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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世界各地的已發展經濟體一向視創新及科技 (“創科 ”)為經濟
增長的驅動力，並在發展創科過程中，特別重視推動政府、產業

界、學術界與研究機構的 “官產學研 ”四方協作。跨界別協作認定能
帶來良性的互動效果，因推行的研究和開發 (“研發 ”)項目可更切合
產業發展所需，衍生的研發成果亦能有效地轉化為可行商機。  
 
1.2 在香港，政府近年銳意加強支援本地創科發展，並為此

在 2015年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創科局 ”)，專責制訂全面的創科
政策，並於今年 7月 1日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惟有持份者
認為，香港仍有空間藉加強跨界別協作，將創科融入產業發展，以

提升本地應用研究的實力。  
 
1.3 海外經濟體如新加坡和以色列均積極推動創科發展，藉此

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和提升長遠競爭力。兩地就研發作出大量投資，

新加坡的研發總開支，以佔當地生產總值的比率計算， 2019年
達 1.89%，以色列 2020年的相關比率則為 5.40%，兩者均高於香港
2020年 0.99%的水平。 1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發表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 2新加坡和以色列在 “人力資本和研究 ”、 “商業成熟度 ”
及 “知識和技術產出 ”等創新支柱 3均名列前茅。 4事實上，兩地積極

推行各種措施鼓勵跨界別協作，有助創科發展，措施的成效均

被譽為成功的例子。   
                                           
1 請參閱政府統計處 (2022)、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21b)及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2020)。  
2 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聯同 Portulans研究所及其他
企業和學術界夥伴合作編製。指數根據多項指標，對全球約 130個經濟體
在提供有利創新的環境和創新產出方面的表現作出排名。  

3 每項 “創新支柱 ”由多個指標組成，反映某地區在提供有利創新的環境和
創新產出方面的表現。  

4 請參閱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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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香港、新加坡和以色列，政府、工商界和高等教育界參與

研發活動的程度各異。在以色列和新加坡，研發活動主要由工商界

承擔，相關開支佔當地研發總開支的比率，分別高達 90%(2020年
數字 )和 61%(2019年數字 )(圖 1)。反觀香港，高等教育界參與研發
活動最為積極，佔 2020年本地研發總開支逾半，略高於工商界的
42%。此外，以色列和新加坡的研發人員數目，按現有的最新數據
計算，每百萬人口分別有 8 342名 5及 8 087名 6，較香港 2020年的
4 862名為高。  
 
 

圖 1   2020年各類機構進行研發活動開支佔當地生產總值的
比率 (1 ) 

 
 
 
 
 
 
 
 
 
 
 
 
 
 
 
 

註：  (1) 括號內的數字指進行研發活動的相關機構類別的研發開支佔當地
研發總開支的百分比。  

 (2) 新加坡的數字是 2019年的數字。政府部門的數字包括公營科研機構
的研發開支。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22)、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21b)及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2020)。   

                                           
5 載於 “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 ”的最新數字。請參閱 Cornell University et al. 

(2020)。  
6 2019年的數字。請參閱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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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周文港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擬備了本資料摘要，研究
選定地方在創科發展中為促進跨界別協作所採取的主要措施，以及

其相關成效、當前挑戰和近期發展。本文首先檢視香港的創科發展

情況，繼而探討新加坡和以色列的相關經驗，研究三地就促進創科

發展所推行的措施，聚焦分析如何鼓勵跨界別協作研發活動，以及

把研發成果轉化為商業產品/服務的相關舉措。  
 
 
2. 香港  
 
2.1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香港經濟陷入衰退，政府為
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將創科發展作為重點方向，藉此帶動經濟

邁向更多元化發展。 1998年，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施政報告
中勾劃出未來創科發展的藍圖，並提出多項支援研發活動及應用

開 發 成 果 的 措 施 。 7政 府 於 2000年 在 當 時 的 工 商 局 轄 下 設 立
創新科技署，負責制訂及推行促進創科發展及跨界別協作的政策及

措施。創新科技署其後撥歸在 2015年成立的創科局管轄，後者專責
制訂全面創科政策，提供專注的高層次領導。  
 
2.2 除此以外，政府自 2017年起加大力度循 8大方向 8推動創科

發展，藉此帶動經濟多元化、創造優質就業機會，以及改善市民

生活素質。同年 12月，由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領導的創新及
科技督導委員會成立，負責督導跨局跨部門協作，以推動香港的

創科發展。現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亦曾在其選舉期間提出的

政綱中承諾，致力發展香港成為創科中心，以帶動經濟轉型。

自2022年7月1日起，創科局已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7 該藍圖之下的主要措施，包括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為科研項目提供資助及
設立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以加強本地的創科發展。  

8 該 8大方向包括 (a)增加研發資源； (b)匯聚科技人才； (c)提供創投資金；
(d)提供科研基建； (e)檢視現行法例及法規； (f)開放政府數據； (g)帶頭
改變政府採購方法；及 (h)加強科普教育。  



4 

香港的創科生態圈 

 
2.3 正如上文第一節所述，高等教育界一直是香港基礎研究的

主要參與者，其研發活動開支佔 2020年本地研發總開支的 53%。
高等教育界的研發經費主要來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及
其轄下諮詢機構研究資助局 (“研資局 ”)的補助金， 9以及其他

公營機構的資助。至於各大學學術研究成果的商品化工作，一般會

由各大學轄下的技術轉移處負責管理。  
 
2.4 香港工商機構進行的研發活動，亦佔本地研發總開支的

42%。然而，只有約 4 100間工商機構 (約 1%)曾在 2020年進行內部
研發活動，當中曾與其他機構 (包括高等教育機構、公營科研機構或
工商機構本身的分支機構 )訂立研發活動協作安排者，更只有
約14%(約600間 )。  
 
2.5 政府機構的內部研發活動開支，佔本地研發總開支的比重

相對較小 (5%)，但本地多年來的創科發展，政府一直擔當促成者的
角色，更是主要的資金來源，為工商機構及高等教育機構提供研究

設備、基礎設施、經濟誘因及資助，以開拓創科發展和應用。政府

投放於研發的資金，已佔本地研發總開支的51%。 10除上述角色外，

政府在創科政策上亦肩負起促進跨界別協作和培育人才的任務。  
 
 
促進跨界別協作發展創科的措施 

 
2.6 跨界別協作所產生的協同效應，有助促進研發及將所得成果

成功商品化，政府就此多年來一直致力 (a)建立相關機構與基礎
設施；及 (b)推行各項財政支援計劃，冀促進跨界別協作。相關措施
的細節綜述於下文各段。  
  

                                           
9 教資會以整體補助金的方式，向各所大學分配經常補助金，當中研究用途
撥款佔整體補助金約 23%。為推動研究工作達至卓越水平，研究經費撥款
的一半，透過競逐形式處理，根據各大學申請經學者評審的研資局研究

