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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 5日 

“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及再工業化政策” 

公聽會意見書 

一、概況 

1. 在 2016 年施政報告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首次提出再工業化的

措施，並宣布再工業化有潛力成為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為把握

資訊及通訊科技和物聯網技術迅速發展帶來的機遇，政府希望吸

引適合以香港為基地的高增值工業，使傳統的勞工密集產業能夠

轉型至智能生產。香港具備傳統製造業的專業知識和品質標準，

所以有潛力發展高端、切合個別用家需要及高增長的科技範疇，

例如機械人技術、醫療衞生相關產業、環保解決方案，以及嵌入

物聯網技術的新一代消費產品等。

2. 為推動再工業化，當局除推行經修訂的工業邨政策外，香港生產

力促進局亦將協助工業升級轉型，使相關企業再工業化，轉向高

增值生產。在檢測和認證方面，當局亦會在 2016年度推出措施，

免收相關豁免書費用，協助實驗所在工業大廈營運。

3.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在 2017 年施政報告中匯報了再工業化的進

展。根據政府所提供的資料顯示，近年為了推動「再工業化」，

鼓勵以新技術及智能生產為基礎的先進製造業在港發展，政府一

直在基建、資金、技術及人才方面提供支援。

4. 基建方面，政府透過科技園公司，為業界提供促進工業研發和先

進製造業所需的基建和設施。科技園公司已在 2017 年 3 月完成

翻新一座位於大埔工業邨的廠房為精密製造中心，用以推動高科

技智能生產。現時該中心已全數租出予多個生產商。科技園公司

亦正在將軍澳工業邨興建先進製造業中心，推動高增值製造業的

智能生產和先進組裝。科技園公司已於去年 4月就先進製造業中

心進行租務招標，並已收到多份進駐申請，業界反應理想，反映

現時製造業對本地的生產設施有一定需求。

5. 資金方面，政府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提供財政支援，支持可提升

業界科技水平及促進創新的研發項目，從而推動「再工業化」。

相關資助計劃包括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夥伴研究計劃及企業支

援計劃等。科技園公司亦會調配政府 100億元撥款的部分資源，

向先進生產商提供誘因，鼓勵他們在工業邨設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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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術方面，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協助製造業轉向高增值生產及逐步

升級至「工業 4.0」，包括與德國弗勞恩霍夫生產技術研究所共同

成立了科創中心，協助企業加快採用創新工業技術，推動「再工

業化」。此外，由政府成立的 5所研發中心近年亦積極進行與「再

工業化」相關的研發工作，涵蓋大數據、物聯網、機械人技術、

新材料、智慧運輸、環保科技等多個領域，為業界帶來更多機遇。 

7. 人才方面，創新科技署在 2018 年 8 月推出的「再工業化及科技

培訓計劃」，以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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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再工業化」注

入動力。生產力局亦與職業訓練局及德國弗勞恩霍夫生產技術研

究所合作，於 2018年 3月推出全港首個「工業 4.0」專業文憑課

程，加強培訓業界從業員的「工業 4.0」相關技能。 

8. 另外，為進一步推動「再工業化」，政府計劃成立 20億元的「再

工業化資助計劃」，以配對形式資助生產商在港設立智能生產

線，並向科技園公司增撥 20 億元，改建一座位於元朗工業邨的

舊廠房為微電子中心，滿足業界的需求。 

二、發言重點 

必須摒棄積極不干預的消極的工業政策 

9. 前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在去年 10 底回應議員關於創新、科

技及再工業化的書面質詢時回應指出，根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香港一直奉行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的經濟政策。政府支援工業

的政策，旨在為業界締造有利的營商條件，及提供適切的支援，

讓業界發揮所長。部分企業，尤其是高端產業的企業，有條件考

慮把部分需要較少土地及人手的高增值工序在香港進行。所有香

港企業，包括有意回流返港的企業，可透過不同政府部門和半官

方機構轄下的支援計劃如工業貿易署轄下的「中小企業信貸保證

計劃」、「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工商機構支援基金」、「發展

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在融資、拓展出

口市場及提升行業整體競爭力等方面得到支援。」 

10. 正好是當局這種僵化的思維，死守積極不干預政策，以為任何高

新產業、再工業化的計劃可以單憑這些小恩小惠的支援措施便可

可由私營企業自行打造出來，才會導致今天香港的工業仍然是一

潭死水，毫無起色，而產業亦嚴重向金融及地產相關行業傾斜。

香港需要的是一整套工業政策，包括再工業化在內的計劃是必須

由官方規劃、官方牽頭、官方導向、官方促成、官方支援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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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成事，否則以利潤極大化的私人財團是不會像「平地一聲

