
 
(i) 香港境外的研究及發展工作 
 
112. 由於香港汽車業資源有限，而且規模不大，有需要在香港以外爭取贊助機構。APAS

位於內地這全球最大的汽車業及汽車市場之一的隔鄰，APAS 將與內地第一階及第

二階的初始設備製造商供應商緊密聯繫，協助本地汽車零部件系統賣家爭取內地市

場份額。 
 

113. APAS 強烈支持放寬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 (UICP) 內有關地域的限制，能容許最高

百分之 50 的研發工作在內地或其他地方進行。在某些例子，APAS 建議進一步放

寬規定，容許高於百分之 50 的研發工作在香港境外進行。 
 
(ii) 架構安排 
 
114. 生產力促進局作為 APAS 的主領機構，為 APAS 提供機構支援，包括人力資源、行

政及人力等。APAS 借助生產力促進局的支援推動技術轉移及商品化，APAS 亦充

份利用生產力促進局及其他大學的網絡資源，物色有潛質的科研夥伴及贊助機構。 
 
115. 目前營運安排非常順利，現階段無需作出架構改動建議。 
 
(iii) 精簡撥款程序 
 
116. 為改善及精簡現有撥款程序，使之更有效率，APAS 提出下列建議： 
 

 繼續與研發夥伴合作，提高項目建議書的質素，有助評審及批核 
 在招攬項目建議書時清楚列明市場導向科技主題，優化科技委員會的審核 
 修訂撥款規例，接受香港境外的贊助機構及研發項目，補助本港的科研發展 

 
(iv)  電動汽車/插電式混合動力汽車的科技路向圖 
  
117. 隨著高效能燃油車輛，如插電式混合動力汽車及電動汽車的發展，以及全球汽車電

動化的趨勢，內地已有策略地啟動環保車輛的研製，並透過資助研發支出及在各大

城市制定電動汽車示範計計劃，決意為汽車業引入另類汽車。香港方面，本年度財

政預算案中表明對環保車輛特別是電動汽車的新需求。基於這些發展，預期市場對

電動汽車重燃興趣，APAS 享有獨特定位，能協助香港推行電動汽車策略，因此作

出下列研發計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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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 (至 2010) • 啟動及確認電動汽車 / 混合動力汽車發展及執行

策略，確保計劃的持續性  
• 實驗車輛發展平台及累積車輛發展經驗 
• 啟動及延續電動汽車 / 插電式混合動力汽車發展

及相關系統科技研究 
• 建立完善的分發計劃 
• 啟動電動小型巴士示範計劃 
• 發展核心控制及電動汽車發展實力 
• 繼續研究充電站及啟動基建研究 

中期 (2010 – 2013 年) • 更新及檢討混合動力發展平台作未來發展 
• 試驗充電站及發展基建標準，並與政府及業界夥伴

商討執行計劃 
• 建立第一部自家生產的完善電動汽車/混合動力汽

車 
• 增加與初始設備製造商及組件供應商的合作 

長期 (2013 年後) • 啟動研發新一代電動汽車 / 混合動力汽車 
• 整理已發展的科技，物色未來科技方向及計劃 
• 確定最後充電站標準及逐步建立基建支援 
• 繼續研發改良充電系統及混合動力汽車 / 電動汽

車發展 
       

目前電動汽車/混合動力汽車範圍的研究發展 
 

118. 正如環保汽車科技路向圖 (附錄 9) 顯示，電動汽車/混合動力汽車屬於 APAS 的四

個焦點範圍。APAS 一直深深投入混合動力汽車 / 插電式混合動力汽車及電動汽車

的相關科技發展。例如，一項有中港科研機構及業界參與的高壓電池管理種子項目

已經完成，並認定鋰離子發展作為下一個發展目標。此外有 6 個混合動力汽車/電
動汽車項目獲得撥款，並即將推行，包括一個廣州及香港合作的新一代汽車動力平

台項目、插電式混合動力汽車、電動轉向、電動空調系統及充電系統發展。研究及 
 
發展工作正在進行，未來 2 個月，將有 3 個項目加入流水線，包括再生式制動、ECU
核心實力發展，以及電動汽車能源儲存系統。下圖顯示 APAS 在電動汽車 / 插電

式混合動力汽車範圍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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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Low cost Direct drive for EV

EPAS*

EV Charger*

Drive system for PHEV

Hybrid A/C

EV power pack

BMS*

Integrated Charger & Motor drive

Regen Brake & ABS

Ultra-Cap*

ECU Dev*

EV Minibus 16seats Demo/testing

Production EV development

Production implementation 

Ultracap & Battery

Development Plaform

Approved

Pipeline

Future

EPAS

HK EV study

Infrastructur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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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汽車發展差距及機會 
 

119. 由於資源限制，本地研究機構及 APAS 沒有直接發展汽車經驗，亦欠缺初始設備製

造商的直接支持。加上基建發展須要多個政府部門與其他業界組織互相配合，為應

付目前情況，APAS 必須： 
 

• 辨識引擎控制單元 (ECU) 的平台發展策略、爭取制動再生發展、研究核心

實力及再生制動科技 
 
• 與初始設備製造商合作研製一部 16 座位電動小型巴士。參與整項產品發展

週期，領導示範車的測試，以取得車輛研發經驗 
 

• 為中心重新定位，與汽車業例如初始設備製造商(OEM)第一及第二階供應商

等建立密切關係集結 APAS 的研究實力與他們的生產經驗，建立利於產品發

展的環境 
 

• 爭取公共機構及建築公司支持，與這些公司聯繫，分享 APAS 的發展計劃，

爭取基建支持 
 
分發計劃 
 

120. APAS 將主動向公眾推廣插電式混合動力汽車及電動汽車科技，提高香港市民對環

保汽車的認受性，因為這種產品概念較新，分發計劃包括下列行動：  
 
− 建立電動汽車/混合動力汽車發展及應用聯盟，推動電動汽車試驗計劃，為香港

制定統一的電動汽車/混合動力汽車路向圖 
 

− 主動向政府部門及業界介紹 APAS 發展計劃，在不同場合參與環保車的政策制

定及推廣 
 

− 針對「早期用者」開始拓展及推銷環保車輛，在市場製造科技漣漪 
 

− 組織電動汽車/插電式混合動力汽車示範計劃、研討會、展覽，參與會議、報告

發展進度及測試結果 
 

− 運用傳媒及公眾民意調查，推廣電動小型巴士的發展及利益，保持公眾關注及

爭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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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辦大型宣傳活動，向具潛質買家推銷電動汽車及其他先進科技，並以減低支

出及對環境改善作為賣點 
 
 
(D) 總結 
 
121. APAS 在頭五年階段上半段已取得工作成果，並將不斷改進。按照市場需求及變動，

科技發展及外界因素，修訂及更新與業界及院校的合作，APAS 將繼續： 
 

− 重新定位研發實力，主要針對第一階、第二階供應商及 OEM 在產品開發方面

的要求，進行更多市場主導的合作項目 
 
− 更精確地監察研發項目，透過優良的計劃帶來更高的項目效益 
 
− 修訂及更新四個焦點範圍，加入智能運輸及企業資源管理程序，協助本港及內

地供應商提升實力，在國際市場具備更優勝的競爭力  
 
122. APAS 在支援汽車業方面已取得獨特及無可替代的優勢，並將在內地市場及未來發

展重新定位。展望未來，APAS 不但帶動本港科研機構及業界在汽車業範疇的研發

力量，在未來第二個五年階段，將更進一步在南中國地區成為區內研發樞紐，充分

掌握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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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APAS 研發項目管理程序 

 

 

 
 
 
 



 

 35

附錄 2 
 

由 APAS 監管的 6 個研究及發展項目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GHP/014/06 開發鎂合金半固態混合漿設備作流變壓鑄高強度及輕巧之汽車零部件 
項目聯絡人 : 李利民 
獲款機構 :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GHP/011/05 一種新型的環保汽車：混合動力，全方位及智能化 
項目聯絡人: 徐揚生 
獲款機構 : 香港中文大学 

GHS/073/04 用於汽車照明的 HID 和 LED 照明系統的設計和製造 
項目聯絡人: 鄭家偉 
獲款機構  : 香港理工大學 

GHS/044/04 建立優質汽車零部件製造管理系統以提升汽車零件供應商能力及聲譽 
項目聯絡人:李國強 
獲款機構  :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GHS/043/04 高強度鎂合金汽車零部件方案－半固態成型，廢料循環及棒料生產 
項目聯絡人: 李國強 
獲款機構  :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GHS/039/04 應用先進光學電腦輔助設計技術來開發用於汽車之發光及照明部件 
項目聯絡人: 李利民 
獲款機構  :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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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根據四個主要科技範疇分類的獲批准創新科技及基金項目1 

 
電子及軟體項目 
− 集成的可配置儀錶板設計平台的研發項目(P) 
− 14V 怠速啟停系統的開發(P) 
− 混合能源及電動車用電池管理方略(S) 
− 研發內燃機控制策略 (S) 
− 汽車電子組件設計指引 (S) 
− 發展綜合地圖匹配車輛導航系統 (C) 
 
安全系統 
− 發展一套全面的液壓控制裝置(HCU)予綜合汽車電子穩定系統(ESC) (P) 
− 汽車防鎖死制動系統及電子穩定系統電子控制單元的開發 (P) 
− 開發以 LED 為光源的汽車頭燈系統 (P) 
− 無電池輪胎壓力監測系統 (P) 
− 用於汽車照明的 HID 和 LED 照明系統的設計和製造 (P) 
− 應用先進光學電腦輔助設計技術來開發用於汽車之發光及照明部件 (P) 
− 開發汽車先進前大燈系統 (C) 
− 長身車輛無線倒車監視系統 (S) 
− 發動機防盜系統研發 (S) 
 
混合、電動汽車及環保 
− 發展電動車的低成本直接驅動器 (P) 
− 混合型電池充電及電機驅動系統 (P) 
− 新一代電動汽車動力平台 (P) 
− 開發汽車混合動力空調系統科技 (P) 
− 一種新型的環保汽車：混合動力，全方位及智能化 (IOHEV) (P) 
− 自動變速器控制系統開發 (AMT) (S) 
 
新物料及工序 
− 高溫金屬粉末成形技術用於製造輕鋁鈦合金(P) 
− 開發應用於複雜金屬管狀汽車零部件製造之管件液壓成型技術 (P) 
− 開發微發泡注塑與共注塑結合技術於生產高質量及高增值塑料汽車部件(P) 
− 開發鎂合金半固態混合漿設備作流變壓鑄高強度及輕巧之汽車零部件(P) 
− 建立優質汽車零部件製造管理系統以提升汽車零件供應商能力及聲譽(P) 
− 高強度鎂合金汽車零部件方案－半固態成型，廢料循環及棒料生產(P) 

                                                 
1 P – 平台技術項目   C – 合作項目   S – 種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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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獲批項目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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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 
 

APAS 簽訂的諒解備忘錄 
 

單位 日期 編

號 
 第一單位 第二單位  第三單位 簽訂日期 生效期 

1.  APAS 上海御能動力科技有限公

司 

  

五洲龍汽

車有限公

司 

22.5.2007 *按項目期

間 

2.  APAS 上海華普汽車有限公司   7.6.2007 1 年 
3.  APAS 上海交通大學 (SJTU)   20.7.2007 5 年 
4.  APAS 中山大學 (SYSU)   7.7.2007 5 年 
5.  APAS 上海理工大學 (USST)   9.11.2007 5 年 

6.  APAS 密歇根州立大學 (MSU)   1.10.2007 5 年 
7.  APAS Hamlin Electronics Europe 

Limited 

  

  16.8.2007 
& 

29.8.2007 

5 年 

8.  APAS 德州農工大學 (TAMU)   28.8.2007 5 年 

9.  APAS 廣州益維電動汽車有限公

司 

  10.7.2007 5 年 

10.  APAS 明尼蘇達大學 (UMN)   28.1.2008 5 年 
11.  APAS 惠州市華陽集團有限公司   29.2.2008 5 年 
12.  APAS 北京艾普曼科技有限公司   1.2.2008 5 年 
13.  APAS 廣州益維電動汽車有限公

司 

中山大學

工學院 
22.2.2008 *按項目期

間 
14.  APAS 重慶市九龍橡膠製品製造

有限公司 

  5.3.2008 5 年 

15.  APAS 江門市經濟貿易局   9.5.2008 2 年 
16.  APAS 華東交通大學   5.8.2008 5 年 

* 針對某一特定項目簽署的諒解備忘錄 



 

 59

附錄 6 
 

由海外/內地專家支援的項目 
 

 
項目名稱 參與的海外/內地專家 
高溫金屬粉末成形技術用於製造輕鋁鈦合金 通用汽車 (美國) 
研發內燃機控制策略 密歇根州立大學(美國) 
防止車輪鎖死煞車系統微處理器及電子穩定程序

系統項目 
德州農工大學(美國) 

集成的可配置儀錶板設計平台的研發項目 Ease of Use Co. (荷蘭) 
開發應用於複雜金屬管狀汽車零部件製造之管件

液壓成型技術 

南京理工大學 
(中國) 
Amino Engineering Co. 
Ltd. (日本) 

先進車輛控制管理及插電式混合電動車驅動系統

發展 

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 

中國科學院 
 (中國) 

高強度鎂合金汽車零部件方案－半固態成型，廢料

循環及棒料生產 

中山大學 (中國) 

研發手自一體變速器的控制與系统 明尼蘇達大學,  
密歇根州立大學 (美
國) 

發動機防盜系統研發 上海交通大學 (中國) 
電動車(EV)及混合電動車(HEV)電動動力輔助轉向

系統 

吉林大學   (中國) 

電動車及插電式混合電動車(PHEV) 智能充電站  中山大學 (中國) 
綜合車道維持系統 

 

南京理工大學 
 (中國) 

行人警告及保護系統 北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

(中國) 
先進碰撞預防系統 南京理工大學 

 (中國) 

扶助駕駛者系統 - 先進影像辨認 

  

南京理工大學 

 (中國) 

北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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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7 
 

APAS 舉辦的公關及推廣活動 
 

APAS舉行項目進展及推廣活動 (2008年11月21日) 

 
主席伍達倫博士以主要發言人身份演講 

 

 

李錫勳博士致閉幕演講辭 
 

 
馬海波博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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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座無虛席 

 
亞洲博覽館會 (2008 年 4 月 28 日—2008 年 5 月 1 日) 

 

 
APAS職員演說 

 

 

APAS攤位正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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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S攤位側面照 

 
澳門威尼斯人環球汽車零部件展覽會 (2008年4月14-16日) 

 

 
 

 
副總監章祥棟先生於 

環球汽車零部件展覽會的演說 (2008年 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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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的觀眾 
 

觀塘APM創新博覽會2008 (2008年9月26-28日) 
 

  
 
 
 

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易會 (2008年10月12-17日) 

 



 

 64

 
鋁鈦合金粉末展覽箱 

 
Ying Yang 博士演說 - 再生制動系統 (2008年7月6日) 

 

 

 
 



 

 65

福特科學王鐵博士演說 – 預測市場對氧氣感應器的需求 (2008年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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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8 
 

中心試驗室於 2008 年進行的測試項目 
 

  

產品 測試種類 

1. 汽車 LCD 模塊 砂座試驗、震動及受熱試驗 

2. 汽車 LCD 模塊 震動及受熱試驗 

3. 汽車 LCD 模塊 震動及受熱試驗 

4. 鍍錫連接器 熱衝擊 

5. 流動電話面板 熱循環 

6. 汽車軟管 熱試驗、壓力試驗、油試驗、水試驗 

7. 流動電話面板 熱衝擊 

8. 汽車 LCD 模塊 震動及溫度循環試驗 

9. 手錶零件 鹽霧腐蝕試驗 

10. 汽車失效軟管 溫度試驗 

11. 汽車軟管 溫度、壓力、油試驗 

12. IBM 電路板 熱循環試驗 

13. 汽車 LCD 模塊 震動及溫度試驗 

14. 汽車 LCD 模塊 震動及溫度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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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9 
 

APAS 市場及科技路向圖 
 
(A) 電子及軟體 
 
1. 市場趨勢 
 
汽車電子包括安全系統、舒適控制系統、資訊與通訊系統。這些系統令汽車更安

全舒適及方便。例如汽車的安全氣囊、安全帶、中央防盜鎖都能令汽車更安全；

車窗、電動門、電動後視鏡、電動天窗 (採光窗)，以及能滿足多種電動設備的

動力管理系統則令駕駛更舒適。安裝一套聯絡汽車各部份的電子控制系統，令駕

駛者更方便。系統能將從電腦、感應器、運輸管理服務系統、駕駛者資訊系統、

導航系統、電腦網絡系統、監察系統及錯誤診斷系統等取得的大量資訊整合處

理。隨著多媒體滲透日常生活，愈來愈多汽車安裝資訊娛樂系統，包括客車、消

閒車，甚至集體運輸工具如旅遊巴士及火車等，車輛安裝通訊系統，有助接收眾

多資訊。這些通訊系統必須穩定可靠、不中斷，以及能連接寬帶，而且在安全及

保安功能方面亦扮演關鍵角色。 
 
香港的電子業是最大的出口商品，2007 年佔香港總出口百分之 50。除了令人觸

目的電子產品如資訊科技和媒體相關電子產品外，本港電子業正設法在日趨蓬勃

的汽車電子中尋求新機遇。但是有些汽車製造商 (OEM) 將他們的研發責任及風

險轉移到「0.5 階」供應商。這些供應商在汽車發展項目的初期已參與合作，為

OEM 提供由上游如系統結構及程序設計，到下游如硬件建造的整合方案。這種

高進入門檻的活動成為本港汽車電子業的主要障礙，一套參考解決方案及科技發

展已經制定，協助本港工業跨越這個障礙。 
 
2. 科技趨勢 
 
當汽車電子變得愈來愈複雜時，要發展、維持及診斷汽車電子系統的成本便愈來

愈高。現有的專利或專為個別汽車製造商及他們的供應鏈而特別設計的解決方案

令情況更惡劣。為應付這些困難，汽車業正從各方面，企圖引入標準化，包括系

統、硬件、軟件、結構、網絡系統及診斷等，並鼓勵相互操作能力及技術可攜性，

以減低開發成本，這些努力包括： 
• 適用於硬件、軟件及結構的汽車開放系統結構 (AUTOSAR) 
• 適用於汽車診斷的模塊式車輛通訊介面及開放診斷數據交換 
• 適用於高帶寬多媒體信息分發用的媒體導向系統支援 (MOST) 
• 適用於高速分發控制系統的 Flex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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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平台，包括硬件及軟件，亦是科技趨勢，用以代替昂貴的每次執行時度自設

計及參考平台的參數化設定。 
 
為容許各種資訊輸入及輸出汽車，使用多種通訊標準，以適合不同交通工具的特

殊需要。例如高速要求，這些標準包括： 
• 適用於極高速數據輸送 (每秒 480 兆字節) 的超寬帶 (UWB)，包括多媒體 
• 適用於數據 (及聲音) 傳播的 WiMax 或 3G / 4G 系統 
 
隨著大量數據管理及圖像處理的發展，智能運輸成為汽車專業發展的趨勢。汽車

上將會安裝愈來愈多「智能」應用及電子器材，減低駕駛壓力，增加安全功能。 
 
3. APAS 未來的研發計劃 (至 2011 年) 
 
由目前至不久將來，APAS 將發展智能運輸、車身機械及資訊娛樂核心組件及標

準等核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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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科技狀況 項目 / 研發題目 

完成 / 取得 前大燈：先進前大燈系統 

可配置儀錶板 

汽車燈頭：LED 汽車燈頭 

批准 / 發展中 
 

針對集體運輸車輛的娛樂資訊系統媒體中心

(MOST150) 
車身電子共同平台 
具備 AUTOSAR (開放系統) 的駕駛者資訊系統 (DIS) / 
中央車身控制 (CBC) 
第一代儀錶板及駕駛者資訊系統 (DIS) 例如：3 維展示

適用於超大型集體運輸的資訊娛樂系統 (分層式

MOST150) 
利用超寬帶的汽車—基建多媒體數據輸出 
利用 WiMax 的汽車—基建汽車流動通訊 
酒類探測器及穩定器 
引擎管理系統 (EMS) 

提交 / 計劃 

診斷標準及功能 

 
 
4. APAS 的長遠研發計劃 (2011 年以後) 
 
長期而言，將發展核心科技，包括以時間為關鍵因素的應用及大型數據應用。 
 
項目 / 科技狀況 項目 / 研發題目 

利用 FlexRay 的 X 電線系統 

超高速車輛影像過濾處理器 

自動轉向 / 駕駛 

智能基建系統及汽車互動 

第一代 OBD 自動代碼替換 

低成平汽車與汽車通訊 

具潛質 

高性能引擎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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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全系統 
 
1. 市場趨勢 
 
傳統被動式安全系統如安全帶、安全氣囊等未能滿足汽車業的要求。大部份有效

的安全系統均加入主動系統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著名的主動系統包括

ABS、ESP、DSR、主動化轉向頭燈系統 (AFS) 等。在發展這些主動系統同時，

過去幾年已推出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其中撞擊警告、車線變換或車線偏離警告系

統均為其中一些例子。 
 
很多科研機構已確認ABS / ESC 系統對駕駛安全的幫助。美國全國公路交通安全

管理局 (NHTSA) 的評審測試亦確認同樣結果。美國立例規定由2012年起製造的

所有新車必須附有ESC系統，歐盟很多國家亦打算推出同樣政策。幾家汽車製造

商OEM已經宣佈將計劃於2012年前達到新的安全要求。 
 
根據美國全國公路交通安全管理局2004年的交通意外數據，車尾撞擊意外非常普

遍，佔全國所有車輛撞擊意外百分之30，以及涉及死亡意外的百分之5.2。為避

免這些意外發生，寶馬、日產、富豪及奧迪等車廠已經在最新款的汽車中加入相

關的ADAS。歐盟建議，由2013年10月起，所有新的重型車輛須加裝撞擊警告及

車線偏離警告的有關駕駛輔助系統。但是由於ADAS研發及製造的費用高昂，將

限制在內地市場的廣泛採用。 
 
以此作為推動，低成本主動安全及具備自家知識產權的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將有

助本地業界追上這龐大市場。 
 
2. 科技趨勢 
 
現在只有少數幾間第一階供應商有足夠實力為汽車業OEM提供ABS / ESC系

統。APAS已提交兩個有關發展ECU及HCU的項目計劃書，並得到創新及科技基

金批准撥款。當這兩個項目完成後，APAS將有穩固科技基礎，推出更先進的ABS 
/ ESC安全系統設計及發展計劃。 
 
此外，APAS亦與其他機構共同合作研發主動安全系統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有關

系統。這些項目旨在發展低成本的保持車線、監察器及車線轉換警告平台，而且

具備更先進的智能操作程式作為優勢。其中一個方案是採用附有先進圖像處理程

式的鐳達視覺融合科技，在車身周圍安裝微型相機，當發現其他車輛進入盲點範

圍時發出警告。其他有些隊伍應用單目視覺科技來達致車線追蹤及盲點偵察，黑

夜視覺科技特別適用於惡劣及低能見度情況下提供理想的安全駕駛解決方案，

APAS將採用一部備有主動紅內線系統的相機，協助黑夜駕駛。以上這些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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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協助主動安全系統的上游工作，發展使用容易及有效的警告系統。無論是利

