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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及科技基金的最新進展  

補充資料  

 

 

「創新及科技基金」支援本地研究及發展成果實踐化和商品化  

 

我們一直支持本地研究及發展（「研發」）成果實踐

化和商品化。就此，「創新及科技基金」（「創科基金」）下

的「公營機構試用計劃」資助合資格本地企業或機構就其研發

成果製作原型和樣板，並在本地公營機構進行試用，以增加研

發成果實踐化和商品化的機會。  

 

「公營機構試用計劃」  

 

2. 自今年 3 月 30 日起，「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資助

範圍已擴大至全港所有進行研發活動的科技公司。計劃有助推

動公營機構試用更多本地創新及科技（「創科」）產品，並讓

研發機構可因應試用時獲取的意見和經驗改良其產品，增加成

功推出市場的機會。截至 2020 年 7 月底，計劃已資助 261 個

項目，資助額約 4 億 9,030 萬元，惠及超過 150 個不同機構進

行超過 355 次試用，例如曾資助水務署試用一間本地大學研發

的新穎內聯水力發電和能量儲存系統，及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

中心為長者提供的壓力襪。  

 

3. 為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我們在 2020 年 3 月在

「公營機構試用計劃」下推出項目特別徵集，以支持防控疫情

的產品開發和科技應用，促進相關研發成果實踐化和商品化，

同時鼓勵公營機構應用科技對抗疫情。每個項目的最高資助額

為 200 萬元。項目特別徵集於今年 4 月 10 日截止，共接獲

332 個申請，其中 54 個申請已經獲批，共涉及約 8,940 萬元資

助額，另有 199 個被拒及 12 個已撤回的申請。我們正處理其

餘的申請。獲資助的試用項目涉及不同的抗疫相關科技，包括

抗病毒塗層、自動探熱機械人、抗病毒衣物、新冠狀病毒基因

提取技術、體溫及口罩偵測系統、3D 打印面罩以及新冠狀病毒

診斷 /檢測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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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本地研發中心和大學技術轉移處  

 

4. 此外，創科基金資助本地研發中心和大學技術轉移處

等的運作，包括其研發成果實踐化和商品化的工作。創科基金

資助的四所本地研發中心 1積極與其所屬科技範疇的業界合作

推動其研發成果商品化，已成功推出不少相關的科技產品和服

務，例如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研發的 eLock 物聯網

跨界快速安全系統、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研發的 NASK 納米

纖維智能殺菌口罩、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研發的舊衣物循

環系統，以及汽車科技研發中心研發的多制式流動智能電動車

充電裝置等。  

 

5. 上述四所研發中心的商品化收入（包括合約服務的收

入、特許授權費和特許權使用費）近年亦有顯著增長。2015-16

至 2018-19 年度，四所研發中心獲得的總商品化收入約為

8,817 萬元，平均每年約為 2,204 萬元，約為 2011-12 至 2014-15

年度平均每年 562.5 萬元的四倍。即使以單年計算，2018-19 年

度的商品化收入總額為 4,005 萬元，較 2017-18 年度的 2,075 萬

元增加 93%。  

 

6. 另一方面，七所獲創科基金資助的大學技術轉移處 2一

直積極透過講座、研討會及展覽等途徑向業界和公眾推廣其研

發成果，以及參與不同的宣傳推廣和業務拓展活動，並成立衍

生公司將研發成果轉化為科技產品和服務。在 2015-16 至

2018-19 年度的四年內，六所大學技術轉移處 3共獲批逾 1 900 項

專利，並舉辦 /參加了逾 3 600 場活動，以推動技術轉移及研發

成果商品化。  

 

  

                                                 
1 即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香港紡織及成衣

研發中心和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2 七所大學為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

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  

3 創新科技署自 2019-20 年度起向香港教育大學的技術轉移處提供資助，故 2018-19 年

度及以前的數字只包括六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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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7. 創科基金亦透過「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資

助由六所大學 4團隊成立的科技初創企業，將其研發成果商品

化。截至 2019-20 年度為止，計劃合共向 250 間初創企業發放

約 1 億 6,200 萬元的資助。不少獲計劃資助的初創企業已將其

研發成果商品化，例子包括一間與香港理工大學有關的初創企

業已與業界合作推出可放緩兒童近視加深的軟性隱形眼鏡及

眼鏡鏡片，以及一間與香港浸會大學有關的初創企業研發出可

辨認名貴中藥特徵性的主要活性成分技術，並已與客戶簽訂合

約提供專業的品質及數量鑒定服務。  

 

 

創科基金的經濟效益  

 

提升本港競爭力、生產力及本地生產總值  

 

8. 我們相信透過研發，可提升個別企業和香港整體的競

爭力和生產力，為香港經濟帶來裨益。截至 2020 年 7 月底，

創科基金已資助逾 4 330 個研發項目，總承擔額約 126  億元，

佔創科基金總資助額（約 212 億元）超過六成。當中，「創新及

科技支援計劃」資助本地研發中心 5、大學及其他指定公營科研

機構進行應用研發項目，很多研發成果已成功商品化。例如，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支持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進行一

個紡織物循環再造的研發項目，將舊衣物循環再造成纖維，再

用於生產紗線和布料等。一間本地公司已應用這項新科技，在

2018 年 9 月於大埔工業邨設立了環保紗生產線，是本港半世紀

以來首間開業的紗廠。項目不但加強本地紡織業界的競爭力，

亦為整體社會帶來裨益。  

 

