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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南韓、以色列及比利時的創新科技產業 
 

 

1. 背景  
 
 
1.1 世界銀行指出， "所有形式的創新，尤其是科技創新，已成為推動全球所有經濟體系增長的一股重

要動力，藉其加強競爭力及提升社會福祉。 " 1 因此，很多國家均致力促進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務求從崛

起的知識型經濟中受惠。本資料摘要旨在向工商事務委員會提供資料，闡述創新科技產業在南韓、以色列

及比利時的發展情況，這  3 個國家近年在科技發展方面均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  
 
 
2. 創新科技產業在南韓、以色列及比利時的發展  
 
 
南韓  
 
2.1 南韓缺乏天然資源，為求經濟增長，國家積極發展人力資本，並在科學技術方面作出大量投資，

從而開拓由創新科技帶動的產業發展。南韓早於 1960年代便着手發展科學技術，開始從國外輸入技術再加

以改良，並同時提升本地的科技實力。1980年代見證了南韓的產業政策由學習外國技術轉型至技術開發，

而政府的角色亦由規劃和出資，轉變為促進和便利私營機構進行產業的研究及發展 (下稱 "研發 ")。  

                                            
1 請參閱 World Ban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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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韓在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為此推出範圍廣泛的經濟改革，包括重點發展高科技

產業 (尤其是資訊科技 )，作為協助國家重拾競爭力的龍頭行業。南韓用了短短兩年時間便復甦過來，產業

研發超越金融危機前的水平。更重要的是，該國於危機之後成功轉型為全球最具動力的科技經濟體系

之一。2011年，南韓的研發總開支相對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 (下稱 "研發總開支相對比率 ")達 4.03%，比率

在全球排行第 6位。此外，南韓在2013年全球創新指數 2中位列第 18位，更在 (a)人力資本與研究及 (b)基礎設

施的分項評估指標取得較高的排名。  
 
 
以色列  
 
2.3 以色列國家面積細小，而且缺乏天然資源，加上長期受到鄰近的阿拉伯國家的戰爭威脅，促使當

局為國家安危的考慮，力求維持在科技上超越鄰國的優勢。以色列的創新科技產業在 1980年代取得突破，

當時該國由於資金短缺，未能成功研發Lavi戰鬥機 3，以致數以百計在尖端的空氣動力學、航空電子學、電腦

及電子領域擁有豐富經驗的工程師轉投商業市場。  
 
2.4 以色列的創新科技產業在 1990年代維持增長勢頭， 2000年代的發展更一日千里。以色列勇於冒險

的文化，以及政府為發展資訊科技產業採取的積極措施，對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尤有幫助。經過超過30年
的發展，以色列已成為世界公認的高科技及創新樞紐之一，研發總開支相對比率在 2011年達 4.38%，是

歐洲聯盟 (下稱 "歐盟 ")平均比率 2.03%的兩倍以上。以色列亦在 2013年全球創新指數中位列第 14位，並在研

發總開支相對比率及創業資金 (venture capital)交易的分項評估指標中排名最高。此外，按新創企業的數目

計算，以色列僅次於矽谷。以色列現有4 800間新創企業，當中大部分是高科技公司。  

                                            
2 全球創新指數由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聯合國一個專門機構 )共同發布。該指數是一個綜合指標，根據

142個經濟體在提供有利創新的環境及開發創新成果方面的表現作出排名。  
3 以色列計劃以 Lavi 戰鬥機作為國家空軍的支柱，並曾預期從戰機的銷售錄得可觀的出口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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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2.5 在 1980年代，比利時由一個實行中央集權的國家，成功轉變為一個由 3個地區 (即法蘭德斯地區、瓦隆

地區和布魯塞爾首都地區 )組成的聯邦制國家。比利時聯邦化後，制訂創新科技政策的職責便由中央政府轉

移至  3 個聯邦地區。政策的改變為比利時往後多年的科技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特別是於每個聯邦地區均可

根據本身的社會經濟環境，制訂特定的創新科技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  
 
2.6 在 2011年，比利時的研發總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 2.04%，略高於歐盟的平均比率 2.03%。然而，比利時

