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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及再工業化政策 

香港工業總會意見書 

香港工業總會（工總）感謝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邀請，就香港的創新科

技發展及再工業化政策表達意見。 

工總認為（一）制定策略發展藍圖、（二）增加基礎設施、（三）推動「官

產學研」合作，以及（四）加強人才培訓，對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的發展至為重

要。本意見書將就此四大範疇提出意見。有關詳情請見附件。 

工總希望各委員在聽取業界意見後，提出更合適的政策及支援措施，協助

推動香港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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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有關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及再工業化政策 

香港工業總會意見書 

本意見書在四大範疇就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及再工業化政策提供意見，分別

是：一、制定策略發展藍圖；二、增加基礎設施；三、推動「官產學研」合作；

以及四、加強人才培訓。 

制定策略發展藍圖 

2. 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政策近年開始成為施政報告的重要關注事項。現時特

區政府各政策局及相關部門按其職能及業界需要，制定有關政策及措施。

3. 工總認為，一套經周詳考慮、全面的政策，才可帶領本港長遠的創新科技

及再工業化發展，而特區政府應擔當領導的角色。因此工總希望政府在諮詢業界

和相關持份者後，制定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的策略發展藍圖，涵蓋傳統和新興產

業，釐定香港與其他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協作和分工，並制定目標和績效指標，

以更有效地整合及運用現有資源。

4. 同時，政府宜參考其他地區（例如台灣、新加坡及南韓）的例子，適時更

新製造業對經濟貢獻的評估方式和統計方法，以協助政府和業界更準確地掌握香

港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發展的最新情況，從而制定合適的措施。

5. 此外，工總認為微電子產品製造、中成藥研發與製造、食品加工及回收再

造四個本地工業，均具有相當潛力，值得在本港大力推動發展。工總希望政府可

將該四個工業納入政府的策略發展藍圖，並針對這些工業推出支援措施。

6. 舉例說，特區政府可為獲得本港特定機構認證的本地製產品（例如食品及

中成藥），向內地當局爭取等同獲得內地相關標準，可直接在大灣區城市銷售，

免卻內地繁複的檢查手續。另外，以回收再造業為例，特區政府可推出試驗計劃，

資助私營機構採購本地製的環保及再造產品。

增加基礎設施 

7. 在基礎設施及配套方面，工總認為對推動香港的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的長

遠發展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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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8. 特區政府 2020 年 4 月表示已完成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總體規劃研究」

和「商業模式和商業計劃研究」，現時正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及經濟影響分析研

究，並將基於研究結果制定園區的發展策略和規劃。工總建議政府和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公司在制定園區發展策略和規劃時，適時諮詢業界人士及相關持份者的意

見。有關諮詢既確保園區的重點產業不會與香港科學園現有的重點發展產業重

疊，亦讓園區的實際科研設備及配置能與現有規劃及設施互相配合，發揮協同效

應。

擬建香園圍口岸工業邨 

9. 特區政府2020年3月表示，香港科技園公司正就一幅位於香園圍口岸附近

約56公頃的土地進行研究，以制定合適的工業邨土地使用方案。工總支持有關建

議，認為將有效紓緩工業界對工業用地的殷切需求，並期望特區政府與香港科技

園公司在進行適當諮詢後，盡快推出該工業邨的使用方案。

數據中心用地 

10. 近年，本港對數據中心服務的需求有增無減。香港地理位置優越，並擁有

優良的基礎建設，有潛力發展為大灣區的數據中心樞紐。現時位於將軍澳工業邨

的數據中心集中地，空間已接近飽和；因此，工總建議政府著手研究在現有用地

擴建數據中心的可行性，以支援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整體發展。

環保工業的土地供應 

11. 發展環保工業需要大量可供長期租賃的土地。2007年已開始運作的屯門龍

鼓灘環保園，透過向業界提供租賃期長達20年的合約，為環保業界長遠發展提供

用地。然而，根據政府資料，該環保園共14公頃的土地已經全部出租。工總擔憂

本港可用作環保工業的土地不敷應用，而地政總署轄下的短期租約用地亦未能滿

足業界對長期可租賃土地的需求。

12. 因此，工總建議特區政府於新發展區增加相關土地供應。工總認為可考慮

於洪水橋新發展區內的工業或其他指定用途地段上提供用地，讓其可與屯門龍鼓

灘環保園及港珠澳大橋等現有設施發揮協同效應。倘若特區政府未能提供專為環

保工業而設的用地，我們建議特區政府為發展高增值業務的環保工業提供租金津

貼，以減輕業界的長遠營運成本。

推動「官產學研」合作 

13. 工總認為「官產學研」中的四大持分者，即政府、業界、學術界及研發機

構，必須充分合作，方能有效推動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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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 

