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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9 年 6 月 19 日  

 
 
創新及科技基金  
總目 111－創新及科技  
分目 104「成立納米科技及先進材料研究及發展中心」  
分目 105「成立紡織及成衣研究及發展中心」  
分目 106「成立汽車零部件研究及發展中心」  
分目 107「成立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究及發展中心」  
 
 

請各委員批准增加總目 111「創新及科技」以下各分
目的承擔額，並將其名稱改變，詳情如下－  
 
( a )  把分目 104 的承擔額增加 1 億 2 ,840 萬元，由

6 ,140 萬元增至 1 億 8 ,980 萬元，並把此分目的
名稱改為「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 b )  把分目 105 的承擔額增加 9,330 萬元，由 6,030 萬元

增至 1 億 5 ,360 萬元，並把此分目的名稱改為「香
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 c )  把分目 106 的承擔額增加 6,760 萬元，由 1 億元

增至 1 億 6 ,760 萬元，並把此分目的名稱改為「汽
車零部件研發中心」；以及  

 
( d )  把分目 107 的承擔額增加 7,970 萬元，由 5,220 萬元

增至 1 億 3 ,190 萬元，並把此分目的名稱改為「物
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問題  

 
 我們須為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成立的研發中心提供額外撥款，以繼

續推動本港的應用研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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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 .  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支持下，創新科技署署長建議從創新

及科技基金額外撥出合共 3 億 6 ,900 萬元，支持以下研發中心繼續營運
至 2 0 1 3 - 1 4 年度，並修改相關承擔額的分目名稱－  
 

( a )  向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額外撥款 1 億 2 ,840 萬元；  
 
( b )  向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額外撥款 9 ,330 萬元；  
 
( c )  向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額外撥款 6 ,760 萬元；以及  
 
( d )  向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額外撥款 7 ,970 萬元。 

 
3 .  建議撥款由創新及科技基金撥出。  
 
 
理由  
 
中期檢討  
 
4 .  政府致力透過發展創新科技，推動香港成為以知識為本的世界級

經濟體系。繼在 2005 年 6 月獲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撥款
後，政府在 5 個重點科技範疇成立 5 所研發中心。除了上文第 2 段所
述由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 4 所研發中心外，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
心亦於 2006 年 4 月成立，隸屬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下稱「應科院」)，
其營運資金由政府每年給予應科院的資助金支付。當局在 2005 年向財
委會申請撥款成立 4 所研發中心時，曾承諾每年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
員會匯報各中心的營運狀況及表現，並在中心運作的第二年及第四年

各 進 行 一 次 主 要 檢 討 。 我 們 分 別 在 2 0 0 6 年 1 1 月 、 2 0 0 7 年 7 月 和
2 0 0 8 年 6 月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簡述研發中心的工作進度。由於
研發中心於 2006 年 4 月成立，在 2 0 0 7 - 0 8 年度才能夠全面開展其研發
計劃，故我們承諾進行一項中期檢討，涵蓋中心截至 2008 年年底的營
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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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創新科技署已就 5 所研發中心的營運進行中期檢討，而每所中心
亦已向該署提交報告，這些報告已存放於立法會秘書處。該署已於 2009
年 4 月 21 日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滙報中期檢討的結果。  
 
6 .  就 5 所研發中心營運所進行的檢討，主要結果如下－  
 

 
 
附件1 

( a )  截至 2008 年年底為止，研發中心共進行了 316 個項目，項目
預計開支為 13 億 4 ,460 萬元。各中心的研發項目及項目開支
預算的摘要載於附件 1；  

 
( b )  研發中心共取得 1 億 4 ,090 萬元的業界贊助，支持獲創新及科

技基金資助的 208 個平台和合作項目，佔項目總開支預算約
11%。在該 208 個項目中，有 94 個已完成，其餘將於 2009 及
2010 年完成；  

 
( c )  4 所中心 (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 1 除外 )於 2006 年 4 月至

2008 年 12 月期間的營運總開支為 1 億 1,290 萬元。截至 2008 年
12 月， 4 所中心的營運及研發開支如下－  

 
 2006 年 4 月至 2008 年 12 月  

 (百萬元 ) 

 營運開支  研發開支 # 
(所進行項目的數目 )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25.8 47.6 (25)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

心  
22.0 45.6 (29)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  35.6* 53.5 (27)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29.5 74.0 (23) 

總計  112.9 220.7  (104)  

 

* 這包括一筆為數 620 萬元的開支，購置供研發項目及業界使用的測試設

備。  

#  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於同期的研發開支為 4 億 5,020 萬元，涉及 212 個

項目。  

                                                 
1  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的營運開支由政府每年給予應科院的資助金支付 (2006-07 年度
和 2007-08 年度的資助金各為 1 億 1,990 萬元，而 2008-09 年度則為 1 億 2,410 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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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 d )  在該 208 個核准平台和合作項目中，研發中心共提交了 178 項
專利申請。此外，中心亦正為 49 個項目進行有關技術轉移的
工作。項目清單載於附件 2；  

 
( e )  各中心共舉行了約 300 個研討會和工作坊，介紹其重點科技

範疇和研發計劃／成果，並成立會員組織或技術聯盟，成員

來自業界和高等教育／科研機構，會員人數超過 1  500 名。  
 
 
評估  
 
研發中心的計劃和營運  
 
7 .  成立研發中心的目的，是提供一個推動應用研發及促進技術轉移

的平台，我們對研發中心初期營運表現的評估如下－  
 

( a )  研發計劃：各中心根據其科技發展大綱，共開展了超過 300 項
應用研發項目。更重要的是，這些項目的重點在於新興技術，

並強調與業界及專上學院合作。這些研發計劃均有其重點，

並且能配合市場需要。與其他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項目相

似，研究隊伍的規模由 2 至 3 人至逾 10 人不等，擁有較多研
究人員的隊伍通常會進行一些較大型及複雜的研發項目。這

些項目提供約 1  300 個研究職位，涉及多個科技範疇。  
 
( b )  研發開支：各中心的研發開支較 2005 年原訂的預算為低。除

應 科 院 的 資 訊 及 通 訊 技 術 研 發 中 心 外 ， 各 中 心 在 設 立 辦 事

處、招聘主要人員、制定其項目規劃和管理系統方面，所需

時間較最初估計為長。因此，4 所由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中
心 於 2007 年 上 半 年 方 全 面 開 展 其 研 發 計 劃 ， 並 已 提 出 由

2 0 0 9 - 1 0 年度起的大規模研發計劃，及將其首 5 年研發項目的
開支預算 (即創新及科技基金的資助額 )修訂為 10 億 6 ,670 萬
元，這大致與 2005 年擬訂的目標一致。  



F C R ( 2 0 0 9 - 1 0 ) 2 7  第 5頁  

 
( c )  業界反應：我們得悉各中心均通過項目徵求、研討會及多項

合作活動接觸業界。在檢討期間，我們已諮詢各主要工業支

援機構，包括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總

商會及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意見。這些機構已表明支持各研發

中心，惟希望各中心可更積極向本地公司推廣其科研成果，

並與本地業界 (包括其位於珠三角的公司 )建立更緊密的夥伴
關係。  

 
( d )  業界贊助：各中心取得的業界贊助總額達 1 億 7 ,100 萬元，約

佔總額約 13 億 4 ,500 萬元的研究經費的 13%。超過 330 間公
司向這些項目提供現金或實物贊助，有關的業界贊助水平較

原 訂 目 標 為 低 (即 於 首 個 五 年 期 結 束 時 達 致 4 0 %  的 業 界 贊
助 )。我們對業界贊助水平的詳細評估載於下文第 16 和 17 段。 

 
( e )  與內地合作：當局於 2004 及 2005 年分別與廣東及深圳成立

合作資助計劃，各中心亦與內地機構進行更多的合作項目。

我們對此表示鼓勵，並預期合作會繼續增加。  
 
( f )  重點科技範疇：我們已檢討為新科技範疇增設研發中心的需

要。我們的結論是暫時應將資源集中於現有的各中心，讓中

心可鞏固研發能力，並全力進行技術轉移及商品化工作。新

科技範疇的應用研究工作可由現有的中心進行，或通過創新

及科技基金下的資助計劃進行。  
 
( g )  商品化的進度：由於各中心近期方完成首批項目，因此在這

個階段判斷商品化的成敗實屬言之尚早。但根據應科院的經

驗，各中心肯定有機會進行更多商品化工作。我們有信心這

些中心可於未來數年為本地業界提供更多的研發成果。事實

上，我們注意到各中心在未來數年均會投放更多資源，全力

進行技術轉移方面的工作。  
 
( h )  經濟效益：在 2006 年 10 月，我們委聘了一間本地大學，研

究如何分析研發中心和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研發工作所帶

來的經濟及社會效益。由於現時尚未有國際認可的方法量化

研發工作的經濟和社會影響，致令有關工作困難重重，嚴重

延誤了顧問研究的進展。經過長時間的考慮，顧問會集中分

析幾個對經濟有重大影響的變數，預期於年底前完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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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在考慮上述評估結果後，我們認為研發中心已邁出了重要的第一

步，並在加強研發基礎設施及風氣方面作出重要貢獻。此外，各中心

在支援珠三角港商提升工業流程方面，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有關工

作將會配合珠三角日後在多項策略科技範疇的發展，例如汽車、新材

料、環保、可再生能源、集成電路設計等。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我

們認為必須堅定執行推廣創新科技的政策方針，鼓勵產業從事高增值

經濟活動，以開創更多新的界別以達致持續發展。根據經濟合作發展

組織的最新調查結果，許多經濟體系即使面對持續財政緊張的情況，

仍然增加研發方面的公共開支，務求協助經濟能重回持續增長的軌道。 
 
 
企業管治  
 
9 .  我們十分重視研發中心的企業管治。我們向各中心提供「制定企

業管治手冊的指引」，協助中心制定多項企業管治制度和程序，包括

採購和招聘；採用雙層申報制度，以申報利益衝突；以及在董事會下

成立財務及行政委員會及科技委員會。在中心營運方面，各研發中心

須於每個財政年度向創新科技署提交下列文件－  
 
( a )  周年計劃，包括研發計劃、表現指標和所需資源；  
 
( b )  4 份季度運作報告，臚列每季重要活動和現金流量的情況；以

及  
 
( c )  中心營運的全年經審核財務報表。  

 
各中心的研發項目，亦須按現時的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指引的規定進

行，包括每半年提交一份研發工作進度報告及每年一份項目開支的經

審核帳目。  
 
延長由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研發中心的營運至 2 0 1 3 - 1 4 年度  

 
 
 
 

10 .  本撥款建議主要關於 4 所由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中心，包括納
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汽車零部件研發中

心和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由於另外一個中心 (資訊及
通訊技術研發中心 )的營運是由政府每年撥給應科院的資助金資助，我
們會檢討應科院資助金下的資助安排，確保公帑得以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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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至6 
附件7 

11 .  4 所由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中心的報告摘要 (包括修訂的業務計
劃 )，載於附件 3 至 6。為完整起見，應科院的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
的簡短報告，載於附件 7。  
 
12 .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汽車零部件
研發中心和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的重點範疇及初步成

果，簡述如下－  
 

( a )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納米科技和新材料能協助傳統的產
業進行產品升級。中心其中一項主要成就，是開發出納米濕

度技術平台，既可用作高性能裝置，亦可用於低成本系統。

本地業界夥伴現正評估有關技術平台，以便在新產品內加入

有關裝置。在光伏薄膜技術方面，研發中心將在未來數年進

行多個大型合作項目，並定位為區內一所領先的太陽能科技

研發中心。  
 
( b )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研發中心利用香港理工大學的科

研能力，並與業界建立緊密合作關係。中心其中一項成功的

研發項目，是改良現時的紡紗技術，以大量生產供梳織及針

織用的高支扭妥棉紗。有關技術能以紗線生產更薄更輕的織

物，具備類似山羊絨織物的柔軟質感。本地業界對此項技術

突破深感興趣，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現正與個別公司就

進一步示範和所需的系統集成工作進行磋商。  
 
( c )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中心的研發工作跨越多個科技範疇，

包括電子、物料科學和電池管理等。研發中心其中一個合作

項目，成功開發出自動適應轉向大燈系統，讓車頭燈能自動

調節方向，以配合不同的駕駛環境，例如上山／下山或彎路。

雖然個別海外供應商亦有提供類似的系統，但這項新發明可

讓本地業界能以較低成本生產相類的產品。本地和海外業界

均對產品極感興趣。  
 
( d )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研發中心的一個重點

範疇為無線射頻識別技術，有關技術可廣泛應用於物流業，

特別是涉及跨境的營運工作 (例如存貨管理、追查服務 )，以及
日常生活 (例如零售、食品安全及保安 )。中心所進行的應用
射 頻 識 別 技 術 的 中 間 件 項 目 ， 能 讓 公 司 以 最 低 的 成 本 ， 將

新 的 射 頻識別系統與現有系統結合，並以快速和具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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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與全球供應鏈基礎架構連接。市場對有關技術的反

應令人鼓舞。射頻識別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潛力龐大，

例如在大學圖書館和機場行李託運使用的無源標籤，以及用

於隧道自動繳費的有源射頻識別標籤。而八達通或許就是射

頻識別技術能廣泛應用的最佳例子。  
 
13 .  4 所由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中心在修訂首五年運作期的營運開
支預算時，亦擬備下一個五年期至 2 0 1 5 - 1 6 年度的撥款需求。在進行
2010 及 2011 年的進一步檢討 (見下文第 15 段 )前，我們認為在現階段
延長其運作期 3 年至 2 0 1 3 - 1 4 年度，是審慎的做法。這可以讓我們在
2014 年 4 月前檢討和強化各中心現時的組織架構，並落實改善措施，
以節省成本和提高成本效益。雖然創新及科技基金對 4 所中心營運開
支 的 承 擔 額 尚 未 耗 盡 ， 但 考 慮 到 各 中 心 需 要 頗 長 時 間 來 規 劃 研 發 項

目，我們認為有需要在現階段就 2011 年 3 月以後的額外撥款作出承
擔，以便中心能繼續其研發計劃、挽留／招聘有經驗的研發人員，並

進一步加強與業界的合作。由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 4 所研發中心首
五年 (由 2 0 0 6 - 0 7 至 2 0 1 0 - 1 1 年度 )的營運開支修訂預算及其由 2 0 1 1 - 1 2
至 2 0 1 3 - 1 4 年度的撥款要求如下－  

 
由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 4 所研發中心的營運成本  

2 0 0 6 - 0 7 至 2 0 1 3 - 1 4 年度  
(百萬元 )  

 
 2006-07 至  

2010-11 年度 * 
2011-12 至

2013-14 年度  

 
財委會  

核准撥款額  修訂預算  預算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

發院  
61.4 97.6 92.2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

發中心  
60.3 59.7 93.9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

心 # 
100.0 89.5 78.1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52.2 52.2 79.7 

總計  273.9 299.0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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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研發中心於 2006 年 4 月成立，各中心於首五年運作的現金流量改為涵蓋 2006-07 至
2010-11 年度，而非於 2005 年提交財委會文件內原訂預算的 2005-06 至 2010-11 年度。  

