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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1980年至 2020年間選定亞洲經濟體的

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比率  
 

 
 
圖 2 ―  1980年至 2020年間香港製造業活動 (1 )

的增加價值 (2 )  
 

 
 
註︰  (1 )  鑒於有意見關注現時的分類只限於傳統製造業，並

不 包 括 支 援 該 行 業 的 服 務 業 (例 如 產 品 設 計 及
物流 )，政府正在探討編製新的統計指標。  

 (2 )  由於 四 捨五 入， 數 字 相 加 結果 可 能不 等於 相 應的
總數。  

 
圖 3 ―  2020年至 2022年間再工業化資助

計劃下的項目 (百萬港元 )(1 )  
 

 
註︰  (1 )  由於 四 捨五 入， 數 字 相 加 結果 可 能 不 等於 相 應的

總數。  

重點  
 
  在 1960年代至 1990年代，香港、新加坡、
南韓和台灣受惠於急速的工業化和經濟

增長，曾被譽為 “亞洲四小龍 ”。雖然上述
多數經濟體的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比率

持續保持穩定，但香港卻是例外 (圖 1)。
在 1980年代及 1990年代，本地製造業
大規模遷移至內地及其他新興市場，香港

自此成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隨着

2010年代全球興起以 “工業 4.0”科技 (例如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 )為基礎的再工業化
概念，香港亦於 2016年推出相關計劃，
以發展這具潛力的新經濟動力。  

 
  香港的再工業化措施聚焦於發展高端和
需要較少土地 /人手的製造業。雖然政府

未有訂明優先發展的具體界別，但值得

注意的是， 2020年食品、飲品及煙草製品
佔製造業的行業增加價值的 34%(圖 2)。
食品、飲品及煙草製品成為香港最大的

製造行業，部分原因是其產品具高質素和

安全標準，備受本地及外地顧客青睞。

因此，有意見認為政府應利用創新及科技

重振製造業，以強化 “香港製造 ”的品牌。  
 
  為推動再工業化，除優化研發方面的稅務
扣減制度外，政府另一項主要措施是

再工業化資助計劃。該計劃以配對形式

資助本地公司在香港設立新的智能

生產線，政府與公司的出資比例為 1:2，
而每個項目的資助上限為 1,500萬港元。
該計劃於 2020年 7月推出，截至 2022年
年底，創新科技署已批核 18個項目，涉及
資助總額 1.343億港元。資助款額約 39%
用於食品加工項目，其餘則與納米纖維

材料、健康及其他產品有關 (圖 3)。政府
旨在利用該計劃，將獲資助的智能生產線

數目由目前的 22條增至 5年後的 130條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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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018年至 2022年間再工業化及科技
培訓計劃 (1 )  

 

行業  獲批學員

數目  
獲批資助金額  

(百萬港元 )  
創新及科技  2  486 22 .4  
建築及土木工程  1  911  15 .4  
管理及顧問服務  1  844 22 .7  
零售  1  441 15 .4  
媒體及傳訊  1  313 15 .2  
銀行及金融  1  020 8 .3  
生物醫學及醫護  1  018 3 .8  
製造業  976  6 .8  
其他  5  973 55 .5  
合計  17  982 165 .5 
註：  (1 )  參與企業 (可能涉及超過一個行業 )按其所在主要

行業分類。  
 

圖 5 ―  先進製造業設施及基建的供應  
 

主要設施  
(完工年份 )  

進駐 /針對的  
行業  

創新園  總樓面  
面積  

(平方米 )  

精密製造中心

(2017年 )  
精密工程；紗線；

室內水耕  
大埔  

 
8  500 

數據技術中心

(2020年 )  
資訊及通訊科技；

以數據為本的行業  
將軍澳  

 
27  000 

醫療用品製造

中心 (2021年 )  
醫療用品製造 (例如
防護裝備和口罩 )  

大埔  
 

18  600 

先進製造業

中心 (2022年 )  
醫療設備；機械人

和智能電子；生物

醫學工程  

將軍澳  
 

108  600 

微電子中心

(2023年 )  
微電子；先進物料  元朗  

 
36  180 

 

圖 6 ―  2021年製造商在廠房 /設施方面所

面對的主要挑戰  
 

 

重點  
 

  在培育人才方面，創新科技署於 2018年
8月推出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
該計劃旨在以 2(政府 )： 1(企業 )的配對
形式，資助本地企業讓其員工接受高端

科技培訓，尤其是 “工業 4.0”相關的
培訓，例如智能製造、供應鏈自動化及

數碼化。截至 2022年 8月，該計劃共資助
17 982名學員，涉及資助總額 1.655億港元
(相等於每名學員平均約 9,200港元 )。由於
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均可參與該計劃，因此

申請培訓資助的企業橫跨不同行業，當中

多數來自創新及科技，其次為樓宇及

土木工程 (圖 4)。  
 
  至於基建，香港科技園公司在其 3個
創新園 (前稱工業邨 )提供專用工業設施，
以期支持再工業化及高科技智能製造的

發展。時至今日，至少 5項新設施已告
落成 /在興建中，並旨在滿足特定高增值

製造業 (例如精密工程及醫療用品 )的營運
需求 (圖 5)。在 2022年施政報告中，政府
公布興建第二個先進製造業中心的計劃。

連同 2022年完工的首個中心，創新園內為
先進製造業合共提供的總樓面面積，預計

將於 2027年增至超過 20萬平方米。  
 
  市場對先進基建的需求將與日俱增。
然而，根據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與香港大學

於 2021年的一項聯合調查，部分製造商
認為本港現有的廠房或設施未能滿足其

運作要求。沒有足夠空間建立自動化

生產線、卸貨區空間不足是本地食品

科技、健康科技和綠色科技行業製造商

共同面對的主要挑戰 (圖 6)。整體而言，
食品科技公司較多面對各方面的營運

挑戰，而綠色科技公司則較為關注公用

設施不足的問題。雖然面對各項營運

挑戰，但約半數受訪製造商仍表示正計劃

擴展在香港的業務。  
 
 
數據來源：由政府統計處、創新科技署、香港生產力
促進局、台灣當局及世界銀行提供的最新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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