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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Finance Committee 

Minutes of Meeting 
 
 
Date ： 17 May 2024 (Friday) 

Time ： 2:45 pm 

Venue ： Conference Room 1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Attendance 

 

The attendance of Members, public officers, the Clerk and staff is in Appendix 1. 

 

(The verbatim record of proceedings is in Appendix 2) 

 

Item 1 ⎯⎯ FCR(2024-25)6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HEAD 111 ⎯⎯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New Subhead “Hong Kong Microelectronic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The Chairman gave a brief summary of the item. 

 

2. On behalf of Mr Jeffrey LAM, Chairman of the Panel on Commerce,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he Chairman briefed Members on the 

salient points of the Panel’s discussion. 

 

3. Members discussed the item and the Administration responded to 

Members’ views and questions.  Members who spoke included (in speaking 

order): Mr LAM Chun-sing, Mr Andrew LAM, Prof Priscilla LEUNG, 

Prof William WONG, Revd Canon Peter Douglas KOON, Ir CHAN Siu-hung, 

Dr Johnny NG, Ir Dr LO Wai-kwok, Ms LAM So-wai, Mr CHAU Siu-chung, 

Mr SHANG Hailong, Mr Tony TSE, Dr CHOW Man-kong, Mr Michael TIEN, 

Ms YUNG Hoi-yan, Dr Wendy HONG, Ms Doreen KONG, Mr YIU Pak-leung 

and Dr Junius HO. 

 

Follow-up action 

 

4. Members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provide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on the breakdown of the estimated expenses for setting up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visions in the Microelectronics Centre (“MEC”),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and details of the expenditure on taking forwar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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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 in Yuen Long by the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Corporation. 

 

Voting 

 

5. FCR(2024-25)6 was put to vote.  The proposal in the paper was 

approved. 

 

Item 2 ⎯⎯ FCR(2024-25)7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HEAD 111 ⎯⎯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New Subhead “New Industrialisation Acceleration Scheme” 

 

6. The Chairman gave a brief summary of the item. 

 

7. On behalf of Mr Jeffrey LAM, Chairman of the Panel on Commerce,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he Chairman briefed Members on the 

salient points of the Panel’s discussion.  

 

8. Members discussed the item and the Administration responded to 

Members’ views and questions.  Members who spoke included (in speaking 

order): Ms LAM So-wai, Dr CHOW Man-kong, Mr SHANG Hailong, Mr CHAN 

Kin-por, Ir Gary ZHANG, Mr Sunny TAN, Ir LEE Chun-keung, Ir CHAN Siu-

hung, Mr Michael TIEN, Mr Edward LEUNG, Mr SHIU Ka-fai, Mr LAM Chun-

sing, Mr TANG Ka-piu, Ms Doreen KONG, Dr Johnny NG and Prof William 

WONG. 

 

Voting 

 

9. FCR(2024-25)7 was put to vote.  The proposal in the paper was 

approved. 

 

10. The meeting ended at 5:20 pm.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4 June 2024 

 



 

 

Appendix 1 

 

Legislative Council 

Finance Committee 

Meeting 
  
 
Date ： 17 May 2024 (Friday) 

Time ： 2:45 pm 

Venue ： Conference Room 1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Attendance 

 

Present (Finance Committee members) 

 

Hon CHAN Chun-ying, JP (Chairman)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GBM, GBS, JP 

Hon Starry LEE Wai-king, GBS, JP 

Hon CHAN Hak-kan, SBS, JP 

Hon CHAN Kin-por, GBS, JP 

Prof Hon Priscilla LEUNG Mei-fun, SBS, JP 

Hon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M, GBS, JP 

Hon Paul TSE Wai-chun, JP 

Hon Michael TIEN Puk-sun, BBS, JP 

Hon Steven HO Chun-yin, BBS, JP 

Hon Frankie YICK Chi-ming, GBS, JP 

Hon MA Fung-kwok, GBS, JP 

Hon CHAN Han-pan, BBS, JP 

Hon KWOK Wai-keung, JP 

Hon Elizabeth QUAT, SBS, JP 

Ir Dr Hon LO Wai-kwok, GBS, MH, JP 

Dr Hon Junius HO Kwan-yiu, BBS, JP 

Hon SHIU Ka-fai, JP 

Hon YUNG Hoi-yan, JP 

Hon LUK Chung-hung, JP 

Hon LAU Kwok-fan, MH, JP 

Hon Kenneth LAU Ip-keung, SBS, MH, JP 

Hon Vincent CHENG Wing-shun, MH, JP 

Hon Tony TSE Wai-chuen, BBS, JP 

Hon Doreen KONG Yuk-foon 

Hon CHU Kwok-keung 

Hon Stanley LI Sai-wing, MH, JP 

Hon Robert LEE Wai-wang 

Hon Dominic LEE Tsz-king 

Ir Hon LEE Chun-keu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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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Hon TIK Chi-yuen, SBS, JP 