#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特別在 2005 年的原來預算中，包括一筆為數 3,500 萬元的開支，
以購置測試設備。在其首五年的修訂預算中，該筆開支經下調至 1,800 萬元。中心亦
於 2011-12 年度至 2013-14 年度的預算中預留 1,800 萬元作同樣用途。  

 
 
14 .  預計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於 2006-07 至 2010-11 年度首個五年期
須要求政府額外撥款 3 ,620 萬元，以進行多項有關光伏薄膜技術的大型
項目，而其他中心則預期可節省少量款額，大約 1 ,110 萬元。預計各中
心於 2011-12 至 2013-14 年度的營運開支會上升，部分原因是各中心編
制下的職位有所增長，另一個原因則是擴大商品化計劃，包括成立新的

業務開發小組、加強知識產權註冊及管理、進行市場推廣及宣傳 (例如舉
辦研討會和工作坊、海外路演和訪問 (包括到內地廠房 )、設立原型或提
供技術示範、令研發成果配合個別產業及商業應用的需要，又或在授予

特許專利或進行技術轉移後給予跟進支援 )。值得一提的是，中心的部分
內部員工亦有參與研發工作。此外，購置項目測試設備的成本亦納入中

心的營運開支預算內。總括來說，中心的營運開支對推動研發計劃及其

後與業界進行技術轉移，均十分重要。  
 
15 .  4 所研發中心的預算營運成本 ( 6 億 4 ,290 萬元 )，平均佔其 2 0 0 6 - 0 7
至 2 0 1 3 - 1 4 年度的預算研發開支 ( 2 4 億 3 ,170 萬元 )的約 26%。對研發中
心的營運成本相對科研開支的比例為高的情況，個別工商事務委員會

委員表示關注。由於各中心處於運作初期，並剛全面開展其研發計劃，

故營運成本較高是預計之內。各中心的整體成本效益及營運效率存在

改善空間，然而，在這階段作出重大變動，情況會適得其反，可能會

嚴重影響其進行中的研發和技術轉移計劃。我們擬在 2010 年檢討各中
心的營運模式，探討進一步節流和提高成本效益的空間，亦會考慮合

併所有研發中心，又或讓中心共用支援設施，務求能減少開支。此外，

我們會在 2011 年全面檢討各中心在首個五年期的運作和整體表現，包
括中心在科技轉移和商品化方面的經驗。我們會向委員會報告檢討結

果。由於 4 所研發中心已成立及全面運作，我們認為更改中心於創新
及科技基金項下的 4 個承擔額的名稱，是合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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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贊助  
 
16 .  鑑於現時的經濟環境，我們認為各中心若要在短期內大幅增加業
界贊助所佔的比例，確實非常困難。但我們同時認為必須維持現時業

界須贊助平台研發項目總開支 1 0 %  的規定，以示項目具市場潛力和切
合市場需要。我們在考慮中心和業界的意見後，決定將各中心的業界

贊助目標由 4 0 %  調整至 15%，日後會再作檢討。  
 
17 .  儘管如此，我們會繼續鼓勵各研發中心為合作研發項目 2 爭取更多
的業界贊助，無論是現金抑或是實物贊助 (例如科研設備 )。我們亦會要
求中心舉辦產業論壇，讓本地業界得悉各中心的研發項目 (包括正進行
的項目 )的進度，並尋求與研發工作和技術轉移相關的其他合作機會。
儘管自負盈虧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但這需要較長時間方能達成，根

據國際經驗，研發項目不一定能產生即時或短期的財政成果。  
 
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項目的中期改善措施  
 
18 .  於進行中期檢討時，我們發現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指引有一些限
制，可能會妨礙各中心、本地大學或私人公司進行研發工作。因此，

我們建議放寬一些現有的限制，以推動及鼓勵更多機構申請創新及科

技基金的資助以進行研發工作。  
 
知識產權  
 
19 .  在研發中心成立前，由本地大學進行平台研發項目所得的知識產
權 (包括技術轉移 )，均由大學本身擁有及管理。我們在 2005 年構思各
中心的運作時，預計在技術轉移和商品化方面會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故容許中心保留這些項目產生的知識產權擁有權。我們收到的意見顯

示，這安排可能會影響本地大學申請資助，亦有人認為既然研發工作

由本地大學進行，因此由大學擁有知識產權，並由有關科研人員帶領

進行技術轉移工作，同時運用其他並非由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項目

所產生的知識產權和研發成果，或許會更加有利。  

                                                 
2  合作研發項目通常涉及一名業界夥伴，該夥伴的贊助金額不少於項目總開支的一
半，而研發項目產生的知識產權會由該業界夥伴擁有。為了令產業與研發中心進行

合作研發活動時能享有更大的彈性，目前的資助指引容許業界夥伴於初期提供不少

於項目開支 30% 的贊助，並於較後階段方增加贊助金額。視乎最終的贊助金額水平，
業界夥伴可享有一定的專利特許安排或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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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我們主要的關注，是確保研發成果能及時善用於產業升級和科技
提升方面。我們將容許中心靈活選擇最合適的知識產權安排，以便進

行技術轉移及商品化工作，令業界充分得益。我們會就這方面為各中

心和大學制定適當的合作模式。惟最重要的原則是無論知識產權由誰

擁有，均要確保各中心在無須繳付版權費的情況下，可使用有關的研發

成果，並將之商品化。  
 
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研發工作  
 
21 .  我們在 2007 年建議放寬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的地域限制，旨在容
許海外大學參與有關計劃的項目，讓本港產業能夠善用本地沒有的研發

知識和能力。在進一步諮詢本地大學後，我們修訂了有關建議，在一般

情況下，容許不超過一半的研發工作由非本地大學進行或在香港以外地

方進行，惟在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的同一個項目下，必須由一間本地大

學－  
 

( a )  擔當項目統籌人的角色，負責項目的整體統籌，並管理項目
的帳目和獲發放的資助金；以及  

 
( b )  進行項目的部分研發工作。  
 

我們認為這個做法能取得平衡，既可推動本地參與，並為大學與產業

合作注入新動力，亦能合理地防止濫用的情況。  
 
22 .  我們不時接獲可否容許創新及科技基金項目的科研工作在內地進
行 (無論是與內地科研機構結為合作夥伴，還是將部分研發工作外判給
這些機構進行 )的查詢，以及有關安排好處的意見。鑑於香港和珠三角
地區有密切連繫，我們認為採用同上相若的規定是合理的，即容許創

新及科技基金項目最多一半的研發工作在內地進行。至於大學與產業

合作計劃以外的海外大學或科研機構，我們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與海外研發機構／中心或大學達成的國際或地區科技合作協議 (例如
科研合作諒解備忘錄 )，提供相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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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私營機構於研發的投資  
 
23 .  我們的公營及私營機構在研發方面的開支，在 2007 年只佔本地生
產總值的 0 .77%，與鄰近的經濟體系比較仍然偏低 (例如台灣： 2006 年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2 . 6 %  和新加坡： 2005 年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2 . 4 % )。
儘管我們會繼續向研發項目提供資助，惟我們的政策目標亦包括致力

鼓勵和刺激私營機構在研發方面的投資。根據我們最近有關光伏科技

項目的經驗，引進海外投資和專業知識能為我們帶來顯著利益。我們因

此有意探索新的模式，為有雄厚科研實力的私營公司提供直接資助，例

如以等額補助金形式，讓他們在策略性及新的科技範疇進行重要的研發

工作，以期為整體經濟帶來長遠效益。我們會與各中心共同制訂詳細的

資助和合作安排。倘創新及科技基金擬資助的新計劃，其資助額超過

當局就個別研發項目獲授權批准的資助上限 (目前為 2 ,100 萬元 )，則須
請財委會個別批准。  
 
 
對財政的影響  
 
研 發 中 心 的 營 運 開 支  

 
24 .  為使研發中心得以繼續營運，我們建議增加獲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
的 4 所研發中心的承擔額。我們預計須在已獲核准的 2 億 7 ,390 萬元之
上，額外從創新及科技基金撥款 3 億 6 ,900 萬元。建議額外撥款的概略
分類如下－  

 (百萬元 )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總計

納米及先進材

料研發院  
5.7 30.5 29.5 30.7 32.0 128.4

香港紡織及成

衣研發中心  
－  － 32.0 29.5 31.8 93.3

汽車零部件研

發中心  
－  － 13.6 26.0 28.0 67.6

物流及供應鏈

管理應用技術

研發中心  

－  － 25.6 26.5 27.6 79.7

總計  5.7 30.5 100.7 112.7 119.4 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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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若委員批准上文第 24 段所述的增加承擔額建議，因應 4 所研發中
心至 2008-09 年度的營運開支後，對相關承擔額的預計現金流量如下－  
 

 (百萬元 )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

發院  
33.2 30.5 29.5 30.7 32.0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

發中心  
15.3 19.3 32.6 29.5 31.8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

心  
22.6 24.6 24.1 26.0 28.0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12.0 10.8 25.6 26.5 27.6

總計  83.1 85.2 111.8 112.7 119.4
 
 
 

 
 
 
 
 
附件3至6 

26 .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和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2 0 0 9 - 1 0 年度
的估計現金流量，會超過創新及科技基金的原來預算。我們會在分目

101「創新及科技 (整體撥款 )」項下刪除一筆數額相等的款項以作抵銷，
用以應付這兩所研發中心在原來預算以外所需的額外現金流量。我們

會在未來數年的預算內為創新及科技基金預留所需撥款。4 所研發中心
的預算已計及建議的額外營運資金，詳情載於附件 3 至 6。  
 
 
研 發 計 劃 撥 款  

 
27 .  創新及科技基金會繼續以個別項目的形式，為各中心的研發工作
提供資助。根據各研發中心的最新研發計劃，扣除業界贊助的預計收

入及其他收入後，各中心的研發項目於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所需的概略

撥款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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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3-14 年度的概略研發開支淨額 * 

 
 (百萬元 ) 

 2006-07 至
2010-11 年度
(2005 年預算)

(a) 

2006-07 至
2010-11 年度
修訂預算# 

(b) 

2011-12 至
2013-14 年度  
預算@ 

(c) 

總計  
 
 

(b)+(c) 

納米及先進材

料研發院  
209.0 310.7 312.4 623.1 

香港紡織及成

衣研發中心  
215.0 209.4 204.9 414.3 

汽車零部件  
研發中心  

250.0 250.7 180.0 430.7 

物流及供應鏈

管理應用技術

研發中心  

255.0 295.9 205.0 500.9 

總計  929.0 1,066.7 902.3 1,969.0 
 
*  開支指由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和物
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進行的研發項目獲得的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額。計及

業界贊助的預計收入和其他收入，首五年的有關研發總開支預算為 13 億 2,200 萬元，
於 2011-12 至 2013-14 年度的預算為 11 億 970 萬元。開支不包括資訊及通訊技術研
發中心的撥款需求，其按應科院的整體策略及營運獨立處理。  

#  預算包括中心在 2006-07 至 2008-09 年度的實際研發開支。  
@ 中心參考營運初期的經驗及業界反應後，提出大規模的研發計劃。   

 
28 .  倘推行個別研發項目所需的資助，超過當局就批准創新及科技基
金下其他研發項目獲授權批准的撥款上限 (目前為 2 ,100 萬元 )，我們會
向財委會作出申請。截至 2009 年 4 月底，創新及科技基金未定用途的
結餘款項 3 約為 35 億元，高於本文件所提及 4 所由創新及科技基金資
助的研發中心的預計撥款需求。  
 

                                                 
3 這包括前工業署所進行項目的開支剩額，以及在 2000 年至 2008 年間的累積收入 (包
括投資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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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29 .  我們已諮詢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廠
商聯合會、香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意見，這些機構均支持各

研發中心的工作。  
 
30 .  我們已分別於 2009 年 4 月 21 日和 5 月 19 日，就中期檢討的結果
和撥款申請事宜，諮詢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會支持繼

續營運各研發中心，並認為研發中心應加強商品化工作，確保研發成

果能迎合業界的需要，協助他們走高增值路線。一些委員亦建議各中

心尋找更多方法，在可行的情況下減少營運開支及提升企業管治。  
 
 
背景  
 
31 .  當局於 1999 年成立 50 億元的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對提升製造
業和服務業創新及科技水平有幫助的項目 (見 F C R ( 1 9 9 9 - 2 0 0 0 ) 3 6 號文
件 )。委員亦批准授權財政司司長，令司長能夠批准撥款給需款不超逾
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撥款上限 (目前為 2 ,100 萬元 )的個別項目。如有
關項目撥款超逾 2 ,100 萬元的上限，則須列作總目 111 項下的獨立分
目，呈交委員批准。截至 2009 年 4 月底為止，創新及科技基金已資助
約 1  400 個項目，核准資助額約為 40 億元。  
 
32 .  在 2004 年進行公眾諮詢後，政府決定採用創新及科技發展新策略
架構，其中一項新措施，就是在以下重點科技範疇成立研發中心，為

推動應用研發工作提供一個中心點－  
 

( a )  納米科技及先進材料；  
 
( b )  紡織及成衣；  
 
( c )  汽車零部件；  
 
( d )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以及  
 
( e )  資訊及通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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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2005 年 6 月 24 日，委員批准設立 6 項承擔額 (見 FCR(2005-06)21
號文件 )，以成立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和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並發展數

碼娛樂和機械錶芯兩個核心主題的項目，涉及的創新及科技基金撥款總

額為 3 億 5,870 萬元。 2008 年 12 月 12 日，委員批准將分目 108「數碼
港數碼娛樂培育暨培訓計劃」的撥款承擔額由 3,080 萬元增加 2,520 萬
元，至 5 ,600 萬元 (見 FCR(2008-09)51 號文件 )。機械錶芯的研發項目由
香港中文大學負責，預計開支為 6 ,000 萬元 (其中 5 ,400 萬元來自創新及
科技基金， 600 萬元來自鐘錶業的贊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200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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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中心進行的研發項目  
( 2 0 0 6 年 4 月至 2 0 0 8 年 12 月 )  

 
 

 項目類別  項目數目

項目預算

總開支  
(百萬元 )

創新及科

技基金資

助額  
(百萬元 )  

業界贊助  
(百萬元 )  

(佔項目開支
的百分比 )  

平台  25 99.5 86.7 12.8 (13%)

合作  2  10.9 5.4 5.5 (50%)
汽車零部件  
研發中心  

合約  -  -  -  -  

 小計  27 110.4 92.1  18.3 (17%)

平台  26  98.0  86.6  11.4 (12%)

合作  1  3.2  1.6  1.6 (50%)
香港紡織及成衣  
研發中心  

合約  2  0.1 -   0 .1 (100%)

 小計  29 101.3 88.2  13.1 (13%)

平台  105 749.0 699.0  50.0 (7%)  

合作  7  32.7 14.1  18.6 (57%)
香港資訊及  
通訊技術  
研發中心  合約  100 26.9 -   26.9 (100%)

 小計  212 808.6 713.1  95.5 (12%)

平台 23 184.2 161.8  22.4 (12%)
合作  -  -  -  -  

香港物流及  
供應鏈管理  
應用技術研  
發中心  合約  -  -  -  -  

 小計  23 184.2 161.8 22.4 (12%)

平台  12 122.6 109.7 12.9 (11%)