在 2013年全球創新指數中位列第 21位，並在知識吸收及教育的分項評估指標中取得較高的排名。此外，商

界在創新科技發展方面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其有關開支佔 2011年研發總開支相對比率約 60%。  
 
 
3. 南韓、以色列及比利時的創新科技產業的主要特色  
 
 
3.1 根據第 6至 12頁的列表，南韓、以色列及比利時的創新科技產業的主要特色綜述如下，供事務委員

會委員參考。  
 
 
南韓 
 
3.2 南韓制定一項特定的法案  《科學技術框架法案》 (Framework Act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規 管 現 時 由 未 來 創 造 科 學 部 (Ministry of Science, ICT and Future Planning) 及 國 家 科 技 委 員 會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負責的創新科技產業發展。該法案特別規定南韓政府必須

每  5 年為科技界制訂基本計劃，而最新的基本計劃於 2013年 7月公布，目標是憑藉政府為本地研發項目提

供的支援，在未來  5 年內提升南韓的創新能力、創造64萬個新職位，以及增加基本科學研究在國內生產總

值增長中所佔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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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商界在南韓創新科技發展方面擔當主導角色，其有關開支佔 2011年研發總開支相對比率 75%。南韓

的財閥制度 (chaebol system) 4造就了商界的主導地位，該制度是建基於政府對商業集團的傾斜政策。  
 
3.4 南韓利用國內完善的基礎設施、具高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及政府的強大支援，在多項高科技產業中

建立競爭優勢。這些產業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液晶顯示、半導體及醫療／生物科技產業。不過，中小型

企業難以與財閥競爭、基本科學研究不足，以及科技發展及應用之間有欠聯繫等因素，可能會影響南韓日

後的科技發展。  
 
 
以色列  
 
3.5 以色列制定了一項特定法例  《鼓勵產業研究和發展法》 (Encouragement of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aw)   規管國內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該法例特別訂明在工業、貿易和勞工部 (Ministry 
of Industry, Trade and Labour)之下成立總科學主任辦公室 (Office of the Chief Scientist)，負責推行有關支援

及鼓勵產業研發的政府政策。  
 
3.6 以色列的創業資金及培育計劃在蓬勃的高科技行業中擔當重要的角色。該國的高科技行業集中地

別名為矽溪 (Silicon Wadi) 5，其重要性僅次於加里福尼亞州的矽谷 (Silicon Valley)。以色列當地的創業資金行業

早於 1985年隨着美國與以色列成立創業基金而誕生。2012年，以色列約有 70 個活躍的創業基金，當中 14個
是在以色列設有辦事處的國際基金。與此同時，總科學主任辦公室推出了培育計劃，讓具有創新意念但欠

缺資金發展業務和營商經驗的新生企業，向該計劃申請撥款。  

                                            
4 財閥是指南韓家族擁有的大型集團，一般以控股公司的形式組成，並控制多間法律上獨立而業務多元化的企業。  
5 Silicon Wadi 位處以色列沿海的平原，是高科技產業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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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以色列已在多個科技領域取得成果，包括水務科技、航天科技，以及生物科技和納米科技產業。

以色列的相對優勢包括： (a)大批具才幹的科學家、研究人員及工程師， (b)創業資金及培育計劃下令創業

容易，及 (c)國防技術向民用領域擴散。該國的挑戰主要來自新創企業缺乏商業管理經驗，及可用的研究經

費因大學的財政預算多年沒有增加撥款而減少。  
 
 
比利時  
 
3.8 有別於南韓及以色列，比利時沒有特定法例推動國內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每個地區均可各自制

訂推動研究和創新的策略，但有關策略要符合《歐洲 2020策略》(Europe 2020) 6訂明的規定，即必須撥出其

生產總值的 3%作研發用途。  
 
3.9 政府及商界均積極參與發展比利時的創新科技產業。聯邦政府提供稅務優惠予合資格的研發

項目，而從事相同行業的私營公司亦成立集體研究中心，為所屬的行業進行技術研究。此外，公營及私營

界別的創業資金亦會為從事創新的新創企業提供資金。  
 
3.10 比利時已在多個產業建立競爭優勢，例如鑽石、製藥、生物科技及可再生能源。這些產業得以

茁壯成長，有賴以下因素：政府的支援措施、高質素的勞動力、商業羣組的出現及容易取得創業資金。不過，

比利時亦面對多種挑戰，例如政府財政預算撥給研究項目的金額有限、市場上大多是吸收新技術能力偏低

的中小型企業，以及人力資源的限制。  

                                            
6 2010年，歐盟推出了長遠增長策略  《歐洲 2020策略》 把歐洲建設成一個智能型、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共融的經濟體，將就業率、