用觸覺、聽覺或視覺，均是未來成功生產車線偏離及撞擊警告系統的關鍵下游研

發工作。 
 
3. APAS 不久將來的研發計劃 (至 2011 年) 
 
項目 / 科技狀況 項目 / 研發題目 

無線數碼後備相機 

ABS 系統結構及控制程式 

防止危害概念及 ABS 系統禁用策略 

適用於混合動力汽車的再生系統 

完成 / 取得 

前大燈系統 

可配置儀錶板 
發展適用於 ABS / ECU 系統的 ECU 
發展適用於 ABS / ESC 系統的 HCU 
整合車線改變警告系統 

核准 / 發展中 

車呔監察系統 

防止撞擊系統 
行人辨認系統 

提交 / 計劃 

路標辨認系統 

 
4. APAS 的長遠研發計劃 (2011 年以後) 
 
項目 / 科技狀況 項目 / 研發題目 

隨機存取器打印及數碼操作系統 

撞擊緩和器 
適用於 ABS / ESC 系統的完整 ICU 設計及確認 
使用新立體相機的第一代駕駛輔助系統 
適用於自動駕駛系統的新不確定性次等方案 
為未來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計的虛擬感應器及車與車

通訊 
使用汽車內感應器的轉向性乘客安全 

具潛質 

用作防止車輛超前意外的多層次感應揉合及電腦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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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混合動力 / 電動汽車及環保科技 
 
1. 市場趨勢 
 
為了減低汽車廢氣造成的環境影響，將探索先進汽車系統、廢氣後處理系統及替

代燃料。由於化石燃料稀少，推動研究如何提高汽車的節油量，混合動力系統吸

引不少人注意。因為目前這種科技的進展能顯著滿足消費者，政政府及 OEM 的

要求。 
 
豐田汽車於 1997 年率先生產混合車 Prius，2006 年的產量是 10 萬輛。面對豐田

的挑戰，其他汽車 OEM 如本田、福特、通用、佳士拿、日產、戴勒姆、大眾、

寶馬等，亦積極開發自己品牌的環保車。 
 
一項由美國知名汽車研究機構密歇根大學汽車研究所做的研究，預測非傳統汽車

的未來市場份額如下： 
 
2015 年：電動汽車 1%；燃油電池汽車 2%；混合動力汽車 20% 
2020 年：電動汽車 2%；燃油電池汽車 3%；混合動力汽車 27% 
 
由此可見，這類型汽車的市場確實可觀。 
 
在一些將嚴格執事限制汽車廢氣排放的國家，HEV 市場預期會有持續增長。因

為 HEV 科技的表現及成本效益依然較電動汽車優勝，而另類燃油系統車輛需有

待系統整合及基建支援能作出複雜的轉變。在內地及其他亞洲發展中城市，相信 
在不久將來，使用柴油的情況將會持續。要紓緩空氣污染問題及全球暖化，最急

切的解決方案是發展先進內燃機及廢氣後處理系統。 
 
2. 科技趨勢 

 
現在已有大量研究及發展項目，發展先進汽車系統及探索另類燃料。最終目的在

於減低廢氣排放及對化石燃料的倚重，具吸引力的科技包括：混合動力-電力、

插電式混合動力、純電力、燃料電池、先進內燃機及/或使用壓縮天然氣、甲醇、

生化燃油等燃料的雙重燃料引擎。 
 
由極度倚重至不需倚重化石燃料的轉變過程，涉及很多昂貴及複雜的議題，包括

重新建立新的生產過程及分發基建。因此預期市場及科技將繼續集中在混合動力

汽車系統，而目前這系統在表現及成平方面仍有待改善。 
 
混合動力汽車由至少兩種不同類型的能源驅動，一部混合動力電動汽車使用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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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儲在電池) 作為能源之一，另一種能源可以是柴油、汽油或其他任何一種

替代燃料 (在內燃引擎)。有些配置使用燃料電池提供所需的電力能源。 
 
一般來說，一套混合推進系統包含一個引擎、一個變速器、一至兩個馬達、一個

電池、一個電力再生制動系統及一個混合動力空調系統。HEV範圍的最新科技發

展是在推器系統加進電子部份後，改善下列系統的功能表現及成本： 
 汽車控制系統 
 電機及電機控制系統 
 電池及電池管理系統 
 再生制動系統 
 混合動力空調系統 
 電力輔助操控 

 
為更有效控制柴油汽車的廢氣排放，以符合更嚴格的法例限制，相信需要更先進

及具成本效益的系統，例如： 
 催化劑 
 柴油粒子過濾器及再生系統 
 降氮氧化物系統 

 
除了燃油效益及廢氣排放問題外，亦需要新的方案減低「使用壽命完結」的汽車

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這些方案對製造汽車所採用的物料將設立限制。 
 
考慮到這個範圍全球科技發展的趨向，APAS 在不久將來至長期的研發計劃詳列

如下： 
 
3. APAS 在不久將來的研發計劃 (至 2011 年) 
 
項目 / 科技狀況 項目 / 研發題目 

電動汽車控制策略 

混合動力汽車控制策略 

燃料電池汽車控制策略 

電機控制系統 

完成 / 取得 

電池充電器 

新一代電動汽車動力平台 (廣東—香港 2007) 

電池管理控制策略 (種子) 

發展汽車混合動力空調系統科技 (平台) 

混合型電池充電及電機驅動系統 (平台) 

批准 / 發展中 
 

電動車的低成本直接驅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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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科技狀況 項目 / 研發題目 

發展插電式混合動力電動汽車科技，改善燃料效益及保

護環境 (廣東—香港 2008) 

發展港口 HEV 及關鍵科技 (深圳—香港 2008) 

發展 14V 怠速啟停系統 (平台) 

先進電池管理系統 

開發汽車混合動力空調系統 (合作) 

發展一部電動小型巴士 (合作) 

電動車的低成本直接驅動器 (合作) 

電池充電及電機驅動系統 (平台) 

提交 / 計劃 

適用於 HEV 應用的 X 電線系統 

 
 
4. APAS 長期研發計劃 (2011 年以後) 
 
項目 / 科技狀況 項目 / 研發題目 

發展適用於港口運輸的 HEV (合作) 
發展插電式混合電動汽車 (合作) 
發展 14V 怠速啟停系統 (合作) 
先進電池管理系統 (合作) 
電力輔助轉向 
支援未來電動化趨勢的充電系統及基建 
先進再生功能 
發展柴油廢氣後處理科技 / 系統 
低成平的高能源 / 動力密度電池 

具潛質 

具成本效益的燃料電池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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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新物料及工序 
 
1. 市場趨勢 
 
汽車先進物料及製造科技指產品及物料整合發展，先進處理科技、先進品質計劃

及生產系統管理，透過協作結合基礎及應用工程知識，解決複雜的汽車業生產問

題，發展汽車先進物料、工序及科技的關鍵因素包括： 
- 市場需求更安全、更大汽車配置彈性及減省燃油消耗 
- 市場存在競爭壓力，要縮短發展及生產循環時間、降低成本；改善應變、靈

活性、彈性、耐用、效率及品質，以達致更大利潤及投資回報 
- 要求在生產和使用汽車時減低物料浪費情況、能源消耗、二氧化碳及其他有

害物質的排放 
- 發展新的物料應用，相關設計及工序科技。由於市場競爭而須發展創新的結

構及物料，改善汽車在重量、硬度、安全、應變、燃料效益、配置彈性及環

保的表現 
- 歐盟及國際政策、規例及法例均關注運輸、能源、二氧化碳、安全及廢物管

理等議題 
 
2. 科技趨勢 
 
回應以上主要因素的最近科技發展，包括使用輕型合金，例如高強度鋼、鋁、鎂、

塑膠及合成物料，以顯著減低汽車的重量，藉以使燃油使用更具效益。近年已經

發展多種先進的製造科技來處理這些新物料的應用，普遍的例子包括先進工程物

料發展 (如鎂合金及各種工序技術)，適用於大型複雜結構零件 (例如液壓成型

3D 無模具成型等) 的先進金屬成型，先進塑料工序及處理。適用於汽車零件 (如
微發泡注塑成型、急速加熱及冷卻、注塑用的局部加熱技術) 及先進表面處理 
(例如：離子塗層、塑膠聚合反應、微弧合成塗層等)。 
 
3. APAS 在不久將來的研發計劃 (至 2011 年) 
 
回應市場需求，以及香港業界的優勢及實力，APAS 在先進物料及生產科技方面

的發展焦點包括 5 方面： 
- 適用於輕型應用的先進鎂處理工序 
- 先進塑膠及金屬處理工序 
- 先進物料及表面處理 
- 汽車機械組件系統 
- 先進企業資源處理及管理系統 
 
自從 APAS 在 2006 年成立以來，已取得或委任本地機構發展幾項鎂處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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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S 未來將集中進一步發展微發泡注塑成型科技，並結合共注塑成型及其他金

屬處理科技，包括金屬管件液壓成型及鋁鈦粉末金屬成型，一個有關機構組件系

統 (液壓控制單元 HCU 予電子穩定系統 ESC) 的項目已於 2008 年 12 月開始。 
 
由現在至頭一個五年階段末 (至 2011 年)，將加入 5 個新的項目，進一步加強業

界在汽車先進物料及生產科技的實力。新加的企業資源管理項目有助本地 APAS
供應商採用一套國際標準，提升他們在全球汽車市場的競爭力。 
 
以下圖表列出現有及建議新的科技發展題目： 
 
項目 / 科技狀況 項目 / 研發題目 

鎂熱及冷室壓鑄 

鎂半固體注塑成型技術 

鎂觸變成形 

鎂流變壓鑄 

完成 / 取得 

塑膠微發泡注塑成型 

塑膠微發泡共注塑成型 

金屬管件液壓成型 

鋁鈦粉末金屬成型 

批准 / 發展中 
 

液體控制單元予電子穩定系統 

鎂片金屬成型 

高速加熱及冷卻塑膠注塑成型 

適用於樣本及工具的直接金屬鐳射燒結 

超硬度納米合成塗層 

提交 / 計劃 

輕型汽車座位裝配 

 
4. APAS 的長線研發計劃 (2011 年以後 ) 
 
在第二個五年階段，APAS 發展的其中一個策略，是進一步加強本地業界在先進

物料及生產科技的實力，透過取得或發展在海外廣泛使用的先進科技及標準。例

如適用於布料織物的模內裝飾技術、流動控制成型、金屬泡沫形成、適用於金屬

合成材料的注塑成型、先進混合物料系統以及企業資源計劃。另一個策略是發展

開發整部汽車或一個大型主要機械組件系統的實力，所需的科技例子包括適用於

車長面板發展的 3 維度，自由成型的金屬片，局部加熱及適用於製造大型塑膠零

件如汽車防撞圍及模板的連續性塑膠注塑成型，及汽車與組件的先進模擬撞擊。 
除了科技發展，亦有需要採用標準工序，加強及提升本地業界組件/系統供應商

的實力，達到符合 OEM 的規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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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科技狀況 項目 / 研發題目 

適用於塑膠注塑成型的局部加熱技術 

連續性塑膠注塑成型 

適用於布料織物或其他織物成品的模內裝飾技術 

標準化企業資源管理 / 計劃 

3 維度自由成型的金屬 RP 

伺服驅動沖壓及流控制成型 

金屬泡沫形成 

適用於金屬合成材料的注塑成型 

先進混合物料系統 

有潛質 

汽車與組件的先進模擬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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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0 
 

研究及發展成果特許專利及商品化時間表 
 

研究及發展成果 預期商品化時間表 
Euro-4 引擎控制策略 2009 
電池控制系統 2009 
自動變速器 2009 
長身車無線倒車監察系統 2009 
穩定系統 2009 
汽車先進前大燈系統 2009 

 
項目專利 草擬及提交檔案 

 
檢查 預計取得特許專

利時間 

[1] 大型運輸車輛的資訊娛

樂系統 
14/12/2010 2011 2012 

[2] 發展 14 怠速啟停系統  15/1/2011 2011 2012 

[3] 發展以 LED 為光源的汽

車頭燈系統 
30/11/2009 2010 2011 

[4] 發展汽車混合動力空調

系統 
30/6/2009 2010 2011 

[5] 發展適用於整合可配置

儀表板的軟件及硬件方法 
15/6/2010 2011 2012 

[6] 發展適用於汽車防鎖死

制動系統 (ABS) 及電子穩

定系統電子控制單元 (ESC) 

31/10/2009 2011 2012 

[7] 混合型電池充電及電機

驅動系統 
31/7/2009 20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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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發展先進管件液壓成型

科技，以生產形狀複雜的金

屬管狀汽車零件 
 

30/9/2009 2010 2011 

[9] 發展汽車先進前大燈系

統 
9/11/2008 2009 2010 

[10] 發展結合共注塑科技

的微發泡注塑成型科技，以

生產高質素及高增長的塑膠

汽車零件 

30/11/2008 2009 2010 

[11] 粉末金屬成形科技，用

作處理高溫輕型鋁鈦合金 
30/11/2008 2009 2010 

[12] 適用於電動汽車的低

成本直接驅動器  
31/12/2008 2009 2010 

[13] 適用於客貨車的先進

安全系統 
30/9/2010 2011 2012 

[14] 發展一套全面的液壓

控制裝置(HCU)予綜合汽車

電子穩定系統(ESC) 
 
 
 

31/10/2009 2010 2011 

[15] 新一代電動汽車動力

平台 

 

30/6/2010 20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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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1 
 

不同機構的測試能力 
 

 
機構名稱 強項測試能力 

APAS APAS 的中心試驗室為汽車業提供汽車部份設計及生產驗證支

援，APAS 具備最先進測試設備，能符合汽車電子最新的環境耐

力測試要求，APAS 試驗室測試人員有豐富汽車測試專業知識及

經驗。 
生產力促進

局 
APAS 屬於生產力促進局轄下機構，生產力促進局的專業顧問為

客戶提供技術意見，範圍包括物料特點、生產科技等。顧問服

務協助客戶設計適切的產品測試計劃，以及在測試完成後作出

設計改良的建議。 
CVC 廣州凱威檢測技術研究所 (CVC) 位於廣州。CVC 的強項在於

具備一間在珠三角獨有的全尺寸光學測試室，亦有設備進行各

種類型的汽車及非汽車測試。 
GMERI 廣州機械科學研究院 (GMERI) 是位於廣州的另一家測試實驗

室。這個實驗室的強項在於引擎、轉向及制動、過濾器、塑膠

測試，並具備量度引擎噪音、效率及燃油消耗等的設備。 
ARTC 汽車研究及測試中心 (ARTC) 是由台灣政府資助，位於台灣的

測試機構。ARTC 試驗室專長在於汽車測試，包括安全、組件質

素、廢氣排放及燃油效率、NVH 及 EMC 測試，共具備一個汽

車測試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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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回顧報告 
 
 

背景 
 

為了使香港成為一個科技樞紐，政府於二零零四年六月進行業界諮詢，決定

那些行業最能受惠於科技發展。 
 

2. 紡織業在香港的發展始於二十世紀五十年代初期，從大量生產廉價成衣，逐

漸轉型為製造優質的高級時裝，數十年來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作出了莫大貢獻。至今，香

港紡織界仍傲視同儕，穩踞全球領導地位。 
 
3. 這樣背景下，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本中心」）於二零零六年四月成

立，並獲創新科技署轄下的創新及科技基金預留撥款 2.753 億港元，作為首五年的經

費，當中包括： 
 

(a) 6,030 萬港元的「營運」成本開支；以及  
 
(b) 2.15 億港元的研發項目費用預算。 

 
 
組織及行政架構 
 
4. 香港理工大學（理大）獲選為本中心的承辦機構，這是由於： 
 

(一) 理大的紡織及成衣學系是世界三大紡織及成衣研究中心之一；及 
 
(二) 理大紡織及成衣學系的教授在各個紡織技術及研發領域上均擁有豐富經驗，

預計本中心很多研發項目都會由理大進行。 
 

5. 這是十分理想的安排。正因為這樣，本中心秘書處位於理大校園內，並獲大

學的企業合作處及其他資源部門提供各項支援。 
 
本中心是一家運作獨立、財務自主的有限公司，其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訂明，理大校長

在諮詢創新科技署署長後，可按規定委任本中心的董事局成員。董事局的職責是釐定本

中心的政策及其發展方向。以下是研發中心的行政架構圖 – 董事局下設行政委員會及技

術委員會，其相關權責請參閱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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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行政總裁負責制定本中心的政策及管理其日常事務，下設總監(研究及發

展)、經理（機構事務）及市務經理各一。本中心秘書處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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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負及使命 
 
抱負 
 
7. 成為一所世界卓越領先的紡織及成衣研究發展及技術轉移中心。 
 
使命 
 
8.  

(一) 一所以香港為基地，世界一流的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二) 透過各項研發成果，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 
 
(三) 支援持續發展技術，增強本地服裝及紡織業的競爭力； 
 
(四) 發展並轉移有關技術，為本地企業及社會整體帶來最大的利益；及 
 
(五) 集合本地、國內外之科研中心優勢及研發潛力，以增強本中心之研發能力。 

 
 
研發重點 
 
9. 董事局確立的四個研發重點分別為： 
 

(a) 嶄新物料、紡織及成衣製品  (b) 先進紡織及成衣生產技術 
 －溫度及濕度節調布料及成衣 

－ 納米物料 
－ 形狀記憶紡織品 
－ 聰明服裝 
－ 功能織物 

  － 多功能紡織品整理技術 
－ 嶄新染色技術 
－ 嶄新整理技術 
－ 嶄新紡織技術 
－ 立體剪裁電腦設計技術 

 
 

(c) 創意設計及評估技術  (d) 優化工業系統及基建 
 － 供產品開發及測試的新一代假人 

－  品質評估系統 
－  產品規格 
－  稱身服裝設計技術 

  － 服裝知識技術網站 
－ 紗綫及布料數據庫 
－ 時裝設計數據庫 
－ 聯營企業 
－ 培訓及顧問服務 

 
10. 憑著過去三年的經驗，本中心深信這些範圍廣闊的研究重點可涵蓋紡織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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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業有待研究的領域。 
 
11. 為支持政府倡議促進跨境合作研究，本中心亦參與了「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

劃」下特定研發重點的研究項目： 
 

(一) 嶄新紡織物料  (二) 節省能源及環保的生產系統及材

料 
 － 無害、無污染和多功能天然及人

造紡織纖維的研發 
－  互動式智慧紡織物料的研發 

  －  研發嶄新紡織及成衣生産系統

來減少能源及燃料消耗 
－  環保紡織染整材料的研發 
－  有害／有毒之紡織及成衣快速 

測試技術 
 
 
項目申請 
 
12. 可供申請的研究計劃類別如下： 
 

(一) 平台研究計劃 
 

此計劃專供大學、工業支援組織、工商協會、專業團體及研究機關申請，並

規定最少由兩個企業贊助現金不少於總項目成本的百分之十。 
 

(二) 合作研究計劃 
 

此計劃專供私營企業申請，並規定該企業必須與本地研發機構或組織合作進

行項目。 
 

(三) 合約研究計劃 
 
此計劃以收費合約方式為公司或聯盟企業提供顧問及研究服務。 

 
13. 各機構可因應申請通知或於任何時候提出研發項目撥款申請。 
 
 
 
公司表現評估／指標 
 
14. 本中心將於二零零九年四月邁進成立後第三個年頭，其表現可從以下各方面

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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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計劃 
 
研發項目數目 
 
15. 項目申請先由本中心秘書處研發小組負責審批，在徵詢本地及海外專家團

意見後，再將申請遞交技術委員會議決。 
 
16. 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共有二十九項申請通過審批（請參閱附件二及

三），撥款金額達 8,820 萬港元，業界的現金資助額達 1,310 萬港元，相當於總項目成本

百分之十三。 
 
17. 下表列出現時及預期項目的數量及撥款金額（百萬港元）： 
 
2006／07 年度至 2008 年 12 月 2006／07 年度至 2010／11 年度 2011／12 年度至 2015／16 年度 項目

類型 項目 
數量 

業界 
出資 

創新及科技基金 
撥款總額 

業界出資

百分比 
項目

數量

業界

出資

創新及科技基金 
撥款總額 

業界出資

百分比 
項目 
數量 

業界 
出資 

創新及科技基金 
撥款總額 

業界出資

百分比 

平台 
研究 

26 11.4 86.6 12% 67 22.4 197.2 10% 90 33.3 333.2 9% 

合作 
研究 

1 1.6 1.6 50% 5 12.2 12.2 50% 10 38.1 38.1 50% 

合約 
研究 

2 0.1 - - 6 0.3 - - 10 0.9 - - 

合計 29 13.1 88.2 13% 78 34.9 209.4 14% 110 72.3 371.3 16% 

 
18. 目前已成功完成四個研發項目，另有十七個項目訂於二零零九／一零財政年

度結束前完成。這些項目當中有多研發成果具有良好的商品化潛力，以下是其中三個例

子： 
 

(a) 一項用於生產高支扭妥棉紗的嶄新紡織技術，可增強棉織物的手感及其他特

質。業內夥伴已表達濃厚興趣，有意購買該項目的知識產權。 
 
(b) 一台創新的滾筒式濕整理機，可滿足業界對清洗茄士咩的需求。業內夥伴

有意購買樣本型號。 
 
(c) 一套織物結構分析及外觀評估系統，用於鑒定編織結構。該系統有助梭織針

織快速打辦，其成果已獲業界垂青。 
 
研討會及工作坊 
 
19. 過去三年，本中心合共舉辦了二十四場研討會及工作坊。主要支持機構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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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紡織業聯會； 
 
