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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資助下游預算案資助下游預算案資助下游預算案資助下游     利創科產業發展利創科產業發展利創科產業發展利創科產業發展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香港資訊科技聯會主席 黃錦輝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剛發表《2014-2015 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今年預算案有若干篇幅提及產

業發展，反映政府在決定加大公共福利開支及照顧基層之餘，亦不忘加大力度支持企業發展，

所以筆者估計工商業界會歡迎今年的預算案之建議。 

 

創新科技是政府重點投資的產業之一，而此產業的核心價值鏈分為 3 個階段，包括上游主攻創

科研究，中游主攻知識及科技轉移，以及下游主攻商品化及市場拓展。以往預算案在創新科技

方面的投資多屬上游， 而受惠的單位以高等院校為主。 

 

今年預算案卻截然不同，把投資焦點放在下游。下游的創科工作又主要分為兩大範疇，包括支

持現有企業利用創新科技以提升競爭力，及鼓勵發明家利用創新科技以創業。 

 

預算案的第 57 段可說是為第一範疇而設。現時香港企業若要應用創新科技，他們必須與大學

或政府支持的應用研究中心合作，依賴學術界因應市場的需求把科技產品化， 而政府為減輕企

業的負擔並促成「產、學、研」合作，成立了創新科技基金提供資助，但申請人必須是大學。 

 

然而，這做法並不鼓勵企業開設自己的研發部門，變相迫使他們長期與大學掛鈎。單從科研層

面來看，大學與企業之間的「產、學、研」關係可為企業提供創新科技的原型（prototype），

但從產品原型到推出市場還有一段相當長的距離。 

 

現時由於大學是科研項目基金的負責單位，開發產品原型的任務便要由大學教授承擔，可是產

品開發並非學者專長，原因之一是教授不善於在緊迫時間表下工作，但奈何在商業社會時間就

是金錢，分秒必爭。 

 

因此，在預算案之新安排下企業可親自操刀，按自己的步伐去進行產品工程，配合市場時間表。

再者，新安排打破傳統，不僅只資助科研，也支持企業創新科技再開發、系統集成、符合性測

試等下游工作。 

 

種子基金目標正確 

預算案第 60 段是另一支持下游活動的撥款計劃。政府建議每年預留 2400 萬元予六所大學用作

種子基金（Seed Fund），幫助學生利用他們的科技發明去創業。筆者認為政府此舉目標正確，

外界不應視大學生創業純粹為商業活動，把營利作為唯一的成效指標。 

 

大學以作育英才為使命，引導學生創業是一門非形式的通識教育課程，培育學生創意思維、跨

學科的智慧、不屈不撓勇於接受挑戰的奮鬥心、對社會的責任感等核心企業精神

（entrepreneurism），這些都是培育成功企業家須具備的元素。 

 

有科技業界人士慨歎金額過少，認為投資一、二百萬創業很平常，而數十萬投資額只是隔靴搔

癢，效果不大。 

 

筆者對此不敢苟同，憑經驗每年參與創業比賽的學生並不多，一般約 10 隊以下（每隊平均三

人）。若以 10 隊為基數，每隊平均獲得金額約 40 萬元，這筆錢是種子基金，用作起動生意之

用，例如產品化、市場定位、公司註冊等活動。起動之後，他們可以利用學校所提供的孵化器

服務，尋找進一步的投資， 最後從校園畢業正式投身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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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被政府肯定為優勢支柱產業多年，可是進度緩慢，成績不太顯著。今年預算案政府改

變作風，直接資助下游企業，做法可取。 

 

筆者希望在不久未來，本港企業能培養出成立自己研發中心的文化，為生意也同時為香港經濟

轉型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