用途補助金的結果作出分配，餘下一半則根據各大學於研究評審工作下的

表現發放。  
10 具體而言，政府除透過教資會及研資局向高等教育界提供財政支援，資助
進行研發活動外，當局亦自 2013-2014年度起向 7所指定大學的技術轉移處
提供額外資助，以提升其技術轉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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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關機構與基礎設施 
 
2.7 政府在 2001年成立香港科技園公司，隨後在 2003年及 2006年
分別興建數碼港及 5所研發中心 11，為持份者提供有助加強聯繫的

基礎設施和平台，以便他們將創科成果轉化為業務解決方案。香港

科技園公司負責管理的香港科學園，為業界提供科研辦公室和

實驗室等設施，以便它們進行研發及創科工作，而數碼港則定位為

數碼科技樞紐。至於 5所研發中心亦各有分工，負責推動和協調其
所屬科技有關的應用研發工作，並促進將研發成果商品化及技術

轉移。除了上述在 20多年間設立的研發和創科平台外，香港生產力
促進局 (1967年成立 )亦一直支援本地企業提升生產力和競爭力，
近年更擴大其支援範圍至涵蓋創科發展，包括協助本地企業引進新

科技進行再工業化。  
 
2.8 政府近年在香港科學園成立了兩個 “創新香港 ”研發平台，
分別是 (a)專注於醫療科技的 “Health@InnoHK”；及 (b)專注於人工
智能及機械人科技的 “AIR@InnoHK”，以匯聚世界各地人才，藉此
幫助香港發展成為環球科研合作中心。兩個研發平台成立後，已

成 功吸引 多所頂 尖大學 和科研 機構與 本地大 學合作 ，而截 至

2022年6月，有達28所研發實驗室於平台下設立及啟動運作。  
 
2.9 中央政府亦堅定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

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各城市的融合。 2017年在落馬洲
河套地區動工興建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港深創科園 ”)是當中的
旗艦項目，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創科企業、研發機構及學術界提供

協作平台，從而推動研發和商品化活動。港深創科園亦是大灣區的

重要創科合作平台， 12與落馬洲 /新田一帶地方協同發展，整合成為

新田科技城。  
  

                                           
11 政府於 2006年成立 4所研發中心，分別為 (a)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b)香港
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c)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及 (d)納米及
先進材料研發院，由創新科技署資助其運作。同年，政府指定香港應用

科 技研究院 (“應科院 ”)為資訊及通訊技術研 發中心。應科院於 2000年
成立，並獲政府每年提供經常資助金。  

12 港深創科園第一批共 8座樓宇將於 2024年年底起分階段落成。  



6 

推行多項財政支援計劃 
 
2.10 政府在創新科技署管理的創新及科技基金 (“創科基金 ”)下
設立多項資助計劃，透過為持份者提供財政支援促進跨界別協作。 13

創科基金在 1999年成立，政府當時撥款 50億港元，其後多次向基金
再注資；截至 2022年 4月，注資總額達 412億港元。 14至於創科基金

的年度開支 (包括推動跨界別協作項目的資助 )，亦由 2013-2014年度
的 7億多港元，增加至 2020-2021年度的約 48億港元。 15在創科基金

下，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 (“創科支援計劃 ”)是最大型的資助計劃，
迄今已批出超過 100億港元的資助。該計劃為多個類別的研發項目
提供支援，當中包括以產業為本、並獲業界贊助部分資金的平台

項目。此外，創科基金下亦設立不同資助計劃，以鼓勵持份者進行

不同模式的跨界別協作，當中包括 (a)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
(b)夥伴研究計劃； (c)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 (d)內地與香港
聯合資助計劃； (e)公營機構試用計劃；及 (f)大學科技初創企業
資助計劃。  
 
 
推行各項措施的成果和關注事項 

 
2.11 政府推行的創科基金資助計劃和其他相關措施，在鼓勵跨界別

協作和研發商品化方面，帶來了正面果效，詳情如下：  
 

(a) 創新科技署近期曾委託顧問公司，就創科基金下選定
資助計劃的效益進行研究， 16結果顯示，獲 “創科支援
計劃 ”資助的已完成或正進行的項目中，有 33%錄得研發
成果商品化收入， 1731%獲授專利， 15%成立初創公司或

                                           
13 目前，創科基金下共有 17項資助計劃，支援以下 5大創科範疇： (a)支持
研 發； (b)推動科技應用； (c)支援科技初創企業； (d)培育科技人才；及
(e)培養創科文化。此外，創科基金亦資助指定本地研發機構的全額或部分
運作開支。截至 2022年 4月，該等機構包括： (a)16所香港的國家重點
實驗室； (b)6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c)在 InnoHK創新香港
研發平台下成立的 28所研發實驗室； (d)創新科技署轄下的 4所研發中心；
及 (e)7所教資會資助大學的技術轉移處。  

14 創科基金下涉及推動跨界別協作的主要資助計劃，連同各項計劃的主要

特點和已獲批項目的統計數字，載於附錄 1。  
15 請參閱創新及科技局及創新科技署 (2022)。  
16 請參閱創新及科技局及創新科技署 (2021a)。  
17 創科支援計劃下，獲批資助項目的累計商品化收入達 37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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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機構。至於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下獲批資助的

項目，相應數字分別為18%、56%及21%； 18 
 
(b) 獲創科基金資助的技術轉移處所屬大學獲批的專利
數目，由 2014-2015年度的 319項增逾倍至 2020-2021年度
的 729項，期內專利特許授權數目亦由 333項累增至
631項； 19及  

 
(c) 在 2017-2018年度至 2020-2021年度期間， 5所研發中心
來 自 業 界 的 收 入 水 平 20持 續 達 到 30%的 目 標 水 平 ，
而 2020-2021 年 度 的 商 品 化 收 入 為 6,000 萬 港 元 ，
較 2017-2018年度上升 22%。根據創新科技署委託進行的
獨立研究， 5所研發中心在 2019-2020年度帶來的整體
經濟效益達43.5億港元，較2017-2018年度增加7%。 21 

 
 
2.12 儘管取得上述成果，但有評論者認為，香港在跨界別協作和

相關的創科發展上仍面對不少挑戰，當中包括 22：  
 

(a) 現行有關研究人員的評核標準和向研究機構分配資助的
機制，在一些情況下非但無助鼓勵跨學科、跨機構

協作，反而助長競爭風氣，因而窒礙了合作研究的文化

和氛圍；  
 
(b) 研發中心應加強其肩負推動跨界別聯繫及促進轉化研發
成果的角色；  

 