(二) 香港製衣同業協進會； 
 
(三)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 

 
(四) 毛織創新及設計協會；及 

 
(五) 香港紡織及服裝學會。 

 
支持機構名錄請參閱附件 4。 
 
20. 透過這些活動，本中心得以闡述其角色和職權範圍、提供技術資訊、介紹各

個持續項目，以及為參與人士提供交流意見及分享經驗的機會。簡而言之，這些活動反

應熱烈，吸引了近 2,500 名業界人士參與。 
 
 
延展服務 
 
21. 「延展服務」計劃的主要目標是確認業界所面對的實際問題，並視乎適當情

況開展研究項目，或提供顧問服務解決有關問題。該計劃廣受業界歡迎，成效卓著。 
 
22. 本中心的研發小組會經常拜訪境外廠房及機構，作為計劃其中一環。至今拜

訪次數已逾二十五次。 
 
合作備忘錄 
 
23. 多個海外代表團和個別人仕先後到本中心，與工作人員交流意見（名單見附

件五）。為促進相互合作，本中心已跟多個單位簽訂多份合作備忘錄（請參閱附件

六）。 
 
知識產權註冊 
 
24. 經研究產生的新科技需要受法律保障。本中心迄今已為十項知識產權辦理註

冊手續。 
 
宣傳及推廣 
 
主要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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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們一貫的宣傳策略為 – 將研發中心建設成一所專業的研究開發中心、致力

於研究計劃、培養業界的研究文化，以及向合作夥伴宣傳技術知識。 
 
會員計劃 
 
26. 我們實行會員計劃（請參閱附件七），現有 252 名註冊會員。由於個別公司

可透過其商會組織（如香港紡織業聯會）得悉有關本中心的知訊，因而不願成為會員。

雖然這令本中心在招收會員工作方面遇到一定困難，但業界已肯定了會員計劃的成效及

其對業界的裨益。 
 
27. 本中心建立的主要溝通途徑包括： 
 

(一) 本中心網站（www.hkrita.com），其備有中、英文版本，至今點擊數逾

200,000 次； 
 
(二) 每季發放的電子通訊，內容包羅萬有，包括與業界及研發項目有關的文章及

最新消息（樣本見附件八）；以及 
 

(三) 電子直郵，可迅速有效聯繫業內夥伴。 
 
展覽會及巡迴路展 
 
28. 本中心在過去三年先後於香港、中國內地及海外參加了二十三場展覽會，當

中包括政府主辦的活動（例如創新科技博覽會）、國際盛會（例如時裝節）及本中心舉

辦的活動（例如技術論壇及在本港四家大學舉行的巡迴路展）。詳情請參閱附件九。 
 
論壇、研討會及工作坊 
 
29. 這些活動的主要目的是支援研發工作計劃，以及向業界人士提供最新技術資

訊，增進他們對研發項目的持續了解（請參閱附件十）。 
 
秘書處 
 
30. 本中心建立起一個運作良好的秘書處，專責支援董事局及研發工作計劃。 
 
31. 本中心的《企業管治手冊》，詳細列明相關辦公室實務及指引，內容乃根據

以下文件寫成：組織大綱及章程；本中心、理大與香港特區政府訂立的三方協議內所規

定的程序；以及創新科技署制定的行政指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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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年度至 2010／11 年度之營運及項目撥款 
 
32. 本中心第一個五年期的實際營運開支及預算如下： 
 
營運開支*（百萬港元） 
 
2006／07
年度 

2007／08
年度 

截至 2008
年 12 月 

2008／09
年度 

2009／10
年度 

2010／11
年度 

經修訂評估 財委會批

准的經費

5.7 9.3 22.0 10.1 15.4 19.2 59.7  60.3 
 
*開支包括人力資源、設備及其他直接營運成本（包括租金、法律費用及推廣費用）。 
 
創新及科技基金項目資金*（百萬港元） 
 
2006／07

年度 
2007／08

年度 
截至 2008
年 12 月 

2008／09
年度 

2009／10
年度 

2010／11
年度 

經修訂評估 財委會文

件中的概

略指標 

17.3 14.8 45.6 25.2 57.7 62.8 177.8  215.0 
 
*截至 08／09 年度，每年平均有十個研發項目開展。預計 2009／10 年度及 2010／11 年度每年將

有 20 個研發項目展開，屆時開支將會增加。 
 
33. 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的實際開支顯示了本中心一直： 
 

(一) 採取審慎理財策略，將營運開支控制在整體預算內；同時， 
 
(二) 項目開支亦低於預算，因為審批過程中淘汰了不合理的撥款申請。 

 
34. 值得注意的是，2006／07 年度及 2007／08 年度的核數報告已通過鑒定，本

中心的財政穩健。 
 
 
發展路向及展望 
 
研發重點 
 
35. 據業界夥伴、過去三年參與本中心項目的理大及其他研究機構反映，我們研

究的重點範疇（請參閱第十段至第十二段）仍然恰當。這都是我們在珠三角及長三角地

區所進行實地考察、觀察及與當地同業交流所得的結果。正因如此，我們將繼續在該等

地區物色及邀請各機構提交項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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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我們將探討如何借助大學及其他研究機構推動轄下的研究項目。 
 
37. 我們的延展服務計劃將繼續服務業界夥伴，以確定問題所在，並視乎適當情

況開展研究項目。 
 
38. 本中心亦會探討怎樣充分發揮其諮詢服務（例如協助業界解決環保問題），

並視乎適當情況開展內部研究項目。 
 
研發項目商品化 
 
39. 每當項目即將取得成果，研發中心會優先推動研發成果的商業化。對此，我

們採取以下方法： 
 

(一) 推廣項目成果； 
 
(二) 將實驗室規模的樣本型號，轉換化可大量製造的商業化產品；  

 
(三) 申請專利；以及 

 
(四) 特許使用權安排和技術轉讓予有興趣的同業。 

 
就此，我們將設立一個「研發項目商品化常務委員會」，專責研究業務計劃、評估市場

需要，以及提供確實可行的方法以引起市場興趣。 
 
宣傳及推廣 
 
40. 我們的推廣重點是協助研發工作，引起業界對項目成果的興趣。研發中心亦

將繼續籌辦有益於行業夥伴的研討會及工作坊，以及參加巡迴路展及展覽會。 
 
機構運作 
 
41. 經諮詢創新科技署署長後，我們決定簡化程序，加快與項目相關工作的進

度。行政管理隊伍將定時檢討人員編制、採購事宜及其他安排，以確定資金用得其所。 
 
 
2011/12 年度至 2015/16 年度財政預算 
 
42. 我們的第二個五年就創新及科技基金撥款預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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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開支*（百萬港元） 
 

2011／12
年度 

2012／13
年度 

2013／14
年度 

2014／15
年度 

2015／16
年度 

估計總額 

32.6 29.5 31.8 33.9 35.4 163.2 
 
* 預算增加是反映了每年五百萬港元的支出，範圍包括：「商品化」開支、推廣／宣傳已完成的

研發項目的額外開支，以及為應付持續增加的研發工作量而須增聘的額外人員（已作通脹相關

調整）。 
 
創新及科技基金項目資金*（百萬港元） 
 

2011／12
年度 

2012／13
年度 

2013／14
年度 

2014／15
年度 

2015／16
年度 

估計總額 

64.6 68.5 71.8 75.3 79.1 359.3 
 
*根據每年 20 個項目、5%通脹率調整計算。 
 
 
為何研發中心須繼續運作 
 
43. 香港纺織及成衣業目前在世界仍處於領先地位： 
 

(一) 事實上，香港商人在中國內地擁有許多大型生產廠房，他們亦在其他地區設

有大型紡織工廠，例如泰國、斯里蘭卡、毛里求斯及越南。總體而言，香港

紡織及成衣業幾乎是全球所有知名品牌的生產商，其產品行銷至世界各大商

舖； 
  
(二) 據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底的統計數字顯示，香港紡織及成衣業的本地出口

總值達 425 億港元，相當於本地出口總額的 39%。這項數字清楚顯示紡織及

成衣業的重要貢獻，亦可證明為何特區政府值得持續投資支持紡織及成衣

業。按實際政府投放的金額，政府為第一個五年期所提供的 2.75 億港元，還

低於紡織及成衣業本地出口總值百分之一。 
 

因此，我們必須繼續進行研究工作，保持領先優勢。 
 
44. 本中心及其他研發中心成立時，各方均認同這是一項涉及長遠承擔的工作。

研究項目或需數年方能得出成果，也只有這樣，行業才能受惠。 
 
45. 各主要紡織及其他機構及行業夥伴均支持研發中心，認為研究計劃應繼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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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46. 政府對研發中心的資助，反映當局銳意把香港建設成科研技術樞紐。在此經

濟艱困的時期，投資未來更見重要。 
 
47. 終止研發計劃未免顯得目光短淺。因為不少項目成果將有利於整個行業，並

已顯示出一定的商品化潛力。事實上，現正進行中的多個項目均具備良好的商業品潛

力。研發計劃是一項需要付出長時間努力的工作。 
 
 
結論 
 
48. 董事局非常滿意本中心過去三年來對紡織及成衣業的服務及貢獻，特別是在

研究相關項目上所作的服務及貢獻。 
 

49. 董事局堅信，政府應繼續撥款支持研發中心的運作。 
 
 
 

秘書處 
二零零九年三月十六日 

 

 - 11 -



附件 1 

權責範圍 
 

 
董事局 

 

(一) 釐訂本中心的研究方向; 

(二) 對本中心營運及財務狀況的持續穩定性進行監察; 

(三) 監管本中心的商業活動 (包括商品化); 

(四) 確保本中心的研發活動乃按照項目計劃及相關的週年報告進行; 

(五) 查察及審批本中心的審計帳目 (包括當中的董事局報告); 以及 

(六) 確保本中心乃按照研發項目計劃及其相關的週年財務預算使用創新及科

技基金的撥款。 

 
行政委員會  

 

(一) 監管本中心週年計劃的執行; 

(二) 就本中心各項營運事宜，向行政總裁及其管理團隊提出建議及支援; 

(三) 監察以確保本中心的有效管治; 以及 

(四) 對高層職員的任命提出建議。 

 
技術委員會 
 

(一) 本中心運作首五年(按情況修訂)，根據董事局所訂立、並獲創新科技處署

署長批准的週年營運報告確認及制定本中心之研發項目; 

(二) 評估及批准研通過研發項目，當中包括但不規限於其範疇､執行方式及

財務預算的合理性; 

(三) 在提交予創新科技處署署長前，審查及批准通過每個研發項目的相關報

告及審計帳目，確保其乃按照本中心與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簽訂的項目

協議內容執行; 以及 

(四) 為本中心研發項目草擬週年收支預算部份，使之符合本中心的週年財政預

算，供董事局審查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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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研發項目 (以研發重點分類) 
 

 
研發重點 項目數量 項目總額 

(百萬港元) 
創新及科技基

金撥款總額 
(百萬港元)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技術研發重點 

A 嶄新物料、紡織及成衣製品 6 23.7 20.8 

B 先進紡織及成衣生產技術 6 18.1 16.1 

C 創意設計及評估技術 7 34.8 30.5 

D 優化工業系統及基建 4 8.4 7.5 

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 2008 

1. 嶄新紡織物料 

a 無害、無污染和多功能天然

及人造紡織纖維的研發 
0 0 0 

b 互動式智慧紡織物料的研發 1 6.0 5.4 

2. 節省能源及環保的生產系統及材料 

a 研發嶄新紡織及成衣生產系

統來減少能源及燃料消耗 
1 2.7 2.4 

b 環保紡織染整材料的研發 0 0 0 

平台研究計劃 

c 有害/有毒之紡織及成衣快

速測試技術 
1 4.3 3.9 

小計: 26 98.0 86.6 

合作研究計劃 A 嶄新物料、紡織及成衣製品 1 項目資金暫未收訖 

合約研究計劃 D 優化工業系統及基建 2 項目資金由合作公司全數支付

總和: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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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研究計劃種類 項目名稱 研發重點 項目總額

(港幣$)
創新及科技基金撥

款總額

(港幣$)
1 平台 生物功能材料研究與應用 A 4,469,800 3,739,800

2 平台 先進服裝功能設計CAD技術 C 4,082,800 3,532,800

3 平台 開發一台創新設計可作成衣和輔料後整的濕整理系統 A 1,689,450 1,449,450

4 平台 先進紡織品及服裝製造流程技術 B 3,908,984 3,378,984

5 平台 發展一套實驗室規模的電化學絲光漂白工藝用於技術的評估 B 997,620 977,620

6 平台 高支扭妥棉紗生產技術 B 2,380,950 2,130,950

7 平台 織物結構分析和外觀評估系統的開發 C 2,864,250 2,524,250

8 平台 先進紡織材料功能性處理技術 A 4,752,000 4,002,000

9 平台 用於紡織及服裝工業的成像顏色測量系統 C 4,372,050 3,872,050

10 平台 形狀記憶針織服裝及其紡織品的開發 A 11,000,000 10,000,000

11 平台 為香港紡織及製衣業提供解決生產問題方案 D 3,049,200 2,699,200

12 平台 開發減低羊絨衫起毛球的綜合方案 B 2,779,500 2,479,500

13 平台 分佈式三維表面壓力織物傳感器 C 8,025,400 7,125,400

14 平台 智優互動功能服裝的研發 C 3,147,590 2,767,590

15 平台 高性能運動服與裝置 C 5,422,890 4,568,490

16 平台 利用人工智能技術開發時裝銷售預測支援系統 D 2,799,995 2,519,995

17 平台 功能性與裝飾性的濺射鍍紡織產品 A 793,000 713,000

18 平台 低溫快速蒸發針織衣物的嶄新處理技術 B 2,854,270 2,564,270

19 平台 微小型纖維傳感器 1b 5,963,600 5,363,600

研發項目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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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研究計劃種類 項目名稱 研發重點 項目總額

(港幣$)
創新及科技基金撥

款總額

(港幣$)
20 平台 開發一套新穎的環保、節能及低消耗的胸柸生產技術 2a 2,696,050 2,426,050

21 平台 快速檢測紡織品殘留甲醛可攜式感測器 2c 4,343,900 3,893,900

22 平台 生物功能材料研究與應用 (II) B 5,216,100 4,616,100

23 平台 先進服裝功能設計CAD 技術 (II) C 6,790,850 6,070,850

24 平台 e-群體樣辦遙測系統 D 1,559,015 1,387,015

25 快速程序 智能布料樣辦資源管理系統以支援新產品開發 D 992,293 862,293

26 快速程序 應用泡沫染色技術開發純棉針織布創新水洗面料 A 999,990 899,990

27 合作 全棉超舒適免燙面料與服裝研發 A

28 合約 能源節省項目 D

29 合約 技能提升項目 D

備註(*):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研發重點

A. 嶄新物料、紡織及成衣製品

B. 先進紡織及成衣生產技術

C. 創意設計及評估技術

D. 優化工業系統及基建

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 -  專題

1a. 嶄新紡織物料: 無害、無污染和多功能天然及人造紡織纖維的研發

1b. 嶄新紡織物料: 互動式智慧紡織物料的研發

2a. 節省能源及環保的生產系統及材料: 研發嶄新紡織及成衣生產系統來減少能源及燃料消耗

2b. 節省能源及環保的生產系統及材料: 環保紡織染整材料的研發

2c. 節省能源及環保的生產系統及材料: 有害/有毒之紡織及成衣快速測試技術

項目資金暫未收訖

項目資金由合作公司全數支付

項目資金由合作公司全數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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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支持機構 
 

 
1. 益德內衣專業學院  

2. 中國紡織科學研究院 

3.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 

4. 製衣業訓練局 

5. 香港製衣同業協進會 

6. 香港紡織及服裝學會 

7. 香港內衣業聯會 

8.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9. 香港染色家學會 

10. 香港理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 

11. 毛織創新及設計協會 

12. 紡織生物工程及信息學會 

13. 香港紡織業聯會 

14. 國際紡織學會(香港有限公司) 

15.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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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代表團及訪客 

 
 

日期 代表團 / 訪客 
 

人數 

26/04/2006 福建省經濟貿易委員會代表團 6 

02/06/2006 美國北卡羅萊納州立大學紡織系系主任 Trevor Little 教授

到訪 
1 

30/06/2006 福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代表團 30 

06/07/2006 佛山紡織/成衣協會代表團 30 

28/08/2006 匯賢智庫代表團 4 

14/09/2006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王立人教授及代表成員到訪 2 

18/09/2006 英國赫瑞瓦特大學紡織及設計系系主任 Roger H Wardman 
教授到訪 

1 

16/10/2006 美國棉花公司代表團 3 

03/11/2006 香港貿易發展局助理總裁葉澤恩及代表成員到訪 6 

21/11/2006 巴斯夫(中國)有限公司經理馬蓮博士到訪 1 

09/12/2006 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代表團 25 

27/12/2006 寶林貿易有限公司代表團 3 

10/01/2007 卡爾. 邁耶(香港)有限公司代表團  4 

11/01/2007 陶氏化學太平洋有限公司代表團 5 

23/01/2007 巴基斯坦伊斯蘭共和國總領事館 1 

25/01/2007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總裁馮永業先生及代表成員到訪 3 

29/01/2007 Arena 運動公司代表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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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2007 美國寶潔公司 Nodie Washington 先生, Nasser Fredj 先生及

王際平博士到訪 
2 

12/02/2007 日本化學纖維協會大板辦公室主任山崎義一先生及大妻

女子大學家庭經濟系梶原莞爾博士到訪 
2 

19/03/2007 英國李斯特城地蒙佛大學(紡織工程及物料研究組)代表團 2 

20/03/2007 MAS Design (Hong Kong) Ltd., Director – Research 活蓮詩

女士 (Ms Lindsey Stewart)到紡 
1 

27/03/2007 美國北卡羅萊納州[TC]2主席及總裁  Michael T. Fralix 博
士到紡 

2 

15/05/2007 暉傑有限公司採購經理 Mark Fisher 先生及 Maclaren (HK) 
Limited 產品發展副總裁 Philip Sanchez 先生 

2 

22/05/2007 第五屆中國(大朗)國際毛織產品交易會代表團 2 

23/05/2007 江西省科技廳代表團 18 

05/06/2007 浙江省科技廳代表團 8 

08/06/2007 廣東研究學院代表團 6 

08/06/2007 Trevia - The Fibre Company 代表團 2 

14/06/2007 現代技術(環球)有限公司代表團 3 

15/06/2007 中國紡織科學研究院代表團 4 

28/06/2007 Panyu Propet Leather Co. Ltd. 及 Fabricoat Technology 
Company Ltd.代表團  

3 

10/07/2007 馬莎代表團 2 

31/07/2007 東莞市科學技術局代表團 6 

01/08/2007 Whirlpool Corporation 研究部代表團 2 

23/08/2007 香港特別行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通訊及科

技) 劉吳惠蘭太平紳士到訪 
1 

30/08/2007 中國紡織工業協會代表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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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2007 佛山企業代表團 28 

02/11/2007 香港貿易發展局組織智利紡織及製衣業代表團 5 

01/12/2007 浙江省嵊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團 5 

10/12/2007 中國紡織科學研究院代表團  3 

27/12/2007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會展研究及服務中心代表團 3 

11/01/2008 台北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所所長陳信宏博士到訪  3 

15/01/2008 香港特別行政區創新科技署署長到訪 3 

29/01/2008 香港特別行政區食物環境衞生署代表團 5 

12/02/2008 福昌製衣廠有限公司代表團 12 

05/03/2008 印度珀爾時尚學院行政總監 AKG Nair 先生 1 

14/03/2008 英國牛津大學 Said Business School, Eric Thun 博士 1 

03/04/2008 新加坡紡織服飾商會紡織及成衣經理 Louie Chun Yu 先
生 

2 

30/04/2008 香港特別行政區投資推廣署助理署長賈沛年先生及科技

項目主管曾文龍先生 
2 

19/05/2008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基礎研究司基地建設處考察

團 
7 

12/06/2008 南非科學及工業研究委員會 Blouw 先生到訪 4 

13/06/2008 東莞市科技局代表團 21 

27/06/2008 廣東文藝學院代表團 6 

16/07/2008 陝西省紡織科學研究所代表團 6 

16/07/2008 虎門服裝技術創新中心代表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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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2008 國家科技部考察團 16 

17/12/2008 五邑大學代表團 9 

18/12/2008 嵊州市科技代表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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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合作備忘錄列表 
 
 

 日期 機構 
 

1. 08/10/2007 中山大學 

2. 11/10/2007 浙江省現代紡織工業研究院

3. 18/10/2007 中國(大朗)毛紡織產品研發中心 
 

4. 10/06/2008 中國紡織科學研究院 

5. 31/07/2008 英國染色家學會 

6. 05/09/2008 澳大利亞羊毛發展公司 

7. 09/09/2008 虎門服裝技術創新中心 

8. 20/10/2008 美國棉花公司 

9. 18/11/2008 東華大學紡織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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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會員計劃 
 

會員類別 會員年費 會員優惠 

公司會員 HK$1,000 • 可獲得研發中心項目的基本資料 

• 可登入研發中心項目資料庫 

• 新興技術的資料及市場趨勢 

• 如會員屬於個別項目贊助商，可獲

得個別項目的相關資料 

• 可享優惠參與研發中心舉辦的研討

會及活動 
• 研發中心的最新消息及活動 
• 網站連結 
• 與研發中心合辦的網絡活動 
 

聯繫會員 
 

HK$1,000 • 與公司會員享有同樣優惠 (只限商會

或業界聯會) 

 
此會籍的優惠不能伸延至商會/聯會內之會員 

普通會員 
 

HK$300 • 可獲得研發中心項目的基本資料 

• 可使用研發中心資源資料庫的資料 

• 新興技術的資料及市場趨勢 

• 可享優惠參與研發中心舉辦的研討

會及活動 

• 研發中心的最新消息及活動 

 
學界會員 豁免 • 與公司會員享有同樣優惠 

 
學生會員 
 

豁免 • 可獲得研發中心項目的基本資料 

• 新興技術的資料及市場趨勢 

• 免費參與研發中心舉辦的研討會及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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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HKRITA 電子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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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主要展覽及路展 
 

 
日期 活動 地點 

 
03/05/2006 2006 馬莎百貨世界服裝配件展覽 香港理工大學 

29 –30/05/2006
08 –09/06/2006

廣州、佛山、深圳及東莞 - 奧港科

技創新研發平台聯合巡迴路展 
中國廣州、佛山、深圳及東莞 

06 –10/06/2006 第三屆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洽談

會：參與香港貿易發展局承辦 之
「香港館」展覽 

中國雲南 

11-14/07/2006 香港時裝節春夏系列 2007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2 –17/10/2006 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易會 中國深圳 

10 –13/11/2006 創新科技節 2006 香港科學館

29/11 –1/12/2006 創新科技及設計博覽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5-18/01/2007 香港時裝節 2007 秋冬系列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03/05/2007 中、台、海外科技企業招待會 香港總會 

14/05/2007 紡織業「商」聚一「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06-12/06/2007 第四屆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洽談

會

中國湖南 

10-13/07/2007 香港時裝節春夏系列 2008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04/09/2007 「創新、科技與設計成就」傳媒工