合作  7  14.5 8.8 5.7 (39%)
納米及先進材料  
研發院  

合約  6  3.0 -  3.0 (100%)

 小計  25 140.1 118.5 21.6 (15%)

 總計  316 1,344.6 1,173.7 170.9 (13%)

 
 
附註－  

 
( 1 )  一 般 而 言 ， 研 發 中 心 須 就 平 台 項 目 向 業 界 取 得 贊 助 ， 金 額 不 得 少

於項目開支的 10%，以示項目與市場相關並能配合市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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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合 作 研 發 項 目 通 常 涉 及 一 名 業 界 夥 伴 ， 贊 助 金 額 不 少 於 項 目 總 開

支 的 一 半 ， 而 研 發 項 目 產 生 的 知 識 產 權 會 由 該 業 界 夥 伴 擁 有 。 為

了 令 產 業 與 研 發 中 心 進 行 合 作 研 發 活 動 時 能 享 有 更 大 的 彈 性 ， 目

前 的 資 助 指 引 容 許 業 界 夥 伴 於 初 期 提 供 不 少 於 項 目 開 支 3 0 %  的

贊 助 ， 並 於 較 後 階 段 增 加 贊 助 金 額 。 視 乎 最 終 的 贊 助 金 額 水 平 ，

業 界 夥 伴 可 享 有 一 定 的 專 利 特 許 安 排 或 擁 有 知 識 產 權 。 研 發 中 心

在 無 須 繳 付 版 權 費 的 情 況 下 ， 可 以 使 用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資 助 的 研

發項目產生的知識產權作進一步研究之用。  
 

( 3 )  合約項目指由業界要求並完全由業界出資的合約研究和服務。  
 
( 4 )  上述數字已包括 34 個於相關科技範疇內，由研發中心協助監察的

項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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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進行／計劃進行技術轉移和商品化的項目例子  
 

 

 項目名稱  項目開支  
(百萬元 )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  

1. 開發汽車先進前大燈系統 *  7.1 

  

  
 
 

2. 高溫金屬粉末成形技術用於製造輕鋁鈦合金  3.3 

3. 開發微發泡注塑與共注塑結合技術於生產高質

量及高增值塑料汽車部件  
3.7 

4. 發展電動車的低成本直接驅動器  4.6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5. 高支扭妥棉紗生產技術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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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名稱  項目開支  
(百萬元 ) 

6. 生物功能材料研究與應用  4.5 

  

 
 

7. 開發一台創新設計可作成衣和輔料後整的濕整

理系統  
1.7 

  

 
 

8. 先進服裝功能設計電腦輔助設計技術  4.1 

9. 發展一套實驗室規模的電化學絲光漂白工藝用

於技術的評估  
1.0 

10. 織物結構分析和外觀評估系統的開發  2.9 

天
然
生
物
材
料

納米體積 納米處理 

紅外光功能 

防紫外光功能 

蠶絲質感 

護膚功能

防縐功能 

濕潤功能 

功
能
性
布

料和
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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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名稱  項目開支  
(百萬元 ) 

  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  

11. 靈活及自適應主動式動態發 光二極體背光控制晶

片開發  
11.0 

 

 
 

12. 先進和負擔得起的磁共振成像 *  4.6 

 

 
 

13. 用於 CCD 圖像傳感處理的混合信號專用集成電

路設計平台  
11.9 

14. DTMB 單頻網技術  4.0 

15. 用於無線個人區域網絡核心技術平台的先進無線

超寬帶物理層技術  
14.6 

16. 雙模 CWPAN/ZigBee 射頻收發器晶片  10.9 

17. 移動 WiMAX(全球微波存取互通 )基站技術平台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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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名稱  項目開支  
(百萬元 ) 

18. 新一代鋰電池陽極材料  10.0 

19. 下一代天線組裝配件  8.5 

20. OFDM 核數字電視應用  16.3 

21. Wi M AX/ LTE 裝 置 上 的 實 用 多 輸 入 多 輸 出 技 術  17.0 

22. 使用先進散熱材料及結構設計的熱管理方案  13.0 

23. 移動無線接入網網關  14.7 

24. i S h a r e 媒體傳輸共用平台  8.9 

25. 互動電視技術平台  9.2 

26. 移動對等網路服務平台  6.7 

27. 人際互聯網隨身機  6.9 

28. 集成發光二極體半導體照明驅動解決方案  9.2 

29. 混合信號片上系統 (AMS SoC)設計平台  9.2 

30. 用於固態照明大功率 Ga N 發光二極體的藍寶石

剝離新方法  
14.5 

31. 照相手機用的先進微數碼相機模組  13.3 

32. 智慧型發光二極體戶外照明系統  10.6 

33. 高功能與高密度電子構裝之低成本方案  12.0 

34. 三維封裝的可靠性工程  15.3 

35. DTMB 測 試 技 術  3.1 

36. 開發測試用晶片用以驗証 MMP AVS/ H.264  IP  13.1 

37. 胎壓監測系統中的關鍵芯片封裝技術的開發及

產業化 *  
9.3 

38. 多標準移動數字電視解調器  14.8 

39. 近場天線線圈  8.7 

40. 歐思多媒體晶片開發 *  4.2 

41. 可錄式電子記憶器 *  7.5 

42. 單通道／ 4 通道嵌入式高清晰度流媒體播放器 *  2.3 

43. 外科手術用熱療儀器設備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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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名稱  項目開支  
(百萬元 )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44. 支援企業應用射頻識別技術之中間件  11.8 

 

 
 

45. 深港一體化食品安全及供應鏈管理公共訊息平

台及 R F I D 關 鍵 技 術  
10.0 

  

 
 

46. 建立產品電子代碼網絡以提高整體供應鏈透明度  17.2 

47. 發展電子標籤閱讀器  5.1 

深深圳圳  ((SSZZ))
PPllaattffoorrmm  

香香港港  ((HHKK))
PPllaattffoorrmm  

321 

Data 
Data Data

Test 
Result

 
 
 
4 

7 5

Data 

Data 

Data 

6

Test Result

香港公司 
檢查食物標籤記錄 香港公司內部抽檢 香港公司 

記錄入倉貨品淸單

運送到香港倉庫 

 國內 

原產地農場 
國內接駁場 

212345 6789072 212345 6789072

Manufacture
生產商 

Commodity 
貨品 

Box 
包箱 

Pallet 
貨箱 

Container 
集裝箱運輸

Distributor
分銷商

Container
集裝箱運輸

Pallet
貨箱 Box 

包箱
Commodity

貨
Retailer 
零售商

Consumer
消費者

 
•• 全全域域可可視視基基礎礎設設施施

GGlloobbaall  vviissiibbiilliittyy  
iinnffrraassttrruuccttuurree 

Global Activity Repository
 

全域活動存儲 
E-Product Code Address Map
電子貨品代碼位址 Intelligence Service 

 

智慧服務

•• RRFFIIDD企企業業應應用用整整合合  
RRFFIIDD  iinntteeggrraattiioonn  wwiitthh

EEnntteerrpprriissee  
AApppplliiccaattiioonnss  

  

Production
生產

WMS 
倉儲

Replenish
補貨

RFID中間件 
RFID 

Application 
Enabling 

Middleware 

平臺與基礎設施 
Logistics Platform 

And 
Infrastructures 

RFID系統 
RFID 

Systems 

RAE RAE 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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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名稱  項目開支  
(百萬元 )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48. 低成本濕度探測器示範生產線 * 0.6 

  

 
 

49. 新型無源空氣負離子材料及產品的開發與生產  1.0 

50. 光伏薄膜技術 #  - 

  

 
 

 

 
 
註：  * 合作項目  

  # 在此科技範疇內計劃中的一系列合作項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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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檢討報告及修訂業務計劃摘要  
 
 
1 .  使命和遠景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下稱「研發中心」 )的使命，是成為香港在

納米科技及先進材料範疇的科技發展平台，並會特別專注－  
 

( a )  與 本 地 業 界 和 科 研 機 構 通 力 合 作 ， 物 色 和 進 行 由 市 場 主 導 的

創新研發項目；以及  
 

( b )  推動研發項目成果商品化的工作。  
 

 
2 .  制度架構  
 

 研發中心以非牟利有限公司的形式成立，由香港科技大學 (下稱「科

大」 )全 資 擁 有 。 承 辦 機 構 科 大 在 多 方 面 為 研 發 中 心 提 供 支 援 ， 例

如人力資源、採購、財務和技術轉移等。  
 
 董 事 局 負 責 監 察 研 發 中 心 的 運 作 ， 包 括 向 創 新 科 技 署 提 交 周 年 計

劃及季度和周年營運報告。  
 
 董 事 局 下 設 技 術 委 員 會 ， 由 具 科 技 背 景 的 成 員 和 政 府 代 表 組 成 ，

負 責 評 審 研 發 項 目 建 議 ， 並 檢 視 ／ 監 察 項 目 進 展 。 委 員 會 會 由 商

業 及 技 術 角 度 監 察 有 關 項 目 ， 確 保 技 術 發 展 按 照 研 究 計 劃 進 行 ，

並能盡快實踐商機。  
 
 董 事 局 下 設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 負 責 監 察 行 政 程 序 和 政 策 ， 以 及

研發中心的一切財政事宜。  
 
 研 發 中 心 亦 設 立 審 計 委 員 會 和 國 際 顧 問 委 員 會 ， 分 別 負 責 監 察 中

心的一切運作，和向中心提供有關科技發展方向的意見。  



F C R ( 2 0 0 9 - 1 0 ) 2 7 附件 3   第 2 頁  

3. 組織架構  
 

 截至 2009 年 4 月 1 日，研發中心的員工編制設有 26 個職位，包括

行 政 總 裁 ( 2 0 0 5 年 的 計 劃 編 制 有 1 6 個 職 位 )。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包 括

1 名行政總裁、 3 名技術總監及 1 名 業 務 發 展 總 監 主 任 。 由 於 連 串

大規模的光伏薄膜技術研發項目將於 2009 年展開，故 2013-14 年度

員工編制預計會增至超過 140 名 (包括約 90 名項目研究人員 )。  
 

 
 
附錄1 

研 發 中 心 由 6 個 組 別 運 作：技 術 小 組、項 目 管 理 小 組、業 務 小 組 、

行政與人力資源小組、會計小組及項目支援小組。臚列研發中心現

有職位和至 2013-14 年度新增職位的組織圖見附錄 1。  
 
4 .  科技發展大綱和研發計劃  

 
 過去 3 年，研發中心的科技發展大綱一直集中發展納米科技及先進材

料的 5 個核心技術領域－  
 

納米技術

先進材料

納米材料：功能化與應用

納米光電子技術

納米結構材料的應用

應用於互聯、封裝及熱傳的先
進材料

先進材料的合成..

納米管／納米線的功能化和應用

納米顆粒的功能化和應用（例如智能流體、納米染料、納米顏料、
應用於環保及能源的催化劑）

納米技術提高顯示器及照明設備的性能

發展高性能新型發光材料

納米電子工程

以納米結構為基礎的催化劑

以納米結構為基礎並應用於感應和診斷

納米標度的表面修飾及應用（例如表面自淨、防反射納米塗層、自
組裝結構）

基於納米結構的微流體系統

環保焊接材料

導電膠以替代連結材料

微電子封裝及組裝無鹵素材料

用於大功率元器件的熱材料

先進材料並應用於納米電子封裝

新型納米合成材料

先進的鑄模及擠壓技術

先進的鍍模及沉積技術

發展應用於生物醫療的納米材料

以納米結構為基礎技術的保健產品 (例如藥物傳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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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與 本 地 業 界 合 作 後 ， 研 發 中 心 發 現 技 術 的 組 合 可 以 同 時 應 用 在

不 同 的 市 場 範 疇 ， 包 括 可 持 續 能 源 、 固 態 照 明 、 環 保 技 術 、 金 屬

與 金 屬 表 面 處 理 、 時 尚 生 活 與 健 康 護 理 產 品 ， 以 及 用 作 消 費 及 工

業 應 用 的 先 進 材料。 從 市 場 範 疇 的 角 度 來 看 ， 個 別 市 場 範 疇 同 時

應 用 多 種 技 術 ， 能 更 突 顯 科 研 項 目 在 切 合 市 場 要 求 方 面 的 價 值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由 核 心 科 技 範 疇 和 市 場 範 疇 的 角 度 來 看 科 技 發 展

大綱－  
 
 

 市 場 範 疇  
 
 
 

 
 

科 技 範 疇  

的 用  
先 作  
進 消  
材 費  
料 及  
  工  
 業  
 應  
 用  

環  
保  
技  
術  

 

時  
尚  
生  
活  
與  
健  
康  
護  
理  
產  
品  

金  
屬  
與  
金  
屬  
表  
面  
處  
理  

固  
態  
照  
明  

可  
持  
續  
能  
源  

納 米 材 料：功 能 化 與 應

用  S P P S S P 

納 米 光 電 子 技 術  S    P S 

納 米 結 構 材 料 的 應 用   S S S   

應 用 於 互 聯、封 裝 及 熱

傳 的 先 進 材 料  S S   S S 

先 進 材 料 的 合 成  P S  P  S 

 

 註 ： P－主 要 範 圍 ； S －次 要 範 圍  

 
 

在未來數年，研發中心計劃繼續集中發展以下科技範疇－  
 
( a )  納 米 材 料 及 納 米 應 用 產 品 － 以 安 全 、 環 保 和 低 成 本 的 方 法 開

發 具 理 想 特 性 的 納 米 材 料 、 納 米 粒 子 和 納 米 結 構 ， 以 研 製 一

系 列 納 米 應 用 產 品 ， 例 如 感 應 器 、 醫 療 及 保 健 產 品 、 能 源 儲

存器件及各式各樣的消費產品；  
 



F C R ( 2 0 0 9 - 1 0 ) 2 7 附件 3   第 4 頁  

( b )  納 米 電 子 ： 顯 示 器 與 照 明 － 目 的 是 把 納 米 科 技 應 用 到 高 需 求

的 納 米 電 子 、 顯 示 器 和 照 明 產 品 ， 以 提 升 這 些 產 品 的 性 能 及

減低其材料和製造成本；  
 
( c )  先 進 材 料 ： 電 子 封 裝 及 組 裝 － 開 發 嶄 新 且 先 進 的 電 子 封 裝 材

料 和 製 造 技 術 ， 讓 微 電 子 封 裝 業 能 在 科 技 上 有 所 突 破 ， 符 合

嚴格的封裝設計方案和環保規定；以及  
 
( d )  先 進 製 造 工 序 ： 先 進 合 成 、 表 面 處 理 及 環 境 可 持 續 發 展 等 技

術－ 提 升 製 造 業 相 關 工 序 的 生 產 技 術 ， 如 先 進 材 料 、 塗 層 、

複 合 材 料 及 催 化 劑 。 這 計 劃 亦 強 調 改 善 工 序 的 靈 活 性 、 生 產

力、產品性能及減低製造成本。  
 
由 市 場 的 角 度 出 發 ， 研 發 中 心 計 劃 與 業 界 合 作 ， 進 行 數 個 大 規 模

研發項目，這些有龐大增長潛力的市場範疇包括－  
 
( a )  可 持 續 能 源 與 相 關 產 品 － 太 陽 能 既 環 保 又 用 之 不 竭 。 納 米 科

技 和 先 進 材 料 有 助 改 善 太 陽 能 電 池 的 光 電 轉 換 效 率 、 降 低 成

本 、 延 長 太 陽 能 電 池 壽 命 ， 以 及 開 創 具 創 意 的 太 陽 能 產 品 ，

而其中一個例子便是光伏電薄膜技術；  
 
( b )  固態照明 － 旨 在 應 用 納 米 科 技 以 開 發 新 材 料 ， 以 提 升 固 態 照

明產品的效能及降低製造成本。部分工作計劃包括－  
 

( i )  開發微型發光二極管以提高顯示器件的解像度；  
 
( i i )  改 善 發 光 二 極 管 製 造 工 序 以 減 低 批 量 生 產 時 出 現 的 色

差問題；以及  
 
( i i i )  開發有機發光二極管材料，提高光電轉換效率；  

 
( c )  環保技術 － 納 米 科 技 和 先 進 材 料 在 監 察 、 補 救 和 改 善 空 氣 、

水 和 土 地 質 素 方 面 ， 可 發 揮 重 要 的 作 用 ， 並 有 助 開 發 環 保 產

品和製造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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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金 屬 與 金 屬 表 面 處 理－ 研 發 中 心 與 業 界 贊 助 者 合 作 進 行 多 個