 
(c) 政府機構採購本地開發的科技或創新產品不足，或
有礙推動本地學術界/研究機構將研究成果商品化；  

 

                                           
18 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下，獲批資助項目的累計商品化收入達 2.48億
港元。  

19 請參閱創新及科技局及創新科技署 (2021a、 2022)。  
20 自 2017-2018年度起，政府採用新指標以量度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藉此
評估研發中心爭取行業支持及推動技術轉移至業界的表現。該指標主要

包括業界就研發項目所提供的贊助和來自項目的相關商品化收入，目標

水平定為獲批項目開支的 30%。  
21 請參閱創新及科技局及創新科技署 (2019、 2021b)。  
22 請參閱團結香港基金 (2019、 2020)。  



8 

(d) 資助機制欠缺效率，審批過程冗長，以及撥款是按個別
研究項目的形式審批，或有礙進行更全面的規劃； 23及  

 
(e) 研發資助來源分散， 24導致欠缺一套整體策略指導研發

資助的分配。  
 
 
近期發展 

 
2.13 政府確立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機械人科技、智慧城市及

金融科技為主要研發領域，並將致力凝聚官產學研、增加良性

互動。為了提供更多研發基礎設施，政府計劃加快推展有利於

促進跨境協作的項目，包括港深創科園，以及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下構思發展的新田科技城。  
 
 
3. 新加坡  
 
3.1 新加坡獨立建國後，受制於土地不足和自然資源匱乏等

因素，將科學與科技定為優先發展的政策範疇。當局於 1967年和
1968年 先 後 成 立 科 學 理 事 會 (Science Council)和 科 學 與 科 技 部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就推動新加坡科學與科技發展
和改革科技教育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1991年，當局又成立
國家科技委員會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oard)以取代科學
理事會，專責制訂和落實新加坡的長遠研發策略。首份的5年期國家
科技發展計劃 (“5年計劃 ”)在 1991年發表，新加坡其後定期發表多份
“5年計劃 ”，詳述計劃期內研發的總體願景、策略和資源投放。  
  

                                           
23 例如，有意見指 5所研發中心開展的研究項目，須按個別項目審批撥款，
而審批需時，導致各研發中心無法就各自研究領域的發展進行更全面的

規劃。  
24 研發資助來源包括 (a)創新科技署管理的創科基金； (b)其他政府機關管理的
研究資助計劃，例如醫務衞生局的醫療衞生研究基金和環境及生態局的環境

及自然保育基金；以及 (c)研資局向教資會資助大學和本地自資學位機構
提供的研究資助。各個資助機構均根據自己的願景及目標分配研發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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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 2010年代起，國家科技發展計劃已擴展至涵蓋 “研究、
創新與企業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共同發展範疇，
當中載有研發成果的轉化 /商品化和創新的策略。 2010年的改變，
緣於當時新加坡經濟經歷全球金融危機衝擊後，當局希望藉支援

企 業善用 多年累 積的研 究成果 ，重拾 增長動 力。在 最新一 份

《研究、創新與企業2025計劃》 (RIE2025 plan)中，新加坡政府聚焦
於將科技成果轉化和商品化，並計劃招攬更多企業加入參與，及為

它們提供更多的協助，以加快將研發成果轉化為市場可用的產品和

服務。  
 
 
新加坡的創科生態圈  
 
3.3 在新加坡創科發展中，工商界擔當重要的角色， 2019年的
研發開支佔當地研發總開支的 61%。新加坡亦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地
的公司落戶，其中 80間來自全球百大頂尖科技企業。外來企業為
新加坡創科生態圈發展注入新動力，催化了產業組群的成熟發展，

並惠及本地企業，為它們帶來知識轉移的機遇。  
 
3.4 在推動創科發展方面，新加坡政府多年來一直扮演着積極的

領導角色，並為此成立專責的高層次機構，以確保研發成果切合

經濟發展需要。在這方面特別相關的機構，是在 2002年成立的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或
A*STAR)。該法定機構簡稱 “新 *科研 ”，隸屬於貿易與工業部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並取代國家科技委員會。 “新*科研 ”
負責推動配合國家發展策略的研發活動，並致力促進跨界別研發

協作和將成果商品化，對創科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除 “新 *科研 ”
外，新加坡又在 2006年成立由總理主持的高層次委員會研究
創新企業委員會 25 (Research Innovation Enterprise Council)，策導
國 家 的 研 發 方 向 。 為 了 支 援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 總 理 公 署

(Prime Minister’s Office)亦在同年成立國立研究基金會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下稱 “研究基金會 ”)，負責規劃、統籌和監督
執行一系列 “5年計劃 ”下所提出的策略。新加坡政府和公營科研機構
合計的研發活動開支，在2019年佔當地研發總開支的23%。  
  

                                           
25 除內閣部長外，委員會的成員還包括在工商界、科學界和科技界取得傑出
成就的本地和海外成員。委員會負責就國家 “研究、創新與企業 ”的發展策略
向內閣提出建議，並領導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和加速技術成果轉化的工作。  



10 

 

3.5 高等教育機構的研發活動開支，在2019年佔新加坡研發總開支
的 17%。為配合跨界別協作，研究基金會與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合作，在指定大學設立卓越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s of 
Excellence)，藉此提升大學的研究水平。 26在教育部支援下，各間

主要大學亦成立技術轉移處，方便與業界交流、合作。  
 
 
促進 “研究、創新與企業 ”共同發展的跨界別協作措施  
 
3.6 新加坡一系列的 “5年計劃 ”，鼓勵推動 “研究、創新與企業 ”
共同發展的跨界別協作，政府並為此積極推出各項便利措施，

包括： (a)建立相關機構與基礎設施； (b)構建專用平台，促進各方在
不同研發階段進行合作；及 (c)提供財政支援計劃，促成有關
“研究、創新與企業 ”三方的協作活動。  
 
 
建立相關機構與基礎設施  
 
3.7 “新*科研 ”之下設有兩個研究理事會 (research councils)，負責
監督分屬不同重點研究領域，涉及 17所研究院、 3個研究項目和 5個
資源中心 /支援研究的平台。此外， “新 *科研 ”的商業部門負責與
其他持份者緊密連繫，從而提升各項協作、特許授權和分拆計劃的

協同效應。  
 
3.8 此 外 ， 新 加 坡 在 2006 年 成 立 8 所 創 新 中 心 (Centres of 
Innovation) 27，協助中小型企業提升科技和創新能力。創新中心由