作坊  
香港科技園 

14-19/09/2007 創新科技節 2007 及創新博覽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3-20/09/2007 歐洲國際紡織機機械展覽會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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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10/2007 2007 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易會 中國深圳 

18-22/10/2007 第六屆中國(大朗)國際毛織產品交

易會 
中國東莞 

12-15/12/2007 創新科技及設計博覽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4-17/01/2008 香港時裝節秋冬系列 2008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8-11/07/2008 香港時裝節春夏系列 2009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2-17/10/2008 第十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易

會 
中國深圳 

16-19/10/2008 第 6 屆中國國際發明展覽會 中國蘇州 

25/11 –19/12/2008 研發．邁向科技新領域：大學巡迴

展覽及簡介會 
本地大學: 香港城巿大學、香

港理工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

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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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論壇，研討會及工作坊

 
 

日期 活動 地點 
 

07/04/2006 第八届中國風險投資論壇 中國深圳 
 

20/04/2006 香港研發中心成立典禮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22/06/2006 香港工業總會會員聚餐研討會 工業總會 

19-23/06/2006 IFFTI Annual Conference 北卡羅來納州大學 

18/07/2006 高新技術在紡織服裝業中的應用企業論

壇

中國深圳  
 

04/08/2006 香港紡織業聯會午餐演講 香港 

16 – 18/10/2006 第六屆國際暖體假人及模型會議 香港理工大學 

27/01/2007 最新之紡織品漂染技術突破研討會 香港製衣業訓練局 

28 – 31/03/2007 第八屆中國(東莞)國際紡織工業技術展 中國東莞

19-20/04/2007 紡織及服裝技術論壇：新意念，新機遇 香港理工大學 
02-04/04/2007 時裝及紡織業界研討會: 香港時裝中心的

實現

香港理工大學 

21/05/2007 創新科技論壇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22/05/2007 赣-港-粤科技合作懇談會及項目推介會 香港灣仔 

23/05/2007 第三届「深港創新圈」高層論壇 中國深圳 
 

29-30/05/2007 2007 中國國際染整新技術暨染色一次

成功率論壇

中國杭州 

27/06/2007 2007 紹興，港台合作發展周 香港 
11/07/2007 第六屆中國大朗國際毛織產品交易會新

聞發佈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06/08/2007 香港內衣業聯會午餐演講 香港 

23-24/08/2007 時尚營銷培訓課程 中國上海 

30/10/2007 「2007 年歐洲國際紡織機械展覽會回

顧」研討會

香港理工大學 

14/11/2007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研討會及實驗室參

觀

香港理工大學 

15/11/2007 “Econfidence Denim” 研討會

(與 Dystar 合辦) 
香港理工大學 

14/12/2007 「工業創新:紡織及成衣業的科技趨勢」

研討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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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2008  毛衫業生產技術研討會 製衣業訓練局 

05-08/03/2008 第九屆中國(東莞)國際紡織製衣工業技

術展

中國東莞

13/03/2008 香港國際春季成衣及時裝材料展 - 針織品

行業創新與技術發展講座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28/03/2008 2008 顏色技術之新挑戰 香港理工大學 

31/03/2008 「環保紡織品新技術及創新」赴台灣培

訓計劃分享會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08-09/04/2008 第二届中國國際染整新技術論壇 中國山東濟南 

19/04/2008 紡織業高新科技發佈會 中國東莞

25/06/2008 研發項目申請簡介會 香港理工大學 

27/06/2008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專題講座工作坊 香港理工大學 

31/07/2008 顏色測量、傳訊及創新原理研討會 香港理工大學 

31/07/2008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專題講座工作

坊

香港理工大學 

01/08/2008 「如何利用製衣業優化生產技術提升生

產效益?」研討會

香港理工大學 

14-16/08/2008 SMART-TBIS聯合國際會議 香港 

29/08/2008 「資訊科技對紡織及成衣產品設計與開

發的影響」研討會

香港理工大學 

12/09/2008 研發項目申請簡介會2008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25/09/2008 2008 顏色技術之挑戰 (深圳) 中國深圳 

26/09/2008 紡織及成衣科研新領域專題講座 香港理工大學 

08 -10/10/2008 香港國際秋季成衣及時裝材料展 - 高性

能運動服與裝置研究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 2 -



 

04/11/2008 「毛衫生産技術發展」研討會  中國東莞大朗 

18/11/2008 東華大學紡織學院交流會 製衣業訓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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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中期檢討報告 

 

 

 

二零零九年三月 



1

二零零六年四月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之運作及管理概況 

 
 
目的 
 
 本文件的目的在於向委員們介紹有關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

公司（簡稱「應科院」）在二零零六年四月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期間之運

作及管理、其策略計劃、任務與目標的達成狀況，及應科院如何以其研究

及開發（簡稱「研發」）成果提升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工業的競爭力。 
 
 
引言 
 
2. 應科院由香港特別行政區（簡稱「香港特區」）政府成立，於二

零零一年開始運作，其公眾使命是要進行高素質的研發工作，積極地把科

技成果轉移給產業界，同時培養優秀的科技人材，並整合業界及學術界各

方面的科研資源，從而為香港的競爭力帶來不斷向上提升的動力。二零零

二年三月，應科院的首個研發項目獲得批准。 
 
3. 應科院於二零零六年四月被創新科技署委派承辦香港資訊及通

訊技術研發中心（簡稱「研發中心」），負責以下四個技術範疇的研發項

目：通訊技術、電子消費品、集成電路設計，以及材料與封裝技術。研發

中心就此與應科院合併，此後應科院大部分研究工作以研發中心的名義進

行。 
 
 
應科院之架構 
 
4. 應科院以行政總裁為首，並由來自工商界、學術界及香港特區政

府之代表組成的董事局所管治。董事局設有三個功能委員會，分別為財務

及行政委員會、科技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以協助董事局管理應科院各項

事務。 
 
5. 行政總裁對董事局承擔應科院整體管治的責任，並由副總裁及研

發群組總監協助不同之研發項目，及總部行政人員協助處理行政、財務、

業務發展、技術管理和其他支援服務。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

應科院共有四百六十九名僱員，其中四百零一人為研發人員。下圖為應科

院以職務劃分的架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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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應用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

總部組織架構圖

財務總監
羅翠萍

財務及行政委員會 科技委員會

董事局

審計委員會

首席科技總監
郭文偉

行政總裁
張念坤

副總裁(傳訊)
兼公司秘書

潘占達

內部審計
支援組

3人

資訊科技
7人

知識產權
及項目管理

5人

人力資源
5人

法律事務
1人

商業策略
2人

品質管理
1人

董事局秘書
1人

設施
8人

企業傳訊
5人

財務與會計
8人

採購
6人

研究群組

副總裁及
群組總監

市場及競爭
訊息
3人

人力資源總監
何寶瑛

 
 
 
6. 在回顧所涉時期，應科院的董事局及管理層已定期檢討應科院的

行政架構，並採取重組及重新分配工作的措施，以進一步改善公司整體運

作效率。最新的組織架構由董事局制定，並於二零零八年六月舉行的董事

局會議上獲批准。新架構的特點概述如下： 
 

(a) 除監督四個科技範疇的運作外，行政總裁還將親自

督導人力資源和財務職能部門，以及企業傳訊副總

裁和首席科技總監，照此計算，直接向其報告的總

部行政人員共有四位。按照新架構，行政總裁將親

自管理和指導應科院的一般行政工作及研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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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企業傳訊副總裁亦將擔任公司秘書，並監管設施部

門及行政人員； 
 
(c) 在重組中，「營運總監」更名為「首席科技總監」，

以充分體現其職責範圍，包括制定應科院五年計劃

及每年科技範疇更新和規劃，以及項目組合運作和

管理。 
 
 
經營焦點 
 
7. 作為一家政府資助的應用研發機構，應科院堅信其經營是以產生

最大的「公眾利益」為目標，而此公眾利益是以受惠於應科院的機構（業

界及整體社會）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其他得益來衡量。 
 
8. 為了創造及維持經濟效益，應科院全力以赴，以下列兩項作為重

點： 
 

(a) 「顧客」，亦即利用應科院開發的技術和知識產權，

以獲取經濟回報的公司。由此，應科院進行的研究

項目必須遵循市場導向，以迎合顧客和產業的需要

為原則；及 
 
(b) 「技術轉移」，亦即以授權協議、服務合同或其他

合約形式，將明確界定的產品技術、服務技術或應

用技術，由應科院以收費方式轉移至業界顧客以作

商品化。技術轉移是應科院把其研發項目與潛在顧

客連結，繼而取得商業成功的關鍵途徑。 
 
 
應科院經營模式：顧客導向之研發 
 
9. 應科院基於以上考慮因素建立了一套稱為「顧客導向研發」的經

營模式。這一套方法目的是為確保研發活動產生最大的「顧客效益」，並

使研究轉化為具體成果的過程系統化。這套系統化過程按以下方法把「顧

客導向」納入應科院管理的各研發項目的每一環節每一步驟──由研究計

劃的開始直至將所研發的知識產權最後移轉至顧客： 
 



4

(a) 招聘及培訓的研發人才不單要是傑出的科技專才和

富管理經驗的專家，更須對其專注的行業擁有豐富

的「領域知識」； 
 
(b) 於展開研發項目前，先落實構思和令人信服的具體

內容，以吸引潛在客戶，再把這些創見分為各個項

目，予以執行； 
 
(c) 清楚確定顧客對象之後，研究項目才准予展開； 
 
(d) 及早與顧客緊密合作，將顧客視為研發夥伴而非只

是技術的接收者； 
 
(e) 研發隊伍不但要具有創新能力，發展新的知識產

權，亦須具備知識和技術，使該些創新發明的成本

保持具競爭力，符合市場條件，並可供使用，以便

隨時轉移予潛在顧客，投入生產；及 
 
(f) 不只要做傑出的應用技術，還要不斷地識別、建立

及提升核心技術，彈性地估計和滿足廣大顧客群的

各種不同需求。 
 
10. 應科院這種「顧客導向研發」的做法非常重要的一環是要嚴格地

設立及監察可量化的產出目標，如此方能確保有效地處理上述顧客導向的

各種考慮因素。這些目標是對應科院的研發團隊及其負責人進行年度工作

評審的主要基準。這些目標在財政年度初訂立，繼而持續受到監察，以決

定是否達標。應科院採納的三大可量化工作目標如下： 
 

(a) 每年轉移至業界的技術數目：由於這是研發項目所

開發的知識產權轉至商業化發展的「門徑」，所以

至為重要； 
 
(b) 每年申請和取得的專利數目及其成功率：專利是評

估研發項目是否有價值的主要指針，並可增加技術

轉移活動的價值，因此十分重要；及 
 
(c) 業界每年的支援貢獻：隨著研發機構發展至對外找

尋顧客，及在顧客心目中建立有價值的品牌，研發

機構會最終透過各種服務，如授權協議、技術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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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設計、產品開發等服務，賺取顧客及市場的收

入及貢獻。 
 
 
成就 
 
11. 於回顧期間，應科院現任行政管理層在實施上述「顧客導向研發」

的經營模式方面取得令人矚目的進展。 
 
 
技術轉移 
 
12. 於回顧期間，應科院每年向業界轉移的技術數量顯著增長，由二

零零四年只有六項增至二零零五年共九項，而二零零六年至二零零八年共

完成一百四十四項技術轉移（二零零六年三十二項，二零零七年四十二項，

及二零零八年七十項）。 
 
13.    此外，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應科

院設立共七個「業界合作項目」。 
 
14. 在創新科技署的指導及支持下，二零零九年我們計劃將技術轉移

總數增至八十四項，其中包括商業交易相關的技術授權及合約服務、以及

業界合作項目。 
 
 
專利 
 
15. 二零零六年至二零零八年，應科院申請的專利數目快速增加。期

內，應科院已申請逾一百七十項專利（二零零六年五十三項，二零零七年

五十八項，及二零零八年六十三項）。 
   
16. 到目前為止，應科院共取得十八項專利，其中十六項是在二零零

六年之後取得。一般而言，取得一項專利可能需要長達四年時間。詳情如

下： 
  

編

號 專利名稱 首位發明

人 

申請美國／

中國 
專利 

的日期 

取得 
專利的 
日期*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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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專利名稱 首位發明

人 

申請美國／

中國 
專利 

的日期 

取得 
專利的 
日期* 

範疇 

1. 

在多個不同的網

絡及用戶終端顯

示設備之間提供

多媒體無線訊息

的系統和方法 
 

Zhibin Lei 
二零零三年十

月二日 
（中國） 

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十七

日 
（中國） 

電子消

費品 

2. 
動態分配無線網

絡中的訊道 
 

Siu-fai Lee 
二零零二年十

月二十二日 

二零零八年

十一月十八

日 

通訊技

術 

3. 

利用鏈路空間資

訊來管理無線通

訊的系統和方法 
 

Jason 
Hang-chang 

Leung 

二零零二年十

月二十一日 

二零零八年

四月二十九

日 

通訊技

術 

4. 
多頻帶分支輻射

天線元件 
 

Peter 
Chun-teck 

Song 

二零零三年二

月二十八日 

二零零五年

十二月三十

一日 

通訊技

術 

5. 
寬帶錐形帶狀短

天線 
 

Peter 
Chun-teck 

Song 

二零零三年二

月二十八日 
二零零五年

四月五日 
通訊技

術 

6. 
在無線網絡中定

位 
 

Yi Gong 
二零零三年八

月六日 

二零零七年

十二月二十

五日 

通訊技

術 

7. 

低成本、多波束、

多頻帶及多重分

集的無線通訊天

線系統和方法 
 

Peter 
Chun-teck 

SONG 

二零零三年十

一月二十四日

二零零六年

六月十一日 
通訊技

術 

8. 
擴大無線網絡範

圍的系統和方法 
 

Cheong-yui 
Wong 

二零零四年四

月二十八日 

二零零八年

七月二十三

日 

通訊技

術 

9. 
在無線網絡中定

位及跟蹤 
 

Meixia Tao 
二零零四年四

月三十日 
二零零八年

四月十五日 
通訊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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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專利名稱 首位發明

人 

申請美國／

中國 
專利 

的日期 

取得 
專利的 
日期* 

範疇 

10. 

光電探測器及裝

有光電探測器的

光學設備 
 

Torsten 
Wipiejewski

二零零五年十

月十一日 

二零零七年

十二月十八

日 

材料與

封裝技

術 

11. 
用於光纖領域的

光電設備 
 

Torsten 
Wipiejewski

二零零五年十

月十一日 
二零零八年

八月十二日 

材料與

封裝技

術 

12. 
彎曲饋源結構的

天線系統和方法 
 

Corbett 
Rowell 

二零零六年三

月二十九日 

二零零七年

十月二十三

日 

通訊技

術 

13. 增強熱交換 
 

Geoffrey 
Wen-tai 

Shuy 

二零零六年三

月三十一日 

二零零八年

十月二十一

日 

材料與

封裝技

術 

14. 

節能照明 
 

Geoffrey 
Wen-tai 

Shuy 

二零零六年四

月二十八日 

二零零七年

十一月十三

日 

材料與

封裝技

術 

15. 
監控設備及入侵

監視設備 
 

Torsten 
Wipiejewski

二零零六年六

月十六日 
二零零八年

八月十九日 

材料與

封裝技

術 

16. 
帶不同饋源的微

型平衡天線 
 

Corbett 
Rowell 

二零零六年六

月十九日 

二零零八年

十一月十八

日 

通訊技

術 

17. 

可配置 SIMD 處

理器說明，指定

LUT 指數，就各處

理器的不同操作

及記憶位置儲存

資訊 

Winnie 
Wing-yee Lo

二零零六年十

月三日 

二零零八年

十月二十一

日 

集成電

路設計 

18. 
H.264 高速環境

記憶的實現 
 

Chun-kit 
Hung 

二零零七年三

月三十日 

二零零八年

十月二十八

日 

電子消

費品 

 
*除上表所列的第一項專利外，其他專利均於美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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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貢獻和其他主要的績效指標 
 
17. 業界貢獻可說是應科院每年設定的三項目標中最具挑戰性的一

項。業界貢獻與技術轉移活動息息相關。要業界貢獻達至可觀數額，研發

機構及其團隊需要有相當的經驗以及有提供可靠服務的往績。為了最終能

有效達到此目標，創新科技署已訂下目標，按照《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指

引》，平台項目帶來的業界貢獻至少須佔總項目成本的百分之十。應科院

要達到的整體業界貢獻目標更高，例如，二零零八年為百分之十二。應科

院及其董事局每年將整體目標至少設定為百分之十，然後每年視乎經濟環

境和其他決定性因素上調。例如，二零一零財年，應科院考慮將整體目標

上調至百分之十四。 
 
18. 應科院高級管理層認為，整體貢獻目標最終可能會高達百分之二

十。與區內類似機構進行比較時，我們發現，已經營四十年並擁有近五千

五百名僱員的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從未將其平台項目收入目標設定

在百分之七以上，整體收入目標亦不超過百分之二十。過去六年，應科院

獲得的業界貢獻遠遠高於區內同行。 
 
19. 考慮到我們最近的業績記錄，應科院的研發項目在未來應該可以

獲得業界提供更大支持。 
 
20. 知識產權──包括硬件和軟件參考設計、版權及專利，是政府資

助研發機構如應科院的最重要資產。一方面，這些知識產權反映創意及創

造力，因此是應科院最重要業務：「創新技術轉移」的基石。另一方面，

將知識產權作法定註冊可保障納稅人在應科院研發工作上的投資。基於這

些理由，我們為所涉及的知識產權工作程序訂立了嚴謹的存檔及管理程

序，並設立了由技術專家及知識產權專責同事組成的專利委員會，負責在

原創性、可行性及市場性各方面，審核及篩選各項待辦申請，以確保申請

有關專利是有具體效益及確實需要。 
 
 
各年的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二零零

六年 
實際 

二零零

七年 
實際 

二零零

八年 
實際 

二零零九

年 
預測 

新研發項目的數量# 13 14 2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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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種子計劃的數量* 11 21 19 20
申請的專利數目 53 58 63 65
技術轉移數目 32 42 70 84
參加技術轉移的客戶數目 

27 33 44 54
加入應科院成立的聯盟的會員數目 

7 26 41 47
組織技術工作坊／研討會的次數 

48 55 31 30
參加研討會的人數 2400 5400 3900 3800
來自業界的收入（百萬港元） 6.9 9.8 20.7 22.0
 
附註： 
 
**   以曆年計算 
 
# 研發項目指 ITF（創新及科技基金）提供超過兩百萬港元資金支持的研發項目，包

括業界合作項目。 
 

* 種子計劃指具體研發項目建議書的研發可行性研究。這些研究的成本不應超過兩
百萬港元，持續時間不應超過六個月。 
 

  
 
 
 
優質管理 
 
21. 除了不斷努力研發世界級知識產權及將其有效地轉移給業界

外，應科院還非常重視於確保其進行的研發和實施的管理過程的質素。 
 
 
研發質素保證 
 
22. 為確保其研發項目的質素，應科院在年度規劃及個別項目審批的

工作上，均經過四步程序，並持續監察所有正在進行之項目。 
 
23. 應科院於每個財政年度均以年度週期作出規劃，當中包括以下步

驟： 
 

(a) 每年十月更新應科院的五年計劃； 
 
(b) 由本地業界及學術領袖組成的應科院群組顧問委員

會檢討主要技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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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世界知名的國際科技專家組成的應科院技術顧問

委員會檢討應科院的整體策略及其執行情況；及 
 
(d) 由應科院董事局審閱及批核。 

 
24. 所有正進行的研發項目均由應科院董事局於項目開始後六至九

個月內持續監控，以審評其獲取顧客支持的成效。另外，向創新科技署每

半年提交進度報告以便查核項目的進展以及達標程度。董事局的技術委員

會亦會於每季審核各項目，而應科院首席科技總監會監察各項目每月的進

度。 
 
 
管理質素保證 
 
25. 為確保管理質素，應科院除了已制定經董事局批准的企業管治手

冊外，亦已成為世界上少數獲 ISO 9001:2000 管理程序標準認證的科研機

構。應科院以 ISO 為基礎的管理系統的四大指標為透明度、速率、簡易程

度和管治。 
 
26. 為有效進行良好的企業管治，應科院於二零零七年成立內部審計

小組，該小組向審計委員會報告，工作是協助董事局，向其提供有關內部

管理控制的資訊及保證，以及有關重大控制不足的觀察結果。 
 
27. 應科院的企業管治手冊規定，內部審計部門每年應根據確定的優

先次序進行審計，以達到董事局對審計範圍的要求。 
 
28. 企業管治手冊亦要求內部審計部門審核內部控制制度，並透過審

計委員會向董事局報告該制度的效率和有效性。為此，內部審計部門每半

年向審計委員會提交內部審計進度報告。 
 
29. 此外，二零零七年四月，董事局亦委任內部審計主管擔任合規主

任 (Compliance Officer)，協助其進行企業管治，適時向審計委員會提供有

關應科院遵守項目管理、財務、人力資源及行政管理政策和程序的情況。 
 
30. 為確保應科院持續遵守《資訊及科技支援計劃指引》、企業管治

手冊、ISO 程序及其他相關指引，監察主任必須每季度向審計委員會提交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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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管理層同時也充分了解到應科院是由公帑支持，因此年內在董事

局的指引下不斷提升成本效益。值得注意的是，應科院已成功將行政管理

員工的聘用成本控制於較低水平。去年，管理及行政人力成本（二千九百

零三萬港元）約佔機構人力成本總額（一億八千五百七十九萬港元）百分

之十五點六，而僅約百分之二十九的經常性開支是用於總部的員工聘用

上。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在應科院四百六十九名僱員中，

僅百分之十五（六十一名）為非研發人員。 
 
32. 應科院最新的行政管理員工聘用情況與區內其他教育及研究機

構相若。管理層現正密切監察總部的員工招聘情況，並將繼續採取適當措

施，以在不影響應科院整體運作效率的情況下，進一步提升成本效益。 
 
 
未來工作的重點 
 
33. 為進一步擴大現有成就，應科院已制定未來幾年的工作目標： 
 

(a) 透過發展研發中心，繼續加強其實力及研究能力； 
 
(b) 進一步向業界推廣由其研發項目所開發的技術，並

把有關技術轉移給業界； 
 
(c) 與本地業界及大學攜手研究資訊及通訊科技和製造

技術的最新發展及巿場趨勢，從而促進更緊密的合

作； 
 
(d) 促進本地高科技人力資源的發展；透過合作計劃，

加強業界對其研發項目的參與和資助；及 
 
(e) 與香港特區政府合作，招聘本地應屆大學畢業生作

為實習員，創造就業機會。 
 
34. 為達到上述目標，應科院將在以下方面進一步努力： 
 
35. 由於應科院的持續成功在很大程度上離不開香港特區政府、業界

及整個社會的支持，應科院會繼續提高其在香港、內地及區內的形象、曝

光度及知名度。在其第十一個五年計劃的框架內，應科院將繼續提高和加

強其與內地政府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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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應科院已於二零零七年及二零零八年成功舉辦四場「科技項目推