項 目 ， 以 提 高 鋼 材 的 物 料 強 度 和 防 鏽 特 性 等 。 另 一 項 計 劃 是

要研究合成金屬材料；  
 
( e )  時 尚 生 活 與 健 康 護 理 產 品 － 研 發 中 心 在 時 尚 生 活 與 健 康 護 理

產 品 這 個 範 疇 有 數 個 項 目 ， 包 括 納 米 補 充 食 品 、 電 子 產 品 、

個 人 護 理 產 品 (如 納 米 面 霜 )等 。 研 發 中 心 會 加 倍 努 力 ， 為 這

個市場開發創新產品；以及  
 
( f )  用 作 消 費 及 工 業 應 用 的 先 進 材 料 － 研 發 中 心 現 正 研 究 數 個

關 於 開 發 能 供 戶 內 和 戶 外 使 用 的 新 型 合 成 材 料 的 項 目 概

念，這些概念都是以低成本的替代品取代現有產品，又或令

新產品的性能和物理特性超越現有產品。  
 
研發中心原先訂立的目標，是在首五年內進行 75 個 研 發 項 目，截

至 2008 年年底，研發中心在多個主要科技範疇已進行了 25 個 項

目 (包括合約研究項目 )。  
 

 
 
 
 
附錄2 
 

由 2006 年 4 月 至 2008 年 12 月，研發中心進行了 5 輪 項 目 建 議 徵

求工作，共接獲 62 份項目建議，其中 15 個 項 目 (包括 3 個 由 研 發

中心內部進行的項目 )獲得批准。此外，研發中心亦協助監察 4 個

先進材料或納米科技範疇的平台項目。創新及科技基金就這 19 個

平台和合作項目 (名單載於附錄 2)的預算資助總額為 1 億 1,850 萬元。

而這些項目所取得的業界贊助額約 1,860 萬元，約佔 1 億 3,710 萬元

的項目開支的 14%。  
 
 
此外，研發中心亦接納了 6 個合約研究項目，項目總開支約 300 萬元，

開支完全由業界支付。  
 
研 發 中 心 現 正 進 行 產 品 及 生 產 技 術 商 品 化 ， 一 項 以 納 米 催 化 劑 為

基 礎 的 技 術 的 特 許 權 已 出 售 予 一 間 本 地 公 司 ， 用 作 製 造 空 氣 清 新

裝 置 。 此 外 ， 研 發 中 心 又 將 以 下 特 許 專 利 出 售 給 業 界 ： 一 項 低 溫

多 晶 矽 和 有 源 有 機 發 光 二 極 管 製 造 技 術 、 一 項 垂 直 配 向 彩 色 液 晶

顯示技術、一項光學配向技術，以及一個能分離富勒烯中的碳 60
和碳 70 的製造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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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研 發 中 心 的 技 術 小 組 已 開 發 出 納 米 濕 度 探 測 器 、 高 反 射 率

納米塗層，以及新型無源空氣負離子材料。研發中心至今已提出 6
項 專 利 申 請 ， 並 已 進 入 不 同 的 審 批 階 段 。 在 未 來 兩 年 ， 現 有 的 研

發項目會產生超過 10 件 產 品 ， 以 供 進 行 商 品 化 工 作 。  
 
 

5 .  合作機構  

 
研發中心夥同下述本地科研機構，與業界進行合作－  
 
－  香港城市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  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科技大學  
－  香港大學  

 
內地科研機構 (例如華南理工大學 )亦有參與部分研發項目。  
 
此 外 ， 研 發 中 心 又 與 海 外 科 研 機 構 建 立 聯 繫 ， 使 之 成 為 科 技 提 供

者 。 這 點 對 於 本 港 及 內 地 未 必 具 備 的 某 些 專 門 技 術 尤 為 重 要 。 研

發中心是亞洲納米論壇的成員，該論壇有 13 名來自亞洲經濟體系

的 成 員 。 此 外 ， 研 發 中 心 亦 與 多 個 本 地 商 會 建 立 聯 繫 ， 例 如 香 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和香港工業總會。  
 
 

6 .  業界反應及聯繫  
 
研 發 中 心 一 直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 例 如 中 心 網 站 、 研 討 會 、 論 壇 、 國

際 會 議 和 工 作 坊 等 ， 推 動 本 港 納 米 科 技 和 先 進 材 料 的 發 展 。 研 發

中心在 2007 至 2008 年共舉辦了 7 個工作坊，當中 5 個與香港貿

易 發 展 局 合 辦 ， 旨 在 推 動 各 個 市 場 的 產 品 和 製 造 工 序 的 開 發 和 商

品化。研發中心所舉辦的每項活動平均出席人數均超過 100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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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發 中 心 已 為 產 業 聯 盟 招 募 會 員 ， 並 和 對 納 米 科 技 及 先 進 材 料 感

興 趣 的 人 士 建 立 聯 繫 及 加 強 溝 通 。 為 了 進 一 步 加 強 業 務 和 技 術 網

絡，中心將會推行以下兩項主要措施。  
 
首 先 ， 研 發 中 心 擬 邀 請 一 批 知 名 研 究 人 員 出 任 中 心 的 「 成 員 」 ，

這 批 成 員 的 專 長 可 以 是 基 礎 或 應 用 研 究 方 面 ， 而 且 都 是 研 發 中 心

擬 進 軍 的 市 場 。 研 發 中 心 可 以 邀 請 成 員 參 與 研 發 項 目 、 工 作 坊 、

集 思 會 、 檢 討 、 顧 問 研 究 等 ， 俾 能 組 織 一 批 專 才 ， 提 供 市 場 所 需

的技術。  
 
其 次 ， 是 成 立 市 場 推 廣 專 責 小 組 。 小 組 由 商 界 和 技 術 人 員 組 成 ，

主要目的是為以下工作提供平台－  
 
－  提供市場 新情況和要求；  

－  發布新意念、科研成果、技術應用個案研究的結果；  

－  擴闊網絡，並深化與本地業界與科研機構的合作；以及  

－  為研發項目和技術商品化及應用物色新的商機。  

 
研 發 中 心 會 採 納 下 述 策 略 ， 以 確 保 研 究 計 劃 能 夠 切 合 實 際 的 市 場

需要－  
 
－  研 發 中 心 應 集 中 開 發 數 個 市 場 範 疇 ， 以 收 協 同 效 應 和 規 模 效

益；  

－  簡化項目審批程序，以加快產品推出市場的時間；  

－  除 了 業 界 贊 助 外 ， 應 努 力 令 終 使 用 者 承 諾 試 用 有 關 技 術 ，

並將這些試用計劃納入研究計劃內；  

－  應 由 商 業 及 技 術 角 度 同 時 監 察 項 目 ， 以 確 保 技 術 發 展 是 根 據

研 究 計 劃 進 行 的 ， 而 且 能 盡 快 找 到 商 機 ， 並 在 市 場 要 求 改 變

時，按需要調整技術發展方向。  

 



F C R ( 2 0 0 9 - 1 0 ) 2 7 附件 3   第 8 頁  

7 .  財政預算及現金流量  
 

營運成本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職員 (1) 6,930 7,265 9,480 21,324 22,391 21,305 22,370 23,489 134,554
設備和其他

資本成本  
311 99 410 5,122 700 700 700 700 8,742

其他直接費

用  
3,196 3,234 3,472 7,119 7,715 7,774 7,916 8,156 48,582

- 宣傳／推廣  32 41 190 374 393 412 433 455 2,330
- 市場推廣／
商品化  

- - 60 252 265 278 292 306 1,453

- 行政支援及
其他 (2) 

3,164 3,193 3,222 6,493 7,057 7,084 7,191 7,395 44,799

 總開支  10,437 10,598 13,362 33,565 30,806 29,779 30,986 32,345 191,878
減：收入 (3) 70 45 443 300 300 300 300 300 2,058
創新及科技

基金資助的

總營運成本 (4) 
10,367 10,553 12,919 33,265 30,506 29,479 30,686 32,045 189,820

 
 
註解－  
 
( 1 )  職 員 成 本 包 括 員 工 的 基 金 薪 金 、 強 積 金 供 款 、 約 滿 酬 金 和 醫 療 保

險。  
 
( 2 )  「 行 政 支 援 及 其 他 」 的 成 本 包 括 人 力 資 源 相 關 項 目 、 資 訊 科 技 、

法律及審計費用、辦公室費用及設備等開支。  
 
( 3 )  收 入 包 括 來 自 測 試 服 務 的 收 費 。 中 心 自 行 進 行 研 發 項 目 所 收 取 的

行 政 開 支 亦 會 以 收 入 入 帳 ， 以 抵 銷 用 來 進 行 研 發 工 作 的 資 源 。 由

2009 年起，預計合約研究工作每年會為中心帶來 300 ,000 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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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與 2005 年財務委員會批准的金額相比，於 2006-07 至 2010-11 年度

首 五 年 的 撥 款 需 求 增 加 ， 主 要 因 為 要 進 行 有 關 薄 膜 光 伏 技 術 的 大

型合作項目， 2 0 0 9 - 1 0 至 2 0 1 3 - 1 4 年度的經修訂預算包括：新增員

工每年所需的 1 ,100 萬元、於香港科技園公司設立實驗室和辦公室

所需的一筆過 400 萬元、支付香港科技園每年的租金和設施費用

300 萬元、應急費用每年 100 萬元及公共關係和商品化開支每年

60 萬元。  
 
( 5 )  2006 -07 至 2 0 0 8 - 0 9 年度的數字為研發中心的實際營運開支。  
 
 

概略研發開支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總 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研 發 開 支  - 5,500 48,400 155,800 242,500 150,800 121,800 147,400 872,200
減      
業 界 贊 助 及 其 他

收 入  
- 2,400 9,400 49,700 80,000 47,000 28,500 32,100 249,100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項 目 撥 款 總 額  - 3,100 39,000 106,100 162,500 103,800 93,300 115,300 623,100

 
 
註解－  
 
( 1 )  首五年所進行的研發項目總數預計有 98 個 (60 個平台研究項目、

30 個合作研究項目及 8 個合約研究項目 )。原先在 2005 年訂立的

目標為 75 個研發項目。  
 
( 2 )  預計 2 0 1 1 - 1 2 至 2 0 1 3 - 1 4 年度大約會進行 70 個項目。  
 
( 3 )  2006 -07 至 2 0 0 8 - 0 9 年度的數字為研發中心的實際研發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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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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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的

項目 (包括

大型項目) 
技術人員 
 擬設> 90 

項目支援組 
 

高級營運經理 

  

 

高級財務經理 

  

 

高級人力資源經理 

  

技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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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所進行的研發項目摘要  

( 2 0 0 6 年 4 月至 2 0 0 8 年 12 月 )  
 
 

 項目名稱  
項目開支  

(百萬元 ) 

1 .  有機發光顯示器件 (OLED)的先進材料及新技術  8 . 5  

2 .  穩定的有機發光二極管材料及其純化技術  4 . 3  

3 .  有機電致發光新材料技術在顯示、照明和背景光中的

應用  
6 . 1  

4 .  納米材料技術研發所：納米功能材料和技術發展  63 .3  

5 .  矽基底上倒封裝 L E D 陣列  4 . 0  

6 .  新型無源空氣負離子材料及產品的開發與生產  1 . 0  

7 .  應用於工程結構的多層的納米結構金屬片／板的研

發  
5 . 3  

8 .  複雜形狀工件的精密拋光方法及拋光液的開發  2 . 3  

9 .  發展應用於微型粉末注射成型之「先進複合材料」及

有關的「超臨界液體萃取技術」  
3 . 2  

10 .  應用納米技術的有機發光器件的研究及在裝飾及特

殊發光的應用  
3 . 5  

11 .  新一代顯示技術  8 . 5  

12 .  印刷電子學新材料的研究與發展  12 .5  

13 .  二氧化鈦溶膠產業化及其應用於室內空氣淨化示範

研究 *  
2 .0  

14 .  低成本濕度探測器示範生產線 *  0 .6  

15 .  中孔光催化劑的聲化學工業化製備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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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名稱  
項目開支  

(百萬元 ) 

16 .  納米熱浸鍍鋅技術 *  2 .5  

17.  用於微電子方向的高強度高分子納米複合纖維的製備 * 5 .4  

18 .  藍光 OL ED 材 料 和 器 件 研 發 *  0 .6  

19 .  「利用表面處理技術增強細胞、蛋白質和肽在微盤上

的附著」在「酵素結合免疫吸附分析」中的應用 *  
2 .4  

 

註： *－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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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紡 織 及 成 衣 研 發 中 心  
 

檢 討 報 告 及 修 訂 業 務 計 劃 摘 要  
 
 

1 .  使 命 和 遠 景  
 
 研 發 中 心 的 使 命 是 成 為 一 所 卓 越 領 先 的 紡 織 及 成 衣 研 究 、 開 發 和

技 術 轉 移 中 心 。 作 為 一 間 全 港 性 的 研 發 機 構 ， 研 發 中 心 致 力 支 援

持 續 發 展 技 術 ， 以 提 高 服 裝 和 紡 織 業 的 競 爭 力 ， 從 而 繼 續 為 香 港

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2. 制 度 架 構  
 
 研發中心於 2006 年 4 月 由 政 府 資 助 成 立，是 一 間 由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下稱「理大」 )全資擁有的非牟利公司。 
 
 董 事 局 負 責 制 定 政 策 和 研 發 中 心 的 發 展 方 向 ， 並 由 以 下 委 員 會 提

供協助－  
 

( a )  行 政 委 員 會 ： 負 責 就 所 有 行 政 事 宜 提 供 意 見 及 進 行 監 察 ； 以

及  
 
( b )  技術委員會：負責就項目建議和相關事宜提供意見。  
 

 研 發 中 心 亦 設 立 內 部 審 計 機 制 ， 向 行 政 委 員 會 報 告 循 規 檢 查 和 內

部審計報告的結果。  
 

 研 發 中 心 須 就 個 別 項 目 的 資 助 事 宜 徵 求 創 新 科 技 署 署 長 批 准 ， 並

就運作財政預算提交季度報告和周年計劃。  
 
 