新加坡企業發展局 (Enterprise Singapore，下稱 “企發局 ”) 28夥拍選定

理工學院或研究所合作管理，向特定行業的中小型企業提供實驗室

設施、培訓課程、檢測服務和技術諮詢等資源。  
 

  

                                           
26 在 2007年至 2011年期間，新加坡規模最大的兩間大學 (即新加坡國立大學和
南洋理工大學 )先後成立了 5所卓越研究中心，藉以吸引世界級的學術研究
人員、培訓高質素研究人才，以及在特定範疇創造新知識。  

27 該 8所創新中心涵蓋以下產業： (a)水產養殖； (b)能源； (c)電子； (d)供應鏈
管理； (e)環境和水務技術； (f)食物； (g)輔助健康食品；及 (h)精密工程。  

28 2018年成立的企發局是貿易與工業部轄下的法定委員會，職能包括協助
企業提升營運能力，以及發展海外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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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至 於 研 發 基 礎 設 施 方 面 ， 新 加 坡 政 府 在 1980 年 代 和
2000年代，分別投資興建新加坡科學園 (Singapore Science Park) 29

和緯壹科技城 (one north project) 30，藉以締造有利研發工作的環境，

並為相關活動引進外來投資。研究基金會又在 2012年推出卓越研究
與技術企業園區 (Campus for Research Excellence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31計劃，吸引全球知名大學和研究機構與新加坡研究人員

合作，從事跨學科研究。  
 
 
構建專用平台  
 
3.10 為配合一系列《研究、創新與企業計劃》所提出的跨界別

協作，相關機構構建了下列專用平台：  
 

(a) 產學技術聯盟 (technology consortia)自 2014年起，
研究基金會聯同高等院校與業界夥伴合作，在特定科技

領域構建 11個產學技術聯盟，以促進知識共享和技術
轉移。為加強學術界與產業界互動，產學技術聯盟會

籌辦各種活動，包括技術研討會和聯合研究項目，藉此

推動研發與產業相關的技術，以及將研究成果商品化；  
 
(b) 創新與企業平台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platforms)
研究基金會支援組建由 “新 *科研 ”監督的不同創新與企業
平 台 ， 致 力 將 官 ( 包 括 政 府 機 關 和 監 管 機 構 ) 、
產 (產業界 )、研 (研發界別 )三方持份者集合起來，互相
分享知識、專長和技術，並支援產業加快將研發成果

轉化為可面市的產品和可應用的業務解決方案。其中

成功例子包括分別在 2014年和 2015年成立的醫療診斷
發展中心 (Diagnostics Development Hub)和國家增材製造
創 新 組 群 (National Additive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Cluster)；前者負責研發和監管審批創新醫療診斷解決
方案，並提供支援，以助相關企業進軍全球市場，後者

                                           
29 新加坡科學園作為研究、開發和科技中心，有超過 350間跨國公司、全球
領先科技企業和實驗室落戶。  

30 緯壹科技城發展項目佔地 200公頃，寓研究設施於教育機構、住宅和休閑
設施當中，打造結合工作、生活、消閒、學習為一體的綜合環境。  

31 卓越研究與技術企業園區，集國際化研究設施與創新中心於一身，吸引
了研究基金會落戶，其他研究中心、初創企業和實驗室亦有進駐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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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旨在加快增材製造 32在航天、航運及物流等界別的

應用；及  
 
(c) 開放式創新網絡 (Open Innovation Network)2019年，
企 發 局 與 資 訊 通 信 媒 體 發 展 局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合作組建開放式創新網絡，提供
平台讓企業和政府機關分享當前挑戰，創新企業、初創

企業和其他企業亦可透過該平台提出創新解決方案，以

回應這些挑戰，並發掘後續合作開發和進行試驗該等

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當局透過上述開放式創新網絡，在

2020年推出全國創新挑戰 (National Innovation Challenges)
計劃，邀請研究人員、中小型企業和初創企業提出解決

方案，協助公私營機構加快應對疫情後的行業性或

全國性挑戰。 33 
 
 
推行多項財政支援計劃  
 
3.11 除上文所述，新加坡政府在研究基金會、 “新 *科研 ”和
企發局下設立多項資助計劃，為有關 “研究、創新與企業 ”三方活動
和共同發展的跨界別協作提供財政支援。 34就各政府機關推出的

主要資助計劃，相關摘要一覽表載於附錄2。  
 
3.12 一直以來，各項資助計劃下的資源分配，均以 “5年計劃 ”下
所訂的策略目標和主要發展範疇為依歸。過去 10年間，資助計劃的
重點包括提高產業界參與有關 “研究、創新與企業 ”三方活動的
程度，以及就產業界所需並具有潛在經濟效益的協作項目提供

支援。舉例而言，研究基金會在 2013年推出大學企業聯合實驗室
(Corporate Laboratories in Universities)計劃，資助企業在大學建立
實驗室，從而促成國內外公司與本地大學合作，進行與產業相關的

研究。另一個例子是 “新 *科研 ”管理的業界協調基金 (業界合作項目 ) 

                                           
32 增材製造又稱為 3D打印，指利用數據電腦輔助設計軟件或 3D立體掃描器，
引導硬件將原材料層層堆疊，從而打造出精確的幾何形狀。  

33 政 府 已 預 留 4,000 萬 新 加 坡 元 (2.25 億 港 元 ) ， 為 開 發 和 應 用 解 決
“挑戰 ”的 方案提供支援；每項 “挑戰 ”獲撥經費上限為 200萬新加坡元
(1,100萬港元 )。  

34 請參閱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2022a)、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2016、 2022)及 Nawaz and Koç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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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Alignment Fund (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jects))，支援
公營科研機構與產業合作進行策略性研發項目。有別於一般的學術

資助金， “新 *科研 ”在評審申請時，主要針對項目的潛在經濟效益，
以及是否有助壯大新加坡的研發生態圈。  
 
3.13 此外， “新 *科研 ”早在約 20年前便已推出成長企業科技提升
計劃 (Growing Enterprises through Technology Upgrade Programme)，
協助本地企業透過協作項目提升科技能力。該計劃下設有提升企業

科技能力資助計劃 (Technology for Enterprise Capability Upgrading 
Scheme)，借調學術界 /研究機構的研究科學家及工程師到本地企業

工作，為期最多兩年，並為此提供資助，藉此幫助企業改良生產程

序或研發新產品。 35成長企業科技提升計劃另有其他支援服務，包

括就本地企業的科技提升計劃和研發活動提供技術諮詢。  
 
 
推行各項措施的成果  
 
3.14 過去 10多年來，新加坡就促進有關 “研究、創新與企業 ”三方
跨界別協作的活動，推行多項的計劃/措施，並取得良好成果，其中

包括 36：  
 

(a) “新 *科研 ”為本地企業提供的支援在 2016年至 2020年
期間，共完成約 2 400個項目，另有 300多名 “新 *科研 ”
的研究科學家及工程師獲借調到本地企業，協助它們

