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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芬蘭的創新科技產業 
 
 
1. 引言  
 
 
1.1 芬蘭現時被譽為歐洲的創新先驅，同時亦是全球的高科技

樞紐。 1 儘管如此，芬蘭曾經是一個依賴林業資源的經濟體系，

直至 1980年代經濟放緩，傳統工業核心備受挑戰。自此，芬蘭致力

轉型為創新導向型的經濟體。  
 
1.2 芬蘭在創新科技方面的成就具備以下特點︰ (a)鼓勵私營

企業、大學及學術機構在研究及發展 (下稱 "研發 ")活動方面互相

交流的政府政策； (b)密集進行研發工作，以及 (c)由私營界別主導

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芬蘭聞名的教育制度 2 培育出優秀的勞動

人口，亦是芬蘭成功的關鍵。  
 
1.3 在 2012年，芬蘭用於研發的總開支佔其本地生產總值的

3.6%，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系比較 (例如日本為 3.3%，美國為 2.8%) 3，

芬蘭的數字在國際上屬高水平。經過多年在研發方面的投資，配合

傳統的電訊業，芬蘭在多個行業具備優勢︰ (a)電子遊戲業，尤其

是創作 "憤怒鳥 "(Angry Birds)遊戲的 Rovio公司； (b)可再生能源、

污水處理、廢物管理和減少排放方面的環保科技，以及 (c)生物科技

(例如生物醫藥及基因技術 )。  
 
1.4 本資料便覽旨在闡述芬蘭國家創新體系的組織架構及

推動其發展的政府政策，以加深議員對芬蘭創新科技產業的認識。 

                                            
1 舉例而言，芬蘭在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 2014年網絡發展指數中排名第 1。有關指數

量度經濟體系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提升競爭力的表現。  
2 關於芬蘭教育制度的詳情，請參閱 FSC40/13-14號文件。  
3 相比之下，在 2012年，香港的相應數字為本地生產總值約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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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創新體系的組織架構  
 
 
2.1 芬蘭早於 1992年便以國家創新體系的概念作為創新科技

政策的基本元素，是全球首個採用這概念的國家。國家創新體系

的概念是指政府以宏觀的方針制訂創新科技政策，同時涵蓋教育

與科學，以至私營企業的創新活動和科技創新的商業化應用。

現時，芬蘭的國家創新體系由以下  4 個層面組成︰  
 

(a) 由芬蘭國會及政府作出最高層次的決策。  
 

在議會層面，未來委員會 (Committee for the Future)負責

評 估 與 創 新 有 關 的 事 宜 ， 以 及 科 技 發 展 對 社 會 的

影響。 4 政府會就有關創新科技的事宜，徵詢研究和

創新理事會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ouncil) 5 的意見。

理事會亦負責創新科技的策略性發展，以及統籌國家

創新體系；  
 
(b) 第二層面包括多個與創新科技事宜相關的部門，當中

最重要的兩個部門是教育與文化部 (負責創新教育及

培訓 )和就業與經濟部 (負責工業及科技政策 )；  
 
(c) 第三層面指以下  3 個研發資助機構，這些機構根據

不同的資助目標設有明確分工︰  
 

(i) 芬蘭科學院 (Academy of Finland)以公帑資助大學及

研究機構進行的科學研究。芬蘭科學院是隸屬教育

與文化部的行政部門；  

                                            
4 未 來 委 員 會 由 社 會 民 主 黨 成 員 帕 沃 ·利 波 寧 (Päivi Lipponen)擔 任 主 席 ， 另 有 一 位

副主席及 15名委員。  
5 研究和創新理事會由總理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另外 7名部長及 10名代表創新科技

產業利益的非官方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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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芬 蘭 國 家 技 術 創 新 局 (Finnish Funding Agency for 
Innovation，即Tekes)負責以公帑資助下列項目︰私營

企業的研發活動、大學及研究機構旨在為芬蘭企業

開創商機而進行的研究活動，以及公共服務提供者

為提供優質服務而進行的研究活動。芬蘭國家技術

創新局隸屬就業與經濟部；  
 
(iii) 芬蘭國家研發基金 (Finnish Innovation Fund，即 Sitra)

是一個在芬蘭國會監督下運作的獨立基金 6，負責

支 援 研 發 活 動 ， 以 推 動 芬 蘭的 發 展 、 促 進 經 濟

增長、提高國際競爭力及加強國際合作；及  
 

(d) 第四層面由大學、學術機構及私營企業等組織組成

(請參閱附錄 )，負責進行研究。  
 
 
3. 支援創新科技產業發展的政府政策  
 
 
制訂國家發展策略  
 
3.1 負責創新科技策略性發展的研究和創新理事會，在其

《國家研究與創新政策指南 2011-2015》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olicy Guidelines for 2011-2015)中列出創新科技發展的  3 個主題，