9. 除了研發，創科基金亦鼓勵科技應用。「科技券」協助

本地企業或機構使用科技服務和方案，以提高生產力或促進業

務流程升級轉型。「科技券」有助提升業界的生產力和競爭力，

並為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增添動力。為評估計劃的成效，申請者

                                                 
4 即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及

香港理工大學。  

5 即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納米及先進材料研

發院、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和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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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項目完成六個月後，向創新科技署（「創科署」）提交評

估報告，就項目達致提高生產力或升級轉型的目標從而增強競

爭力的程度作出評估。截至 2020 年 6 月底，398 個已完成項目

的受惠企業已向創科署提交評估報告，當中 97%認為項目有助

提升其競爭力。  

 

10. 為了讓經濟更多元化發展，為香港的經濟注入新動

力，創科基金積極協助推動「再工業化」。創科署已在今年 7 月

在創科基金下推出 20 億元的「再工業化資助計劃」，以 1（政

府）：2（企業）的配對形式資助生產商在香港設立新的智能生

產線。所有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在香港成立的公司

均可申請資助。每個項目的資助額最多為獲批項目總開支的三

分之一或 1,500 萬元，金額以較低者為準。  
 

11. 「再工業化資助計劃」為本地生產商提供支援，邁向

高增值生產及升級至「工業 4.0」。在本港設立智能生產線可提

供直接就業機會，特別是為年輕人提供優質的創科職位，亦可

推動相關企業在港設立支援業務，以及帶動對廣告、檢測和認

證等其他服務行業的需求，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為香港不

同行業帶來更廣泛的經濟效益。「再工業化資助計劃」亦有利

將科研產品從研發到製成品的價值鏈保留在本地，產生羣聚效

應，以期吸引初創企業及本地、內地及海外企業、大學及科研

機構在香港從事研發及生產，為香港的先進製造業發展帶來新

動力。  

 

12. 另外，為配合「再工業化」的發展，創新科技署於

2018  年在創科基金下推出「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以

2  （政府）：1（企業）的配對形式資助本地企業人員接受高端

科技培訓，尤其是與「工業 4.0」有關的培訓。截至 2020 年 7  月

底，「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已批出約 1,750 萬元資助額，

供約 2 400 名學員接受高端科技培訓，從勞動力質素方面提升

了香港整體的競爭力。  

 

創造就業  

 

13. 創科基金資助本地研發中心等機構的運作，當中創

造了不少就業及培訓機會。例如，在 2018-19 年度，創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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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的四所本地研發中心的研發項目共聘用約 1 500 名科研

人員 6，為大學畢業生及技術人員提供大量培訓及就業機會。  

 

14. 在資助計劃方面，由創科基金資助的研發項目撥款一

般可用以支付相關項目員工的薪酬，從而刺激本地就業。此外，

創科基金下的「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支援六所大學的

師生創立科技企業。截至 2018-19 年度，獲資助的 188 間初創

企業共創造了超過 1 000 個職位 /培訓機會，其中約 66%為技術

職位。  

 

「研究員計劃」及「博士專才庫」  

 

15. 此外，創科基金下的「研究員計劃」及「博士專才庫」，

分別資助合資格企業及機構聘請本地大學畢業生及博士後專

才，從事研發工作，資助期由 2019 年 2 月起由最長兩年增加

至最長 3 年。兩項計劃的資助範圍已於 2020 年 3 月由創科基

金資助的研發項目、以及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的培育公司和創

科租戶擴展至全港進行研發活動的科技公司，讓更多公司及人

才受惠。  

 

16. 由 2004 年推出至 2020 年 6 月底，「研究員計劃」已

批准逾 4 980 個研究員申請，涉及資助總額約 13 億 6,000 萬

元；而「博士專才庫」由 2018 年 8 月推出至 2020 年 6 月底亦

已批出超過 1 000 宗申請，涉及資助總額約 5 億 8,000 萬元。

為了增加靈活性，創新科技署已於今年 7 月 1 日起整合兩項計

劃為「研究人才庫」，讓每個合資格企業及機構可聘用最多四

名學士、碩士或博士程度的創科人才，進一步鼓勵及協助本地

科研人才就業。  

 

 

曾獲創科基金資助的研究員及初創企業的現況  

 

17. 研究員在聘用期結束後，須向創科署提交問卷，以便

該署了解有關研究員的就業狀況。在 2019 年收回的問卷中，

53%的研究員表示已覓得研發相關的工作，另外 15%的研究員

則仍在尋找工作但表示有意從事科研工作。由於獲「研究員計

                                                 
6 包括四所研發中心的研究人員，以及曾經參與創科基金資助的相關研發項目的

大學、科研機構和其他參與方的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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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資助的研究員在完成計劃後可尋找不同工作或繼續學業，

創新科技署並無作追蹤調查，而進行相關的追查亦有難度，因

此沒有備存仍在創科界別工作的研究員數目的統計資料。  

 

18. 在獲創科基金資助的初創企業方面，截至 2019 年年

底，有 241 間曾獲「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資助的初創

企業仍在營運，而其餘的九間已結束營運。至於其他（包括香

港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的培育公司）的資助計劃，創科署並沒

有備存獲資助企業在完成相關項目後是否仍在營運的資料。  

 

 

 

創新及科技局  

創新科技署  

2020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