擴充和創新業務；  
 
(b) 創新中心提供的支援在 2016年至 2020年期間，共
完成約980個項目，惠及700多間中小型企業；  

 
(c) 創 新 與 企 業 平 台 的 成 果 國 家 增 材 製 造 創 新 組 群
自 2015年 起 ， 已 吸 引 約 1 900間 公 司 加 入 ， 促 成 了
約 240個項目，而醫療診斷發展中心則自2014年起，已為
約 40間初創企業或分拆機構提供支援，並促成 20多項
新產品應市；及   

                                           
35 資助計劃的主要特點，請參閱附錄 2。  
36 請參閱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2022b)、Diagnostics 

Development Hub (2022)、 NAMIC Singapore (2022)及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2021a、 2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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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全國創新挑戰計劃的進展自 2020年 7月，當局先後
推出 18項 “挑戰 ”，回應建議書超過 900份，當中有 21份
獲選作為發展原型。  

 
 
近期發展  
 
3.15 根據最新一份《研究、創新與企業 2025計劃》，新加坡政府
將致力延續研發方面的投資， 37並聚焦於對國家具重要策略意義的

項目，包括製造業、醫療、解決城市治理及創造可持續性發展的

方案，以及發展智慧國家和數碼經濟等範疇。鑒於創新與企業平台

可有效支援產業將研發成果轉化為新產品和服務，因此政府計劃

加大支援力度，將現有平台延伸至支援具高增長潛力的關聯領域，

例如由醫療診斷擴展至醫療科技，並構建新平台發掘其他具優勢的

研發範疇。該等平台將與產學技術聯盟、企業實驗室等其他舉措

相輔相成，一方面吸引更多企業從事 “研究、創新與企業 ”共同
發展，另一方面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  
 
 
4. 以色列  
 
4.1 由於地緣政治等因素，以色列政府一直非常重視科技發展，

尤其是能用於軍事用途的科技。 1969年，以色列政府在當時的
貿 易 和 工 業 部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之 下 成 立 總 科 學
主任辦公室 (Office of the Chief Scientist)，負責執行各項政策措施，
鼓勵私營機構進行產業研發活動。在 1980年代，該辦公室將工作
重點放在進一步促進本地企業參與研發活動，藉此開發以科學為

基礎的出口導向型產品。以色列政府在 1993年推出亞澤馬 (Yozma)
計劃，由政府提供資助，吸引外來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資高科技

初創企業，為該國成功建立強大的科技生態圈踏出關鍵一步，

並有助以色列鞏固其 “初創王國 ”的美譽。 38 
  

                                           
37 在 2021年至 2025年期間，政府所承擔的研發經費預計高達 250億新加坡元

(1,410億港元 )，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1%，金額較前一個 5年期增加 32%。  
38 以色列的創業資本市場發展蓬勃，人均初創企業數目冠絕全球，因此有

“初創王國 ”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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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色列的創科產業一直以來蓬勃發展，得力於多項因素，

包括 (a)大量科學及工程優才湧入該國，尤其是 1990年代來自前蘇聯
的人才； (b)受以色列政府的優惠措施吸引，不少跨國公司均有意在
當地設立研發中心；以及 (c)學術界成功推動將研發成果商品化。
目前，以色列已成為國際上多個領域的創科先驅，當中包括水科學

技術、農業技術、幹細胞研究、電腦科學、人工智能和網絡安全。  
 
 
以色列的創科生態圈  
 
4.3 工商界在以色列創科生態圈擔當重要角色， 2020年的研發
活動開支高佔當地研發總開支的 90%。目前，有超過 350間由跨國
公司成立的研發中心在當地落戶，其研發活動開支約佔工商界研發

總開支的一半。  
 
4.4 以色列高等教育界的 8所研究型大學 (research universities)，
在 校 內 設 立 以 商 業 營 運 的 技 術 轉 移 公 司 (technology transfer 
companies)，對提升全國科學知識水平和促進技術轉移亦發揮了
重要作用。早於 1959年，當地已成立首間隸屬於大學的技術轉移
公司。發展至今，該等設於所屬大學以營利為本的子公司，作為

接通科學研究與成果轉化的橋樑，負責評估研發成果商品化的

潛力、申請專利權和其他類似的權利保護，以及積極尋找有意合作

的商業夥伴推出產品。與此同時，以色列政府在促進創科發展

方面，主要定位在為業界創造有利條件，即提供必需的基礎設施、

財政支援和監管框架，以吸引本地和外來投資，並鼓勵進行產學

主導的研發和創科活動。  
 
 
促進跨界別協作發展創科的措施  
 
4.5 以色列政府對於國內以產學領導為主的研發和商品化活動，

一直採取不干預的態度。然而，為貫徹其創造有利條件的宗旨，

政 府會循 以下兩 方面促 進研發 和商品 化活動 的跨界 別協作 ：

(a)建立專責政府機構執行相關措施；及 (b)推出一系列資助計劃，
吸引產學研三方進行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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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獨立機構監督創科發展  
 
4.6 2016年，以色列政府成立獨立公共機關以色列創新局
(Israel Innovation Authority，下稱 “創新局 ”)，以取代總科學主任
辦公室，負責統籌和執行政府推動的創科發展政策。創新局的成立

源於以色列政府認識到，有必要迅速地應對創科生態圈內不同

持份者瞬息萬變的需要和所面對的挑戰。創新局獲授權制訂出

一籃子支援工具和資助計劃，協助學術界 /研究機構和工商界開展

研發和創科項目，並支援跨界別協作。  
 
 
推行多項資助計劃  
 
4.7 創 新 局 設 有 6個 部 門 ， 當 中 基 礎 設 施 及 科 技 研 究 部 39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Division)負責執行一系列資助計劃，以
支援產學研在以下方面的協作： (a)組成合作聯盟，以開發與產業
相關的突破性技術； (b)轉移技術，以開發具商品化潛力的產品；
及 (c)將研究成果和技術商品化。  
 