Hon Stanley NG Chau-pei, SBS, JP 

Dr Hon Johnny NG Kit-chong, MH, JP 

Hon CHAU Siu-chung 

Dr Hon CHOW Man-kong 

Hon LAM Chun-sing 

Hon LAM So-wai 

Hon Andrew LAM Siu-lo, SBS, JP 

Hon Duncan CHIU 

Hon YIU Pak-leung, MH, JP 

Dr Hon Wendy HONG Wen 

Hon Dennis LEUNG Tsz-wing, MH 

Hon LEUNG Man-kwong, MH 

Hon Edward LEUNG Hei 

Hon Kenneth LEUNG Yuk-wai, JP 

Hon CHAN Yuet-ming, MH 

Hon Rock CHEN Chung-nin, SBS, JP 

Hon CHAN Pui-leung 

Hon Sunny TAN 

Hon Judy CHAN Kapui, MH, JP 

Hon Maggie CHAN Man-ki, MH, JP 

Ir Hon CHAN Siu-hung, JP 

Hon CHAN Hoi-yan 

Hon CHAN Hok-fung, MH, JP 

Ir Hon Gary ZHANG Xinyu 

Hon Lillian KWOK Ling-lai 

Hon Benson LUK Hon-man 

Dr Hon Kennedy WONG Ying-ho, BBS, JP 

Hon Edmund WONG Chun-sek 

Hon Kingsley WONG Kwok, BBS, JP 

Revd Canon Hon Peter Douglas KOON Ho-ming, BBS, JP 

Hon TANG Ka-piu, BBS, JP 

Hon LAI Tung-kwok, GBS, IDSM, JP 

Prof Hon LAU Chi-pang, BBS, JP 

Hon Kenneth FOK Kai-kong, JP 

Dr Hon NGAN Man-yu 

Dr Hon TAN Yueheng, JP 

Hon Adrian Pedro HO King-hong 

Hon SHANG Hailong 

Prof Hon CHAN Wing-kwong 

Prof Hon William WONG Kam-fai, MH 

 

Absent (Finance Committee members) 

 

Hon Holden CHOW Ho-ding, JP (Deputy Chairman) 

Dr Hon Hoey Simon LEE, M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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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 Nixie LAM Lam 

Hon CHAN Yung, BBS, JP 

Hon Joephy CHAN Wing-yan 

Hon YANG Wing-kit 

Hon TANG Fei, MH 

Hon Carmen KAN Wai-mun 

Dr Hon SO Cheung-wing, SBS, JP 

Hon YIM Kong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Miss Cathy CHU Man-ling, JP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Treasury) 

Mr Aaron LIU Kong-cheung, JP 

Deputy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Treasury) 1 

Miss CHAN Mei-fung, May 

Principal Executive Officer (G)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The Treasury Branch) 

 

Agenda item 1  

 

Professor SUN Dong, JP 

Secretary for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Mr Ivan LEE Kwok-bun, JP 

Commissioner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r LAU Wai-ming 

Assistant Commissioner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Quality Services) 

Professor Philip CHAN Ching-ho, BBS 

Team Leader (Special Dutie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Agenda item 2 

 

Professor SUN Dong, JP 

Secretary for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Mr Ivan LEE Kwok-bun, JP 

Commissioner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r GE Ming 

Commissioner for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r Indiana WONG Man-chung 

Assistant Commissioner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ing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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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rk in attendance 

 

Ms Anita SIT,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1 

 

Staff in attendance 

 

Ms Angel SHEK, Chief Council Secretary (1)1 

Miss Gloria WONG, Council Secretary (1)1 

Mr Frankie WOO, Senior Legislative Assistant (1)3 

Miss Yannes HO, Legislative Assistant (1)7 

 

 



 

 

附錄2 

Appendix 2 

 

 

 

***********************************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  

逐字紀錄本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Verbatim record of meeting 

 

 

日 期：  2024年5月17日 (星期五 ) 

Date:   Friday, 17 May 2024 

 

時 間：  下午2時45分至5時20分  

Time:  2:45 pm to 5:20 pm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Venue:  Conference Room 1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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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主席：各位同事，現在時間已到，亦有足夠法定人數開會。今

日會議的指定結束時間是下午 5時30分，如有需要，我會最多

延長會議15分鐘。  

[000700] 

  

 我提醒各位委員：假如委員就今天會議處理的事宜是有直

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話，請委員按照《議事規則》第 83A條的

規定，在就該事宜發言前披露有關利益的性質。  

 