介會」（香港和深圳各兩場），向業界及學術界介紹應科院各科研項目和

研發實力。論壇亦成功徵集與會者對於未來項目的意見，以及促進與業界

合作，發展創新科技，確保香港可持續發展。在深圳市政府的鼓勵與支持

下，應科院希望，待深圳辦事處於二零零九年初投入運作後，進一步增加

在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其他重要地點舉辦論壇的次數。 
 
37. 去年，應科院亦成功推出「業界合作項目（ICP）計劃」。迄今

為止，已成立七個 ICP 項目，內容涉及多媒體及家居娛樂、高清互聯網協

議接收器及電視系統、大眾化市場的低成本磁力共振成像系統及組件、輪

胎壓力測量系統，以及資料存儲多層次技術。這些項目由應科院與投入佔

項目預算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五的本地業界夥伴共同負責。這計劃除

了是籌集研發資金的一個嶄新模式，預計亦可進一步增強應科院與業界夥

伴的合作。 
 
38. 在創新及科技基金推出實習研究員計劃後，應科院處於極為有利

的位置，可向應屆大學畢業生提供在應用研發領域的首次實習經驗，這有

助於提升他們在高科技企業的職業發展前景，對他們未來的職業發展至關

重要。 
 
 
未來發展 
 
39. 展望未來，應科院深信在香港特區政府及業界大力支持下，加上

所有員工齊心協力，應科院將繼續努力在以顧客為本的研發工作上取得更

卓越的成就，為顧客及整個香港的可持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40. 應科院將繼續專注於其目前的 ICT 核心研發項目，同時還將尋找

機會擴大影響，而不僅僅是局限於開發新的創新技術。應科院還將不斷把

這些技術應用到最有可能提高人們生活質素的領域。 
 
41. 應科院目前採用以下研發項目組合：(i)短期產品開發項目（一至

兩年）；(ii)中期高端開發項目（兩到三年）；及(iii)長期項目（三到五年），

透過這種組合，應科院為支持其長期發展的可持續性及突破性技術建立了

穩固的基礎。未來幾年，應科院將重點引進能為客戶創造經濟效益的新的

應用研究項目，擴大業界合作及增進與香港、內地及國際研究機構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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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檢討報告 

 

1. 背景 

物流業為香港其中一個經濟支柱，為繼續發揮物流供應鏈管理樞紐的主導

角色，香港必須繼續加強對物流業的支持。香港物流及供應鏈管理應用技

術研發中心(簡稱 LSCM 研發中心)，獲創新及科技基金資助于 2006 年 4
月成立。宗旨乃就有關術研提供一站式技術轉移及商品化服務。 

2. 使命及遠景 

目標是培養其應用物流及供應鏈相關科技中的研發核心能力，尤其是應用

無線射頻識別(RFID)的技術，以及促進香港及中國大陸的物流採納此等技

術，提升競爭力。  

3. 研發中心的組成 

LSCM 研發中心是一間由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按同等

份額共同擁有的非牟利擔保有限公司。  
 
研發中心的運作由董事局監督，董事局下設財務及行政管理委員會和技術

委員會協助有關工作。董事局其組成成員如下： 

 
董事局 

成員分類 說明 總數 

「A」類 一名來自香港大學 
一名來自香港中文大學 
一名來自香港科技大學 

三名 

「B」類 來自學術機構、物流及供應鏈管理應用技術相關行業、商會、研

究機構及/或公眾組織的代表，及/或具有法律、會計、金融或管理

背景的人士 

不少於二名

「C」類 一名，來自政府 一名 

 
財務及行政管理委員是監督研發中心的各項財務及行政管理事宜，包括資

本開支、財務管理、預算制訂、項目管理、處理知識產權、職員任用、人

力資源培育及管理、採購、商業化架構等。此委員會的主席及各成員可選

自董事局。 
 
技術委員會是評價及確定研發中心的各項項目建議書，並且監督、審核各

項研發計劃及項目。科技委員會由主席及數名成員組成，全部由董事局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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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此委員會的主席及各成員均可選自董事局。 

4. 組織圖 

目前，研發中心包括行政總裁在內共有職員 31 名。由於第二個五年期的活

動即將展開，我們預期研發中心與大學和研發夥伴緊密合作下，各項業務

和技術轉移活動會更為頻仍，而且整體的研究工作亦會有所增加。研發中

心預期到 2012 年將達至全效運作，職員總數會增至 47 名。研發中心的組

織架構和運作模式大體上會維持不變。  
 
 
 
 
 
 
 
 
 
 
 
 
 
 
 
 
 
 
 
按此架構，研發中心會利用原本由大學支援的財務、資訊管理及人力資源

提供的服務並維持目前的行政管理人手數目；另外會增添人手處理以下工

作： 
(a) 知識產權及合約管理 
(b) 科技轉移及商業化 
(c) 業務及業界發展 
(d) 項目監督/大學關係 

 
研發中心會維持兩名研發總監；他們負責 i)制訂各自範疇內的研發策略， ii) 
就技術事宜聯絡各有關行業，以及 iii)監督各自範疇內的研究活動。 
 

行政總裁

業界及技術計劃

總監 (1)
研發中心

營運總監 (1)

技術運作 (1) 業界計劃 (1)

行政助理

知識產權/

合約 (1)

技術/研發
監察 (1)

技術/研發
計劃 (1)

文員 (1)

技術轉移(1)

業務發展

文員 (1)

助理研發總監 (2)

行政及財務 (5)

機構傳訊及

推廣 (3)

行政文員 (1)

行政文員

研究院士 (2)

行政助理

行政助理(1)

研發總監 (2)

LSCMLSCM運作建議架構運作建議架構

新增職位

部分從研發
撥款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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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中心亦可委任特選的主要項目研究員或中心以外的專家成為研發中心

的研究院士, 對中心活動，或就科技及研究事項向研發中心提出意見。研

究員所需工資部分或全數由研發基金支付。 

5. 科技路線圖及研發計劃 

 
科技路線圖 
為確保資源能正確地投放於最適當的研發方向給予業界提升水平，市場信

息至為關鍵，因為從中可確定哪些技術及方案最能解決業界的真正難題。  
 
在 2008 年，LSCM 作過市場情報研究，目的是要讓從事物流及供應鏈的

同業了解業界內的需要和技術功能，以提升有關生產技術並予以普及採

用。該項研究做了很廣泛的行業分析和研究(包括深入研究市場趨勢，並訪

問了業界的專家和領袖)，指出了現有技術與業界需求之間的嫌隙： 
 

(a) 自從無線射頻識別 RFID UHF Gen 2 標準經 ISO 18000-6C 確認後，

各硬件製造商都紛紛將其產品方案推到市場。然而，一般用戶以及物

流及供應鏈的服務供應商都沒有足夠的專業知識去評價不同賣家所

售硬件的性能，亦沒有能力去挑選最符合其需要的產品方案。 
 
(b)RFID 能否普及地採用和部署，標籤的成本一直是個極為關鍵的因

素。雖然市場預計在未來十年，標籤的價錢下降至一仙，但怎樣能達

到這個價錢仍是個未知之數。RFID 標籤的成本涉及多個部件，包括

矽片、嵌襯包裝及物料、天線、測試等。要降低標籤成本，必須先從

這些部件減省成本開始。 

 
(c)由於需求殷切, 從事全球物流及供應鏈管理的行業都利用 RFID 技

術，加強運送過程從製造商到零售店鋪的透明度，而這方面的需求正

日漸增加。執行 RFID 標籤最理想的做法就是在起始點進行，即在製

造商開始，這樣就能完全發揮這種技術能達致一目了然的好處。目

前，廠商都是以貼標寄運的方式標籤貨品。這種做法需大量勞工，既

沒有效率，又容易出錯。廠商都在找尋省錢的標籤方法，而 RFID 標

籤就可從產品裝嵌部件或包裝物料的形式供應給廠商，使標籤有效地

結合到產品的製造和包裝程序。因此，這方面的工作所要求的是研究

和開發技術，使 RFID 標籤能加嵌到產品的裝配部件和包裝物料內。

此外，還有基於 RFID 實時製造基礎設施裝置和資訊系統，以及將這

些系統與製造商的現有應用系統結合一起，目的是要達致一個整體系

統，將 RFID 整合在產品裝配和包裝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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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自從 ISO 確認 EPCglobal Gen2 協議後，以 Gen2 為基礎的 RFID 系

統已在供應鏈管理上廣為採納。 然而，在實際應用上，Gen2 仍有不

少局限之處，例如 
 讀/寫範圍。今天的被動式 RFID 所達的讀寫範圍為 5-10 米。要

達到更遠的讀寫範圍，需使用半被動式或電池輔助的 RFID 標

籤。 
 準確度。現今的 RFID 性能尚未十分可靠和穩定。在不同情況

下，準確度仍有相當差異。 
 結合感應器。雖然 RFID 已擴及應用其他範圍，但有效地把技

術結合起來，以收集和追蹤如溫度、濕度、震盪、輻射等環境

數據卻仍然落後。 
 保安/私隱支援。消費者會否接受 RFID，保障私隱是個關鍵因

素。在標籤和讀寫器層面都需要有保安安排。 
 記憶容量。目前的 RFID 記憶容量一般為 128-bit 的產品電子代

碼，局限了 RFID 的應用範圍。 
 

(e) 就網上物流功能而言，我們具有最先進的網上交易網絡和門戶，能把

有利害關係的各方互相連結在同一價值鏈上。然而，由於有大量的中

小企並沒有連線到網上，所以此等網上平台未能在用戶數目上達到臨

界點，使價錢相對於功能而言，更為化算。此外，網上物流資訊的基

礎設施需持續增值功能來革新，以配合業界的創新需求，例如精簡跨

境物流、產品及食物供應鏈安全、以 RFID/電子封籤為基礎的物流追

蹤服務等。 
 
(f) 技術功能在現代物流操作上已不可或缺。但構成各行業大部分的中小

企一般在技術上都較弱，而且缺乏投資。使中小企能採用資訊科技，

以按需求/單次收費來提供物流軟件應是個很好的服務模式，而現時

的軟件產品和運用模式卻未能配合，以便中小企可以採用。(i)物流應

用軟件所提供的服務應是可靠和可升級的，以及(ii)收費模式應該靈

活，而且是容易承擔的。(iii)不同供應商所提供的軟件服務必須能靈

活而又天衣無縫的結合起來，以便針對用戶的具體需要而作最佳配

置，這是非常重要的。(iv)中小企十分看重保安和私隱。對中小企來

說，保安和私隱都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g) 現代物流業要求靈活而且可流動使用的計算機解決方法，以便擷取數

據、編彙資訊，使資訊在整個供應鏈上可實時、隨處取得。對貨運、

分銷和派遞行業來說，這尤其重要，因為大部分的操作都是遍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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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而且是流動的。雖然有很多企業都需要利用到日益普遍的無線電

技術來支援他們的流動方案，然而在這方面，大部分物流商之間仍有

很大的鴻溝，他們仍是以人手操作為主。現時的目標是要提倡以最尖

端的流動技術來提升物流業。最常提到的例子都是來自空運業、貨車

運輸業和遞業。部署所涉費用、是否易用、資訊保安、能否與企業系

統結合等都是在開發流動物流解決方案時要處理的重要事項。 
 

(h) 電子封籤是在跨境貨車綠色通道計劃中所用的主要技術，該計劃是為

簡化香港與深圳之間海關清關和貨物運輸，並在兩地政府合作下，於

2006 年 5 月推出的。電子封籤結合了其他技術，例如 RFID、全球定

位系統、無線上網和環境感應等，即可用於很多方面，而在經綠色通

道過境貨車上使用只是其中一種。基本上，由於海關實行綠色通道，

跨境貨車便需備有電子封籤和相關技術，因而推動了大量貨車司機採

用這種技術。此外，業界還需經常取得增值功能，讓他們在跨境貨運

以外的業務上使用電子封籤，即可確保物流操作安全，又可提升他們

的競爭力。  
 

(i) 除物品資訊和識別外，很多物流作業都需在處理物品上，追蹤和監察

環境情況，例如溫度、濕度、震盪等。在政府規定或客戶要求下，這

些都可能是必需的。冷凍物流業需監察溫度就是其中一個例子。另一

個相關例子就是在運輸酒類和藝術品這些對環境敏感的物品時，要控

制濕度。在此等情況下，因為需要追蹤和監察，可作自動識別的應用

方案和優化技術需具有環境感應和無線通訊的功能。 
 

(j) 公司的資產數目可能很龐大，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些資產都可能是

移動的(像職員、手提器材等)。很多公司對資產追蹤都有很高的需

求，以期優化和改善業務運作。現時已有多種技術可供使用，例如

RFID、Wi-Fi、ZigBee、全球定位系統等。但在市場上只有數種產品，

既有準確定位和追蹤功能，而又價錢相宜的。沒有一個單一的無線射

頻定位方法是可在任何情況下都適用，因此混合多種技術的解決方案

才會有得心應手的效果。市場需要的是可靈活變通的系統和工具，可

以利用現有技術，設計有效易用的解決方案。 
 

(k) RFID 技術已用於管理庫存、電子通道監控、保安系統、收費道路自

動識別汽車、電子物品監察等。然而，市場上現有的 RFID 解決方案

都未能很簡單的接入現行應用方案，即是讀寫器因所在地的干擾和環

境而未能發揮應有的功能，而標籤的電磁特性也可能被其主體物品和

材料去掉；在惡劣環境下，例如酸性、骯髒/油脂、電磁干擾、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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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度、水、金屬、木材等，可能需作特別配置予以配合。此等惡劣情

況在工廠、貨倉、醫院、高速公路、海港和物流站等的正常環境中都

是很常見的。 
 

此等資訊都有助 LSCM 制訂和執行以下的技術發展路線圖，目的是要在按

需求和市場導向下，開發物流和供應鏈技術。在未來數年，LSCM 打算將

工作計劃集中在以下多個技術範疇： 
  

(a) RFID 硬件及系統 – 開發 RFID 標籤及讀寫器的核心設計、系統執

行和製造程序，而此等標籤和讀寫器都是與目標物流管理應用有關

的。主要的研究範圍包括 RFID 測試及合格證明、低成本 RFID 標籤

製造技術、製造及包裝業的 RFID 硬件系統開發、Gen2 以後的 RFID。 
(b) 網絡及基礎設施技術 – 開發先進的電腦網絡和基礎資訊技術，供業

界在業務上採用，並使企業彼此能將業務更有效率和有效地整合起

來，從而培育出一個科技環境，為本地的業界造就競爭優勢。主要的

研究範圍包括企業網上物流互聯、物流應用軟件的隨選隨用技術、軟

件服務平台等。 
(c) 應用程式及支援決策的技術 – 以先進技術鞏固香港的世界級物流

樞紐地位，並協助區內的製造商和供應商符合全球買家的 RFID 要

求。主要的研究範圍包括 RFID 倉庫管理系統、食品安全、跨境、零

售、製造及決策技術。 
 

研發計劃 
 
在 2006 年 4 月至 2008 年 12 月間，LSCM 邀請各方提出項目建議，共進行

了六輪，共收到 43 份申請，。LSCM 自行亦展開有關研發項目。 
 
LSCM 原來的目標是在首五年內共有 80 個項目，而到 2008 年終，已承擔

的有 23 個(整份名單列於附錄) ，共取得創新及科技基金約 1 億 6,180 萬元

的撥款。此外，此等項目已獲取業界的贊助 2,240 萬元，佔創新及科技基

金撥款約 12%。 
 
下表列出現時及預期項目的數量及撥款金額（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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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年度至 
2008 年 12 月 

2006／07 年度至 
2010／11 年度 

2011／12 年度至 
2015／16 年度 

 
項目

類型 
項目 
數量 

業界 
出資 

(佔項目總

開支的％) 

創新及科

技基金 
撥款總額 

項目 
數量 

業界 
出資 

(佔項目總

開支的％)

創新及科

技基金 
撥款總額

項目 
數量 

業界 
出資 

(佔項目總

開支的％) 

創新及科

技基金 
撥款總額

平台 
研究 

23 22.4 
(12%) 

161.8 41 34.9 
(11%) 

286.7 40 40.0 
(11%) 

327.0 

合作 
研究 

0 - - 4 4 
(31%) 

9.0 10 13.0 
(31%) 

29.0 

合約 
研究 

0 - - 0 - - 0 - - 

合計 23 22.4 
(12%) 

161.8 45 38.9 
(12%) 

295.7 50 53.0 
(13%) 

356.0 

 
 

 
項目評審 
項目建議首先會由專家審議委員會(ERP)研選。ERP 的成員來自與物流及

供應鏈管理應用技術有關的行業、工商組織、研究及學術機構、公眾組織、

政府，以及法律、會計、金融及管理專業等。隨之, 技術委員會會評價各

項建議，在參考 ERP 初選的意見後，向創新科技署署長提出撥款建議。  
 
研發中心的職員跟其他大學的研究員一樣，都有同樣資格申請相同的研發

撥款計劃，為確保全部申請人都有公平公正的機會，以及避免利益衝突，

負責篩選研發項目工序的員工是不許涉足或參與研發項目。同樣，研發中

心的研發職員亦不許接觸項目篩選的程序。此外，為免影響技術委員會的

篩選決策，研發中心的任何職員均不會就個別項目的申請提出意見。 
 

技術轉移 
研發中心自 2007 年中起已逐步開展不同研發項目，項目平均需時 18-24 個

月，有部份初期獲得撥款的項目亦已經完成或已屆最後發展階段。 
 
在 2008 年終，研發中心完成了首個研發項目－「支援零售及物流應用射頻

識別技術之軟件平臺」。與大學合夥人訂立的知識產權特許安排以及項目成

果的建議特許費已於 2009 年 1 月經財務及行政管理委員會討論及批准。目

前，香港國際機場及屈臣氏已表示有興趣採納此項新技術，有可能成為這

項項目的用戶。 
 
下表列出在平台研究計劃下將於 2009/10 年度完成的項目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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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研究項目完成日期 

項目 項目名稱 完成日期 

1 用於物流服務平臺互聯互通射頻識別交換閘(RIG) 2009 年 3 月 

2 電子物流設備–連接電子物流基礎建設的數據轉換及交換技術 2009 年 3 月 

3 無線射頻識別基準測試的關鍵技術之方法及應用 2009 年 3 月 

4 集成無源 UHF 射頻識別讀取器和卷標 2009 年 7 月 

5 90nm 工藝 UHF RFID 標籤 IC 之設計研究 2009 年 7 月 

6 適用於產品包裝的 RFID 標籤及嵌入技術 2009 年 11 月 

7 可信無線射頻識別的關鍵技術之方法及應用 2010 年 3 月 

 
研發中心預期商業活動會逐步增加。而其中一項商業化策略是籌辦業界活

動，例如 LSCM 周年大會、業界科技論壇、會員通訊等。 
 
為提供一個有效的平台與業界交換知識產權和技術，研發中心會成立一個

跨職能的小組，以便把握日增的技術轉移機會；該小組的成員有研究員、

技術人員、市務和商務人員等。 

6. 與各方合作  

LSCM 的目標是要成為連繫政府資源、業界力量和大學研究人員三方的焦

點，為供應鏈管理及物流業創造最大的價值利益。為了使研發中心能取得

市場的回應和情報，研發中心已與以下本地、中國大陸和海外的業界夥伴

及研究機構一起作不同形式的合作： 
 

組織 合作詳情 

1. 香港生產力促進會 

2. 香港科技園公司 

3. 香港貿易發展局 

4. 香港工業總會 

5. 粵港船運商會 

6. 香港貨運物流業協會 

7. 香港集裝箱貨倉及物流服務聯會 

8. 香港物流協會 

9. 香港付貸人委員會 

 聯合籌辦及宣傳業界活動，例如研

討會、訓練、展覽、考察團等 

 諮詢業界有何困難及需求 

 發布項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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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香港物流商會 

11.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 

12. 廣東省 RFID 公共技術支持中心 

13. 國家射頻識別產業化(上海)基地 

14. 中國RFID產業聯盟 

15. EPCglobal, Inc. 

 推廣RFID的應用 

 緊密監督技術發展 

16. 香港大學 

17. 香港中文大學 

18. 香港科技大學 

19. 香港理工大學 

20. 中山大學 

21. 上海集成電路設計研究中心 

22. 上海交通大學 

23. 北京郵電大學 

24. 復旦大學 

25. 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 

26. 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 RFID 研究中心 

27. National ICT Australia (NICTA) 

28. 倫敦大學學院 (UCL) 

29. 符合社會利益的資訊科技研究中心/加州大學栢克萊分校 

(CITRIS/UCB) 

30. 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UCLA) 

 負責研究項目/就項目提出諮詢

意見 

 訂立研究的合作夥伴關係 

7.   公司推廣傳訊 

自研發中心成立至今，我們已參加超過 150 項在全球各地的推廣活動。此

等活動旨在宣傳研發中心強大的研究能力，以及協助推動在物流及供應鏈

業內採用有關的應用技術。 
 
此外，我們在過去數年又籌辦了五十多項論壇/會議/研討會，擴大與物流

及供應鏈行業的接觸。此等活動還讓香港的研究圈子可直接與業界人士交

流，尋求及激發更多創新技術的應用。  
 
在過去兩年半內，有三十個來自不同國家的代表團體曾訪問研發中心。現

時有九個海外團體與我們在多項研發項目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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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業界回應及連繫 
 

會員計劃 
截至 2009 年 2 月 24 日，研發中心招募了超過 350 名個人會員、110 名公

司/機構會員、70 名技術/解決方案供應商會員，會員共計有 540 名。下表

總結按會籍年度計的會員狀況。 
 

 
下圖顯示會員計劃自 2006 年 11 月推出以來，會員增長的情況。 
 

 
除了業務配對和項目合作外，成員亦積極參與研發中心的活動，例如業界

及科技論壇、展覽、會議、代表團以及在以下各段介紹的網絡活動。 

按會籍年份計的會員狀況 

會籍年份 個人會員數

目 
用戶公司數

目 
技術/解決方案提

供商數目 小計 年度目標

2006 年 4 月至

2007 年 3 月 102 34 28 164 200 

2007 年 4 月至

2008 年 3 月 141 40 29 210 200 

2008 年 4 月至

2009 年 3 月 
(截至 09 年 2 月 24
日) 