F C R ( 2 0 0 9 - 1 0 ) 2 7 附 件 4  第 2 頁  

3. 組 織 架 構  
 

 截至 2009 年 4 月 1 日，研發中心的員工編制設有 18 個職位，包

括 行 政 總 裁 ( 2 0 0 5 年 的 計 劃 編 制 為 在 運 作 的 第 五 年 設 有 20 個 職

位 )。 中 心 由 行 政 總 裁 帶 領 ， 負 責 政 策 制 定 和 中 心 的 整 體 管 理 。 行

政總裁向董事局負責。  
 

 現時，行政總裁由 3 名 主 要 人 員 提 供 協 助 －  
 
( a )  研發總監：負責審核資助申請，並監察項目進度；  
 
( b )  經理 (機構事務 )：負責人力資源、財務和會計、一般行政、採

購和委員會工作；以及  
 
( c )  市 務 經 理 ： 負 責 推 廣 研 發 中 心 ， 並 為 研 發 項 目 提 供 宣 傳 和 推

廣支援。  
 

 預 計 研 發 中 心 的 員 工 編 制 至 2010-11 年 度 時 會 增 至 23 名 ， 而 至

2 0 1 3 - 1 4 年度時則會增至 29 名。由於項目工作量增加，新增的員

工 主 要 為 研 發 小 組 人 員 ， 亦 會 包 括 一 名 負 責 處 理 已 完 成 項 目 的 商

品化工作的高級人員。  
 

 至 於 研 發 工 作 方 面 ， 研 發 中 心 會 繼 續 倚 重 理 大 和 其 他 科 研 機 構 的

研發能力，務求能善用資源。  
 

 
附錄 1  

臚 列 研 發 中 心 現 有 職 位 和 至 2013-14 年 度 擬 新 增 職 位 的 組 織 圖 見

附錄 1。  
 
 
4. 科 技 發 展 大 綱 和 研 發 計 劃  

 
 香港的紡織業可以追溯至上世紀 50 年代初，對香港過去數十年的

經 濟 發 展 有 重 大 貢 獻 。 本 地 的 紡 織 業 多 年 來 不 斷 向 前 發 展 ， 由 大

量 生 產 便 宜 的 成 衣 ， 到 近 年 製 造 優 質 高 級 服 裝 。 時 至 今 日 ， 香 港

仍然在這個行業處於領先地位。至 2007 年 12 月為止，香港紡織

及成衣業的出口值達 425 億元，相等於本地出口總值的 39%，可

見這個行業對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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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3 年曾參與中心項目的業界夥伴、理大及其他科研機構，確

定 研 發 中 心 一 直 採 納 的 研 發 重 點 範 疇 。 而 中 心 在 實 地 考 察 和 觀

察 ， 以 至 與 珠 三 角 及 長 三 角 的 工 作 相 關 機 構 及 人 士 接 觸 中 ， 亦 得

出 相 同 結 論 。 因 此 ， 研 發 中 心 會 繼 續 就 有 關 範 疇 物 色 和 徵 求 項 目

申請。  
 

 未來數年，研發中心計劃繼續集中進行以下科技範疇的項目－  
 
(a) 嶄新物料、紡織及成衣

製品  
(b) 先進紡織及成衣生產技

術  

 -  恆溫及溫度節調布料

及成衣  
-  納米物料  
-  形狀記憶聚合物、布

料及成衣  
-  作保健應用的聰明成

衣  
-  功能織物  

 - 多功能布料及成衣處

理  
-  嶄新染色技術  
-  嶄新布料後處理技術  
-  嶄新紡紗技術  
-  三維成衣紙樣電腦輔

助設計技術  

 
 

(c) 創意設計及產品品質評

估技術  

(d) 優化工業系統及基建  

 - 供產品開發及評估的

新一代假人測試系統  
-  品質評估系統  
- 產品規格  
-  稱身服裝設計技術  

 -  服裝知識技術網站  
-  紗綫及布料資料庫  
-  時裝設計資料庫  
-  聯營企業  
-  培訓及顧問服務  

 
 以 下 是 這 些 重 點 範 疇 內 一 些 例 子 ， 全 部 都 具 相 當 潛 力 並 能 吸 引 到

業界的興趣－  
 
(a) 嶄新物料、紡織及成衣製品  

 
 生 物 功 能 材 料 研 究 與 應 用 － 由 羊 毛 及 絲 抽 取 的 納 米 生 物 功

能蛋白質能將普通紡織物和布料製成高增值產品，包括具有

抗菌、防紅外線、防水的功能性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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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發 1 台 可 作 成 衣 和 輔 料 後 整 的 創 新 濕 整 理 系 統 － 能 符 合

業 界 期 望，可 以 清 洗 羊 絨 衣 物 的 1 台 創 新 滾 筒 式 濕 整 理 機 。 
 
 先進紡織材料功能性處理技術－先進的功能性物料處理，即

利用納米技術的多功能整理、先進的物料自行清潔整理、和

納米阻燃整理，為紡織品及成衣產品增值。  
 

(b) 先進紡織及成衣生產技術  
 

 高 支 扭 妥 棉 紗 生 產 技 術 － 生 產 無 扭 矩 環 錠 紗 的 新 型 扭 紗 技

術，以增加布料的手感和其他優點。  
 

 先 進 紡 織 品 及 服 裝 製 造 流 程 技 術 － 利 用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系

統，能支援自動化紡織及成衣製造程序，方便透過不同的生

產點擷取數據，以減少瓶頸。  
 

(c) 創意設計及評估技術  
 

 織 物 結 構 分 析 和 外 觀 評 估 系 統 的 開 發 － 用 於 機 織 物 結 構 鑑

定的織物結構分析和外觀評估系統，有助進行快速打板和評

估針織物外觀。  
 

 用 於 紡 織 及 服 裝 工 業 的 成 像 顏 色 測 量 系 統 － 成 像 顏 色 測 量

系統能測量紡織樣品 (例如單色、多色、印花和漂染布料等 )
的準確光譜顏色。  

 
 分 佈 式 三 維 表 面 壓 力 織 物 傳 感 器 － 創 新 的 壓 力 織 物 傳 感 器

能測量三維表面的壓力，在功能性服裝和樓宇維修方面極有

應用潛力。  
 

(d) 優化工業系統及基建  
 

 利 用 人 工 智 能 技 術 開 發 時 裝 銷 售 預 測 支 援 系 統 － 一 個 科 學

化的銷售預測決策支援系統，能提供先進易用的平台，為各

種 時 裝 產 品 的 全 年 需 求 和 季 度 銷 售 模 式 ， 進 行 科 學 化 的 預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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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申請可因應徵求項目邀請通告或隨時提交。由 2006 年 4 月 至

2008 年 1 2 月，研發中心已向技術委員會提交 6 輪 項 目 建 議。中心

共收到 55 項申請，當中 27 個平台和合作項目已獲批准，項目預

算的創新及科技基金總資助額為 8 ,820 萬元。這些項目取得的業界

贊助額約 1 ,300 萬元，約佔 1 億 1 2 0 萬元的項目開支的 13%。  
 
研 發 中 心 的 研 發 小 組 會 先 對 項 目 申 請 作 出 審 核 ， 然 後 向 專 家 (本 地

及海外 )小組及創新科技署徵求意見，最後交由技術委員會通過。  
 

附錄2 核准項目 (除合約研究外 )的名單載於附錄 2。至 2 0 0 8 年底，中心已

完成 4 個 項 目 ， 另 有 23 個 預 計 於 2009 年及 2010 年完成。  
 
研發中心在其發展大綱中亦會採取以下措施－  
 
延展服務  
 
研發中心會研究如何在研發項目善用大學和科研機構的能力。  
 
中 心 的 延 展 服 務 計 劃 會 繼 續 與 業 界 夥 伴 接 觸 ， 確 定 有 待 改 善 或 處

理的地方，並按情況提出進行研究的項目。  
 
商品化  
 
由 於 各 項 目 快 將 有 成 果 ， 研 發 中 心 新 的 工 作 重 點 ， 將 會 是 採 取 以

下方法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  
 
(a) 推廣項目成果；   
 
(b) 將成果由實驗室規模的原形轉化為可大量生產的商品；  
 
( c )  知識產權管理，包括申請專利權；以及  
 
( d )  專利特許的安排，和把技術轉移給有興趣的業界使用者。  

 
為此，中心會成立「商品化常務委員會」，以研究業務計劃、評估

市場興趣，以及提出實際方法以吸引市場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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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和市場推廣  
 
研 發 中 心 的 市 場 推 廣 方 針 會 優 先 配 合 研 發 工 作 ， 以 引 起 業 界 對 項

目 成 果 的 興 趣 。 研 發 中 心 會 繼 續 為 業 界 夥 伴 舉 辦 研 討 會 和 工 作

坊，並參加巡迴路演和展覽。  
 
運作  
 
經 諮 詢 創 新 科 技 署 署 長 的 意 見 後 ， 研 發 中 心 會 簡 化 程 序 ， 務 求 能

加 快 與 項 目 有 關 的 工 作 。 行 政 組 亦 會 定 期 檢 視 員 工 、 採 購 及 其 他

安排，以確保符合衡工量值及良好管治。  
 
 

5 .  合 作 機 構  
 

不 少 機 構 均 對 參 與 中 心 的 工 作 表 示 有 興 趣 ， 理 大 、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和 製 衣 業 訓 練 局 均 為 中 心 的 主 要 科 研 夥 伴 。 此 外 ， 中 心 亦 有

超過 120 個業界夥伴，並與 15 個 業 界 支 援 組 織 和 商 會，以及 7 個

海外組織保持聯繫。  
 
 
6 .  業 界 反 應 及 聯 繫  
 

會員計劃  
 
研發中心設有會員計劃，並有 252 名登記會員。而未有成為會員

的公司，亦可透過其所屬商會 (例如香港紡織業聯會 )與研發中心取

得聯繫。  
 
中心已建立的主要溝通渠道有－  
 

(a) 研 發 中 心 的 中 英 文 網 站 ( w w w . h k r i t a . c o m ) ， 至 今 已 有 超 過

200  000 人次點擊；  
 
(b) 每 季 出 版 一 次 的 電 子 通 訊 ， 刊 登 關 於 研 發 項 目 及 業 界 最 新 消

息的文章；以及  
 
(c) 能與業界夥伴快捷有效地聯絡的電子直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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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及巡迴路演  
 
過去 3 年，研發中心在本港、內地和海外參加了 23 個 展 覽，包 括

由 政 府 發 起 的 活 動 (例 如 創 新 博 覽 會 )、 國 際 會 議 (例 如 時 裝 周 )、 以

及 中 心 本 身 的 活 動 (例 如 科 技 論 壇 和 在 四 間 本 地 大 學 舉 行 的 巡 迴 路

演 )。  
 
 

7. 財 政 預 算 及 現 金 流 量  
 

營運成本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職員 (1) 4,500 6,050 7,720 11,400 13,400 14,800 16,100 17,800 91,770
設備和其他  
資本成本 (2) 

710 1,470 220 80 180 5,000 200 200 8,060

其他直接費用  490 1,920 2,270 3,900 5,680 12,900 13,300 13,900 54,360
- 宣傳／推廣 (3) 170 540 740 800 2,140 2,600 2,700 2,800 12,490
- 市場推廣／
商品化  

- - - 1,000 1,000 5,000 5,200 5,300 17,500

- 行政支援及  
其他 (4) 

320 1,380 1,530 2,100 2,540 5,300 5,400 5,800 24,370

總開支  5,700 9,440 10,210 15,380 19,260 32,700 29,600 31,900 154,190
減：收入 (5) 40 120 80 40 40 100 100 100 620
創新及科技  
基金資助的  
總營運成本 (6) 

5,660 9,320 10,130 15,340 19,220 32,600 29,500 31,800 153,570

 
註解－  
 
( 1 )  職 員 成 本 包 括 員 工 的 基 本 薪 金 、 強 積 金 供 款 、 約 滿 酬 金 和 醫 療 保

險。預計在 2011-12 至 2013-14 年度，員工的數目會由 23 名增至

29 名，以應付增加的研發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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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設 備 和 其 他 資 本 成 本 包 括  ( a )  辦 公 室 裝 修 和  ( b )  資 訊 科 技 基 礎 設

施 (包括伺服器 )的開支。中心已撥出約 500 萬元的預算，於 2011-12 年度

購置較大的辦公地方，以安置新增的職員 (包括商品化隊伍 )。新的

辦 公 地 方 亦 會 提 供 新 的 設 施 ， 例 如 實 驗 室 、 科 技 展 示 地 方 和 已 更

新的資訊科技設施。  
 
( 3 )  宣傳／推廣開支包括網站、宣傳、出版刊物和推廣開支。  
 
( 4 )  「行政支援及其他」的成本包括人力資源相關的項目、資訊科技 (硬

件和軟件專利權 )、法律及審計費用、辦公室費用及設備等開支。  
 
( 5 )  2011 -12 至 2013-14 年度的收入來自專利權／版權費用和合約研究

項目。  
 
( 6 )  2011 -12 至 2 0 1 3 - 1 4 年度的預算增加主要反映研發項目商品化的開

支增加 (包括按通脹幅度調整 )，這包括進一步的發展工作，例如建

立 原 型 或 試 產 的 示 範 工 作 、 探 訪 工 廠 、 為 個 別 使 用 者 度 身 訂 造 研

發成果的運用方法、專利及版權管理等費用。  
 
 由於研發項目仍在初步階段，故首 3 年在商品化方面的開支並不

多。  
 
( 7 )  2006 -07 至 2 0 0 8 - 0 9 年度的數字為研發中心的實際營運開支。  
 

概略研發開支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研 發 開 支  40,500 23,500 51,300 48,700 80,300 79,200 81,600 84,000 489,100
減      
業 界 贊 助 及

其 他 收 入  4,900 2,600 7,000 7,300 13,100 12,900 13,300 13,700 74,800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項 目  
撥 款 總 額  

35,600 20,900 44,300 41,400 67,200 66,300 68,300 70,300 41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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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  
 

( 1 )  首五年 (即 2006-07 至 2010-11 年度 )將要進行的研發項目總數預計

有 78 個 ( 67 個平台研究項目、5 個 合 作 研 究 項 目 及 6 個合約研究項

目 )。原先在 2005 年訂立的目標為 105 個 研 發 項 目 。  
 
( 2 )  預計 2 0 11 - 1 2 至 2 0 1 3 - 1 4 年度大約會進行 70 個項目。  
 
( 3 )  2006 -07 至 2 0 0 8 - 0 9 年度的數字為研發中心的實際研發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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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紡 織 及 成 衣 研 發 中 心 組 織 圖  

 

圖例 

現有職位  

擬新增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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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紡 織 及 成 衣 研 發 中 心  
所 進 行 的 研 發 項 目 摘 要  

( 2 0 0 6 年 4 月至 2 0 0 8 年 12 月 )  
 
 

項 目 名 稱  項 目 開 支  
(百萬元 )  