4.8 此外，創新局的其他部門亦各自推出資助計劃，支援特定

工商業界從事跨界別協作的研發活動。主要計劃包括： (a)行業內
龍頭企業營運的實驗室獲創新局的資助，為初創企業提供基礎設施

和專業知識方面的支援； (b)為高科技公司提供財政和其他支援，
例如協助遵循規管要求及使用測試設施，以便與政府機關合作，

進行具策略意義的研發或先導項目；及 (c)向欠缺研發經驗的製造
企業施以援手，提供專業指導進行研發活動。上述各項促進跨界別

協作資助計劃的主要特點載於附錄3。  
 
4.9 為促成私營機構參與創科發展和協作活動，創新局除了向

合 資 格 公 司 提 供 相 等 於 核 准 研 發 開 支 20%至 50%的 資 助 ， 還
設有一系列資助計劃，鼓勵以色列國內外公司進行提升科技和

側重商品化的協作項目。  
  

                                           
39 其他 5個部門分別為 (a)新創企業部 (Startup Division)； (b)高增長企業部

(Growth Division) ； (c) 先 進 製 造 業 發 展 部 (Advanced Manufacturing 
Division)； (d)國際合作部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Division)；及 (e)應對
社會挑戰部 (Societal  Challenges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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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各項措施的成果和關注事項  
 
4.10 創新局促進跨界別協作以發展創科的努力，取得積極成效。

2021年，各項主要資助計劃合共批出約380項涉及支援跨界別協作的
申請，總資助金額約達 4.2億以色列新謝克爾 (10億港元 )。 40至於近

年產學研協作的成果， 41大學相關科技轉移公司在 2020年提交了
497項原授專利申請，較 2016年 457項之數為多。此外， 8所研究型
大學與至少一間行業實體聯合發表的學術文章數目，在 2006-2009年
至2016-2019年期間由1 988篇增至2 845篇。 42 
 
4.11 儘管取得上述成效，但創新局亦留意到，學術界參與研發

活動的程度正有所下降， 43而且科技公司一旦上市後，其研發活動

性質似有所改變，不但少了原創性，還變得保守和更側重盈利

貢獻。若不扭轉這局面，長遠而言或會削弱以色列的研發質量和

創科界的競爭力。此外，創新局關注到，在開發和應用可提升公共

服務的技術方面，公私營機構協作不足，未能為公眾帶來更大的

效益。  
 
 
近期發展  
 
4.12 鑒於當地創科界發展已相當成熟，難免出現一些新的挑戰，

因此創新局近期鎖定策略方向，希望透過推出相關資助計劃，重燃

學術界對研發活動的關注，尤其是學術界與本地科技公司之間的

協作。此外，創新局為了推動公私營機構進一步合作，還加強

發揮其居間協調和從旁協助的角色，務求在自動駕駛公共交通工具

和組裝建築等範疇取得突破性研發成果，為民眾的生活質素帶來

明顯改善。為此，創新局的另一工作重點是制訂合適的資助計劃以

吸引高科技公司與政府合作進行研發項目。  
  

                                           
40 這些數字主要關乎附錄 3所載的各項資助計劃。  
41 為促進產學研協作，創新局推出產學研聯盟計劃 (Magnet Consortiums 

Program)。根據 2021年一項相關研究，該計劃下成立的聯盟主要產出學術
文章和專利。請參閱 Israel Innovation Authority (2022a)。  

42 請 參 閱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21a)及 Israel Innovation Authority 
(2022a)。  

43 學術界研發活動開支佔當地研發總開支的比例，由 2010年的 14%跌至
2020年的 8%。請參閱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 ics (2021b)。  



18 

5. 結語  
 
5.1 近年，不少已發展經濟體均借助自身創科發展的成果，

以驅動經濟增長。為促進創科發展，香港、新加坡和以色列均積極

推出各種政策措施，當中尤以推動跨界別協作的措施至為關鍵，

以期將研發成果轉化為商業創新方案，藉此帶來經濟效益。附錄 4
載列三地在創科發展中為促進跨界別協作而推出的主要措施及

其相關成果。  
 
5.2 雖 然香 港 的 創科 發 展起 步 較晚 ， 但政 府 近年 大 力支 持

跨界別協作，促使業界取得長足發展。政府促進跨界別協作的主要

措施，集中於建立相關機構與基礎設施，以及透過創科基金提供

財政支援。然而，有建議指當局應該： (a)推動高等教育界進行更多
科研成果商品化活動； (b)解決資助機制存在的若干問題，例如資助
來源零碎分散、缺乏清晰明確的整體研發策略、一些計劃的安排

可能引發競爭而非鼓勵合作等； (c)提高公營部門的參與程度，尤其
是率先試驗使用本地開發的技術，從而促進將研發成果商品化；及

(d)更好地善用跨境合作帶來的機遇。  
 
5.3 在政府主導和公營機構積極參與下，新加坡一直策略性地

推動創科發展。5年期《研究、創新與企業計劃》的規劃廣泛，政府
負起積極地貫徹落實各項推動跨界別協作的責任，並藉此將堅實的

科研基礎轉化為商機，從而取得正面經濟成果。有關促進跨界別

協作的措施，有以下 4個特點： (a)以《研究、創新與企業計劃》
所訂的整體策略目標，作為資源分配和提供財政資助的依據；

(b)有關當局和公營科研機構積極與持份者交流、合作，並進行有利
關於 “研究、創新與企業 ”三方的協作活動； (c)為資助計劃訂立明確
目 標，包 括提高 相關活 動中產 業界的 參與度 ，以及 支援針 對

產 業 界 所 需 、 並 具 有 潛 在 經 濟 效 益 的 協 作 項 目 ； 及 (d)構 建
專用平台，以聯繫持份者，並支援研究、轉化成果和創新方面的

協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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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以色列的創科生態圈有其獨特之處，縱使在發展多年後已

轉趨成熟，但仍充滿活力，其特點包括： (a)私營機構積極投資及
進行研發活動； (b)多所研究型大學的技術轉移公司均取得佳績，
深受創科界認可；及 (c)受惠於蓬勃的創業資本市場，初創企業不斷
冒起。這生態圈之下形成的文化，有助促進不同持份者的緊密

聯繫。至於以色列政府擔當的角色，主要是創造有利條件，藉提供

必需的基礎設施、監管框架，以及特設的資助計劃，鼓勵產學研在

研發的不同階段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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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研究組  
鄭慧明  
2022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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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本期資料摘要的文件編號為 IN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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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推動跨界別協作的主要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推出年份  主要特點  

自計劃推出後

的獲批項目

數目 (1 )  

獲批撥款  
(百萬港元 )(1 )  

A. 支援研發  

創新及科技

支援計劃  
 1999  支援本地研發中心、大學或其他指定公營科研機構開展

應用研發項目，包括 (a)具探索性和前瞻性的種子項目；
(b)以產業為本、並獲業界夥伴贊助最少 10%項目成本的
平台項目；及 (c)與世界各地頂尖科研機構合作進行以
主題為本、並具成果轉化效益的跨學科研發工作  