108 39 19 166 233 

累計總數 540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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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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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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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市務活動 
其他重點活動和網絡活動如下所列： 
 

日期 活動 

2006 年 5 月至 6 月 Seminar and road-show series to promote Hong Kong's R&D Centres (GZ/FS/SZ/DG) 

2006 年 6 月 The 3rd Foshan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Symposium (FS) 

2006 年 10 月 第九屆中國國際高新成果交易會 (深圳) 

2006 年 10 月 中國無線射頻識別(RFID)技術發展 (上海) 

2006 年 11 月 粵港 RFID 技術應用高峰論壇 (廣州) 

2006 年 12 月 2006 創新科技及設計博覽 (香港) 

2007 年 5 月 第五屆中國 (北京)RFID 國際峰會 (北京)  

2007 年 6 月 Industry & Technology Forum I - RFID Standard and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 Hong 
Kong(HK) 

2007 年 6 月 
Guangdong RFID Study Tour (Scan & RFID China 2007) & Industry & Technology Forum II 

(GZ) 

2007 年 8 月 Industry & Technology Forum III - e-Logistics Internetworking Connecting from Trucking to 
Electronic Transaction (HK) 

2007 年 9 月 2007 年中小企業信息化暨 RFID 技術應用 (廣州) 

2007 年 10 月 2007/8 Preliminary R&D Themes & Industry Program (HK) 

2007 年 10 月 GS1 Hong Ko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xcellence Conference 2007 (HK) 

2007 年 10 月 第十屆中國國際高新成果交易會 (深圳) 

2007 年 11 月 中國無線射頻識別(RFID)技術發展 (上海) 

2007 年 12 月 Cyberport Venture Capital Forum 2007 (HK) 

2007 年 12 月 2007 創新科技及設計博覽 (香港) 

2008 年 1 月 Briefing for LSCM Call for Proposals & Industry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HK) 

2008 年 3 月 1st China RFID Benchmarking Test Forum & MOU Signing Ceremony (HK) 

2008 年 4 月 Briefing for LSCM Call for Proposals & Industry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HK) 

2008 年 4 月 重慶高新成果交易會 (重慶) 

2008 年 4 月 HK / PRD Exchange Forum on Enabling Technology for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Industry 
& Agreement Signing Ceremony (GZ) 

2008 年 6 月 第六屆中國 (北京)RFID 國際峰會 (北京) 

2008 年 6 月至 9 月 Hong Kong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Industry Survey (HK) 

2008 年 7 月 RFID Study Tour 2008 (TW) 

2008 年 7 月 2008 第四屆粵港無線射頻識別(RFID) 技術應用高峰論壇暨 RFID 應用成果展(廣州) 

2008 年 10 月 GS1 Hong Ko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xcellence Conference 2008/Hong Kong RFID 
Awards 2008 

2008 年 10 月 第十一屆中國國際高新成果交易會 (深圳) 

2008 年 11 月 中國無線射頻識別(RFID)技術發展 (上海) 

2008 年 11 月 Cyberport Venture Capital Forum 2008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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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11 月 Industry & Technology Forum - A Market Intelligence Study on Enabling Technologies for 
Industries related to Logistics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HK) 

2008 年 12 月 中國射頻識別基準測試發展論壇暨中國射頻識別基準測試聯盟成立儀式(BJ) 

 

參加活動 
如前文提及，參加業界會議、研討會、展覽和招待相關的代表團可讓我們

擴大與業界的接觸網絡。業務發展組在 2007 年至 2008 年期間參加了 52
項活動，而在 2007 年 8 月至 2008 年 11 月所參加的活動總括如下： 
 

參加的活動 
活動日期 活動 
2007 年 8 月 29 日 Supply and Demand 2007-09 Conference 

2007 年 8 月 29 日 LSCM Industry Technology Forum “DTTN” 

2007 年 9 月 5 日 ASTRI Industry & University Consultation Forum  

2007 年 9 月 16 日 2007 年中小企業信息化暨 RFID 技術應用 (廣州) 

2007 年 9 月 14 日 2007 創新科技及設計博覽 (香港) 

2007 年 10 月 5 日 2008 Preliminary R&D Themes & Industry Program 

2007 年 10 月 12 日 EPC conference 

2007 年 10 月 12 日 第十屆中國國際高新成果交易會 (深圳) 

2007 年 10 月 15 日 HK Elec. Show 

2007 年 10 月 16 日 第十屆中國國際高新成果交易會 (深圳) 

2007 年 10 月 24 日 DTTN Seminar 

2007 年 10 月 26 日 RFID in SMEs of Hong Kong – PolyU 

2007 年 11 月 30 日 2007 GHMT Forum 

2007 年 11 月 26 日 Delegation of 15 珠海市軟件及通訊企業  

2007 年 11 月 29 日 Video Conference in TDC with Israeli RFID companies 

2007 年 12 月 4 日 Cyberport Venture capital Forum  

2007 年 12 月 12-14 日 2007 創新科技及設計博覽 (香港) 

2007 年 12 月 17 日 Hong Kong Logistics Association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Dinner 

2007 年 12 月 17 日 Guangdong/HK Logistics Conference 

2007 年 12 月 12-14 日 IDT Expo, SME Expo 

2007 年 12 月 17 日 Hong Kong Logistics Association –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Dinner

2007 年 12 月 17 日 HKTDC - Invitation for Speech in Guangdong/HK Logistics Conference 

2007 年 1 月 9 日 

Briefing for LSCM Call for Proposals & Industry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2007 年 1 月 14-17 日 廈港物流業研討會暨廈門福州訪問團 

2008 年 2 月 28 日 Luncheon with TDC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 Logistics Delegation 
for Xiamen and F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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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3 月 1 日 1st China RFID Benchmarking Test Forum  

2008 年 2 月 29 日 LSCM off-site meeting 

2008 年 3 月 31 日 A UK View of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in Retail and Logistic  

2008 年 4 月 15 日 Hong Kong Electronic Industry Council Gala Dinner 2008  

2008 年 4 月 8 日 STC (DGN) Grand Opening Ceremony 

2008 年 5 月 6 日 Invitation to the “Schenker Month” 

2008 年 4 月 16 日 SCM & NFC Session.  

2008 年 4 月 17 日 HK Electronics Fair  

2008 年 4 月 24 日 Citrix App. Delivery Conference 2008 

2008 年 4 月 28 日 珠三角地區物流資訊化發展交流會暨研究合作簽約儀式 

2008 年 4 月 28 日 Annual Dinner – HK Container Tractor Owner Association  

2008 年 6 月 4 日 第六屆中國 (北京)RFID 國際峰會 (北京) 

2008 年 6 月 19-20 日 SCAN China at Guangzhou 

2008 年 6 月 24 日 South-China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Center 

2008 年 7 月 2 日 松山湖 2008 香港推介會  

2008 年 7 月 8 日 2008 香港物流科技應用管理論壇 

2008 年 7 月 14-16 日 RFID 考察團  

2008 年 7 月 23 日 2008 第四屆粵港無線射頻識別技術應用高峰論壇暨 RFID 應用成果展 

2008 年 8 月 7-8 日 GZ Delegation  

2008 年 8 月 15 日 物流資訊公共平臺建設與粵港合作座談會  

2008 年 8 月 28 日 穗港資訊服務業合作工作小組 第二次工作會議 

2008 年 9 月 2 日 

Anniversary and the Ceremony – The Chamber of Hong Kong Logistics 

Industry  

2008 年 9 月 29 日 ETI seminar – RFID Technology on Retail Industry  

2008 年 10 月 10 日 GS1 Hong Kong SCM Excellence Summit 2008 

2008 年 11 月 17 日 Opening Ceremony of RFID Centre in Dongguan 

2008 年 11 月 14 日 Delegation from Shanghai Municipal District  

9. 運作開支 

  
中心的第一個五年的運營開支和預算如下； 

 

      營運開支（百萬港元） 

 

2006／07
年度 

2007／08
年度 

截至 2008
年 12 月 

2008／09
年度 

2009／10
年度 

2010／11
年度 

經修訂評估 財委會批

准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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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9.9 29.5 11.5 12.0 10.8 52.2 52.2 

 
 
第二個五年期預算的總開支為 1 億 3,560 萬元，這主要是因為技術轉移增

加，而以下工作又需額外職員所致： 
(a) 知識產權及合約管理 
(b) 技術轉移及商業化 
(c) 業務及業界發展 
(d) 項目監督/大學關係 
 

營運開支預算（百萬港元） 
。  
 

 
 
 

 
附錄 

 

研發項目概要

 項目名稱 
為期 

(月) 
項目類型1 主理機構2 

批准的創新及

科技基金撥款

(HK$’000) 

1 90nm 工藝 UHF RFID 標籤 IC 之設計研究 18 1 中大 2,000

2 電子物流設備–連接電子物流基礎建設的數據轉換及交換技術 18 1 港大 5,985

3 集成無源 UHF 射頻識別讀取器和卷標 18 1 科大 6,958

                                                 
1 0 = 基礎;  1 = 平台;  2 = 合作;  3 = 合約研究;  4 = 種子;  5 = 長期 

 

2  中大 = 香港中文大學; 

 港大 =  香港大學; 

 科大 = 香港科技大學; 

 LSCM = 香港物流及供應鏈管理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理大 =  香港理工大學 

 城大 = 香港城市大學 

 

2011/12 
年度 

2012/13
年度 

2013/14
年度 

2014/15
年度 

2015/16
年度 

估計總額 
 

25.6 26.5 27.5 28.4 27.4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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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於物流服務平臺互聯互通射頻識別交換閘 16 1 LSCM 9,999

5 無線射頻識別基準測試的關鍵技術之方法及應用 18 1 科大 1,988

6 支援零售及物流應用射頻識別技術之軟件平臺 12 1 港大 5,849

7 適用於產品包裝的 RFID 標籤及嵌入技術 18 1 LSCM 12,852

8 
珠三角加工貿易企業基於 RFID 的實時製造信息平臺核心技術

的研發 
24 1 港大 6,357

9 可信無線射頻識別的關鍵技術之方法及應用 24 1 科大 3,857

10 基於射頻技術的資產/人員跟蹤方法 24 1 科大 5,840

11 無線射頻識別基準測試的關鍵技術之方法及應用 24 1 科大 9,099

12 運用射頻識別和軟件代理技術增強香港貨物空運工業的競爭力 24 1 理大 4,037

13 用於近場通訊(NFC)和移動應用的輕量級 RFID 閱讀器芯片  18 1 LSCM 12,862

14 集裝箱電子標籤與電子封條互聯互通技術及試點應用  24 1 LSCM 8,491

15 
深港一體化食品安全及供應鏈管理公共訊息平臺及 RFID 關鍵

技術 
24 1 LSCM 9,000

16 RFID 系統的通訊安全和私人信息保護 6 4 LSCM 1,971

17 物流及供應鏈管理相關行業應用技術的市場情報資訊研究 24 5 LSCM 8,988

18 
開發應用於防偽、有形資產管理及商業應用的射頻識別技術及

解決方案 
30 0 理工 4,900

19 適用於單晶片無源超高頻射頻識別讀卡機和標識机的技術開發 24 0 科大 6,503

20 建立產品電子代碼網絡以提高整體供應鏈透明度 26 0 GS1 14,150

21 支援企業應用射頻識別技術之中間件 21 0 港大 10,500

22 發展電子標籤閱讀器 24 0 城大 4,600

23 
用於物流管理的 UHF 波段無線射頻識別標籤及閱讀設備的技

術 
28 0 中大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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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在2006年4月至2008年12月期間，NAMI進行了19個獲創新及科技基金資助的研發項

目，這些研發項目的總成本超過1億3,710萬港元。來自業界的資助為1,860萬港元，佔

總成本的13.6%。此外，NAMI正在進行六個合約研究項目，項目總成本超過300萬港

元，資金全部來自業界。這些數據顯示NAMI得到本地業界的大力支持。 

我們共有八項技術已轉為商品或正在商品化過程中，這些科技廣泛應用於不同行

業 – 化妝品、健康護理產品、數碼顯示屏、節能、照明以及測量和儀器。 

NAMI作為香港和中國的領先技術研發商，會繼續追求卓越。我們已經為下一階段的

技術開發確定了六個市場範疇。我們預測這些範疇在未來十年中會迅速增長，且對創

新科技的需求將不斷擴大，以維持競爭力。此外，這些行業還有望產生｀額外的增值＇

效應，以推動其他支援行業的增長。 

 

 2013年市場規模 

（百萬美元） 

先進複合材料（歐洲） 3.1 

環保技術 1,000.0 

時尚生活和健康護理產品 1,500.0 

金屬和金屬表面處理 61.1 

固態照明 33.0 

可持續能源（太陽能） 47.6 

為確保NAMI的活動密切配合業界需求，並滿足盡快「推出市場」的需要，我們會加

強重點，縮短項目審批流程。我們會採取措施保護研究項目的知識產權，並確保技術

開發與新興和變化迅速的市場需求，相互配合。 

NAMI的組織將會進行大規模的擴充和整固，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交付創新產品和技

術。我們也會加強公司管治，以確保正確使用公帑。 

1.  NAMI－從成立到現在 

1.1 挑戰和機遇 

上世紀八十年代以來，受到更廉價土地和勞動力的吸引，香港製造業大舉北上。儘管

香港從而獲益，高度繁榮，但產業遷移產生的後果，給香港的知識型經濟帶來不良的

影響。降低成本和提高產量是盈利率力的推動因素，但香港技術創新的動力卻不足

夠。這一點正好反映在香港於2003年的研發投資，僅佔GDP的0.69%，與其它類似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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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平均數2%以上相比，顯得極為不足。 

過去，自由不干預的工業發展政策在香港行之有效，但是，人們開始質疑這種策略在

激烈競爭的全球環境中是否仍然有效。當香港正在權衡和爭論這個議題時，其他亞洲

經濟體正在穩步向前發展。例如新加坡，人均GDP與香港相若（26,833美元比25,625

美元），已在化工、電子、生物醫藥技術等方面建立了穩健的工業基礎。最近，香港

的輿論要求政府、業界和公共研究機構齊心協力、緊密合作，務求作出突破。過去，

在一些範疇上，「工業政策」曾被認為是挑選贏家和輸家的笨鈍工具，現在已不再受

人忌諱。事實上，自1997年政權交接以來，香港在發展研發基礎設施方面，已取得很

大的成就。2001年成立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ASTRI），2006年成立了四家

以納米技術、汽車零件、紡織和物流為研究重點的研發中心。由於以下原因，這些發

展非常切合時宜。 

同時，香港在廣東的企業，尤其是在珠三角（PRD）的企業，正面臨新的挑戰。一些

輕工業，尤其是大量的中小企業，正進入成熟期。勞動力成本上升、供應緊縮，原材

料成本上漲，土地供應供應減少 (尤其深圳的土地)，內地不斷出現新的競爭對手。與

其在成本上展開競爭，香港企業應該開發新產品和創新的概念，以及發展專門的製造

工藝，以避開這種惡性競爭。 

但是，由於香港缺乏新技術商品化的傳統，納米和先進技術研發院有限公司（NAMI）

與其他研發中心一樣，耗費太長時間與香港和中國內地及全世界的研究人員和工商業

家建立網絡。最為耗時的，是建立合作研究和商品化的法律框架。儘管有延誤和困難，

NAMI仍然做出不少成績，過去三年的成果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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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成就 

我們使用以下業績指標（按優先順序排列）： 

- 將研究成果成功商品化 

- 業界和學術界在研發項目中的參與程度 

- 業界和學術界在由NAMI組織的活動中的參與程度 

1.2.1 技術商品化的成功例子 

所有研發項目的最終目標是將項目成果作為｀產品＇推出市場，並進行商品

化。這裡的｀產品＇包括各種研發項目的成果，例如製造工藝、技術知識等，

但本身不是最終產品。換而言之，研究成果商品化的成功，視乎是否適當利用

創新科技署（ITC）的資金，以增強香港本地工業和技術專長的競爭力。以下

列舉了截至2008年底NAMI及其前身為納米材料技術研發所（INMT）的一些成

功實例。 

商業產品－空氣凈化器 

我們開發了一種納米催化劑，已經用於捷和國際有限公司以捷家伴品牌銷售的

空氣凈化器中。 

授權技術 - 用於OLED的納米電子 

低溫多晶矽（LTPS）和主動矩陣有機發光二極管（AMOLED）技術已經轉讓給

廣東中顯科技有限公司。在第一階段，廣東中顯會投資大約人民幣5億元在中

國內地建設第一條LTPS TFT AMOLED生產線。生產力有望達到每年5000萬塊2

吋全彩色TFT-OLED顯示屏。 

授權技術－彩色LCD 

我們已經向港立電子有限公司授權一項彩色垂面排列液晶顯示屏技術。 

授權技術－用於LCD的光控取向技術 

我們已經向迪愛生集團授權一項光控取向技術。 

授權技術－集成製造 

我們已於2008年向ClearWaterBay Technology Limited授權一項分離C60和C70的製

造工藝。目前正與日本三菱化學株式會社商討在香港建設一家製造設施的事

宜。 

1.2.2 正在商品化的技術 

除了已經商品化的技術之外，以下項目正處於商品化的不同階段： 

納米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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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開發出一種以鋁質為基礎的納米感應器技術，目前應用於濕度感應

器。它有更好的敏感度、更快的反應和在系統線性方面表現更為出色，同時在

價格方面更有強競爭力。這項技術有望應用於消費產品，例如手錶、氣象站等，

以及在測量和儀器方面作為工業應用。 

用於照明設備的高反射率塗層 

我們已經開發了可用於不同表面的塗料，作為更高效的反射體以用於照明設備

中。這種塗料的優勢在於 (i) 提高可察覺的光輸出，將照明器材定位為高質素

的產品，或 (ii) 作為一種節能裝置，降低輸出同等照明強度時所需的耗電量，

在一些情況下，最多可節省30%以上的能源。 

用於空氣凈化的負離子技術 

辦公室和家庭環境中的空氣質量，由於各種原因會受到污染。其中一種原因，

是使用可產生塵粒狀正離子的電子器材。許多研究（其中一些甚至可追溯到上

世紀三十年代）表明，正離子大量積集會令一些人感覺不適，並產生頭痛和噁

心的癥狀。因此，負離子可中和不受歡迎的正離子，從此被視為室內空氣調節

的重要組成部分。 

產生負離子的常規方法是使用產生高壓的電路，所產生的負離子會與正離子結

合，從空氣中清除塵粒。由NAMI開發的技術不需要高壓來產生負離子， 這種

產品只是一種可釋放負離子的塗層材料，可用於沒有電源或無法使用電源的任

何環境中，例如裝飾產品，這些產品通常宣稱可通過改善佩帶者的血液循環來

促進整體健康。 

1.2.3 過去和目前正在進行的研發項目 

在2006年4月至2008年12月期間，NAMI進行了19個獲創新及科技基金資助的研

發項目，這些研發項目的總成本超過1億3,710萬港元。來自業界的資助為1,860

萬港元，佔總成本的13.6%。。此外，NAMI正進行六個合約研究項目，項目總

成本超過300萬港元，資金全部來自業界。這些數據顯示NAMI得到本地業界的

大力支持。 

附件I和附件II分別列出過去和目前正在進行的項目，以及已經申請和正在申請

中的相關專利。 

有關項目所研發的產品和技術，廣泛應用於各種行業，包括： 

- 消費品 

- 化妝品 

- 數碼顯示屏 

- 照明系統 

- 測量和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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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 

- 生活時尚產品（例如保健相關產品） 

- 醫療（例如藥品） 

- 金屬 

在推動本地研究機構與本地業界合作方面，NAMI已經和以下機構開展合作關

係： 

- 香港城市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 

-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 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理工大學 

- 香港科技大學 

- 香港大學 

此外，我們與內地研究院例如華南理工大學合作，開展了一些研發項目。如果

本地科研機構無法提供為有關專門技術時，NAMI計劃將這種合作模式延伸至

海外的科研機構。 

1.2.4 參與NAMI的活動 

舉行公開講座、研討會，是向本地社區滙報最新技術和商業應用的其中一種方

法，而每次的活動均以某一種技術或特定的產業為主題。因此，這些活動的參

與人數，可作為活動與市場需求有多大相關的指標。NAMI每次舉行的活動，

平均參與人數均超過100名，而這些參與者來自不同行業以及本地的研究和教

學機構。 

附件III列出了NAMI組織或支持的活動、展覽、座談會、展銷會和研討會。 

2. NAMI – 前瞻 

2.1 納米技術和先進材料的新商機 

納米技術和先進材料預期會對不同行業帶來革命性的影響，例如能源、紡織、

生命科學、資訊和通訊技術、醫藥、建築等。 

如下列圖1所示，｀納米材料＇是2007年的主要市場推動因素，佔整體市場的

87%，並在其他應用範疇也會快速增長。在電子、生物醫藥和消費產品方面，

預期未來五年的增長率，將分別達到30.3%、56.2%和45.9%。整體而言，到2013

年，其他以納米為基礎的應用市場佔有率將會達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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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至2013年全球納米技術市場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2007 2008 2013

百
萬

美
元

納米材料 納米工具    納米設備
 

圖1 2007至2013年全球納米技術市場 

資料來源：BBC Research (英國廣播公司研究所), 報告ID NAN031C, 2008年5月） 

此外，許多橫跨不同市場範疇的應用，也要求開發先進材料，以保持創新及更

有效地迎合現有及新需求。 

市場驅動的開發及未來的研究 

為了讓NAMI的活動更切合現有和新興的市場需求，我們的方向和重點已經從

推動技術轉向推動市場。經過重新定位後，NAMI確定將以下行業作為重點開

發對象： 

- 固態照明 

- 可持續能源 

- 環保技術 

- 金屬和金屬表面處理 

- 時尚生活和保健產品 

- 用於消費和工業應用的先進材料 

固態照明和納米電子 

目前，固態照明相信是全球科研人員不斷追求的超高效照明的答案。固態照明

通常指發光二極體（LED）、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或聚合體二極管（PLED）。

固態照明的主要優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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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提供比螢光燈照明更高的節能效率（節能高達90%）。 