14. 特區政府的重點項目「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旨在發展香港成為環

球科研合作中心，於今年設立「Health@InnoHK」和「AIR@InnoHK」兩個創新

平台；前者聚焦與醫療相關的科技，而後者則集中發展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

工總認為該兩個創新平台可促進業界與學術界和研發機構的合作，大力推動本港

的創科發展。工總期望除以上兩個創新平台外，日後陸續推出涉及其他科技範疇

的創新平台。 

 

機電工程署「機電創科網上平台」 

15. 機電工程署於2018年推出的「機電創科網上平台」（E&M InnoPortal），該

平台收集各政府部門、公營機構以及機電業界對應用創新科技的需求，並讓創科

企業及大學提議解決方案，以推動創新科技的研發和應用。 

 

16. 工總認為該平台具備相當發展潛力，機電工程署日後檢視「E&M 

InnoPortal」的發展路向時，可將不同行業（例如運輸業和工程界）的應用創新科

技與再工業化需求納入其中，讓各行業能便捷地在「E&M InnoPortal」上尋找合

適方案，相信能刺激香港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的發展。 

 

開放數據 

17. 開放數據有助本港科技公司及初創企業進行產品開發工作，促進創新科技

及智慧城市的發展。工總認為，特區政府現時的開放數據計劃能提供大量由本地

公營機構持有的數據，有助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的產品開發工作，惟有意見指出

政府開放數據的格式未見統一；因此，工總建議政府改善開放數據的工作，令業

界能更易獲取相關數據。 

 
18. 此外，在保障市民私隱及私營機構知識產權的前提下，工總建議特區政府

鼓勵本地私營機構開放數據，加速創新科技的發展。 

 
加強人才培訓 

 
19. 無論是創新科技或再工業化，均需要優秀的人才方能可持續發展。工總亦

一直倡議「工業年輕化」，除了與不同持份者合作，向年輕人推廣創科及工業的

發展潛力，培育相關範疇人才外，亦希望能為年輕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創科實習計劃」 

20. 特區政府在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推出「創科實習計劃」，工總

認為有關計劃將能協助學生接觸實際創科工作，累積經驗。工總注意到計劃對象

暫時只包括STEM課程的本科生及研究生。為了讓更多學生可以累積相關經驗，

工總建議計劃將適用對象擴大至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STEM課程的副學位學生，

並將計劃逐步擴展至與製造業相關的學科（例如中醫學系），以吸引年輕人投身

創新科技及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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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職業專才教育 

21. 《2027年人力資源推算主要結果》顯示，預計於2017至2027年間，香港擁

有副學位、學士學位和研究院程度的人力供應，平均每年增長1.6%至2.9%。工總

認為若要吸引學生報讀與創新科技或再工業化範疇相關的課程，將職業訓練局下

的課程學位化是大勢所趨。

22. 因此，工總建議職業訓練局按創科及工業界的需要設計課程，向學生頒授

與傳統大學本科生地位相同的應用學位（Applied Degree），以吸引學生報讀。同

時工總建議政府及職業訓練局針對傳統大學沒有提供的市場分層，作為發展職業

專才教育的切入點。

其他 

23. 至於在對行業的財政支援方面，工總有以下建議︰

「再工業化資助計劃」 

24. 工總歡迎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2020年5月通過「再工業化資助計劃」，認為

能為本地廠商提供更充裕的資金進行升級轉型。惟在可見將來環球及本地經濟環

境仍會欠佳，相信廠商於籌措資金上會面對不少壓力，因此工總促請政府盡快推

出計劃詳情並接受申請，讓企業早日享受升級轉型成果。

「創新及科技基金」 

25. 除盡快推出撥款計劃外，工總期望政府能放寬「創新及科技基金」下各計

劃的申請資格，讓更多公司受惠。具體而言，工總建議放寬「創新及科技基金」

下「企業支援計劃」的申請資格，例如允許在市場上未有同類產品的項目提交申

請，或允許申請公司無需提交學術文獻以證明項目屬研發性質，或准許已開展的

項目遞交申請。

26. 最後，工總期望本意見書能為各委員提供參考，協助各委員推動及審議創

新科技及再工業化的政策和措施。

香港工業總會 

2020年 6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