生產力及社會凝聚力推向高水平。《歐洲 2020策略》列出預期在 2020年前達成的  5  個目標，包括將歐盟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3%投放於研

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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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南韓、以色列及比利時的創新科技產業 

 
南韓  以色列  比利時  

(a) 負責的政府機關  

 未來創造科學部透過營造有利

環境，鼓勵新創企業將它們的創

意和創新科技應用於帶動南韓

持續增長所需的新增值產業、新

職位及新增長動力。  

 國 家 科 學 技 術 諮 問 會 議

(Presidential Advisory Council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就南

韓的創新科技政策及發展向總

統提供意見。  

 國 家 科 技 委 員 會 統 籌 主 要 的

創新科技政策及計劃、制訂科技

創新方面的策略性政策，並為

創新科技產業的未來發展提供

指引。  

 工 業 、 貿 易 和 勞 工 部 成 立

(a)總科學主任辦公室，負責

推行有關支援及鼓勵產業研

發項目的政府政策；以及 (b)
投 資 促 進 中 心 (Investment 
Promotion Centre)，負責為國

內的創新科技產業引入外來

及本地投資。  

 科 技 航 天 部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pace)訂 定 國 家 需 優 先 發 展

的創新科技研究範疇，並於高

等教育及科學技術領域作出

投資，以培育人力資本。  

 負責的聯邦機關包括：  

(a) 科 學 政 策 跨 部 會 議

(Inter-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Policy)，負責在聯

邦、地區及社區層面統籌相關

政策事宜；及  

(b) 聯邦科學政策辦公室 (Federal 
Science Policy Office)，負責

在聯邦層面統籌科學政策，並

代表比利時當局協調各項國

際合作計劃。  

 各個地區及社區亦設有多個政府

機關，督導當地創新科技產業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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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南韓、以色列及比利時的創新科技產業 (續 ) 
 

南韓  以色列  比利時  

(b) 規管產業發展的特定法律條文  

 《憲法》第 127(1)條訂明， "國家應

通過發展科學技術、資訊與人才，及

鼓勵創新，發展國民經濟。 " 

 《科學技術框架法案》亦訂定一套制

度化策略，務求 (a)全面及有系統地

推廣科學技術政策，以配合 21世紀的

知識及資訊型社會，並支持創新主導

的 經 濟 制 度 ； (b) 就 科 學 技 術 制 訂

中長期發展目標；及 (c)制訂科學技

術基本計劃。  

 《鼓勵產業研究和發展法》規管

總 科 學 主 任 辦 公 室 推 行 的 各 項

支 援 及 獎 勵 計 劃 。 該 法 例 旨 在

鼓 勵 以 色 列 公 司 投 資 於 研 發

項目，並由政府分擔項目本身的

風險。  

 《鼓勵產業研究和發展法》亦具

體訂明，在政府資助計劃下開發

的知識產權，須獲得總科學主任

辦公室的批准方可轉移至國外。

 沒 有 就 創 新 科 技 產 業 的

發展制定特定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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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南韓、以色列及比利時的創新科技產業 (續 ) 
 