- 它的壽命可達50,000小時，比螢光燈長得多。 

- 由於LED不含水銀，非常環保。 

NextGen Research在其題為｀LEDs和鐳射二極管：固態照明應用、技術和市場機

遇＇的市場報告中預測，到2013年，固態照明在全球整體市場的總收入會達到

1,330億美元。在發展的初期，大量需求大多來自特殊的照明應用，包括建築、

工作照明、醫療應用等，預期到2014年或2015年，才會大規模應用在住宅和消

費市場中。 

固態照明的兩個主要研發項目即 (i) LED 和 (ii) OLED，有潛質應用在數碼顯

示方面，成為LCD的替代品，因為這兩種產品可做到無限制的可視角度，而LCD

的可視角度有限，需要使用補償電子來減少其限制。但是，這種方法只能用於

高端科技產品，在商業上對流動電話顯示屏或低值消費品來說，並不可行。 

由於OLED可以做到更小的尺寸和更輕的重量，有望會成為LED的替代品。但

是，成本差不多是LED的兩倍，因此，目前它們的應用範圍較為狹窄。 

PLED相信比較便宜，但是在摻雜過程中難以達到高純度，在控制生產率方面並

不確定。 

NAMI在上述所有範疇都有持續的研發項目。未來的工作包括： 

- 小型化LED，以提高它的解像度 

- 改良生產工藝，將同一生產批次LED的燈色差異降至最低 

- 開發低成本、高性能的設備，藉此進入一般照明市場 

- 開發光電轉換效率更高的OLED材料 

可持續能源 

有好些因素正推動可持續（可再生）能源的市場（例如太陽能、風能、生物燃

料、地熱等）的發展，例如政府政策、財政上的奬勵、對能源多樣化的需求等。

這個市場相信在2006年至2016年之間會增長四倍，總規模將達到大約2,300億美

元（見下列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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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技術的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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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可再生能源技術的市場規模 

（資料來源：http://www.data360.org） 

太陽能是全球經濟和｀綠色能源＇市場中增長最快的技術之一。與其他能源相

比，例如煤、石油、核能和水電，太陽能非常清潔、安全且取之不盡。在中國，

太陽（光伏電）能的市場佔有率預期會從2003年的4%，上升至2010年的20%及

2020年的60%。預測到2030年，太陽能發電會佔全球電力供應總量的10%以上，

這數字到2050年會上升至20%。 

在短期內，太陽級矽將成為光伏電技術的主要材料。但是，當矽生產商完成擴

張後，而光伏電技術（使用較少矽或不需使用矽）更為廣泛地使用時且，這問

題至2010年可能會逐漸消失。長遠來說，薄膜預期會帶動光伏電電電池的增長。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方向，重點工作應該是如何把光伏電轉換的效率提升至最

高，通過開發更好的抗黏材料、堆疊太陽能電池、優化整體屏幕設計等，從而

降低反射率。NAMI在初期將會與杜邦太陽能有限公司合作，重點研究太陽能

開發，同時在可見的將來，開始研究其他可持續能源科技。 

環保技術 

在過去三十年，亞洲的經濟發展在人類歷史上令最多人的收入，得到最快的增

長。由於亞洲繼續加快擴張其生產力，人們日益擔心這種經濟發展會否與環境

一同消失。這問題給全世界環保技術供應商，提供了前所未有的新機遇，而

NAMI亦有意在這方面發展。 

一般而言，「環保技術」是指某些過程和/或處理技術應用於防止污染、保護、

恢復或減少特定的環境（例如空氣、水、污水－市區污水和工業污水和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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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典型的環保技術用於回收、凈化和清除污染物、污水處理、修復、廢氣

處理、廢物處理等。在開發更清潔的生產環境方面，採取防止污染的措施是現

時的趨勢，而不是尋找「管末」治理的解決方案。 

全球環保科技和服務市場的規模在1995年，大約為3,800億美元，預測到2020

年，整體環保技術的市場會達到29,000億美元。 

目前，NAMI正與業界及研究機構合作，通過市場推廣小組和其他活動建立一

個網絡平臺，以選擇最適合本地業界的技術。例如，我們正在考慮在污水處理

中，使用納米粒子生產微生物絮凝劑。 

金屬和金屬表面處理 

金屬表面處理可以定義為在金屬底層沉澱的一層金屬或非金屬塗層。這種技術

可以產生一層薄膜，強化產品的外形、功能或性能，其運作包括表面準備、表

面預先處理和實際的塗層流程。其市場可以分為： 

- 無機金屬表面處理過程 

- 表面預先準備/預先處理 

- 消耗品和零件 

無機金屬表面處理過程和技術（IMFT）（例如電鍍、鍍鋅、陽極電鍍、無電電

鍍、轉化塗層、覆層和電解拋光）的市場增長，部份由於它改善了零部件在防

腐蝕抗磨損方面的能力、外形甚至性能。金屬表面處理工業的快速增長，也是

來自不同行業對金屬表面處理的需求，因為這種科技對電腦、通訊、電子和家

電行業均十分重要。 

根據BCC Research (英國廣播公司研究所) 的一項市場研究報告（MFG019B）-

「無機金屬表面處理過程」，全球無機金屬表面處理技術的市場規模，有望會

從2007年的423億美元擴大到2013年的611億美元，複合年增長率（CAGE）為6.6%

（見下列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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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至2013年全球無機金屬表面處理技術市場按應用類型分類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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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06至2013年全球無機金屬表面處理技術市場按應用類型分類的預測 

資料來源：BCC Research（英國廣播公司研究所）(Report ID MFG019B, 2008年8

月) 

表面預先準備/預先處理在市場的佔有率排名第二，在2007年達到93億美元。預

測其複合年增長率為7.7%，於2013年達到142億美元。 

消耗品和零件是增長最快的市場，預測將從2007年的40億美元增加至2013年的

72億美元，複合年增長率為9.9%。 

針對這方面的需求，NAMI已開展或正籌備若干個項目。例如，鋼結構在潮濕

天氣下的壽命是根據某些英國標準制定的，而這些標準未能符合香港的環境。

我們正在規劃研發工作，開發新材料，以填補香港工業在這方面的市場真空。

許多政府部門已表示有興趣率先試用這種新材料。這項技術還有可能讓香港工

業向有類似需求的國家例如新加坡，輸出這種新物料。 

NAMI進行的另一個項目，則與北美一家研究機構及當地一些貿易聯會合作，

以利用海外在金屬合成材料方面的科研知識。目前，NAMI正與香港的不同機

構合作，確定這項技術的可行性及最適合使用此技術的首批用家。 

時尚生活和保健產品 

據預測，2011年納米技術消費產品的整體市場會達到252億美元。但是，與納米

技術相關的終端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市場規模，預計於2010年會達到9,580億美

元。2008年8月，一項調查以互聯網上的資料為基礎，探討有關納米技術如何應

用於消費市場。這項調查顯示，納米技術在這市場主要應用於健康和健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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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應用被歸類在｀時尚生活＇下（見下列圖4）。 

納米技術在消費產品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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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納米技術在消費產品中的應用 

「健康和健身」的產品類別，可進一步細分為：化妝品（23%）、服裝（20.9%）、

個人護理產品（27.9 %）、體育用品（14.9%）、防曬產品（6%）和過濾產品

（7.3%）。 

同一項調查還表明，在產品多元化和用家對產品的接受程度上，亞洲比歐洲更

為先進（見下列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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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技術消費產品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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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納米技術消費產品的多元化 

從圖6可以看出，在使用材料方面，銀是迄今為止使用最多的材料，其次是碳，

其使用量遠低於銀。 

納米技術消費產品所中使用的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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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納米技術消費產品中所使用的材料 

NAMI預期在這方面會有若干個在短期內商品化。NAMI將繼續跟進這方面的最

新發展，以找出最先進創新科技在消費品市場，迎合迅速變化的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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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與健康相關的納米技術，應用在醫療方面技術。在BCC Research（英國

廣播公司研究所）發布的｀全球納米級材料和設備市場＇的報告指出，2007年

的整體市場規模為17億美元，預測到2013年將會增長至大概37億美元，並於2018

年突破94億美元。現時，NAMI正尋求與海外機構合作，研究使用納米膠囊在

治療方面的應用。 

用於消費和工業應用的先進材料 

目前，已經使用或正在開發的納米材料有數百種之多，這些材料為純形態與合

成形態。這些材料包括碳、硅、二氧化鈦、硅土、金屬粉、聚合體和鈦。在許

多情況下，這些材料的納米級形態因其更小的尺寸而有不同的性能特點，例如

更高的表面與質量比率，這可帶來更大的反應率，或相對於重量而言有更大的

強度。據預測，到2010年所有納米材料的全球總消耗量，會達到1,030萬噸或205

億美元。 

NAMI現正探索有關新合成材料於室內和室外的應用，這些材料可以 (i)低成本

替代現有的技術，或 (ii) 超越現有技術在性能和物理屬性的限制。 

2.2 以市場分類為基礎的技術及產品路線 

在過去三年，NAMI已經確定了納米技術和先進材料的五個核心範疇，即： 

- 納米材料：功能化和應用 

- 納米光電子技術 

- 納米結構材料的應用 

- 應用於互聯、封裝和熱傳的先進材料 

- 先進材料的合成 

但是，NAMI已逐漸從按技術分類轉為按市場分類。基於以下三個原因，NAMI

為沿用了三年的的技術路線，制定了全新版本（見下列圖7）。 

 

 

用於可持續發展的納

米技術 

可再生能源

高效的能源使用

環境保護

太陽能 (PV) 

固態照明 

用於空氣和水污染控制/補救

的納料物料 

以納米物料為基礎的催化劑 

以納米物料為基礎的能源轉

換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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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市場分類以技術和產品路線為基礎 

首先，NAMI一直跟不同的本地的貿易組織合作，例如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及

專為個别市場而設的香港機械金屬業聯合總會。其次，每個行業可能需要超個

一項或以上的核心技術範疇及其它輔助技術。最為重要的是，每個行業的產品

和工藝趨向擁有自己的技術特性。NAMI會根據這些產品路線運作，將有助推

廣研發項目及研發成果的商品化。 

最後，管理層和董事會定期檢討此技術路線圖，以確保所進行的研發活動，朝

正確的方向邁進。因此，我們確定了六個應用範疇為重點開發對象。 

在開發和規劃以市場為導向的研發項目時，NAMI將積極尋求與業界和研究社

群的意見。我們會嚴格評估項目在商業和技術上的可行性，爭取提早試用科研

成果，與業界一同推動最後用家採用該新技術。 

下表列出現有研發項目（不包括第4輪的項目）的預計完成日期，以說明當前

的產品發展藍圖（2009年2月）： 

 2009 2010 2011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第1季

用於消費和工業應用的

先進材料    1     1 

生活和保健產品 3  1      4 

快速進入市場

的技術 

保健產品 

時尚生活產品 

家電 

用於感應器和診斷設施的納米結構材料 

納米推動的付送系統 

用於化妝品和治療技術的納米粒子 

用於家用電器的顯示和照明技術 

用於工業用途的高

性能物料 

金屬和聚合體 

先進複合材料 

功能性塗料 

用於電子產品的納米物料 

新功能性物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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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和金屬加工 
  1 1 1 1   1 

固態照明 1 1 1 1 1 2   1 

總計 4 1 3 3 2 3 0 0 7 

NAMI已制訂技術商品化流程，以系統方式管理研發項目成果，並以一系列「門

檻」編號去確定一項技術是否具備條件推出市場。每個「門檻」編號由若干進

度指標（文件形式）組成，在它們依次達成後，一項技術才會被視為準備就緒

進行商品化。 

2.3 深化的中心目標 

NAMI素以成為市場主導的創新科技推動者、滿足本地工業界在開發納米科技

和先進材料方面的需求為主要目標，並會繼續循此方向努力。具體來說，NAMI

將會： 

- 協調本地工業界和科研社群，共同識別、領導及開發以市場為主導的研

發活動； 

- 透過活動、專題小組、NAMI的新聞通訊、業務拓展計劃、市場分析等活

動，促進及強化工業界與科研社群之間的聯繫； 

- 推動研發項目成果的商品化。 

2.4 組織架構 

NAMI的運作由以下五個小組執行： 

- 技術小組 

- 項目管理小組 

- 業務小組 

- 行政和人力資源小組 

- 會計小組 

- 項目支援小組 

技術小組由獨立的團隊組成。每支獨立的團隊由技術經理領導，技術主任則為

技術經理提供協助。NAMI以營運經費支援這些團隊，並為他們提供實驗室和

辦公室，進行以市場為主導的研發活動。每支技術團隊可從事一個或多個市場

範疇的研究，他們均具備這些市場範疇的相關技術知識和製造經驗。除技術經

理和技術主任外，每支團隊亦可以項目收入聘用其他成員。 

項目管理小組負責根據創新科技署的規則和條例處理和監察所有研發項目，亦

負責評估與研發項目有關的知識產權及提交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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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業務發展總監領導的業務小組負責尋找和成立項目，並以平台項目、合作項

目及合約研究的形式實行研發項目。此小組亦負責市場推廣通訊、組織活動、

合同談判、客戶管理，而最重要的是把研發項目成果商品化。 

行政小組負責辦公室的日常運作，包括籌備董事局會議、制訂內部控制政策和

程序、與內外各方聯絡，及支援其他NAMI小組。人力資源小組負責整體人力

資源運作，包括招聘、人力資源規劃、薪酬和福利政策管理、表現評核及僱員

服務和關係等；檢視僱員手冊、薪酬策略及相關政策和程序；提出修訂建議，

以確保運作與時並進、具競爭力及符合香港特別行政區的法例。 

會計小組負責整體財務和會計運作，包括日常收付、項目規劃、預算、報告、

內部控制和合規等。 

項目支援小組為行政、人力資源和財務運作方面提供額外支援，配合NAMI的

擴充計劃。 

圖8所示為組織架構圖。第一級、第二級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總數分別為1名、5

名和38名。項目支援小組共有3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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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財務經理 

擬設立 (1) 

 

高級人力資源經理 

擬設立 (1) 

圖八 – 納米及先進材料研發院有限公司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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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制度安排和企業管治 

NAMI以非牟利擔保有限公司的形式成立，由香港科技大學全資擁有。董事局

監督NAMI各方面的運作。技術委員會由具備技術背景的成員和政府代表組

成，負責就研發項目建議進行評估和監察。財務和行政委員會監督行政管理政

策和程序以及所有NAMI的財務事宜。我們將成立國際顧問委員會，提供科學

和技術方面的意見。 

2.6 過去及預計的收入和開支 

表1所列為2006/07至2015/16各財政年度中心營運和研發項目的收入和開支（包

括用於中心營運的創新及科技基金（ITF）和來自合約研究項目的收入）。 

表2所列為2006/07至2015/16各財政年度的過去和預計營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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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7 1 2007/08 1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總計 

總開支 10.5 17.9 62.6 189.9 273.6 180.9 153.2 180.0 169.1 181.7 1,419.4 

總收入 11.8 11.8 14.0 33.9 31.1 30.1 31.3 32.6 33.9 35.2 265.7 

 

表 1  2006/07 至 2015/16 各財政年度中心營運和研發項目的收入和開支（以港幣百萬元為單位） 

 

 

 

 2006/07 1 2007/08 1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總計 

營運開支 10.4 10.6 13.4 33.6 2 30.8 29.8 31.0 32.3 33.6 34.9 260.4 

 

表 2  2006/07 至 2015/16 各財政年度的營運開支（以港幣百萬元為單位） 

 

 

 

 

 

 
1 實際數據 

 
2 包括約港幣900萬元用於21名額外技術及行政人員的人力資源成本，及約港幣430萬元用於在香港科技園成立新實驗室和辦公室

 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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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過去和預期的研發項目 

為促進本地工業界與學術界之間就以市場為主導的應用研究進行協作，我們採

用下列標準，評估新研究項目建議的可行性： 

- 識別市場機遇 

- 擬研發技術的優點和獨特性 

- 本地工業就該項技術進行商業開發的適當性 

- 香港研發能力和基礎設施的提升 

在研發項目審批程序中，我們將更重視商業可行性。下列是在評審個別項目建

議時必定審視的： 

- 產品概念和初步規格 

- 市場要求和商業計劃 

- 競爭力分析 

- 擬開發技術的創新程度 

- 贊助人把該技術商品化的承擔和能力 

- 市場要求和生產限制須為研發主題的一部分，並在技術研發過程中處理 

本文第2.1節已就未來研究重點作出闡述。下列表3的預測數據是按過往以新研

發項目迎合當時市場需求的數據和措施、以及2008/09至2009/10財政年度研發項

目的預計開支而釐定的。 

表4分別列出至2010/11及2015/16財政年度研發項目和合約研究項目的預計累計

項目數目、所需的創新及科技基金資助和業界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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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7 3 2007/08 3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總計 

所需創新

及科技基

金資助 

0 4 3.1 4 39.0 106.1 162.5 103.8 93.3 115.3 105.8 114.7 843.6 

總項目開

支 

(不包括合

約研究) 

0 
4 5.5 4 48.4 155.8 242.5 150.7 121.9 147.4 135.2 146.5 1,153.9

 

表 3  2006/07 至 2015/16 各財政年度的研發項目開支（以港幣百萬元為單位） 
 

 

 

 

 

 

 

 

 

 

 

 

 

 
3 實際數據 
 
4  不包括在 NAMI 成立前批出、其後納入中心下的四個研發項目的創新及科技基金資助。這些項目於 2006/07、2007/08 和 2008
  年 4 至 9 月期間的創新及科技基金資助金額分別為港幣 1,710 萬元、920 萬元和 2,94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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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計至 2008年12月 5 累計至 2010/11 累計至 2015/16 

 
項目數目 5 

業界贊助（以

港幣百萬元

為單位）5 

所需創新及

科技基金資

助（以港幣百

萬元為單位）
5 

項目數目 

業界贊助（以

港幣百萬元

為單位） 

所需創新及

科技基金資

助（以港幣百

萬元為單位）

項目數目 

業界贊助（以

港幣百萬元

為單位） 

所需創新及

科技基金資

助（以港幣百

萬元為單位） 

平台研究 12 12.9 109.7 60 36.5 245.0 134 88.0 578.8 

合作研究 7 5.7 8.8 30 113.6 139.4 65 231.0 338.5 

合約研究 6 3.0 0 8 3.5 0 13 5.0 0 

 

表 4  研發項目和合約研究項目的預計累計數目、所需創新及科技基金資助及業界贊助 
 
 
 
 
 
 
 
 
 
 
 
 
 
 
 
 
 
 
5  實際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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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與工業界和研究機構的新合作方案 

建立和擴展與工業界和學術界的網絡的工作將透過三組相互關聯、各有特色的

活動推行： 

- 工業聯盟會員（開放予任何有興趣參與NAMI活動的人士） 

- NAMI聯繫成員（從本地研究社群邀請的技術專家，為各研發範疇提供專

門知識），他們將參與NAMI的研發項目，並提供建議。 

- 市場專題小組（從工業界和研究社群邀請的商務和技術專家，為各研發

範疇發展創新意念，並推動技術商品化） 

我們將就各研發範疇定期舉行市場專題小組座談會。專題小組一詞在此的定義

較其常見意義更為廣泛，它涵蓋各種活動，包括研討會、工作坊、會議、專家

小組等。這些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為以下活動提供平台： 

- 提供最新市場動態和要求的信息 

- 介紹新創意、研究成果、技術應用的案例分析 

- 擴展本地工業界和研究機構之間的網絡，並加強協作 

- 識別研發項目及技術商品化和應用的新機遇 

若NAMI的聯繫成員及其他本地專才未能完全滿足業界的需求，NAMI將於外地

物色合適的技術/專家，與本地研究機構共同努力應付這些需求。 

這些小組的活動將輔以： 

- 提供更佳訊息發布和分享（例如會員關注事項的意見）的中心網站 

- 介紹NAMI公司背景、技術、業務和活動的電子新聞稿 

- 市場推廣通訊 

市場推廣通訊的主要目的是提升NAMI的公眾形象，和宣傳NAMI運作的「增值」因素。2.9
 研發項目建議 

從NAMI過去數年運作中所汲取的經驗，我們提出下列建議，以確保交託給

NAMI的公帑能最有效運用。這些建議的主要目的，是確保研究計劃可利用市

場機遇迎合市場真正的需求。 

- 檢討並優化項目審批過程，縮短技術進入市場的時間。 

- 除業界贊助外，我們應更積極促使最終用戶承諾試用新技術，並把這些

試驗納入研究計劃之中。 

- 項目監察應循業務和技術兩方面進行，一方面確保研發活動根據計劃進

行，另一方面盡快抓緊商機，如有必要更可重新調整研發方向，以配合

市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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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 已完成及進行中研發項目一覽 

 

 

第一輪研發項目概要 
 

項目名稱 二氧化鈦溶膠產業化及其應用於室內空氣淨化示

範研究 

編號 ITP/016/07NI 

類別 合作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理工大學 

開始日期 2007年12月1日 

結束日期 不適用 

總項目金額 港幣$1,995,000 

1. 

狀況 已終止 

項目名稱 低成本濕度探測器示範生產線 

編號 ITP/020/07NI 

類別 合作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開始日期 2007年7月16日 

結束日期 2009年1月15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583,000 

2. 

狀況 已完成 

項目名稱 中孔光催化劑的聲化學工業化製備 

編號 ITP/021/07NI 

類別 合作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中文大學 

開始日期 2007年7月16日 

結束日期 2009年10月15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1,000,000 

3. 

狀況 進行中 

項目名稱 矽基底上倒封裝LED陣列 

編號 ITP/025/07NP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開始日期 2007年7月1日 

結束日期 2009年6月30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4,005,000 

4. 

狀況 進行中 

項目名稱 納米熱浸鍍鋅技術 

編號 ITP/026/07NI 

類別 合作研究 

5. 

研發機構 納米及先進材料研發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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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日期 2007年9月1日 

結束日期 2009年8月31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2,500,000 

狀況 進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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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輪研發項目概要 
 

項目名稱 用於微電子方向的高強度高分子納米複合纖維的

製備 

編號 ITP/041/07NI 

類別 合作研究-51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開始日期 2008年3月1日 

結束日期 2010年2月28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5,711,000 

1. 

狀況 進行中 

項目名稱 新型無源空氣負離子材料及產品的開發與生產 

編號 ITP/042/07NP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納米及先進材料研發院有限公司 

開始日期 2008年3月1日 

結束日期 2009年2月28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968,000 

2. 

狀況 進行中 

項目名稱 藍光OLED材料和器件研發 

編號 ITP/043/07NI 

類別 合作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浸會大學 

開始日期 2008年4月15日 

結束日期 2009年4月14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600,000 

3. 

狀況 進行中 

項目名稱 應用於工程結構的多層的納米結構金屬片/板的研

發 

編號 ITP/004/08NP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理工大學 

開始日期 2008年7月16日 

結束日期 2010年7月15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5,300,000 

4. 

狀況 進行中 

項目名稱 複雜形狀工件的精密拋光方法及拋光液的開發 

編號 ITP/005/08NP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納米及先進材料研發院有限公司 

開始日期 2008年4月1日 

結束日期 2010年3月31日 

5. 