  

 我亦請委員注意《議事規則》第 84條有關在有直接金錢利

益的情況下表決的規定。  

 

  

  

主席：今天處理的第一個項目是FCR(2024-25)6號文件。  [000732] 

  

這項目請本委員會批准在 “創新及科技基金 ”下總目 111“創新

及科技 ”項下開立一筆為數 28億3,840萬元的新承擔額，用以成

立及營運 “香港微電子研發院 ”。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曾在 2023年 12月 19日就有關建議徵詢

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今天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孫東局長、創新科技署李國彬署

長、劉衞銘助理署長及陳正豪教授解答大家的問題。  

 

  

  

主席：由於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健鋒議員不在

席，我會按事務委員會秘書擬備的資料，簡介當時的討論要

點。  

 

  

 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於 2023年 12月 19日的會議上

討論政府當局成立香港微電子研發院，下稱 “微電子研發院 ”，

的建議，包括在元朗創新園微電子中心設立和營運兩條中試

線，以推動本港微電子的發展。委員支持把有關財務建議提交

財務委員會考慮。  

 

  

 委員關注成立微電子研發院預期可為香港經濟發展帶來

的好處為何，以及微電子研發院與元朗創新園微電子中心如

何配合，以推動香港微電子產業的發展。  

 

  

 委員歡迎政府當局設立兩條中試線的建議，填補香港過去

多年的中試缺口縫隙，促進研發及產業化。委員亦關注近年有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42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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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海外國家就部分半導體生產設備實施出口管制會否對香港發

展第三代半導體產業造成影響。  

  

 委員建議微電子研發院應與本地大學 (包括其內地分校 )

及科研機構加強協作並建立有效的聯繫，共同推動微電子領

域的研發。委員亦促請政府當局檢視日後香港應用科技研究

院與微電子研發院在半導體相關的研發上的協調和分工 (包括

人手配置 )，確保雙方互補及避免功能重疊。  

 

  

 政府當局已在會議上回應委員提出的問題及關注。   

  

  

主席：有意發言的議員都已按了按鈕，有13位，我讀一遍次序，

讓你們按序發言：林振昇議員、林筱魯議員、梁美芬議員、

黃錦輝議員、管浩鳴議員、陳紹雄議員、吳傑莊議員、盧偉國

議員、林素蔚議員、周小松議員、尚海龍議員、謝偉銓議員、

周文港議員，以及剛多了 1位，容海恩議員。 

 

  

 第一位，林振昇議員。   

  

  

林振昇議員：多謝主席。記得早前跟事務委員會的小組參觀過

元朗微電子中心，我覺得需要撥款支持，所以我會支持這個項

目。不過，想了解一下，文件提到整筆撥款超過 28億元，大部

分，即超過24億元，用於設立兩條中試線。我覺得這是有需要

的，因為過往有些初創企業表示，即使設計了微電子產品，也

沒有中試線供他們試驗，令他們要回內地物色一些地方來做

試驗，既浪費時間，又令產品無法迅速落地。所以，我想了解

一下，究竟局方有否評估過這兩條中試線是否足夠應付未來

的需要？文件也提到，現時科學園的微電子相關企業有 200多

間，還有一些將於未來引入，未來 5年或10年是否足夠應付需

求？這是第一個問題。  

[001037] 

  

 第二個問題，想了解一下，文件提到有 3億6,000萬元用以

支付成立微電子研發院所需開支，其中 1億2,000多萬元用以支

付總部員工的薪酬，而員工包括大概 170名科研人員。局方預

留這些資金，是否有信心可聘請足夠的科研人員？這些科研

人員究竟是以本地為主，還是以非本地、內地或海外科研人員

為主？為何這麼問呢？因為現時很多公營機構，莫說要留住

科研人員，即使要留住一般資訊科技人才做資訊保安、系統維

護，似乎也比較困難。這些公營機構的薪酬制度或許要參考公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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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務員制度，如外間企業給予較高薪酬，就可搶走這些人才。很

多公營機構過往難以留住這些科研或創科人才，所以我想了

解一下，局方的薪酬制度是否有辦法靈活一點處理，令局方將

來真的可以聘請足夠的科研人員，以及留住這些人才？多謝

主席。  

  

  

