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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研究及發展中心全面檢討的進度報告  

(立 法 會 CB(1)389/10-11(03)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研發中
心營運開支的檢討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389/10-11(04)號
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在
創新及科技基金之
下設立的研究及發
展中心擬備的文件
(最新的背景資料簡
介 ) 
 

立 法 會 CB(1)473/10-11 號
文件  

⎯⎯ 政府當局就創新科
技嘉年華 2010提供
的文件 (於會議席上
提交，其後於 2010
年 11月 17日發給委
員 )) 

 
政府當局作出介紹  
 
4.  應主席邀請，創新科技署署長根據政府當局文
件 (立法會CB(1)389/10-11(03)號文件 )所載的資料，向委
員簡介在創新及科技基金 (下稱 "創科基金 ")之下成立的
研究及發展 (下稱 "研發 ")中心營運開支的檢討。委員亦
聽取個別研發中心的行政總裁根據政府當局文件附件
B所載的資料，簡介各中心的特點。  
 
討論  
 
業界贊助  
 
5.  林健鋒議員察悉，在檢討涵蓋的 5間研發中心
當中，只有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下稱 "應科院 ")和納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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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下稱 "納米研發院 ")能夠達到業界贊
助的目標水平 (即 15%)。他認為政府當局應多做工夫，
以提高研發中心進行的項目的業界贊助水平。  
 
6.  創新科技署署長回應謂，政府當局十分重視提

高研發項目的業界贊助水平，因為贊助越多，業界對有

關項目的興趣便越大，成功商品化的機會便會較高。創

新科技署副署長補充，在各間中心當中，納米研發院及

應科院的合作項目較多 (分別有 12個及 8個 )，這些項目
的業界贊助須佔研發開支最少 30%。事實上，納米研發
院一直致力建立光伏技術群組，而應科院則在發光二極

管照明設備項目方面進展良好。這些研發項目吸引海外

公司到香港設立基地。舉例而言，應科院與一間最近於

香港科學園開設業務的美國公司簽署價值 200萬美元有
關數碼相機防震技術的合約。  
 
7.  譚偉豪議員認為，由於業界贊助者不會擁有平

台項目的知識產權，因此這類項目現時的業界贊助水平

(即最少 10%)實屬合理。他十分希望確保日後能進行更
多合約研究項目，因為這正好是展示研發中心實力的指

標。他亦詢問應科院如何利用分拆模式，進一步推動其

發展。  
 
8.  創新科技署署長回應謂，政府當局致力提高研

發項目業界贊助的水平，並取得良好進展。為吸引更多

業界贊助，政府當局採取的第一步行動是鼓勵公營機構

更廣泛使用研發成果，例如在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公共

屋使用發光二極管照明設備，以及在醫療界使用無線

射頻識別技術。公營機構把研發成果實踐化應有助增加

研發成果獲私營機構商品化的機會。關於分拆模式，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解釋，這是其他國家的普遍做法。

應科院亦具備藉分拆把其研發成果轉移給業界的經

驗，分拆可涉及購入應科院開發的技術，並連同／不連

同應科院研研究團隊。應科院會考慮過往經驗及現時的

情況，研究如何就其項目採用這個模式最為理想。鑒於

應科院項目一般在公帑資助下進行，就所有項目採用分

拆模式可能性不大。至於為支援公營機構 (例如執法機
關 )進行的項目，商界亦可能興趣不大，而分拆模式將
不適用。她預期應科院會採用平衡的方式。關於知識產

權，創新科技署會在 2011年進行檢討，以便處理所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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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項，例如商業化過程中的知識產權及利益分配安

排。  
 
9.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行政總裁補充，應科院

的分拆模式可透過多種形式進行。應科院鼓勵發展分拆

的環境，例如由應科院的合作項目夥伴在香港科學園開

設公司，推展已開發的技術、簽署專用特許協議，以及

向第三方投資者融資，包括創業資本投資者。應科院董

事局亦有興趣研究透過分拆出售若干項目進行直接分

拆的方案。  
 

 
政府當局  

10.  創新科技署署長回應譚偉豪議員的要求時

表示，政府當局會根據立法會 CB(1)389/10-11(03)
號文件表 6所載的資料，按項目性質 (即平台、合作
及合約研究項目 )就各中心的業界贊助提供更詳細
的分項數字。  
 
商品化  
 
11.  方剛議員認為，研發工作對香港整體經濟發展

極其重要。他察悉私營機構對合作項目缺乏興趣，以及

業界贊助水平有下降趨勢，尤其是對汽車零部件研發中

心 (下稱 "零部件研發中心 ")和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下稱 "成衣研發中心 ")。他察悉部分中心 (例如納米研發
院心和應科院 )的項目較其他項目受歡迎，並認為應把
資源集中投放到這些中心，以加快商品化的過程。林健