總項目金額 港幣$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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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 進行中 

項目名稱 研制具有高生物利用度的大豆異黃酮和胰島素納

米結構口服制劑 

編號 ITP/006/08NP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理工大學 

開始日期 2009年3月1日 

結束日期 2011年2月28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4,190,000 

6. 

狀況 待核准 

項目名稱 發展應用於微型粉末注射成型之「先進複合材料」

及有關的「超臨界液體萃取技術」 

編號 ITP/007/08NP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開始日期 2008年5月1日 

結束日期 2010年4月30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3,222,000 

7. 

狀況 已核准 

項目名稱 應用納米技術的有機發光器件的研究及在裝飾及

特殊發光的應用 

編號 ITP/011/08NP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城市大學 

開始日期 2008年6月27日 

結束日期 2010年6月26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3,518,000 

8. 

狀況 進行中 

項目名稱 新一代顯示技術 

編號 ITP/013/08NP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開始日期 2008年4月23日 

結束日期 2009年10月22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8,498,000 

9. 

狀況 進行中 

項目名稱 印刷電子學新材料的研究與發展 

編號 ITP/016/08NP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大學 

開始日期 2008年7月1日 

10. 

結束日期 2010年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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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金額 港幣$12,532,000 

狀況 進行中 

項目名稱 「利用表面處理技術增強細胞、蛋白質和肽在微盤

上的附著」在「酵素結合免疫吸附分析」中的應用 

編號 ITP/018/08NI 

類別 合作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開始日期 2009年1月1日 

結束日期 2010年12月31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2,402,000 

11. 

狀況 進行中 

項目名稱 碳納米管制備及其作為催化劑載體和能量貯存先

進材料上的應用 

編號 ITP/026/08NP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理工大學 

開始日期 2009年3月1日 

結束日期 2011年2月28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5,641,000 

12. 

狀況 待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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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輪研發項目概要 
 

項目名稱 開發以麥飯石為基底的創新抗菌複合材料 

編號 NAMI/C01/08 

類別 合作研究-51 

研發機構 香港理工大學 

開始日期 待核准 

結束日期 待核准 

總項目金額 港幣$2,000,000 

1. 

狀況 待核准 

項目名稱 具有聚集誘導發光特性的納米功能材料的生物應

用開發 

編號 NAMI/C03/08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開始日期 待核准 

結束日期 待核准 

總項目金額 港幣$1,996,000 

2. 

狀況 待核准 

項目名稱 基於納米技術的柔性顯示器 

編號 NAMI/C04/08 

類別 合作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開始日期 待核准 

結束日期 待核准 

總項目金額 港幣$533,000 

3. 

狀況 待核准 

項目名稱 納米光致變色添加劑和功能性塗層 

編號 NAMI/C05/08 

類別 合作研究 

研發機構 納米及先進材料研發院有限公司 

開始日期 待核准 

結束日期 待核准 

總項目金額 港幣$1,005,000 

4. 

狀況 待核准 

項目名稱 用於製造高附加值黃銅基拉鏈產品的先進表面處

理技術 

編號 NAMI/C08/08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納米及先進材料研發院有限公司 

開始日期 待核准 

結束日期 待核准 

5. 

總項目金額 港幣$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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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 待核准 

項目名稱 矽襯底平臺上高速III-V電晶體 

編號 NAMI/C11/08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開始日期 待核准 

結束日期 待核准 

總項目金額 港幣$16,540,000 

6. 

狀況 待核准 

項目名稱 聚羥基烷酸酯(PHA)納米膠囊劑的合成及其作為蛋

白藥物載體的研究 

編號 NAMI/C12/08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理工大學 

開始日期 待核准 

結束日期 待核准 

總項目金額 港幣$486,000 

7. 

狀況 待核准 

項目名稱 用於批量生産具有精細結構鎂合金片材的熱力學

宏觀變形加工處理系統的研究及開發 

編號 NAMI/C13/08 

類別 合作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理工大學 

開始日期 待核准 

結束日期 待核准 

總項目金額 港幣$1,749,000 

8. 

狀況 待核准 

項目名稱 開發「綠色」低成本的合成方法以製備應用於先進

陶瓷的納米顆粒 

編號 NAMI/C16/08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理工大學 

開始日期 待核准 

結束日期 待核准 

總項目金額 港幣$1,190,000 

9. 

狀況 待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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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2008概要 
 

項目名稱 發展光催化冷凝水回收空調系統為提高能源效益

和室內空氣質素 

編號 NAMI/D11/08 

類別 平台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大學 

開始日期 待核准 

結束日期 待核准 

總項目金額 港幣$1,230,000 

1. 

狀況 待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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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研究項目概要 
 

項目名稱 高强度複合纖維的研製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開始日期 2007年1月15日 

結束日期 2008年7月14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159,000 

1. 

狀況 已完成 

項目名稱 納米乳脂配方的研製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開始日期 2007年1月19日 

結束日期 2009年1月18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580,000 

2. 

狀況 已完成 

項目名稱 水果果皮的產品開發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開始日期 2007年5月15日 

結束日期 2008年11月14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406,000 

3. 

狀況 已完成 

項目名稱 模具化合物和模具黏附性及兼容性的研究 

研發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 

開始日期 2007年10月1日 

結束日期 2010年9月30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1,121,000 

4. 

狀況 進行中 

項目名稱 氧化鋁的產品開發 

研發機構 納米及先進材料研發院有限公司 

開始日期 2007年12月12日 

結束日期 2008年12月11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460,000 

5. 

狀況 已完成 

項目名稱 低成本具鏡面特性的納米塗層於金屬和塑膠製品

的功能應用 

研發機構 納米及先進材料研發院有限公司 

開始日期 2008年5月2日 

結束日期 2009年8月31日 

總項目金額 港幣$293,000 

6. 

狀況 進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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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 獲授予及待決專利一覽 

 

 

專利名稱 The In-situ Synthesis of Hydroxy Benzoic Acid/Hydroxy 

Naphthoic Acid Polyesters Containing Carbon Nanotube 

提交編號 61/006423 

提交地點 美國 (臨時申請) 

提交日期 2008年1月14日 

狀況 已提交 

研發項目編號 FIB001N 

1. 

研發項目聯絡人 高平教授 

專利名稱 Process for the Fast Fixation of Heavy Mineral Oil under 

Microwave Irradiation Using Ultra-high-molecular 

Weight-polyethylene (UHMWPE)/Multi-wall Carbon 

Nanotubes (MWCNTs) Composite Particles with a 

Core-shell Structure 

提交編號 61/136281 

提交地點 美國 (臨時申請) 

提交日期 2008年8月5日 

狀況 已提交 

研發項目編號 其他 

2. 

研發項目聯絡人 馮繼雲博士 

專利名稱 負離子矽酮彈性體複合材料及其製備方法 

提交編號 200810173690.5 

提交地點 中國 

提交日期 2008年11月7日 

狀況 已提交 (待審批) 

研發項目編號 ITC/042/07NP 

3. 

研發項目聯絡人 馮繼雲博士 

專利名稱 負離子矽酮彈性體複合材料及其製備方法 

提交編號 09101229.2 

提交地點 香港 

提交日期 2009年2月10日 

狀況 提交中 (專利檢索報告製備中) 

研發項目編號 ITC/042/07NP 

4. 

研發項目聯絡人 馮繼雲博士 

專利名稱 Method for Producing Nanoscale Hydrophobic Materials 

Dispersible in an Aqueous Medium 

提交編號 61/193968 

提交地點 美國 (臨時申請) 

提交日期 2009年1月14日 

狀況 已提交 

5. 

研發項目編號 KEL00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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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項目聯絡人 高錦明教授 

專利名稱 Process for the Formation of Hollow Poly(methyl 

methacrylate) (PMMA)/Multi-wall Carbon Nanotubes 

(MWCNTs) Nanocomposite Cylinders by Microwave 

Irradiation 

提交編號 待核准 

提交地點 美國 (臨時申請) 

提交日期 待核准 

狀況 提交中 

研發項目編號 其他 

6. 

研發項目聯絡人 馮繼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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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 研發和企業傳訊活動 

 

 

2006/7財政年度舉辦的研發活動： 

 

日期 活動 角色 

2006年5月7至10

日 

2006 NSTI (Nan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Nanotechnology Conference and Trade 

Show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2006年 (納米科學及技術研發所) 納米技

術國際會議及商業展覽 (美國麻薩諸塞州

波士頓) ) 

出席者 

2006年6月1至8

日 

The 1st Fudan Conference of Quantum Control, 

2006 (FCQC2006), and visits to nanoscience 

centres (Shanghai, China) 

(2006年第1屆量子控制復旦會議，和到訪納

米科學中心 (中國上海)) 

講者及訪客 

2006年6月11至

14日  

2006 Process Development Symposium, 

Americ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AIChE) (Palm Springs, California, USA) 

(2006年美國化學工程師學會工序發展研討

會 (美國加州棕櫚泉)) 

講者 

2006年6月27至

30日 

The Fifth Joint Meeting of Chinese Physicists 

Worldwide (OCPA5), and visit to nanophotonics 

facilit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第五屆全球華人物理學家聯合會議，和到

訪國立台灣大學的納米設施 (台灣台北)) 

講者及訪客 

2006年6月27至

30日 

The 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igh 

Density Microsystem Design, Packaging and 

Component Failure Analysis in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HDP ｀06) (Shanghai, China) 

(第8屆電子製造高密度微系統設計、封裝和

部件故障分析國際研討會 (中國上海)) 

主要講者 

2006年7月15至

22日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tical and 

Opto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 2006 (ICOOPMA 2006) (Darwin, 

Australia) 

(2006年材料光學及光電學特性及應用國際

會議 (澳洲達爾文)) 

講者 

2006年8月 Research Experience for Talented Students 

(RETS) Program (for form 5 students) 

(資優學童研究經驗計劃 (給中五學生)) 

導師及聯絡人 

2006年8月23至 The 2006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Quantum 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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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Measurements and Manipulation at the 

Molecular Scale (IWQ3MS) (Hefei, China) 

(2006年量子測量及分子尺度操作國際工作

坊 (中國合肥)) 

2006年8月26至

29日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s 

Packaging Technology (ICEPT) (Shanghai, 

China) 

(第七屆電子封裝技術國際會議 (中國上海))

籌辦機構及講

者 

2006年8月29日

至9月1日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Physics 2006 

(CCP 2006) (Gyeongju, Korea) 

(2006年計算物理學會議 (韓國慶州)) 

講者 

2006年9月5至7

日 

1st Electronics Systemintegration Technology 

Conference (ESTC 2006) (Dresden, Germany) 

(第1屆電子系統整合技術會議 (德國德勒斯

登)) 

籌辦機構及講

者 

2006年9月7至9

日 

ACCMS (Asian Consortium for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Working Group Meeting on 

Clusters and Nanomaterials (Sendai, Japan) 

(亞洲計算材料科學聯盟科技領域及納米材

料工作小組會議 (日本仙台)) 

講者 

2006年9月21至

26日 

Lecture tour in photonic crystal and 

nanophotonics (Taiwan)  

(光子晶體及納米光子學巡迴講座 (台灣)) 

講者 

2006年9月27至

29日 

Taiwan Nano-X Exhibition plus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台灣納米科技及教育展 (台灣台北)) 

講者 

2006年10月16日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photonics, 

Nano-photonics and Metamaterials (Hangzhou, 

China) 

(生物光子學、納米光子學及超材料國際會

議 (中國杭州)) 

 

講者 

2006年11月5至

10日 

2006 ASM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International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ongress & Exposition (Chicago, Illinois, USA) 

(2006年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ASME) 國際

機械工程會議及博覽會 (美國伊利諾州芝

加哥)) 

講者 

2006年11月8至

10日 

The 31st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Symposium (IEMT 2006) (Kuala 

Lumpur, Malaysia) 

(第31屆國際電子製造技術研討會 (馬來西

亞吉隆坡)) 

講者 

2006年11月27日 Symposium R: Meta-materials at the Milli-, 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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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2月1日 Micro-, and Nanoscale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研討會R : 毫、微和納米尺度超材料 (美國

麻薩諸塞州波士頓)) 

2006年12月6至8

日 

8th Electronics Packaging Technology 

Conference (EPTC 2006) (Singapore) 

(第8屆電子封裝技術會議 (新加坡)) 

講者 

2006年12月9至

11日 

The 5th Cross-strait Workshop on Nanoscience 

and Nanotechnology 

(第5屆納米科學及納米技術海峽兩岸工作

坊) 

籌辦機構 

2006年12月11至

13日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Methods for Nanoscale Systems 

(納米尺度系統計算方法國際工作坊) 

講者 

2006年12月11至

14日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s 

Materials and Packaging (EMAP 2006) 

(第8屆電子材料和封裝國際會議) 

籌辦機構 

2006年12月16至

19日 

Visit to Center of Nanoscience and 

Nanotechnology a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China) 

(到訪武漢大學納米科學及納米技術中心 

(中國湖北武漢)) 

講者及到訪者 

2007年2月20至

22日 

International Nanotechnology Business Summit 

(Tokyo, Japan) 

(國際納米科技業務峰會 (日本東京)) 

講者 

2007年3月5至9

日 

2007 APS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March 

Meeting (Denver, Colorado, USA)  

(2007年美國物理學會(APS)三月份會議 (美

國科羅拉多州丹佛)) 

出席者 

 

2006/07財政年度舉辦的企業傳訊活動： 

 

 日期  活動 角色 

2006年4月20日 香港研發中心成立典禮 講者及參展商 

2006年5月18日 香港工業總會午餐聚會介紹香港納米科技

及先進材料研發中心  

 

 

 

講者 

2006年5月29至

30 日及6月8至9

日 

粵港科技創新研發平台聯合巡迴推介活動 

(中國廣東省)  

 

 

講者及參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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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年6月5至9

日 

第3屆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洽談會 (中國

雲南省) 

推廣單位 

2006年6月17至

19日 

2006年福建項目成果交易會 (中國福建省) 

 

參加者 

2006年6月19至

21日 

納米技術在環境保護與環境污染方面的應

用國際座談會 (ISNEPP 2006)  

講者、參展商 

及贊助人 (由

納米材料技術

研發所提供) 

2006年6月23日 香港總商會為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舉辦

的講座 

講者 

2006年6月26至

30日 

由創新科技署及其他研發中心籌辦的2006

年投資論壇暨訪問 (美國加州聖荷西) 

講者、參展商 

及訪客 

2006年7月14日 2006香港學生科學比賽勝出隊伍到訪 主辦單位 

2006年8月16日 研發項目徵求研討會 

 

籌辦機構 

2006年9月22日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

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6年10月12至

17日 

2006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易會 (中國深

圳) 

參展商 

2006年10月24日 在香港科技園與特區行政長官會面 參展商 

2006年10月27日 美國空軍科研部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6年11月1至3

日 

2006國際納米技術暨先進材料會議、 第三

屆亞洲納米峰會及2006納米科研商業化論

壇 

籌辦機構、講

者及參展商 

2006年11月9至

13日 

創新科技節2006 (青少年創新展覽) 參展商 

2006年11月12至

16日 

2006美國化學工程師學會(AIChE)週年會議

(美國加州三藩市) 

講者及推廣者  

2006年11月23日 香港貿易發展局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6年11月29日

至12月1日 

2006創新科技及設計博覽 參展商 

2006年12月12日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6年12月15日 上海市政府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2006年12月15日 到訪香港漂染印整理業總會 訪客 

2007年1月3日 到訪香港生產力促進局  訪客 

2007年1月15日 到訪香港機械金屬業聯合總會 訪客 

2007年1月23日 與本地大學科技轉移單位代表進行午餐會 籌辦機構 

2007年1月26日 南沙科技論壇：物料 (中國廣東省南沙) 講者及籌辦機

構 

2007年1月30日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和香港貿易發展局代表

到訪 

主辦單位 

2007年3月6日 油尖旺區振興香港經濟委員會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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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擴建NAMI網站 <http://www.nami.org.hk> ，

加入技術更新、商機、教育和宣傳資料（如

簡報投影片、電子版小冊子和海報等)等 

出版人 

2006/07 出版納米科技及先進材料工業聯盟的通訊

及更新其網站

<http://www.ust.hk/inmt/CNTAM> 

出版人 

 

2007/08財政年度舉辦的研發活動： 

 

日期 活動 角色 

2007年4月8至11

日 

Photonic and Electromagnetic Crystal Structures 

VII (Monterey, California, USA) 

(第7屆光子學及電磁晶體結構會議 (美國加

州蒙特瑞)) 

會議委員 

2007年5月25日 Metal Treatment and Energy Forum  

(金屬處理及能源論壇) 

籌辦機構及講

者 

2007年7月1至6

日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erial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2007 (Singapore) 

(2007年國際高科技材料會議 (新加坡)) 

講者 

2007年8月26至

30日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 (SPIE) Plasmonics: Nanoimaging, 

Nanofabrication,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II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國際光學工程協會 (SPIE) 電漿子學：納米

成像、納米製程及其應用 (美國加州聖地牙

哥)) 

講者 

2007年8月31日 Green Nanotechnology Forum 

(綠色納米技術論壇) 

籌辦機構及講

者 

2007年9月16至

21日 

European Congres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6 (Copenhagen, Denmark) 

(歐洲化學工程會議 – 6 (丹麥哥本哈根)) 

主要講者 

2007年11月19至

22日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s 

Materials and Packaging (Daejeon, Korea) 

(第9屆國際電子材料及封裝會議 (南韓大

田)) 

講者 

2007年11月23日 Nanotechnology for Medical and Healthcare 

Forum 

(醫療及保健納米技術論壇) 

籌辦機構 

2007年12月1日 Asia Nano Forum Summit 2007 

(2007亞洲納米峰會) 

出席者 

2007年12月11至

14日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n 

Nano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terials, and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Machinery and Metal 

協辦機構及參

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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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 Conference 2007 

(2007國際納米技術暨先進材料會議及展

覽，及2007香港機械金屬業聯合總會會議) 

2008年1月25日 Nanotechnology Forum –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Appliances 

電子及電器業納米技術論壇 

籌辦機構及講

者 

 

2007/08財政年度舉辦的企業傳訊活動： 

 

日期 活動 角色 

巡迴展覽 

2007年5月11日 香港螺絲業協會的巡迴展覽 推廣者 

2007年5月22日 香港模具科技協會的巡迴展覽 推廣者 

2007年5月26日 香港塑膠機械協會的巡迴展覽 推廣者 

2007年5月28日 香港金屬製造業協會的巡迴展覽 推廣者 

2007年6月5日 香港關鍵性零部件製造業協會的巡迴展覽 推廣者 

2007年6月12日 香港金屬表面處理學會有限公司巡迴展覽 推廣者 

2007年6月18日 香港電鍍業商會有限公司巡迴展覽 推廣者 

2007年6月25日 香港醫療及保健器材製造商協會巡迴展覽 推廣者 

2007年10月8日 與創新科技署參加珠三角考察團2007  推廣者 

會議/研討會/工作坊 

2007年4月19日 研討會：由香港生產力促進局舉辦的「新世

紀食物安全監察與控制」 

出席者 

2007年4月20日 由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舉辦的紡織及

服裝技術論壇：新意念，新機遇 

出席者 

2007年5月30日  研討會：由香港品牌發展局舉辦的中小企品

牌發展 

出席者 

2007年8月2日 研討會：由香港綠色製造聯盟舉辦的化學品

註冊、評估、授權和限制法案的執行 

出席者 

2007年12月18日 研討會：由香港城市大學舉辦的納米電子技

術和微電動機械系統的研發及技術轉移 

 

出席者 

展覽會 

2007年4月16日 香港電子產品展 參展商 

2007年6月13日 台灣國際奈米週2007 (台灣台北) 參展商 

2007年6月24日 中國納米科學國際會議2007 (中國北京) 參展商 

2007年9月14日 創新科技博覽2007 參展商 

2007年10月12日 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易會 (中國深圳) 參展商 

2007年12月5至8

日 

2007中國(長沙)科技成果轉化交易會 

(中國長沙) 

參展商 

2007年12月9日 與創新科技署參與重慶高新技術研討會 

(中國重慶) 

參展商 

其他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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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年4月10日 意大利商會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7年5月3日 由投資推廣署舉辦的科技公司招待會 參加者 

2007年5月14日 香港生產力促進局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7年5月21日 上海政府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2007年6月8日 江西及廣東政府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2007年7月13日 亞伯達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 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7年8月29日 香港大學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7年9月4日 創新科技署舉辦的傳媒工作坊 參加者 

2007年9月7日 華南理工大學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7年9月9日 香港浸會大學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7年12月7日 世界和諧組織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7年12月12日 創新科技及設計博覽2007 CEO 論壇 參加者 

2007年12月28日 浙江省政府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1月10日 匯賢智庫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1月18日 廣東省政府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2月2日 中山市政府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2月4日 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2月4日 沙特阿拉伯阿布杜拉國王科技大學 (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代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8/09財政年度舉辦的研發活動： 

 

日期 活動 角色 

2008年6月3日 ASME Nanotechnology Conference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ASME) 納米技術會

議) 

主要講者 

2008年6月16日 Nanotechnology Forum – Plastic Processing 

and Products 

(納米技術論壇 – 塑料成型加工及製品) 

籌辦機構及講

者 

2008年9月29日 Nanotechnology Forum – Solar Energy 

(納米技術論壇 – 太陽能) 

籌辦機構 

2009年1月16日 Nanotechnology Forum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納米技術論壇 – 環保技術) 

籌辦機構 

 

2008/09年財政年度舉辦的企業傳訊活動： 

 

日期 活動 角色 

2008年4月9日 匈牙利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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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年4月11日 順德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4月17日 重慶高科技展覽會 參展商 

2008年4月29日 約翰內斯堡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5月14日 江西在港座談會 參加者 

2008年5月23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基礎研究司代

表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6月10日 第5屆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洽談會 參展商 

2008年6月13日 東莞市科技局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7月2日 東莞松山湖2008推介會 參加者 

2008年7月13日 亞伯達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 代表團到

訪 

主辦單位 

2008年8月8日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9月18日 康斯坦茨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Konstanz) 

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9月24日 YV Series 成立典禮暨首映禮 參加者 

2008年10月12日 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易會 參展商 

2008年11月5日 資本雜誌訪問行政總裁 受訪者 

2008年11月6日 廣東省科學技術廳副廳長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11月21日 匈牙利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12月10日 2008創新科技及設計博覽 協辦機構及參

展商 

2008年12月12日 中國科學技術部部長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12月15至

16日 

重慶生產力促進中心到訪 主辦單位 

2008年12月17日 五邑大學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2009年2月6日 香港中華總商會訪問行政總裁 受訪者 

2009年2月20日 於UBS舉辦的納米技術座談會 講者 

2009年3月2日 佐治亞理工學院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科學技術及創新政策部 (STIP)

代表團到訪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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