1 .  生物功能材料研究與應用  4 . 5  

2 .  先進服裝功能設計電腦輔助設計 (CAD)技術  4 . 1  

3 .  開發 1 台 創 新 設 計 可 作 成 衣 和 輔 料 後 整 的 濕 整 理 系 統  1 . 7  

4 .  先進紡織品及服裝製造流程技術  3 . 9  

5 .  發展 1 套 實 驗 室 規 模 的 電 化 學 絲 光 漂 白 工 藝 用 於 技 術

的評估  
1 . 0  

6 .  高支扭妥棉紗生產技術  2 . 4  

7 .  織物結構分析和外觀評估系統的開發  2 . 9  

8 .  先進紡織材料功能性處理技術  4 . 8  

9 .  用於紡織及服裝工業的成像顏色測量系統  4 . 4  

10 .  形狀記憶針織服裝及其紡織品的開發  11 .0  

11 .  為香港紡織及製衣業提供解決生產問題方案  3 . 0  

12 .  開發減低羊絨衫起毛球的綜合方案  2 . 8  

13 .  分佈式三維表面壓力織物傳感器  8 . 0  

14 .  智優互動功能服裝的研發  3 . 1  

15 .  高性能運動服與裝置  5 . 4  

16 .  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開發時裝銷售預測支援系統  2 . 8  

17 .  功能性與裝飾性的濺射鍍紡織產品  0 . 8  

18 .  低溫快速蒸發針織衣物的嶄新處理技術  2 . 9  

19 .  微小型纖維傳感器  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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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名 稱  項 目 開 支  
(百萬元 )  

20 .  開發 1 套 新 穎 的 環 保 、 節 能 及 低 消 耗 的 胸 杯 生 產 技 術  2 . 7  

21 .  快速檢測紡織品殘留甲醛可攜式感測器  4 . 3  

22 .  生物功能材料研究與應用  ( I I )  5 . 2  

23 .  先進服裝功能設計 C A D 技術  ( I I )  6 . 8  

24 .  e -群體樣辦遙測系統  1 . 6  

25 .  智能布料樣辦資源管理系統以支援新產品開發  1 . 0  

26 .  應用泡沫染色技術開發純棉針織布創新水洗面料  1 . 0  

27 .  全棉超舒適免燙面料與服裝研發 *  3 .2  

 
 
註： *－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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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車 零 部 件 研 發 中 心  
 

檢 討 報 告 及 修 訂 業 務 計 劃 摘 要  
 
 
1 .  使命和遠景  
 

遠景  
成為世界級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並協助香港的基礎企業進入汽

車工業市場或在業內擴展。  
 

使命  
 在選定的核心技術範疇內發展研發能力  
 在內地及海外建立有關的交流網絡  
 與內地及海外研發夥伴合作  
 推廣研發服務及擴闊用戶層面  
 
 

2 .  制度架構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於 2006 年 3 月 31 日成立，是承辦機構香港
生產力促進局的附屬機構，生產力促進局並提供財政、人力資源、

行政、秘書處及宣傳方面的支援。其董事局和兩個常務委員會，

即技術委員會和財政及行政委員會，監督研發中心日常的運作。

技術委員會負責評估／審核提交中心的研發項目建議，並向創新

科技署提交撥款建議；而財政及行政委員會則負責監察中心的財

政狀況，並就行政事宜提供意見。研發中心亦已設立內部審計機

制，向財政及行政委員會報告循規檢查和內部審計報告的結果。  
 
研 發 中 心 在 每 個 財 政 年 度 均 會 擬 備 周 年 計 劃 呈 交 創 新 科 技 署 審

批。周年計劃載列中心的研發計劃、營運事宜以及財政預算等。  
 
研發中心會擬備季度運作報告，並提交創新科技署。報告包括中

心運作的季度收支財務報表，以及未來 6 個月的現金流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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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織架構  
 

 
 
附錄 1 

截至 2009 年 4 月 1 日，研發中心的員工編制設有 29 個職位，包括
行政總裁 ( 2 0 0 5 年的計劃編制有 13 個職位 )。研發中心預期編制至
2013-14 年度將維持不變。臚列研發中心現時職位的組織圖見附錄 1。

 
 
4 .  科技發展大綱和研發計劃  

 
就先進技術而言，內地和香港的製造商較外國供應商落後，在汽

車零部件的高端組件方面競爭力較弱，因此汽車製造商大多從外

國供應商進口該等零部件。現時內地政府要求產業自主創新，增

加國內品牌的市場佔有率，香港製造商可以藉此機會，與內地的

汽車製造商合作，以及開發自己的產品。  
 
在未來數年，研發中心計劃繼續集中進行下列科技範疇的項目－  
 
( a )  電子及軟體  
 
 電子及軟體是所有汽車系統不可或缺的部分，由傳感、訊息

處理到驅動，電子及軟體都是不少元件和系統的大腦。預計

在短期內，汽車電子及軟體的價值會上升至佔每部汽車成本

的 3 0 %  以上。  
 

( b )  安全系統  
 

安全及保安系統的元件不只限於為駕駛者和乘客而設的保護

和預防系統的應用，那些與安全約束系統有關的元件，在製

造的要求上均十分嚴格，且必須具高水平的可靠性和質素保

證。一些系統雖然較為次要，但可提供舒適和方便，讓駕駛

者更安全操作汽車，例如照明系統、用於預防性維修的預報

系統，以及許多用以支援駕駛者和乘客的內部系統等。經驗

較淺的生產商可藉着生產這些元件，作為進入汽車製造業市

場的起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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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混合動力、電力及環保科技  
 
社會對節能和減排技術的需求很大。 2008 年，原油價格曾上
升至 140 美元一桶，加上各地越來越重視環保，亦對廢氣排
放實施更嚴厲的規管，均推動和促使創新科技的發展，而混

合動力和電力汽車正可解決部分上述問題。此外，開發更有

效率和較少污染的內燃引擎，亦同樣具挑戰性。要令混合動

力 ／ 電 力 汽 車 取 得 成 功 ， 其 關 鍵 在 於 開 發 出 輕 巧 的 結 構 元

件、能量密度較高和長壽的電池、更具效率的內燃引擎和動

力控制系統。  
 
截至 2008 年年底，研發中心跟香港和內地的研發隊伍合作，
進行了 6 個與電動汽車有關的項目。這些項目涵蓋主要元件
技術，例如電池管理策略、功能性電動汽車電池和電動汽車

充電站等。中心正籌備 6 個與電動汽車有關的新項目，範疇
包括再生制動控制系統和電動汽車動力管理的主要技術。  
 

( d )  新材料及新工序  
 
對汽車零件業而言，複合材料和輕合金是材料製造的兩個重

點範疇。汽車材料必須輕巧、具足夠強度而成本合理。材料

重量能減少一點，汽車便更具燃料效益，對消費者更具價值。

不少涉及車體構造和功能的零件，均以較重的金屬製造，這

些都能以新開發的複合材料替代。至於車身部分，鋼材在製

造、設計靈活性和可修補性等方面有不少可取的特質，然而，

我們仍需研發低成本的替代材料，以減輕車身的重量。應用

改良後的鋼材 (例如鍍鋅鋼和高强度鋼 )可減輕重量，但仍不足
夠。就輕合金而言，業界在製造引擎、傳動裝置、齒輪、座

位及進汽歧管上，已廣泛採用鋁合金。  
 
材料的限制和工序的效能，是工程師和製造人員每日須處理

的問題。優良的材料和有效的工序，是開發嶄新和改良產品

的基本條件，使產品具燃料效益、更安全、減少廢氣排放和

在工序方面取得理想的成本效益，因此這個重點範疇理所當

然成為研發計劃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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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中心原先訂立的目標，是在首五年內進行 110 個研發項
目，並取得 1 億 9 ,110 萬元收入。截至 2008 年年底，中心在
4 個主要科技範疇已進行了 27 個項目，並取得 1 ,840 萬元的
業界贊助 (項目名單見附錄 2 )。核准項目數目和業界贊助金額
偏低，主要因為需較長時間籌備成立中心的安排、聘請合適

的項目人員，以及 初在尋找業界夥伴方面遇到困難。作為

一所新的研發機構，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仍在建立業績，以

加強業界對中心研發能力的信心。此外，全球經濟不景亦嚴

重打擊業界在研發方面的投資。  
 
由 2006 年 4 月至 2008 年 12 月，研發中心進行了 7 輪項目建
議徵求工作，共接獲 42 份申請，其中 12 個項目獲得批准。
此外，研發中心亦開展了 9 個研發項目，以及協助監察 6 個
汽車和相關範疇的平台項目。研發中心所進行的 27 個項目，
預算項目總成本為 1 億 1 , 0 5 0 萬元，其中 9 ,210 萬元由創新及
科技基金資助， 1 ,840 萬元由業界贊助，約佔項目總成本的
17%。  
 
研 發 中 心 聘 請 外 界 專 家 為 中 心 收 到 的 所 有 項 目 建 議 提 供 意

見。  
 
截至 2 0 0 8 年年底，在 2 7 個核准項目中， 9 個項目已經完成，
另有 15 個將於 2009 年完成。研發中心已設立 1 個研發項目
成 果 商 品 化 支 援 小 組 ， 由 中 心 的 業 務 發 展 及 商 品 化 總 監 領

導，目的是與業界 終使用者建立網絡，鼓勵他們採用研發

成果、參與產品商品化工作和協助試行生產。至於在特許權

和版權方面的問題，亦由支援小組負責處理。  
 
 

5 .  合作機構  
 
研發中心會繼續與本地大學和研究機構、本港產業協會 (包括汽車
零件、鑄造、金屬加工、塑膠機械、光電子以及鏍絲和扣件等範

疇的協會 )和內地技術夥伴合作推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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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業界反應和聯繫  
 
研發中心已建立廣泛的商業網絡，並透過與業界夥伴和海外專家

建立網絡，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繫。  
 
過去 3 年，研發中心舉辦和參加了 143 項公眾活動，包括工作坊、
展覽和研討會等。  
 
研發中心亦建立了會員組織，以宣傳 新活動，方便會員查閱業

界 資 訊 、 報 告 、 標 準 和 環 球 主 要 汽 車 製 造 商 的 工 程 規 格 。 截 至

2008 年 1 2 月，中心有超過 600 名會員。  
 
 

7 .  財政預算和現金流量  
 

營運成本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職員 ( 1 )  1,900 7,400 8,260 12,340 13,540 14,250 14,950 15,700 88,340

設備和其他資

本成本 ( 2 )  
300 4,700 3,850 5,000 5,500 5,500 6,000 6,500 37,350

其他直接費用  7,300 4,000 5,230 5,500 5,800 6,400 7,050 7,750 49,030

-  宣傳／推廣  142 693 800 950 1,000 1,100 1,300 1,500 7,485

-  市場推廣／
商品化  

- - 300 350 400 500 600 700 2,850

-  行政支援及
其他 ( 3 )  

7,158 3,307 4,130 4,200 4,400 4,800 5,150 5,550 38,695

總開支  9,500 16,100 17,340 22,840 24,840 26,150 28,000 29,950 174,720

減：收入 ( 4 )  - - 600 240 240 2,000 2,000 2,000 7,080

創新及科技  
基金資助的  
總營運成本 ( 5 )  

9,500 16,100 16,740 22,600 24,600 24,150 26,000 27,950 167,640

 
註解－  
 
( 1 )  職員成本包括員工的基金薪金、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強積金供

款和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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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在購置供業界使用的測試設備方面 (供個別工業家／研究員用來測
試研發中心項目以外的產品或汽車零件 )，其首 5 年的經修訂估計
成本為 1 ,800 萬元，中心已撥出 1 ,800 萬元的預算，於 2 0 11 - 1 2 至
2 0 1 3 - 1 4 年度用作同一用途。  

 
( 3 )  「行政支援及其他」的成本包括人力資源相關項目、資訊科技 (硬

件和軟件專利權 )、法律及審計費用、辦公室費用及設備等開支。  
 
( 4 )  2011 -12 至 2 0 1 3 - 1 4 年度的收入來自專利權／版權費用。中心自行

進行研發項目所收取的行政開支亦會以收入入帳，以抵銷用來進

行研發工作的資源。  
 
( 5 )  2011 -12 至 2 0 1 3 - 1 4 年度的預算開支每年增加約 200 萬元，是基於

以下 3 個考慮因素－  
 

( a )  汽車零件測試服務增加，需要更新更多的設備；  
 
( b )  職員成本及其他開支 (例如租金及支援服務 )調整；以及  
 
( c )  市場推廣和商品化開支增加。  
 

( 6 )  2006 -07 至 2 0 0 8 - 0 9 年度的數字為研發中心的實際營運開支。  
 
概略研發開支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研發開支  27,500 39,800 78,800 75,200 69,800 69,800 69,800 69,800 500,500

減      

業界贊助及其他

收入  
3,700 7,200 4,500 15,200 9,800 9,800 9,800 9,800 69,800

創新及科技基金  
項目撥款總額  

23,800 32,600 74,3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4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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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 1 )  首五年 (即 2006-07 至 2 0 1 0 - 11 年度 )將要進行的研發項目總數

預計有 87 個 ( 8 1 個平台研究項目、5 個合作研究項目及 1 個合
約研究項目 )。原先在 2005 年訂立的目標為 11 0 個研發項目。 

 
( 2 )  預計 2 0 11 - 1 2 至 2 0 1 3 - 1 4 年度大約會進行 50 個項目。  
 
( 3 )  2006 -07 至 2 0 0 8 - 0 9 年度的數字為研發中心的實際研發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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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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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車 零 部 件 研 發 中 心  
所 進 行 的 研 發 項 目 摘 要  

( 2 0 0 6 年 4 月 至 2 0 0 8 年 1 2 月 )  
 

 

 項目名稱  項目開支

(百萬元 )

1 .  一種新型的環保汽車：混合動力，全方位及智能化  14 .3  

2 .  開發鎂合金半固態混合漿設備作流變壓鑄高強度及輕

巧之汽車零部件  
3 . 1  

3 .  應用先進光學電腦輔助設計技術來開發用於汽車之發

光及照明部件  
2 . 1  

4 .  高強度鎂合金汽車零部件方案－半固態成型，廢料循環

及棒料生產  
9 . 1  

5 .  建立優質汽車零部件製造管理系統以提昇汽車零件供

應商能力及聲譽  
2 . 4  

6 .  用於汽車照明的高強度氣體放電和發光二極管 (LED)照
明系統的設計和製造  

8 . 8  

7 .  集成的可配置儀錶板設計平臺的研發項目  8 . 0  

8 .  14V 怠速啟停系統的開發  3 . 4  

9 .  發展一套全面的液壓控制裝置予綜合汽車電子穩定系

統  
4 . 0  

10 .  汽車防鎖死制動系統及電子穩定系統電子控制單元的
開發  

5 . 6  

11 .  開發以 L E D 為光源的汽車頭燈系統  4 . 2  

12 .  無電池輪胎壓力監測系統  1 . 8  

13 .  發展電動車的低成本直接驅動器  4 . 6  

14 .  混合型電池充電及電機驅動系統  4 . 4  

15 .  新一代電動汽車動力平臺  4 . 5  

16 .  開發汽車混合動力空調系統科技  2 . 8  

17 .  高溫金屬粉末成形技術用於製造輕鋁鈦合金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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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名稱  項目開支

