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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立法會 -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員 

由： 中港青年文化聯合會 

日期： 2014-04-29 

 

意 見 書 

 

中港青年文化聯合會 (本會) 就 2014 年 4 月 14 日的立法會討論文件 ( 編號

CB(4)532/13-14(04)號 )  - 「政府當局建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茲提交下列意見。 

 

前言 

  

1. 自九十年代中期互聯網開始在香港興起以來，資訊科技對香港的日常運作，特別是金融

及工商機構，與及教育機構，均相當重要。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之初，政府成立資訊

科技及廣播局，統一負責原來分散於不同決策局的資訊科技工作，遇上之後的科網熱潮，政

府在推動資訊科技方面的成效相當顯著，亦帶動於亞洲金融風暴後受重創的香港經濟重拾升

軌。只是於科網熱潮冷卻後，受制於當時大眾對資訊科技行業之看法，及其後政府對資訊科

技決策之重新定位所作出之改變，香港的資訊科技發展可以說是外剛內弱。其後，成立只有

五年的工商及科技局更被「殺局」收場，而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政策制訂及推動則被交予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負責，從此，香港的資訊科技政策缺乏方向，即使遇上 2008 年金融海嘯後一

個可以讓資訊科技重新發展的契機，政府亦沒有提出任何政策以促進資訊科技發展。 

 

2. 另一方面，香港的創新發展主要圍繞著於 1990 年代末出現的「創意產業」概念，當時

創意產業透過資訊科技發展而衍生的平台向大眾市民發放。不過即使如此，政府並無一套全

面的政策發展創意產業，即使網絡上有不少二次創作或文化藝術發展，只是這些發展均只是

相當表面及沒有系統性，亦未能全面地推動香港的創意產業發展，進而推廣創新思維。 

 

3. 直至 2012 年，梁振英先生當選成為行政長官，於上任前提出架構重組方案，其中設立

科技及通訊局，但遇上立法會議員因財政預算案拉布而未能進行討論，以致成立一個專門負

責資訊科技政策推動及發展的政策局的計劃未能實現。如今，現屆政府已運作接近兩年，政

府於此時重提設立創新及科技局，突顯政府對科技及創意產業發展之重視。有見及此，中港

青年文化聯合會(下稱「本會」)於支持設立創新及科技局之同時，就設立創新及科技局提交

本意見書，希望政府能設立創新及科技局之同時，亦能全面考慮並推行能推動香港的創新及

科技發展政策，從而促進香港的經濟及民生發展。 

 

創新及科技局應發揮之角色 

 

4. 創新及科技局主要是把創新思維引進科技發展，並集中針對香港一直以來的潛在發展範

疇，包括資訊科技、醫學及生物科技及創意媒體，制訂一套長遠政策以促進香港的科技發展。

不過，制訂長遠的創新及科技政策前，政府及大眾必須了解創新及科技之發展並非只靠中小

企推動，而且於創新及科技之發展中，政府及學術界，特別是高等學術界，均需發揮對科技

立法會CB(4)628/13-14(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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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推動之角色。本會將對不同範疇作出以下分析及建議： 

對學術界之基礎科研之投放 

 

5. 現今不同的先進技術均由大學的實驗室研究出來，於此過程中，政府對先進技術研究之

投放力度對最終之成敗相當重要，如果沒有一套完善政策及資源投放，恐怕現今世界就沒有

能改善人類生活的先進科技存在。不過，近年來香港於此方面的投放卻相當薄弱，於 2011

年，五間大學(包括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及城市大學)工程學院院長去

信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爵士，指出香港每年對科研投放只有每年十億，約佔本地生產總值百

分之零點六七，百分比遠比亞洲其他地方為低。故此，本會建議於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後，局

方應制訂長遠科研發展政策，包括改變每年由研究資助會批出撥款資助各大學為政府每年

直接投放不少於五十億予各大學之理學院及工程學院進行基礎科技研究，特別是於以下範

疇必須加大力度： 

 納米技術 

 雲端運算 

 新的數學運算公式或模型於更複雜之電子計算 

 互聯網科技 

 醫學及生物科技 

 材料科技 

 多媒體技術 

 大數據運算法 

 可再生能源產生及應用 

 微型機械科技 

 

6. 由於以上範疇對香港以致全球的日常生活運作相當重要，有關政策必須以「開放研究空

間，以求長遠裨益」為原則，於金錢投放方面亦不應以現時之「短年期試驗及得到回報」

原則進行。 

 

7. 誠然，大學推行之基礎科研可以一方面當作技術儲備，但另一方面亦可以將其商品化。

既然如此，本會建議局方可以一方面設立基金，對作為技術儲備的項目持續投放作為技術

更新，另一方面制訂清晰政策，加大力度推動大學及公司(無論是由大學或商界設立，包括

中小企)聯營模式運作，可把研究成果商品化之餘亦繼續讓科研成果繼續更新，從而達到長

遠發展之效果。此舉能令「官、商、學」三方合作，以大學科研之成果推動中小企應用科研

之發展，從而擴闊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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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科技業界之政策支援 