 2 903  10,702 

夥伴研究計劃   2019  支援本地研發中心、大學或其他指定公營科研機構與
私營公司合作進行應用研發項目  

 規定業界夥伴贊助項目總成本最少 50%，相關企業可
擁有由項目所產生的知識產權  

 198  382 

投資研發現金

回贈計劃  
 2010  就獲創新及科技基金 (“創科基金 ”)資助的應用研發

項目；或由私營公司全費贊助並外判予本地公營科研

機構進行的研發項目，向出資公司提供現金回贈  
 現金回贈水平：由 2010年的 10%，先後在 2012年及

2016年遞增至 30%及 40% 

 510(2 )   720(2 )  

企業支援計劃   2015  以等額出資方式，為每個項目提供上限為 1,000萬港元的
資助，供本地企業開展內部研發項目  

 參與計劃的企業可擁有由項目所產生的知識產權  

 182  541 

註：  (1)  截至 2022年 3月底的數字。  
 (2)  僅涵蓋自 2016年 4月起獲批的夥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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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續 ) 
 

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推動跨界別協作的主要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推出年份  主要特點  

自計劃推出後

的獲批項目

數目 (3 )  

獲批撥款  
(百萬港元 )(3 )  

A. 支援研發 (續 ) 

粵港科技合作

資助計劃  
 2004  支援香港與粵深兩地大學、研究機構和科技企業

之間開展研發協作  
 規定業界夥伴贊助項目總成本最少 10%(平台項目
的要求 )或最少 50%(合作項目的要求 )  

 合作項目的業界夥伴可擁有由項目所產生的知識
產權  

 329  959 

內地與香港

聯合資助計劃  
 2019  支援香港與內地大學、研究機構和科技企業之間

開展研發協作，而項目的研發工作均須在香港及

內地進行  
 資金贊助要求及知識產權安排，與粵港科技合作
資助計劃大致相同  

 38  73 

B. 推動科技應用  

公營機構試用

計劃  
 2011  支援創科基金資助的研發項目、香港科技園公司

及數碼港的培育公司和畢業生租戶，或其他科技

公司將研發成果商品化，資助它們將其研發成果

製作原型 /樣板及 /或協助它們在公營機構內試用

有關研發成果  

 327  678 

註：  (3)  截至 2022年 3月底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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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續 ) 
 

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推動跨界別協作的主要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推出年份  主要特點  
自計劃推出後的

獲批項目數目  

獲批撥款  
(百萬港元 ) 

C. 扶植科技初創企業  

大學科技初創

企業資助計劃  
 2014  提供資助，支援由 6所指定大學 (4 )的教授及學生

成立的科技初創企業，將其研發成果商品化  
 對於該 6所指定大學，每所大學每年可獲的資助
上限為 800萬港元；每間初創企業每年可獲的資助
上限為 150萬港元，為期不超過 3年  

 支援共 241間
初創企業 (5 )  

 191(5 )  

創科創投基金   2017  初次獲政府注資 20億港元  
 政府與選定風險投資基金以約 1(創科創投基金 )：

2(風險投資基金 )的配對投資比例，共同投資於
本地創科初創企業  

 支援共 34間
初創企業 (6 )  

 198(7 )  

註：  (4)  該 6所指定大學為 (a)香港大學； (b)香港中文大學； (c)香港城市大學； (d)香港科技大學； (e)香港浸會大學；及 (f)香港理工大學。  
 (5)  僅涵蓋 2017年 4月至 2022年 2月期間獲支援的初創企業。  
 (6)  截至 2022年 3月底的數字。  
 (7)  創科創投基金截至 2022年 3月的投資總額。  
資料來源：創新及科技局及創新科技署 (2022)及創新科技署 (2022)。  
  



 

23 

附錄2 
 

新加坡政府推動跨界別協作的主要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執行機關  主要特點  成果  

A. 支援有關 “研究、創新與企業 ”三方的協作活動  

大學企業聯合

實驗室 (Corporate 
Laboratories in 
Universities)計劃  

 國立研究基金會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下稱
“研究基金會 ”) 

 支援產業界在當地大學建立企業實驗室，
藉以鼓勵學術界與私營機構進行研發合作  

 參與公司可借助大學的科技能力開發新
產品和服務，而大學研究人員與行業夥伴

合作，可將研究引導至更具影響力的

領域，為公司創造價值  

 自 2013年起共建成 16所
企業實驗室，建立每所

實驗室的成本由

4,000萬新加坡元
(2.27億港元 )到 1.1億
新加坡元 (6.25億港元 )
不等  

中央缺口基金

(Central Gap Fund) 
 研究基金會   支援公營科研機構開展轉化成果的研究

項目，旨在將早期科技發展成為能夠帶來

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可使用產品原型或

工序，從而鼓勵公營科研機構及 /或產業

界進行協作  

 計劃共為 27個項目提供
支援  

業界協調基金 (業界
合作項目 )(Industry 
Alignment Fund 
(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jects))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下稱
“新 *科研 ”) 

 支援公營科研機構與產業界合作，進行
策略性研發項目，藉此將研發成果用於

應對行業相關挑戰  
 評審申請項目時，主要着重其潛在經濟
效益，以及可否壯大當地研發生態圈，

例如是否具潛力帶來創新的產品或工序，

或能否為參與的業界經營者降低成本或

提高生產力  

 相關資料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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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續 ) 
 

新加坡政府推動跨界別協作的主要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執行機關  主要特點  成果  

B. 鼓勵科技應用  

成長企業科技提升計劃

(Growing Enterprises 
through Technology 
Upgrade Programme)之下
的提升企業科技能力

資助計劃 (Technology for 
Enterprise Capabili ty 
Upgrading Scheme) 

 新 *科研   資助學術界 /研究機構的研究科學家

及工程師以全職或兼職方式借調

到中小型企業以提供技術專業知識

及策略性指導。此安排一方面協助

該等企業提升科技能力，另一方面亦

讓研究科學家及工程師獲得行業經驗  

 自該計劃於 2003年推出後，
逾 950名研究科學家及
工程師獲借調到 850多間
本地公司工作  

C. 共同投資科技初創企業  

早期階段創投基金

(Early Stage Venture 
Fund) 

 研究基金會   以配對方式，為選定風險投資公司
提供每項基金 1,000萬新加坡元
(5,700萬港元 )的共同投資 (co-funding)
額度，用於投資早期發展階段的科技

初創企業  

 在 2008年至 2016年期間，
研究基金會曾進行 3輪
投資，共向 11項風險投資
基金及 4間大型本地企業
提供資金  

 2020年，研究基金會與
淡馬錫控股 (Temasek 
Holdings)進行共同投資，
支援獲公帑資助的研究項目

將知識產權商品化  

資料來源：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2022a)、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2016、 2022)及The Stra its Time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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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以色列創新局推動跨界別協作的主要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主要特點  2021年的成果  