南韓  以色列  比利時  

(c) 政府推動產業的政策  

 《科學技術框架法案》第 7條訂

明，南韓政府須就創新科技的發

展 訂 出 中 長 期 政 策 目 標 及 方

向，並須根據這些目標和方向，

每 5年為創新科技產業制訂一份

基本計劃及予以執行。  
 最新的基本計劃名為《第三份科

學技術基本計劃》，於2013年 7月
公布，其目標包括：  
(a) 提升南韓的創新能力；  
(b) 在 2013至 2017年間，把研發

撥 款 增 加 35% 至 92.4 萬 億

南韓圜 (6,716億港元 )；  
(c) 創造 64萬個新職位；及  
(d) 增加基本科學研究在國內生

產總值增長中所佔的比重。

 以 色 列 沒 有 制 訂

全 國 性 的 創 新 科

技 產 業 發 展 計

劃。然而，數份政

府 報 告 及 政 策 文

件 提 供 了 發 展 方

向，例如若干產業

的 發 展 被 訂 定 為

重點政策，包括生

物科技、納米科技

及環保技術。改善

低 技 術 產 業 的 競

爭 力 及 提 高 人 力

資 源 的 質 素 亦 是

重點所在。  

 根據《歐洲2020策略》，比利時當局須達致把

國內生產總值的 3%用作研發項目的目標。  
 比利時沒有制訂全國性策略。3個聯邦地區各

自制訂本身的發展計劃，即：  
(a) 法蘭德斯地區的 "Flanders in Action"勾畫出

把該地區轉型為多範疇 (例如綠色能源、

綠色物流及環保創新 )創新中心的藍圖；  
(b) 瓦隆地區的 "Marshall Plan 2.Green"旨在加

強科學研究以帶動未來發展，並採取具體

措施以落實這項優先任務 (例如與布魯塞

爾首都地區聯手就策略性主題推行研究

策略 )；及  
(c) 布魯塞爾首都地區的 "Regional Innovation 

Plan"訂出若干短期行動及長期方向，以期

分 別 於 2013-2014 年 度 及 2014-2020 年 間

推行，藉此提升布魯塞爾首都地區的創新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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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南韓、以色列及比利時的創新科技產業 (續 ) 
 

南韓  以色列  比利時  

(d) 公營及私營界別對產業的參與  

 南韓的創新科技產業主

要由私營界別帶動，私

營 界 別 的 相 關 開 支 在

2011年佔研發總開支相

對比率達 75%。  

 財閥在創新科技產業擔

當主導角色，而中小型

企業在業界的影響力卻

微不足道。財閥處於主

導地位是由於政府對商

業 集 團 的 傾 斜 政 策 所

致。  

 南韓創新科技產業最具

規 模 的 財 閥 為 三 星

(Samsung) 、 現 代

(Hyundai) 及 樂 喜 金 星

(LG)。  

 以色列政府針對不同發展階段及

不同科技創新領域的產業制訂

各項研發獎勵計劃，當中以總科

學主任辦公室推行的科技培育計

劃尤其重要。  

 在科技培育計劃下，擁有創新意

念但缺乏資金發展業務和營商經

驗的新生企業，可向總科學主任

辦公室申請撥款，將創新意念轉

化為商品。  

 私營界別亦在以色列的創新科技

產業發展中擔當著重要角色，當

地蓬勃的創業資金行業可反映其

重要性。2012年，以色列約有 70個
活躍的創業基金，當中 14個是在

以色列設有辦事處的國際基金。  

 聯邦、地區及社區層面的研發工作均

獲公帑資助。比利時國內亦有若干商

界天使 (business angels)，為創新的小

型企業提供另一資金來源。商界天使

是向新創企業提供資本的個人投資

者，他們一般擁有營商經驗。  

 從事相同行業的私營公司成立集體研

究中心，為所屬的行業進行技術研究

並支援公司之間的技術轉移。這些集

體研究中心的研究經費來自參與的私

營公司。  

 比利時的公營和私營界別亦聯手發展

該國的創新科技產業，例如瓦隆地區

的地區政府便資助由大學研究機構與

私營公司合作的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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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南韓、以色列及比利時的創新科技產業 (續 ) 
 