雷」般突然自行創造一個新產業，並讓其持續壯大和成長，更遑

論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當局應該主動出擊，篩選和推動適合香

港本身的條件的產業規劃，讓商界根據產業規劃的政策和內容而

作出參與和部署。 

11. 當局可以效法其他已發展國家的做法，就鎖定的新興產業制訂行

業發展藍圖和確立目標，並按規劃重新調配現有的教育資源，培

育相關人才；亦可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為引入海外投資、專才

及技術創造相應的條件。同時，當局必須重新建立專責工商事務

的政策局或專責機關，並由有關的專責部門制訂長遠的工業政

策，香港才可按部就班拓展產業種類和提高行業的競爭力，以確

保經濟可作長遠和穩定的發展。 

積極鼓勵私營企業增加研發開支 

12. 現時香港無論是公營或私營的研發開支水平在大部份發達家之

中敬陪末座，本港在 2018 年的研發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

僅為 0.86%，較內地的 2.0%為低，亦較美國、日本及韓國所報的

2.8%、3.5%和 4.3%的比率相差很大。若要推行「再工業化」，除

了政府提出牽頭作用(特首在 2017 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在其五

年任期內將香港的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倍升至

1.5%)，增加政府及公營組織各項環節的研發開支之外，當局必須

提供不同的優惠措施，以鼓勵本港私營企業的研發及投資意欲。 

促進和實現研發成果商品化 

13. 特區政府應該利用已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作為主要平台，聯同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等與工業有關的官方組織，合作制定香港未來的

高新科技工業的發展政策，並結合其他公營部門、業界組織、專

上學院、科研機構等力量，接觸本港、內地及海外的科研體系及

生產企業，協調各方實現研發成果商品化、高新技術市場化、科

研知識產業化等工作。 

推稅務及折舊優惠鼓勵工業回流 

14. 給予從珠三角回流香港的港資工業商家稅務優惠，尤其是那些涉

及高新科技領域的工業可獲取更大的稅務優惠。現時珠三角港商

面對極大的轉型壓力，當中不少有意將自動化、高精密的工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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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設備遷回香港，當局應考慮給予港資企業的設備投資更大的

稅務寬減。與此同時，自由黨亦期望特區政府可以讓有生產工序

回流香港的珠三角港商的境外設備投資者享有更寬鬆的稅務折

舊，以鼓勵他們將部份生產工序重新在香港展開。事實上，廠家

們的關注焦點是政府可以在稅務負擔上作出彈性處理，例如備受

爭議的稅務條例 39E項，故期望政府可以就此採取更靈活的處理

方法。 

推動智能製造 

15. 參考德國政府的做法，推動香港特式的「工業 4.0」計劃。「工業

4.0」是一個由德國政府於 2013 年提出的高科技計劃。德國聯邦

教育及研究部和聯邦經濟及科技部將其納入《高技術戰略 2020》

的十大未來專案，投資約達 2億歐元，用以提升製造業達致電腦

化、數碼化和智能化的目標。該計劃並不是單純地創造新的工業

技術，而是着重將現有的工業技術、銷售與產品統合起來，建立

具有更好適應性、高資源效率和人員工程學的智能工廠，並在商

業流程及價值流程中整合客戶以及商業夥伴，提供完善的售後服

務。雖然香港沒有現成的境內工業體系，但我們位於珠三角的工

業基礎力量和營運經驗及規模始終是十分強大，故當局可考慮以

珠三角製造基地為基礎，以產業支援、稅務安排、資金投放及輸

入適切的人力資源來建立本港境內的智能化製造業基地。 

興建新型工廈 

16. 鑑於新型製造業所配備的設備多數屬於大型精密機器，故其廠房

須要防震、防塵、承載力強及較高樓層高度等特點，因而傳統的

工廠大廈未必可以容納這類新型製造業，當局應考慮在新建工業

園或工業邨內興建一些由政府統籌及管理的公營工廈，提供予新

興工業、高增值工業及珠三角港資回流工業使用，讓這些投資者

可免除土地供應之憂。 

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實現再工業化的轉移 

17. 中國近年倡議的產業發展的其中一個目標，是希望透過擴大陸海

通道及增加通商區域，達致加大產業結構的調整力度，最重要是

向“一帶一路”所涵蓋的地區吸納其過剩的生產力，而對大灣區最

具意義是位於珠三角地區的港資製造業可以將其較便宜/低端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E8%81%AF%E9%82%A6%E6%95%99%E8%82%B2%E5%8F%8A%E7%A0%94%E7%A9%B6%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E8%81%AF%E9%82%A6%E6%95%99%E8%82%B2%E5%8F%8A%E7%A0%94%E7%A9%B6%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E8%81%AF%E9%82%A6%E7%B6%93%E6%BF%9F%E5%8F%8A%E7%A7%91%E6%8A%80%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9B%A0%E5%B7%A5%E7%A8%8B%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BA%E6%85%A7%E5%B7%A5%E5%BB%A0&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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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一帶一路”地區進行推銷。珠三角製造業可以利用這個機

遇，舒緩大灣區產能過剩的製造業壓力，而港資製造業亦可以此

為契機，重新調整其產業結構分佈的問題，甚至進而實現部份工

業回流香港。 

18. 香港已經具備多項拓展「三高」產業含量的優越條件，包括設備

完善的大學、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和法律制度、深厚企業文化

等；同時亦建立一定的科研基礎設施(科技園、數碼港、應用科技

研究院等)，故可以就「粵港澳大灣區」所需的技術進行引進、吸

納、轉化，以配合中國的產品升級及技術改造的發展。另外，特

區政府駐粵辦亦可增強其中介功能，例如向香港的科研機構轉達

內地對核心技術或科研產品的需求，亦可反過來為香港推介香港

科研機構所開發的新技術或新產品予內地商家或科研機關，從而

增加香港科研技術的可應用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