即 (a)優先分配資源予指定範疇 (例如推廣科學研究及專利申請 )；
(b)透過提升基礎研究設施，以及改善高等教育界別的教學和研究

質素，營造一個支援充足的創新環境；以及 (c)為研究人員開拓事業

發展途徑，並吸引海外學生和專家到芬蘭求學及工作，從而提升

人力資本。  
 
3.2 此外，研究和創新理事會聯同芬蘭政府定下國家目標，

致 力 在 2020 年 或 之 前 把 研 發 開 支 提 升 至 芬 蘭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的4%，藉以進一步加強芬蘭的創新能力。  

                                            
6 芬蘭國家研發基金的監事會由 9位國會議員組成，負責監察該基金管理層的表現，

並就運作原則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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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新科技產業推行以商業羣組為基礎的政策  
 
3.3 芬蘭政府採用以商業羣組為基礎的模式，透過大學、研究

機構及私營企業之間的合作，將分散於不同區域的研發活動結合

成 創 新 的 網 絡 羣 。 已 結 束 的 研 究 與 創 新 專 業 技 術 中 心 項 目

(Centre of Expertise Programme，即OSKE)和現正推行的創新城市項目

(Innovative Cities Programme，即 INKA)，便是兩項旨在促進創新科技

發展和提升區域競爭力的措施。  
 
3.4 研 究 與 創 新 專 業 技 術 中 心 項 目 自 1994 年 起 推 行 了

約  20 年，其特點是就創新科技發展採用傳統以界別為基礎的

模式，組成了  13 個商業羣組，每個羣組專門研究某一特定範疇，

例如環保科技和數碼業務。然而，這個傳統模式或不足以應付當地

社區在科技上面對的多方面問題。 7 有鑒於此，芬蘭自 2014年起

以創新城市項目取代研究與創新專業技術中心項目；這個新項目

匯集不同專門領域的教育、商界及公營界別資源，藉多界別模式

進行研究工作。  
 
3.5 芬蘭為新的創新城市項目訂立了  5 個主題︰生物經濟 8、

網絡保安、創新城市發展與工業再發展、未來醫療，以及可持續

發展的能源解決方案。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負責管理創新城市

項目的運作，這項目主要由芬蘭政府及相關的地區資助。 9 
 
 
鼓勵私營界別參與及投資  
 
3.6 私營界別在芬蘭的創新科技發展方面擔當舉足輕重的

角色。在 2012年，私營界別用於研發的開支佔全國研發總開支

的69%。有見及此，芬蘭政府推出多項措施，為私營企業營造有利

的營商環境，並確保公私營界別之間的互動得以成功。這些措施

包括：  

                                            
7 舉例來說，智能運輸項目除了涉及資訊及通訊科技之外，亦可能觸及設計、機械

技術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專門知識。  
8 生物經濟涵蓋土地、漁業及水產養殖環境中的可再生資源的可持續生產，以及將

這些資源轉化成食物、飼料、生物基產品 (bio-based products)及生物能源。  
9 歐洲委員會向歐洲聯盟成員國提供資金以推行創新及研究項目，藉此平衡不同

區域之間的失衡情況，從而加強歐洲聯盟內的經濟及社會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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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成立以公私營合作方式運作的科技和創新戰略卓越

中 心 (Strategic Centres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即SHOKs)，以加快創新過程。目前已有  6 個
科技和創新戰略卓越中心投入運作，涵蓋生物經濟、

能源、醫療、資訊科技及機械工程等範疇。每個科技

和 創 新 戰 略 卓 越 中 心 每 年 投 資 約 4,000 萬 歐 元

至 6,000 萬歐元 (4 億 1,200 萬港元至  6 億 1,800 萬港元 )
進行研發活動，當中半數資金來自政府，其餘半數則

來自參與項目的企業；及  
 
(b) 由 2013年起提供以下兩項新的稅務優惠，鼓勵私營

界別投資於研發活動︰  
 

(i) 聘請新研發人員的企業，可享有每年最多 10萬歐元

(130萬港元 )的稅務寬免；及  
 
(ii) 私人投資者如為新企業提供資金，可獲寬免50%的

資本增值稅。  
 
 
為研發活動提供撥款資助  
 
3.7 為鼓勵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芬蘭政府提供巨額資助，

以 支 援 研 發 活 動 ， 2014 年 的 資 助 金 額 達 19 億 6,000 萬 歐 元

(200 億港元 )。在政府的整體撥款中，約 30%分配予大學研究、

26%分配予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 17%分配予芬蘭科學院，其餘

27%則分配予各研究機構及大學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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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芬蘭國家創新體系的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 ERAWATCH (2014)。  

國會

政府

研究和創新 

理事會 
教育與文化部 就業與經濟部 其他部門 

芬蘭科學院
芬蘭國家

技術創新局

芬蘭國家

研發基金

大學、公營研究機構、私營研究機構及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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