南韓  以色列  比利時  

(e) 主要創新科技產業  

資訊及通訊科技  
 南韓連續 3年在國際電訊聯盟的資訊及

通訊科技指數 (1)排名中名列首位。  
液晶顯示  
 全 球 最 大 型 的 液 晶 顯 示 產 品 生 產 商

中，有兩家 (即三星及樂喜金星 )來自

南韓。  
半導體  
 南韓在全球市場中處於領導地位，並於

2012年在全球半導體市場名列第 4位。

醫療／生物科技產業  
 由於對個人化醫療的需求不斷增加，加

上社會老化對再生醫學的需求與日俱

增，政府因此選定醫療／生物科技產業

作為南韓的新增長動力。  

水務科技  
 為 解 決 水 源 短 缺 的 問

題，以色列鼓勵與水務

有關的科技創新，包括

滴水灌溉、海水化淡，

以及大規模過濾湖水。

航天科技  
 以 色 列 航 天 局 (Israel 

Space Agency) 推行人

造衞星計劃多年，用作

偵察及商業用途。  
生物科技及納米科技產業  
 多間生命科學及醫療公

司在以色列設立研究機

構。  

鑽石產業  
 比利時安特惠普是世界最大的

鑽石交易中心。  
製藥產業  
 比利時的製藥產業領導全球，多

間製藥公司參與開發新藥物。  
生物科技  
 比利時的生物科技界別劃分為

醫療、工業及農業生物科技 3個
範疇。  

可再生能源  
 比 利 時 企 業 在 生 物 量 能 源 、

風能、海浪及潮汐發電、光伏電

及太陽熱能的領域都累積了深

厚的專業知識。  
註：  (1)  國際電訊聯盟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指數，是按全球 157個國家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便利程度，以及其使用情況和技術水平進行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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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南韓、以色列及比利時的創新科技產業 (續 ) 
 

南韓  以色列  比利時  

(f) 產業發展的相對優勢  

 基礎設施完善，寬頻及

無線網絡滲透率俱高。  

 政府多年來對教育作出

投資，令國內擁有大量具

高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和

研究人員，以配合不斷增

加的研發需求。  

 政府有強大的承擔建設

以科技為本的國家，並透

過稅務優惠及財政資助

等支援措施達致此目標。

 本地企業在全球佔有龐

大的市場 (如三星、現代

及樂喜金星 )。  

 以色列的創業資金水平佔國內生產總值

的比重，在發達國家中屬最高，為創業

提供有利的環境。政府的支援計劃亦協助

創業不久的科技企業把創新意念轉化為

有潛在市場價值的產品。  

 屬於發達國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年人

口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此外，按人均比

例，以色列的科學家／工程師人數亦是全

球最高。  

 以色列是移民及多元文化的國家，有助鼓

勵與其他國家合作，以及接納外來人才和

創新意念，以促進科技發展。  

 國防技術向民用領域擴散，讓有關技術轉

移應用於商業用途。  

 多間跨國高科技公司進駐以色列，以便受

惠於該國的研發設施及研究人才。  

 曾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

甚高，而吸納的博士生人數

在歐盟各國中排名第  3。  

 國 內 有 不 少 由 大 學 、 研 究

機構及行內活躍企業參與組

成的商業羣組，目的是提高

羣組企業的生產力，使它們

有能力在全國以至全球市場

競爭。  

 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制訂以

地區為本的創新科技政策及

提供不同的稅務優惠計劃，

以吸引研發投資及留住研究

人員。  

 多個創業基金和商界天使投

資於從事創新的新創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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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南韓、以色列及比利時的創新科技產業 (續 ) 
 

南韓  以色列  比利時  

(g) 產業面對的主要挑戰  

 南韓的財閥成為中小型企業創業及生存

的障礙。財閥文化並不鼓勵冒險精神及

創意，其欠缺透明度的管理方式亦窒礙

知識轉移和國際合作。  

 南韓的研發工作主要集中於技術開發，

導致基本科學研究或多或少受到忽略。基

本科學研究不足的弱點，可能成為創新科

技產業的基本問題。  

 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發成果未能與產業

應用建立有效的聯繫。  

 不少本地新創企業因缺乏

商業管理經驗，往往將有

潛力取得成功的業務過早

售予創業基金。這情況妨

礙本地新創企業擴展為大

型企業。  

 近年大學的經費基本上沒

有增加，導致可用的研究

資金減少，以及教學和研

究基礎設施質素下降。  

 投 放 於 研 發 的 公 共 開 支

金額相對較少，但由於政

府財政預算緊絀，短期內

亦難望改善。  

 比 利 時 的 公 司 有 很 多 是

中小型企業，投資於研發

工 作 的 預 算 有 限 ， 吸 收

新技術的能力亦偏低。  

 人力資源的限制 (例如修讀

科技科目的畢業生人數偏

低 )或會窒礙創新科技產業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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