(百萬元 )

18 .  開發應用於複雜金屬管狀汽車零部件製造之管件液壓
成型技術  

3 . 7  

19 .  開發微發泡注塑與共注塑結合技術於生產高質量及高
增值塑料汽車部件  

3 . 7  

20 .  發動機防盜系統研發  0 . 9  

21 .  研發手自一體變速器的控制與系统  1 . 0  

22 .  混合能源及電動車用電池管理方略  1 . 0  

23 .  研發內燃機控制策略  1 . 0  

24 .  汽車電子組件設計指引  1 . 0  

25 .  長身車輛無線倒車監視系統  1 . 0  

26 .  開發以地圖匹配為基礎的綜合汽車導航系統 *  3 .8  

27 .  開發汽車先進前大燈系統 *  7 .1  
 
註： *－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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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物 流 及 供 應 鏈 管 理 應 用 技 術 研 發 中 心  

 

檢 討 報 告 及 修 訂 業 務 計 劃 摘 要  

 
 

1 .  使 命 和 遠 景  
 
研 發 中 心 的 使 命 ， 是 促 進 透 過 物 流 及 供 應 鏈 相 關 技 術 的 應 用 研 發

所 建 立 的 關 鍵 能 力 ， 重 點 為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技 術 ， 並 協 助 本 港 及 內

地物流業採用有關技術，以提升其競爭力。  
 
 

2 .  制 度 架 構  
 
研 發 中 心 是 一 所 非 牟 利 有 限 公 司 ， 由 承 辦 機 構 香 港 大 學 、 香 港 中

文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共同擁有。  
 
研 發 中 心 的 運 作 由 董 事 局 監 督 ， 並 由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和 技 術 委

員會協助有關工作。  
 
董 事 局 負 責 監 督 研 發 中 心 的 運 作 ， 包 括 向 創 新 科 技 署 提 交 周 年 計

劃和季度運作報告。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負 責 監 督 所 有 與 財 政 和 行 政 有 關 的 事 宜 ， 包 括

資 本 開 支 、 財 務 管 理 、 預 算 編 製 、 項 目 監 控 、 知 識 產 權 、 人 手 編

制 、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 採 購 及 商 品 化 框 架 。 委 員 會 亦 監 督 研 發 中 心

的內部審計事宜。  
 
技 術 委 員 會 負 責 評 審 項 目 建 議 ， 並 監 察 和 檢 討 中 心 研 發 計 劃 和 所

有項目的進度。  
 

3 .  組 織 架 構  
 

截至 2009 年 4 月 1 日，研發中心的員工編制設有 31 個職位，包

括 行 政 總 裁 ( 2 0 0 5 年 的 計 劃 編 制 為 在 運 作 的 第 四 年 設 有 14 個 職

位 )。 當 中 心 首 個 五 年 期 快 將 屆 滿 時 ， 預 期 業 務 和 技 術 轉 移 活 動 會

有 所 增 加 ， 而 與 大 學 和 其 他 研 發 夥 伴 緊 密 合 作 進 行 的 科 研 活 動 ，

整體上亦會適度增加。預期中心編制下的所有職位在 2012 年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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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員出任，員工人數預計會增加至 47 人。至於研發中心的組織

架構和營運模式則大致不變。臚列研發中心現時職位和至 2 0 1 3 - 1 4
年度新增職位的組織圖見附錄 1。  
 
在 現 在 的 運 作 模 式 下 ， 中 心 會 維 持 現 有 行 政 人 員 的 數 目 ， 並 繼 續

借 助 承 辦 機 構 在 財 政 、 資 訊 科 技 和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方 面 提 供 的 支

援。而新增聘的職員則會負責以下工作－  
 
( a )  知識產權及合約管理  
( b )  技術轉移及商品化  
( c )  業務及產業發展  
( d )  項目監察  
 
研發中心會繼續在架構中維持聘用兩名研發總監，負責  ( a )  就轄下

的 範 疇 制 訂 研 發 策 略 ， ( b )  就 技 術 事 宜 與 業 界 聯 繫 ， 以 及  ( c )  監察

轄下範疇的科研活動。  
 
研 發 中 心 亦 可 委 任 指 定 的 首 席 研 究 員 或 外 界 專 家 ， 擔 任 中 心 研 究

員 ， 代 表 中 心 參 與 外 間 活 動 ， 並 就 科 技 和 研 究 問 題 向 中 心 提 供 意

見。  
 
 

4 .  技 術 發 展 大 綱 和 研 發 計 劃  
 
在 2008 年，研發中心進行了一項市場情報研究，目的是加強物流

及 供 應 鏈 業 界 對 行 業 需 求 和 技 術 能 力 的 了 解 ， 從 而 提 升 生 產 力 和

採 用 相 關 的 技 術 。 根 據 該 市 場 情 報 研 究 就 產 業 的 廣 泛 分 析 和 研 究

(包括市場趨勢的深入研究和與業界專家和領袖面談 )，現時的科技

與業界需求有多方面的差距。  
 
因 應 研 究 結 果 ， 研 發 中 心 計 劃 在 未 來 數 年 繼 續 集 中 進 行 下 列 技 術

範疇的研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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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硬 體 及 系 統 － 為 與 物 流 管 理 應 用 有 關 的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技 術 標 籤 及 閱 讀 器 技 術 ， 發 展 關 鍵 設 計 能 力 、 系 統 實

施 及 製 造 程 序 。 主 要 研 究 範 疇 包 括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測 試 與 認

證 、 低 成 本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標 籤 製 造 技 術 、 開 發 適 用 於 製 造 業

和 包 裝 業 的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硬 體 系 統 和 超 越 第 二 代 的 無 線 射 頻

識別系統等。  
 
( b ) 網 絡 與 基 礎 設 施 技 術 － 開 發 先 進 的 電 腦 網 絡 及 資 訊 基 礎 設 施

技 術 ， 供 業 界 在 業 務 過 程 中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 並 實 現 企 業 之 間

有 效 整 合 業 務 ， 以 培 養 技 術 應 用 環 境 ， 提 升 本 地 產 業 的 競 爭

優 勢 。 主 要 研 究 範 疇 包 括 企 業 電 子 物 流 互 通 網 絡 和 物 流 應 用

軟體服務平台中的按需技術。  
 
( c ) 應 用 系 統 及 決 策 支 援 技 術 － 以 先 進 科 技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世 界 級

物 流 中 心 的 地 位 ， 並 協 助 區 內 的 製 造 商 和 供 應 商 ， 按 照 全 球

買 家 的 要 求 採 用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技 術 。 主 要 研 究 範 疇 包 括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技 術 倉 庫 管 理 系 統 、 食 品 安 全 、 跨 境 物 流 、 零 售 、

製造和決策技術。  
 
由 2006 年 4 月 至 2008 年 12 月，研發中心進行了 6 輪 項 目 建 議 徵

求工作，共接獲 43 份申請。研發中心亦開展了 8 個 與 業 界 發 展 相

關的研發項目。  
 
研發中心原先訂立的目標，是在首五年內進行 80 個 研 發 項 目，截

至 2008 年年底，中心已進行了 23 個項目，預算的創新及科技基

金項目資助總額為 1 億 6 , 1 8 0 萬元 (項目名單見附錄 2 )。這些項目

所 取 得 的 業 界 贊 助 額 約 2 ,240 萬 元 ， 約 佔 業 界 贊 助 項 目 開 支 的

12%。  
 
項目評審  
 
除 了 由 中 心 的 員 工 進 行 評 估 外 ， 項 目 建 議 亦 會 由 專 家 檢 討 小 組 評

審 ， 小 組 成 員 來 自 與 物 流 及 供 應 鏈 管 理 應 用 技 術 相 關 行 業 、 工 商

協 會 、 科 研 和 學 術 機 構 、 公 營 機 構 及 政 府 等 ， 亦 有 來 自 法 律 、 會

計、金融和管理等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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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轉移  
 
研發中心自 2007 年年中開始逐步加强研發進度，項目進行期平均

約為 18 至 24 個月，部分早期項目已經完成或已屆最後開發階段。 
 
在 2008 年年底，研發中心已完成其首個研發項目，即「支援零售

及物流應用射頻識別技術之軟件平台」，並於 2009 年 1 月落實知

識 產 權 特 許 安 排 。 現 時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已 表 示 有 興 趣 採 用 有 關 新

技術。  
 
研 發 中 心 預 期 商 品 化 活 動 會 逐 漸 增 加 ， 而 舉 辦 業 界 推 廣 活 動 ， 例

如 物 流 及 供 應 鏈 管 理 應 用 技 術 研 發 中 心 周 年 會 議 、 產 業 及 技 術 論

壇和會員電子通訊等，將會是中心主要的商品化策略。  
 
為 了 提 供 一 個 有 效 的 平 台 ， 供 業 界 交 換 知 識 產 權 和 技 術 ， 研 發 中

心 會 新 設 一 個 跨 功 能 小 組 ， 成 員 包 括 研 究 員 、 技 術 人 員 、 市 場 推

廣人員和業務人員，以掌握日益增加的技術轉移機會。  
 

 
5 .  合 作 機 構  

 
研 發 中 心 旨 在 作 為 凝 聚 科 研 力 量 的 中 心 ， 結 合 政 府 資 源 、 業 界 支

援 及 大 學 科 研 人 員 ， 為 供 應 鏈 管 理 和 物 流 業 創 造 最 大 的 價 值 。 為

了 取 得 市 場 意 見 和 情 報 ， 中 心 與 下 列 的 本 地 、 內 地 和 海 外 業 界 夥

伴及科研機構，進行不同形式的合作－  
 
機 構  合 作 詳 情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香 港 科 技 園 公 司、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 香 港 工 業 總 會 、 粵 港 船 運 商

會、香 港 貨 運 物 流 業 協 會、香 港 集 裝 箱 貨 倉

及 物 流 服 務 聯 會、香 港 物 流 協 會、香 港 付 貨

人 委 員 會 、 香 港 物 流 商 會  

 合 辦 和 推 廣 業 界 活 動，例

如 研 討 會、培 訓、展 覽 和

考 察 團 等  
 諮 詢 業 界 問 題 和 需 求  
 發 布 項 目 成 果  

香 港 貨 品 編 碼 協 會、廣 東 省 R F I D  公 共 技 術

支 持 中 心 、 國 家 射 頻 識 別 產 業 化 ( 上 海 ) 基
地 、 中 國 R F I D產 業 聯 盟 、 E P C g l o b a l ,  I n c .  

 推 廣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技 術

的 採 用 和 應 用  
 密 切 監 察 和 支 持 技 術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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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構  合 作 詳 情  

香 港 大 學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中 山 大 學、國 家 集 成 電 路 設

計 上 海 產 業 化 基 地  、 上 海 交 通 大 學 、 北 京

郵 電 大 學 、 復 旦 大 學 、 深 圳 先 進 技 術 研 究

院 、 中 國 科 學 院 自 動 化 所 R F I D 研 究 中 心 、

National ICT Australia 、 倫 敦 大 學 、 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in the Interest of 
Socie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加 州 大 學 洛

杉 磯 分 校  

 進 行 研 究 ／ 顧 問 項 目  
 建 立 研 究 夥 伴 關 係  

 
 
6 .  業 界 反 應 和 聯 繫  

 
研發中心自成立以來，已在世界各地參加超過 150 個宣傳活動，

這 些 活 動 旨 在 推 廣 中 心 的 強 大 研 究 能 力 ， 並 促 進 物 流 及 供 應 鏈 業

界採用應用技術。  
 
此外，中心在過去數年亦舉辦了超過 50 個 論 壇 ／ 會 議 ／ 研 討 會 ，

加 強 與 物 流 及 供 應 鏈 業 界 的 聯 繫 。 這 些 活 動 能 讓 本 港 的 科 研 機 構

在 尋 求 創 新 解 決 方 案 時 ， 與 業 內 人 士 直 接 互 動 。 研 發 中 心 亦 積 極

參與聯繫活動，例如業務發展組在 2007 年及 2008 年參加了 52 項

活動。  
 
自 2006 年年中以來，共有 30 個來自不同國家的代表團到訪研發

中心，現時有九個海外團體與研發中心在多個研發計劃進行合作。 
 
會員計劃  
 
研發中心已招募了超過 350 名個人會員、110 名公司／學院會員和

70 名技術／方案供應商會員，總會員人數為 540 人 。  
 
除 了 商 貿 配 對 和 項 目 合 作 活 動 外 ， 會 員 亦 積 極 參 與 研 發 中 心 的 各

項 活 動，例 如 產 業 技 術 論 壇、展 覽、會 議、考 察 團 和 聯 繫 活 動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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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財 政 預 算 和 現 金 流 量  
 

營運成本  

 

 2006-07 
千元 

2007-08 
千元 

2008-09
千元

2009-10
千元

2010-11
千元

2011-12
千元

2012-13 
千元 

2013-14
千元

合計

千元

職員 (1 ) 5,139 9,602 6,709 8,000 8,000 14,436 14,997 15,609 82,492

設備及其他 

資本成本 

766 208 306 155 155 252 263 275 2,380

其他直接費用 2,214 3,063 7,185 7,341 7,341 14,656 15,184 15,760 72,744

- 宣傳／推廣 159 298 300 824 824 1,378 1,420 1,466 6,669

- 市場推廣／
商品化 

159 298 300 824 824 1,583 1,625 1,671 7,284

- 行政支援及
其他 (2 ) 

1,896 2,467 6,585 5,693 5,693 11,695 12,139 12,623 58,791

總開支 8,119 12,873 14,200 15,496 15,496 29,344 30,444 31,644 157,616

減：收入 (3 )  81 2,974 2,717 3,500 4,740 3,700 3,900 4,100 25,712

創新及科技 

基金資助的 

總營運成本 (4 )  

8,038 9,899 11,483 11,996 10,756 25,644 26,544 27,544 131,904

 

註解－  
 
( 1 )   職 員 成 本 包 括 員 工 的 基 本 薪 金 、 強 積 金 供 款 、 約 滿 酬 金 和 醫 療 保

險。在修訂開支預算後，首五年期的員工成本較 2005 年的預算為

高，原因是中心進行更多主導的研究項目，需要更多人手。  
 
(2 )  「 行 政 支 援 及 其 他 」的 成 本 包 括 人 力 資 源 相 關 的 項 目、資 訊 科 技 、

法律及審計費用、辦公室費用及設備等開支。  
 
( 3 )  2011 -12 至 2013-14 年度的主要收入來自專利權費用和合約研究開

支 。 中 心 自 行 進 行 研 發 項 目 所 收 取 的 行 政 開 支 亦 會 以 收 入 入 帳 ，

以抵銷用來進行研發工作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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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2011 -12 至 2 0 1 3 - 1 4 年度的營運開支增加，主要因為技術轉移活動

大增及需增加人手支援以下工作：  
 

( a )  知識產權及合約管理；  
( b )  技術轉移及商品化；  
( c )  業務及產業發展；以及  
( d )  項目監察。  

 
( 5 )  2006 -07 至 2 0 0 8 - 0 9 年度的數字為研發中心的實際營運開支。  

 
概略研發開支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合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研發開支  52,500 48,168 82,230 81,799 69,653 73,136 76,792 85,592 569,870

