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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年 5 月 7 日 

粵港科技產業促進會 

就「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 

向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見書 

 
 
敬啟者： 

 

粵港科技產業促進會創會至今二十二年。當年香港科技協進會的核心成員和一群粵

港兩地科技、工商、學術和專業界的有心人，成立了粵港科技産業促進會，並分別

組織了廣東分會和香港分會。粵港兩地會員，以一會兩地的創新形式，携手合作，

推展會務，促進了廣東及香港兩地的高新科技産業的發展。 

 

我會成立以來，一直致力推動粵港兩地的科技發展和合作。我們以珠三角為基地，

進而輻射到內地其他地方，不斷擴大網絡。本會過往主辦的活動，涵蓋了資訊技術、

中醫藥、生物科技、醫療器械、納米技術、企業融資、風險投資、節能環保等高新

科技領域，就不同的科技課題，為兩地業界提供交流平臺，創造商機。 

 

本會認為要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香港特區政府需要創新思維，摒棄以往保守

被動的態度，管治架構和科技及產業政策都必須求變，多管齊下。本會具體意見如

下： 

 

(１) 創新科技發展需要政府帶動，必須體現在高層架構中  

 

現屆特區政府架構中，創新科技只居於署級地位，連以前的「工商科技局」的半個

局都沒有了，與國家將科學技術定為中央部級機關相比，更顯得現屆特區政府對科

技的不夠重視。 

 

候任特首梁振英在他競選時的經濟政策諮詢稿中指出，為促進工業發展和科技創新

互動共贏，要重設「工商科技局」，在他最後定案的競選政綱中，更明確表示要重組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為「資訊及科技局」和「工商及旅遊局」。業界不少人認為「資

訊及科技局」的名稱容易混淆為「資訊科技局」。事實上資訊科技只是科技的一門，

故稱為「科技及資訊局」或「科技及通訊局」較為恰當。同理，「工商及旅遊局」改

稱「工商及產業局」更適合。本會十分支持新一屆特區政府提出的新架構。 

 

 

立法會 CB(1)1790/11-12(08)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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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政府必須加大投資科技基建，並鼓勵企業投資研發 

 

候任特首在他的競選政綱中也指出，要逐步增加政府研發投資至本地生產總值的

0.8%；並要以「企業研發資金雙倍扣稅」，和「增加投資研發現金回贈至20%」兩項

優惠來鼓勵投資研發。本會對此十分支持。 

 

事實上，2010年中國研究與發展經費支出，已達GDP的1.75%。按十二五規劃，到2015

年要提升至2.2%。香港要朝這目標發展，除增加政府直接的研發投放外，必須鼓勵

企業的科研投資，並鼓勵把「科研成果商品化，商品產業化，產業國際化」。特區政

府成立之初，曾經邀請田長霖等專家出謀獻策，先後設立數碼港、科技園、應用科

技研究院、創新科技基金等，但港府在推動產業界科研方面仍然乏力。目前本港高

等院校以基礎研究為主，只有少數的科研成果能成功轉化為商品；加上香港企業資

源有限，未能作長遠且具風險的科研投資，而政府也欠缺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的策

略，以致高等院校的許多科研成果，未能在產業界獲得應用，研究資源也白白耗用。

多年來本港業界不少有心人，一直倡議香港政府為企業的科研開支提供稅務寬減，

雙倍甚至三倍扣稅。可惜政府一概以維持簡單稅制推搪。事實上科研開支扣稅是很

多國家和地區促進企業科技發展的政策，本港不難借鏡。而且這項稅務優惠可給予

任何投資科技的行業，是相當公平的，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盡快落實推行。 

 

(３) 推動科普教育，改變香港社會「重財技不重科技」的意識形態 

 

今年 2 月 14 日，香港創新科技署有兩段新聞公報，其一是國家科學技術獎勵工作辦

公室當天在北京公布 2011年度「國家科學技術獎」得獎名單，本地科研人員共獲得

七個獎項；其二是創新科技署首次推薦五十六名來自香港六間大學的專家加入《國

家科技計劃專家庫》，獲國家科學技術部批核。這兩則公報說明了香港科研人才的水

平與成就均獲國家認同。可惜傳媒對這兩段好消息的新聞報導甚少，而港府在科普

方面的宣傳教育亦一向不足。新一屆特區政府要發展知識型經濟，推動創新科技，

必須對市民特別是年青人推動科普教育，改變香港社會「重財技不重科技」的意識

形態。 

 

(４) 要確保香港經濟持續發展，必須訂定長遠的工商產業政策，與科技發展相配合 

 

自八十年代起，香港工業的勞力較密集的生產工序北移，因此本土要發展較高增值

及知識為主導的工種，如研發、產品設計、物流、市場推廣等。科技產業的整體供

應鏈複雜，相關的科技轉移、科技管理、知識產權、科技融資等，都為各種專業服

務提供商機。香港資訊自由，亦有結實的基礎發展網絡經濟。新一屆特區政府應以

創新思維，訂定長遠的工商產業政策，與科技發展相配合，促進香港產業多元化，

發展經濟，為市民創造更佳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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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廣東、香港、深圳三地優勢互補，推動科技產業合作 

 

自國家開放改革以來，廣東、香港、深圳三地經過了不斷的合作與融匯，亦共同渡

過了不少艱難險阻，早已建立了唇齒相依、互惠互利的夥伴關係。目前科技界最熱

門的與大自然有關的話題，大概都離不開全球氣候變化、地球資源的不斷減少和自

然環境的惡化。如何解決這些難題並同時保證經濟的可持續與循環發展，是人類面

對的巨大挑戰。我們非常支持國家把發展循環經濟寫進“十二五＂規劃，也樂見《珠

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年）》把大力發展循環經濟列為重要內

容之一。廣東、香港、深圳亦開始制定相關的法律法規和保障政策，因此三地合作

科技產業和經濟的持續發展，具有現實基礎和戰略基礎，可以相互合作、優勢互補。 

 

結語：粵港科技產業促進會建議新一屆特區政府集合科技界精英力量，成立如創新

科技委員會的智囊組織，因應時勢而調整本港的創新科技政策和策略。我會同仁非

常樂意為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出謀獻策，並繼續為促進珠三角的高新科技産業

區域合作而發揮我們的民間力量。  

 

 

 

 

 

粵港科技產業促進會會長姜永正博士謹啟 

 

(本會上任會長盧偉國博士將代表出席2012年 5月 15日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

發表本意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