A. 支援研發和商品化協作活動  

產學研聯盟計劃  
(Magnet Consortiums Program) 

 支援產學研組成為期 3年的聯盟，以開發與
產業相關的突破性技術，促成聯盟夥伴之間

分享知識和進行合作  

 已向 11個聯盟提供總額達 1.75億
以色列新謝克爾 (4.21億港元 )的
資助  

學術知識轉移計劃  
(Academic Knowledge Transfer 
Program) 

 鼓勵學術界 /研究機構向產業界轉移技術，

透過應用研究，開發具商品化潛力的產品，

藉此彌補學術界與產業界需求之間的知識差距  

 在 205份新申請中，有 132份
獲批；計及現有的項目，獲批

資助總額達 1.07億以色列
新謝克爾 (2.57億港元 )  

知識商品化計劃  
(Knowledge Commercialization 
Program) 

 促進國內外學術界 /研究機構與以色列工業

公司合作，將它們的技術商品化  
 以色列公司可透過計劃，將學術界 /研究機構

開發的知識，按其自身需要適應化後，用於

開發突破性產品  

 在 85項申請中，有 58項獲批，
資助總額達 4,800萬以色列
新謝克爾 (1.15億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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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續 ) 
 

以色列創新局推動跨界別協作的主要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主要特點  2021年的成果  

B. 推動特定業界進行研發協作  

科技創新實驗室計劃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abs 
Program) 

 支援企業組建創新實驗室，為初創企業提供
基礎設施和專業知識，並促進與行業內其他

公司合作  

 在 28項申請中，有 22項獲批，
資助總額達 1,400萬以色列
新謝克爾 (3,400萬港元 )  

政府合作先導項目資助計劃  
(Joint Government Support Grants 
for Pilot Programs) 

 為高科技公司提供財政和其他支援 (例如協助
遵循規管要求及使用政府測試場地和設施 )，
以便與政府機關合作，在選定的運輸、

環保、數碼健康、航天、網絡防禦和農業等

選定領域，進行研發或先導項目  

 在 157項申請中，有 67項
獲批，資助總額達 6,900萬
以色列新謝克爾 (1.66億港元 )  

製造企業預備研發資助計劃  
(R&D Preparatory Incentive 
Program for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提供兩方面協助：一是向研發經驗欠奉的
製造企業施以援手，助其進行研發活動；

二是協助企業就其進行的研發項目獲取專業

技術指導  

 有 90項申請獲批，資助總額達
600萬以色列新謝克爾
(1,400萬港元 )  

資料來源： Israel Innovation Authori ty (2020a、 2022a、 20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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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 
 

香港、新加坡和以色列推動跨界別協作的措施  
 

 香港  新加坡  以色列  

A. 推動跨界別協作的措施  
整體方向   政府提供相關基礎設施

和財政支援，以促成

跨界別協作  

 政府積極參與推動跨界別協作，當中包括
制訂總體發展方向、設計一籃子方便協作的

政策措施，以及參與協作項目  

 政府透過專責機關
提供財政及其他相關

支援，促成三方開展

研發協作活動  
建立相關

機構及 /或

基礎設施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最近已改名為創新
科技及工業局 )，負責
制訂及落實全面的創科

政策  
 投資興建香港科學園、
數碼港、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等基礎設施，

以扶植科技組群及促進

持份者之間的聯繫  
 成立 5所研發中心及 2個

InnoHK創新香港研發
平台，促成研發和

商品化活動的跨界別

協作  

 成立 
(a)  國立研究基金會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作為規劃和實施 “研究、
創新與企業 ”發展策略的高層次機關；  

(b)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下稱
“新 *科研 ”)，負責領導公營研究工作和
推動跨界別協作；及  

(c)  創新中心 (Centres of Innovation)，負責
支援中小型企業進行有關 “研究、創新與
企業 ”的三方活動  

 投資興建新加坡科學園 (Singapore Science 
Park)和緯壹科技城 (one north project)等基礎
設施，以扶植不同領域的研究和創新組群  

 構建指定平台，例如產學技術聯盟
(technology consortia)、創新與企業平台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platforms)和開放式
創新網絡 (open innovation network)，藉以
推展有關 “研究、創新與企業 ”三方活動的
各種協作  

 成立以色列創新局
(Israel Innovation 
Authority，下稱
“創新局 ”)，負責規劃
和執行相關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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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續 ) 
 

香港、新加坡和以色列推動跨界別協作的措施  
 

 香港  新加坡  以色列  

A. 推動跨界別協作的措施 (續 ) 

推行財政支援計劃   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
(“創科基金 ”)推出相關
資助計劃，以提供財政支援  

 推出針對性的資助計劃，旨在
提高產業界參與有關 “研究、
創新與企業 ”三方活動的
程度，以及支援針對產業界

所需、並具有潛在經濟效益的

協作項目  
 為當地企業設計切合發展需要
的支援計劃  

 推出特定資助計劃，促進
產學研在不同研發階段

合作，並協助特定工商

業界進行跨界別協作的

研發活動  
 提供研發活動的資助金和
優惠，以吸引更多私營

機構參與跨界別協作的

研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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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續 ) 
 

香港、新加坡和以色列推動跨界別協作的措施  
 

 香港  新加坡  以色列  

B. 成果  

反映各項措施成效的

指標  
 獲創科基金資助的技術
轉移處所屬大學獲批的專利

數目：由 2014-2015年度的
319項增至 2020-2021年度的
729項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和粵港
科技合作資助計劃下獲授專

利的資助項目比率：分別為

31%和 56% 
 5所研發中心的商品化收入：
在 2020-2021年度達 6,000萬
港元，較 2017-2018年度
上升 22%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和粵港
科技合作資助計劃下錄得商

品化收入的資助項目比率：

分別為 33%和 18% 

 在 2016年至 2020年期間，
“新 *科研 ”與當地企業進行
的協作項目數目：約 2 400個  

 在 2016年至 2020年期間，
創新中心與中小型企業進行

的協作項目數目：約 980個  
 自 2015年起，經國家增材
製造創新組群 (National 
Additive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Cluster)促成的
項目數目：約 240個  

 自 2014年起，在醫療診斷
發展中心 (Diagnostics 
Development Hub)促成下
推出的產品數目：約 20項  

 大學相關科技轉移公司
提交的原授專利申請

數目：在 2020年有
497項，多於 2016年的
457項  

 8所研究型大學與至少
一間行業實體聯合發表

的學術文章數目：

在 2016-2019年期間
有 2 845篇，多於
2006-2009年期間的
1 98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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