 

8. 除學術界負責基礎科研發展外，私營科技業界，不論是大型集團或中小型企業，其把基

礎科研成果商品化，或創造新的應用科技模式亦對推動香港以至全球的創新及科技發展相當

重要。不過，要確保科技業界能長期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關鍵是長遠的政策配合及資源投

放來支援。而且，近年來香港之科技發展及商品化均靠不少開創業務不足五年的公司去推動。

有云「創業難，守業更難」，要令香港之創新及科技發展繼續推動，本會認為政府的政策須

確保此類新開業之公司能維持至少五年之初起階段，直至有關公司之科技應用及商品化業務

能踏上軌道為止。本會就此作出以下建議： 

 

9.1 局方可制定政策，扶持有關開新企業，於公司設立、硬件配置、系統及軟件開發、市

場推廣、產品包裝、人力資源、跨地合作、技術交流等各範疇提供支援及意見，從而令公

司營運能更得心應手。 

 

9.2 局方可對有關開新企業提供稅務及租金優惠，按照有關公司擬開發、商品化之技術難

度，提供三至五年稅務及租金減免，從而減輕有關公司之營運壓力。 

 

9.3 局方可制定科技機構融資制度，容許有關企業於科技創新或商品化成功時，以融資方

式加強對持續研發及商品化之投放，及當公司出現盈利時可以不同程度回饋融資基金，一

方面能讓企業奉行推動科技之責任，從而令更多科技公司參與融資計劃，另一方面亦能讓

企業展示其將科研商品化及持續投入之能力。 

 

對創意產業之政策支援 

 

10. 除科技研發及商品化外，局方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讓創意產業蓬勃起來，無論於多媒體、

藝術創作、電影、網絡或手機遊戲、甚至任何形式之娛樂等等，都可以因新科技之誕生讓發

展變得多元化。誠然，創意產業之投放資源將比科技產業更多，不過創意產業之存在及發展

亦可為科技業界及學術界於基礎科研及其商品化過程中提供更多思維，故此本會認為，局方

應兼顧創意產業之發展，包括制訂政策協助業界妥善應用最新科技、提供資基以協助創意

產業發展、促成創意產業及科技業界及/或學術界合作發展新媒體及娛樂，與及推動創意產

業推廣創新思維，以促進香港之創新及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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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從事科技工作之從業員的資歷認可 

 

11. 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於香港之應用愈來愈多，為確保行業從業員，特別是涉及系統維

護及開發一環之從業員的資歷水平，香港資訊科技從業員會考取以下資格，包括 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CCNA)、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s Engineer(MCSE)、香港 IT 專

業認證協會中之六項認證等等。與此同時，資訊科技從業員亦可透過加入香港電腦學會，於

成為正式會員後，其資格可與香港工程師學會法定會員(資訊界別)看齊。不過，多年來由於

科技業界並無一個統一之資格認可，讓人感覺資訊科技從業員，無論於私人企業或學術界工

作，均專業性不足。有見及此，本會建議局方制訂政策，推動業界對於不同行業、不同機

構從事資訊科技研發、維護及支援工作之從業員之專業資格有一個統一之準則及定義。 

 

12. 與此同時，由於從事基礎科研之從業員，無論於高等院校、受政府或大學資助之機構，

甚至私人公司，其認受性比起從事資訊科技之從業員更低，局方亦應制訂政策，包括對從

事多年之基礎科研從業員有一個基本的資格確認，並鼓勵大學等機構於薪金及資歷架構方

面，包括學術上之資歷提升及提供長遠的工作機會，鼓勵從業員長期為基礎科研服務。 

 

對中小學提供之科技教育 

 

13. 除針對從事創新及科技之人士及機構提出相關政策以推動長期從事外，如果沒有一個完

善策略推行科技普及教育，只怕一來參與基礎科研及其商品化及持續發展之人數不足外，亦

面對從業員對相關項目之認知及工作等問題。而且於新高中學制推行以來，中學生於選修科

目時較多傾向與商務學有關之科目，反觀選修數理科科目之學生數目則比舊學制大幅減少。

有見及此，本會建議局方與教育局溝通，對於高小(即小學四年級)開始提供基礎科研相關教

育，包括數學、科學及資訊科技教育之措施提供意見，並支援有關措施推行。同時局方亦

制訂政策，鼓勵中小學教育界舉辦交流及比賽等項目，從而促進基礎科技教育。 

 

總結 

 

14.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科技之發展對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且香港缺的只是把創意

及對科學之認知及興趣投進促進香港社會長遠發展的機會。故此，於此時設立創新及科技局，

制訂針對長遠政策促進創新及科技之發展，乃為對香港社會有長遠裨益之事。本會抱著由青

年及長遠發展角度出發，在支持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之同時，提出能惠及各方之意見，希望政

府能把本會之建議列入考慮之中，促進香港之創新及科技的長遠發展，讓香港不斷展現活力，

推動經濟發展，民生安定。 

 

 

中港青年文化聯合會 

謹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