鋒議員有類似的關注，他察悉倘若成果無法予以商品

化，研發工作也是徒勞。他認為政府當局應找出每間研

發中心最受歡迎的項目，以期加快其商品化過程。  
 
12.  創新科技署署長同意部分研發中心 (例如成衣
研發中心 )的技術發展已趨成熟，即使同事努力不懈，
亦可能難以輕易吸引到巨額的業界贊助，而其他中心

(例如納米研發院及應科院 )的核心業務今天越來越受
歡迎。部分原因是納米研發院及應科院研究的技術可應

用於更廣泛的行業。全面檢討將於約一年後完成，屆時

政府當局便能夠就資源應集中投放於哪一個科技範疇

作出更好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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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創新科技署署長補充，政府當局正是時候優化

推動創新科技發展的政策架構。在全面檢討各中心的整

體表現時，政府當局會研究可否縮短處理創科基金架構

之下撥款申請的時間，以及利便公營機構試用研發產

品，讓研究機構及產品開發者可吸收更多扎實的經驗，

俾能對其產品作出微調及增加商品化的機會。  
 
創新科技文化  
 
14.  劉慧卿議員察悉，現時的檢討結果未能令人大

為鼓舞，她關注到研發中心的未來路向，以及投身研發

行業的年青人才數目不斷下降。她引述最近獲頒授歐萊

雅  ⎯⎯ 教科文組織婦女與科學獎的香港大學任詠華
教授的講話，指在香港從事科研工作很孤獨。劉議員希

望政府當局會在香港營造一個更支持科研工作的氛

圍，鼓勵私營機構參與，並協助研發中心開拓內地商機。 
 
15.  創新科技署署長回應時同意雖然香港有大量

優秀的科學及工程學系畢業生，但可能因為就業機會有

限，只有少數年青人選擇投身研發界。當局有需要營造

更濃厚的文化，令社會更重視創新科技。就此，當局最

近在香港科學園舉辦了 2010年創新科技嘉年華 (屬 2010
年創新科技月其中一部分 )，藉此在社會宣揚創新科技
文化。在為期 9天的嘉年華中，約有 104 000名參觀者出
席這項活動，人數較去年上升 46%。展望未來，當局來
年會與私營機構舉辦獎學金計劃，藉此激發年青人對研

發的興趣。就此，她呼籲委員支持在創科基金下推廣 "
公營機構應用創新科技 "的建議，目的是在公營機構推
動創新科技文化。  
 
16.  關於私營機構的參與，創新科技署署長表示，

從海外經驗所見，研發取得成功背後的一大主因是得到

私人資金及贊助，尤其是創業資本投資者，支持把具潛

力的項目實踐化／商品化。不過，這種文化尚未在香港

扎根。政府當局觀察到創業資本投資者往往對內地或區

內其他經濟體系的項目較感興趣。因此，除了鼓勵本地

產業贊助研發項目外，政府當局的目標是開發其他贊助

來源，包括創業資本投資者。在策略層面，香港研發工

作的方向，將會配合國家 "十二五 "規劃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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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創新科技署副署長補充，為推動創新技文化，

當局於 2010年 4月推出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藉此提
升商業機構的科研文化，並鼓勵他們與指定本地公營科

研機構加強合作。在該計劃下，進行由創科基金資助的

應用研發項目的企業或與指定本地科研機構結成夥伴

的企業將享有相等於其投資額 10%的現金回贈。  
 
營運開支  
 
18.  林健鋒議員察悉， 3個研發中心 (即成衣研發中
心、應科院和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

心 )2009-2010年度的行政支援開支均超逾 30%，他詢問
可否透過提供中央支援服務減低研發中心的營運開支。 
 
19.  創新科技署署長回應謂，在這次檢討中，政府

當局的結論是應該向研發中心提供某種形式的中央支

援服務，例如提供每年薪酬調整所需的基本資料。此

外，把各中心集中於同一地點以減低營運開支的方案亦

應予考慮，而各中心可藉此進行更頻密的聯繫及討論，

此舉亦有助發揮協同效應。待全面檢討於 2012年年初完
成後，當局便可決定各中心的未來路向，包括合併、解

散或維持現狀。  
 
總結  
 
20.  主席表示，事務委員會備悉這次有關研發中心

營運開支的檢討結果和觀察所得，並期望全面檢討能早

日完成。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