減      

業界贊助及其他

收入  

6,893 4,777 9,832 8,573 8,425 8,847 9,289 12,384 69,020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項 目 撥 款 總 額  

45,607 43,391 72,398 73,226 61,228 64,289 67,503 73,208 500,850

 

註解－  
 
( 1 )  首五年所進行的研發項目總數預計有 45 個 (41 個平台研究項

目及 4 個合作研究項目 )。原先在 2005 年訂立的目標為 80 個

研發項目。  
 
( 2 )  預計 2 0 11 - 1 2 至 2 0 1 3 - 1 4 年度大約會進行 30 個項目。  
 
( 3 )  2006 -07 至 2 0 0 8 - 0 9 年度的數字為研發中心的實際研發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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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物 流 及 供 應 鏈 管 理 應 用 技 術 研 發 中 心 組 織 圖  

 

 
行政總裁

業界及技術計劃
總監

研發中心
營運總監

技術運作經理 業界計劃

行政助理

知識產權/
合約

技術/研發監察
助理經理

技術/研發計劃
經理

文員

技術轉移 x 2

業務發展

文員

助理研發總監 x 2

行政及財務 x 5

機構傳訊及
推廣 x 2

行政文員

研究院士 x 2

行政助理

研發總監 x 2

研發人員 x 14機構傳訊及
推廣

研發人員 x 4

現有職位

擬新增職位

圖例

行政總裁

業界及技術計劃
總監

研發中心
營運總監

技術運作經理 業界計劃

行政助理

知識產權/
合約

技術/研發監察
助理經理

技術/研發計劃
經理

文員

技術轉移 x 2

業務發展

文員

助理研發總監 x 2

行政及財務 x 5

機構傳訊及
推廣 x 2

行政文員

研究院士 x 2

行政助理

研發總監 x 2

研發人員 x 14機構傳訊及
推廣

研發人員 x 4

現有職位

擬新增職位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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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物 流 及 供 應 鏈 管 理 應 用 技 術 研 發 中 心  

所 進 行 的 研 發 項 目 摘 要  

( 2 0 0 6 年 4 月 至 2 0 0 8 年 12 月 )  
 
 

項 目 名 稱  
項 目 開 支  
(百 萬 元 )  

1 .  用 於 物 流 管 理 的 超 高 頻 波 段 (UHF)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RFID)標籤及閱讀設備的技術  
5 . 9  

2 .  發展電子標籤閱讀器  5 . 1  

3 .  支援企業應用射頻識別技術之中間件  11 .8  

4 .  建立產品電子代碼網絡以提高整體供應鏈透明度  17 .2  

5 .  適 用 於 單 晶 片 無 源 超 高 頻 射 頻 識 別 讀卡 機 和 標 識 機 的

技術開發  
7 . 1  

6 .  開 發 應 用 於 防 偽 、 有 形 資 產 管 理 及 商業 應 用 的 射 頻 識

別技術及解決方案  
5 . 4  

7 .  9 0 n m 工 藝 U H F  R F I D 標 籤 I C 之設計研究  2 . 2  

8 .  電 子 物 流 設 備 － 連 接 電 子 物 流 基 礎 建設 的 數 據 轉 換 及

交換技術  
6 . 6  

9 .  集成無源 U H F 射頻識別讀取器和卷標  7 . 7  

10 .  用於物流服務平臺互聯互通射頻識別交換閘  11 .3  

11 .  無線射頻識別基準測試的關鍵技術之方法及應用  2 . 2  

12 .  支援零售及物流應用射頻識別技術之軟件平臺  7 . 3  

13 .  適用於產品包裝的 RFI D 標籤及嵌入技術  14 .3  

14 .  珠三角加工貿易企業基於 R F I D 的實時製造信息平臺

核心技術的研發  
7 . 7  

15 .  可信無線射頻識別的關鍵技術之方法及應用  4 . 4  

16 .  基於射頻技術的資產／人員跟蹤方法  6 . 5  

17 .  無線射頻識別基準測試的關鍵技術之方法及應用  10 .7  

18 .  運 用 射 頻 識 別 和 軟 件 代 理 技 術 增 強 香港 貨 物 空 運 工 業

的競爭力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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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名 稱  
項 目 開 支  
(百 萬 元 )  

19 .  用於近場通訊和移動應用的輕量級 R F I D 閱 讀 器 芯 片  14 .6  

20 .  集裝箱電子標籤與電子封條互聯互通技術及試點應用  9 . 6  

21 .  深 港 一 體 化 食 品 安 全 及 供 應 鏈 管 理 公 共 訊 息 平 臺 及

R F I D 關 鍵 技 術  
10 .0  

2 2 .  R F I D 系 統 的 通 訊 安 全 和 私 人 信 息 保 護  2 . 0  

23 .  物 流 及 供 應 鏈 管 理 相 關 行 業 應 用 技 術的 市 場 情 報 資 訊

研究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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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應科院  

 

檢討報告摘要  

 
 

資 訊 及 通 訊 技 術 研 發 中 心 隸 屬 應 科 院 。 應 科 院 於 2 0 0 1 年 投 入 運

作 ， 其 使 命 是 進 行 高 素 質 的 研 發 工 作 ， 把 技 術 轉 移 給 產 業 ， 同 時 培 養

需 求 殷 切 的 科 技 人 材 ， 整 合 業 界 及 學 術 界 的 科 研 資 源 ， 從 而 提 升 香 港

在科技方面的競爭力。  
 
2 .  資 訊 及 通 訊 技 術 研 發 中 心 ／ 應 科 院 設 有 4 個 科 技 範 疇 ， 即 通 訊 技

術、企業與消費電子、集成電路設計和材料與封裝技術。截至 2008 年

年底，應科院有 469 名職員，其中 401 名為科研人員。在過去 3 年，

政府每年撥給應科院的經常資助金約為 1 億 2 , 0 0 0 萬元。  
 
3 .  由於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可使用應科院既有的基礎設施，因此

較其他研發中心取得更大的進展。在 2006 年 4 月至 2008 年年底，中

心共進行了 212 個項目，包括 105 個平台項目、 100 個合約研究項目

和 7 個合作項目。扣除合約研究項目， 112 個項目的總開支預算為 7
億 8 ,170 萬元，當中取得業界贊助金額合共 6 ,860 萬元。  
  
4 .  自 2006 年起，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應科院申請專利的數目

迅速增長。在 2006 至 2008 年期間，應科院提出了超過 170 項專利申

請 ( 2 0 0 6 年有 53 項、 2007 年有 58 項及 2008 年有 63 項 )。此外，在這

段期間的技術轉移數目亦顯著增加， 2005 年雖然只有 9 項，但到 2006
至 2008 年則共進行了 144 項 ( 2 0 0 6 年有 32 項、2007 年有 42 項和 2008
年有 70 項 )。  
 
5 .  在通訊技術方面，應科院研發的天線設計已應用於先進手提電話和

Wi Fi 系 統。有 關 技 術 亦 用 於 本 地 設 計 的 磁 力 共 振 掃 描 醫 療 影 像 器，以

製 造 和 顯 示 高 解 像 度 的 影 像 。 在 企 業 與 消 費 電 子 方 面 ， 應 科 院 研 發 的

點 對 點 技 術 ， 讓 本 地 的 有 線 用 戶 能 夠 在 手 提 電 腦 和 流 動 手 提 裝 置 收 看

2 0 0 8 年 奧 運 會 。 應 科 院 已 將 數 碼 電 視 機 頂 盒 技 術 的 特 許 權 授 予 製 造

商 ， 有 關 產 品 已 在 香 港 和 內 地 銷 售 。 在 集 成 電 路 設 計 方 面 ， 應 科 院 設

計 出 專 供 電 荷 耦 合 元 件 照 相 機 類 比 前 端 裝 置 使 用 的 集 成 電 路 ， 以 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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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 集 成 電 路 的 功 能 ， 並 已 把 有 關 的 特 許 權 授 予 本 地 產 業 夥 伴 。 在 發

光 二 極 管 的 材 料 與 封 裝 技 術 方 面 ， 應 科 院 已 將 加 強 熱 管 理 設 計 的 特 許

權授予兩家生產商，以生產高功率的一般照明裝置 (例如街燈 )。發光二

極管技術亦成功應用於液晶體電視，以提供背光，這項技術既可節能，

又 可 提 供 更 佳 的 顯 示 對 比 度 ， 研 發 成 果 的 特 許 權 至 今 已 授 予 4 間 公

司 。 附 錄 載 列 資 訊 及 通 訊 技 術 研 發 中 心 ／ 應 科 院 項 目 的 主 要 研 發 成 果

和技術轉移的最新進展。  
 
6 .  應科院於 2007 及 2008 年舉辦了 4 個業界及學術界諮詢研討會 (兩
個在香港，兩個在深圳 )，使業界及學術界人士聚首一堂，就多項科技

計 劃 及 研 發 工 作 進 行 討 論 。 應 科 院 剛 於 深 圳 設 立 分 公 司 ， 並 計 劃 在 深

圳 及 珠 江 三 角 洲 其 他 策 略 性 地 點 加 強 其 網 絡 。 研 發 中 心 的 使 命 ， 是 促

進 透 過 物 流 及 供 應 鏈 相 關 技 術 的 應 用 研 發 所 建 立 的 關 鍵 能 力 ， 重 點 為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技 術 ， 並 協 助 本 港 及 內 地 物 流 業 採 用 有 關 技 術 ， 以 提 升

其競爭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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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科院／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項目的  

   主要研發成果和技術轉移進展     

 
 
項目名稱  研發成果  技術轉移進展  

(A)  通訊技術  

無線網絡網元

管理系統  
 Wi Fi 和 Wi M AX 網絡基

站的網元管理系統  

 能 迅 速 及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地進行定制工作  

 已 將 特 許 權 授 予 本 地

Wi Fi 營辦商和電訊公

司  

多模移動電視

手機  
 DVB-T/H(歐洲)、T-DMB(韓
國 )和 CMMB(中國 )的基

帶集成電路  

 供 多 頻 帶 調 諧 器 使 用 的

射頻晶片  

 減 低 耗 電 量 和 成 本 的 單

晶片方案  

 有 關 設 計 的 特 許 權 可

於 2009 年授予中國及

國際市場  

Wi M AX/ LTE 
裝置上的實用

多輸入多輸出

技術  

 M I M O - O F D M 平 台

( Wi M A X / L T E ) 的 參 考

設 計 和 核 心 知 識 產 權 模

組   

 TD-LTE 模 擬 器 的 數 碼

硬件平台  

 可於 2010 年進行技術

轉移  

先進室內多輸

入多輸出平台  
 利 用 應 科 院 在 天 線 選 擇

及 速 率 ／ 模 式 選 擇 的 新

發明加強 802 .11g／ n 的

平台  

 無 線 家 用 多 媒 體 傳 輸 系

統  

 已 將 特 許 權 授 予 世 界

知名的 802 .11 晶片供

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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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研發成果  技術轉移進展  

(B)  企業及消費電子  

影像壓縮編解

碼器  
 HD H.264 編 解 碼 器 的

FPGA 和 IC 設計  

 中國 AV S 壓 縮 標 準  

 授 權 予 中 國 的 電 視 機

製造商  

 有 關 知 識 產 權 獲 中 國

標準中的 AVS 標準接

納  

客戶機無線上

網據點接入  
 可 作 無 線 上 網 據 點 接

入的手提 Wi Fi 裝置   

 寬頻電話技術連漫遊  

 應 科 院 已 和 世 界 主 要

的 據 點 接 入 商 簽 訂 市

場推廣協議  

 Wi Fi 寬頻電話的完整

參 考 設 計 的 特 許 權 可

進行授予  

數位廣播及無

線網路多模移

動多媒體平台  

 利 用 多 種 無 線 (蜂 窩 式

及 Wi - F i )網 絡 及 廣 播

網 絡 (DVB- H 和

T- DM B)的 移 動 數 碼 電

視平台  

 觀看時間達 3 小時，

設有 1 2 0 0 mAh 電 池 、

快 速 服 務 偵 測 和 訊 道

轉換功能及 DS P 多媒

體引擎  

 參 考 設 計 的 特 許 權 已

授予本地及海外夥伴  

全業務 I P 機頂

盒  

 「三重播放」：由單一

營 運 商 透 過 寬 頻 網 絡

提 供 視 頻 、 數 據 和 話

音服務   

 應 用 視 頻 流 技 術 的 個

人視訊錄影 ( P V R )  

 利 用 應 科 院 專 利 錯 誤

復 原 技 術 的 網 絡 電 視

視頻流模組  

 參 考 設 計 的 特 許 權 已

授予本地及海外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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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研發成果  技術轉移進展  

(C)  集成電路設計  

電源管理集成

電路  
 低 退 出 ( LDO)電 壓 調 節

器  

 移動電話的 D C / D C 轉

換器  

 自 2007 年起便大量生

產低退出集成電路  

 已 將 知 識 產 權 轉 移 給

本地夥伴  

納米集成電路   9 0 n m 和 6 5 n m 設 計 方

法  

 常用元件庫  

 提 升 本 地 集 成 電 路 設

計能力  

 在 2010 年建立低成本

納 米 知 識 產 權 庫 ， 讓

本 港 的 集 成 電 路 設 計

師設計先進的產品  

用於 C C D 圖像

傳感處理的

A S I C 晶 片  

 結 合 類 比 混 合 訊 號 知

識 產 權 與 數 碼 電 路 技

術  

 高 速 度 低 功 耗 數 據 轉

換器 (ADC、 D A C )  

 在 BiCMOS 和 C M OS
工 序 使 用 精 確 振 盪 器

和高壓 C C D 時 鐘 驅 動

器  

 已 將 特 許 權 授 予 本 地

夥伴以進行大量生產  

(D)  材料和封裝技術  

系統級封裝  
(SiP) 

 

 整合無線前端模組  

 於汽車電子方面應用  

 消 費 電 子 展 的 得 獎 設

計  

 業 界 夥 伴 特 定 保 留 的

產 品 知 識 產 權 (合 作 研

究項目 )  

光電子模組   個 人 用 微 型 投 影 機 ：

20mm/30mm/13mm 
 HDMI 光 纜 收 發 機  

 已將 100 米長電纜 (每
條 傳 送 通 道 的 速 度 達

3 . 4 G b / s ) 的 設 計 特 許

權授予兩個業界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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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於 一 般 照

明之面光源應

用  

 LED 的 電 極 片 設 計  

 高 光 度 和 低 功 耗 LED
驅動模組  

 LED 光 源 的 高 容 錯 性

電路設計  

 遙控及反饋控制技術  

 已 將 高 光 度 L E D  
MR16 燈 設 計 的 特 許

權 授 予 本 地 夥 伴 ， 有

關 公 司 已 收 到 訂 單 ，

可進行大量生產  

使用發光二極

體的大尺寸

( > 3 2 ” )背光源模

組  

 使 用 紅 綠 藍 發 光 二 極

體的背光組件  

 用 以 散 熱 的 特 殊 封 裝

設計  

 用以節能的 L E D 脈沖

系統設計  

 已 將 特 許 權 授 予 中 國

的電視機製造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