主席：兩個問題，孫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多謝林振昇議員的問題。關於第一個

問題，即兩條生產線是否能夠滿足需求，這兩條生產線應該是

區內非常先進的生產線，如果成功的話，也是我們中國第一條

8吋線。這兩條線是先進的科學技術到量產之間的一個關鍵環

節，所以並非以大規模生產為目的。根據現有情況，我們認為

這兩條線在未來 5至10年，我們能夠滿足香港或以香港為主的

周邊地區的需求。當然，世界情況千變萬化，如果需要再增設，

我們一定會考慮。  

[001333]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們有信心，在我們新領導層的領導下，

我們會從全世界各地招攬最好的人才到香港。因為世界各地

有很多從事半導體產業的華人科學家，但他們沒有機會，特別

是他們如果不想去內地，想來香港，香港卻沒有機會。我們有

這麼好的關鍵設施，有這麼好的平台，我們相信會從海內外招

收很多人才。如果立法會通過相關的撥款，我相信創新科技署

會領導盡快展開籌備工作，我們希望招聘工作也能夠盡快開

始。謝謝林議員。  

 

  

  

主席：下一位是林筱魯議員。   

  

  

林筱魯議員：多謝主席。我兩個問題均關乎預算。文件第 18段

提到預留3億 6,000多萬元作為其5年營運的開支，總部員工薪

酬約為 1億 2,000萬元，而微電子中心的科研分部開支是 1億

3,000萬元。第一個問題較簡單，何謂 “分部開支 ”？包括甚麼？  

[001500] 

  

 第二個問題，根據有關數字，總部員工薪酬 1億2,000萬元，

供5年用，平均數當作是 2,400多萬元一年，不足2,500萬元。就

算看第19段的表，最後階段一年，即 2028-2029年度的開支約

為5,800萬元，但總人員包括170個科研人員加30個行政管理人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81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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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會議部分 

員。如果用這個數字來除，就算以最後一年，即 2028-2029年

度的數字來除，每人月薪也只有 2萬多元；如果平均來除，每

人只有1萬元。我不知道有否理解錯這個數字，如果沒有理解

錯，就很嚇人。多謝主席。  

  

  

主席：兩個開支問題。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我請李國彬署長回答這兩個問題。   

  

  

主席：李署長。   

  

  

創新科技署署長：多謝主席，多謝林議員的問題。文件第 18段

的分項中提到的總部員工薪酬，指微電子研發院下有 30個總

部人員，包括其領導層、行政總裁及其高級團隊，以及另外一

些總部支援的人員。至於另外那 170位科研人員，按現時的安

排，他們每年要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申請開展一些研發項目，

相關薪酬會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的研發項目中支付。  

[001631] 

  

 第二個問題關乎科研分部。這個科研分部可說是微電子研

發院的核心，分為 4組進行不同研發項目，主要是當我們進駐

微電子中心後，裏面還有一些設施需要購置、裝嵌，所以文件

中提及的1億3,000萬元，主要是在微電子中心之下，譬如設立

一些先進的設備、潔淨室所需的費用。多謝主席。  

 

  

  

主席：林議員。   

  

  

林筱魯議員：主席，我可否要求局方交代明細。第二，如果現

在有數字的話，也請說說，因為那 170個人員薪酬出自創科基

金。實際支撐這個微電子科技項目的總支出是多少呢？人員

的總支出是多少？局方應該也有預算。  

 

  

  

主席：就這兩方面，李署長可否先給我們詳細一點的明細？   

  

  

創新科技署署長：我可以在會後提供。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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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就在會後提供吧。那麼請回答林議員關於研發院人員開

支的第二個問題。  

 

  

  

創新科技署署長：如果說另外研發的部分，參考現行研發中心

的例子，當然中心實際規模有大有小。不同中心在研發部分的

開支由6,000多萬元到2億多元不等，我相信因為微電子研發院

屬比較中上規模，其開支可能達 2億元左右，但要待其核心團

隊上任，再詳細地就不同研發項目與業界商討後，有具體建議

時，創科署便會按現行機制審批。  

 

  

  

主席：下一位，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主席，最近，我參加了一個兩地科研人員的環保

會議，有與會者說香港現在不是創科，是 “追科 ”⎯⎯“追趕 ”的

“追 ”。那時聽到這句說話也很刺激。如果局長要求支持這個基

金的撥款，我一定會支持，因為我們相信局方在科學和專業上

的判斷。  

[001921] 

  

 但是，當我們支持一項撥款時，我也想問清楚一些細節。

我們有時被人笑現在是 “追科 ”，不是創科，有很多東西可能還

在追趕的階段。譬如文件第4段和第6段提到兩組數字，一組是

“從零到一 ”，香港有雄厚的科研實力，並要實現 “從零到一 ”。

在願景方面，局方認為已經可與產學研合作，促進 “從一到N”。

“從零到一 ”、“從一到N”如何量化？究竟具體有甚麼意思？當

然，最重要的目標是留住人才、留住成果、吸納人才、鼓勵成

果，有關KPI如何衡量？大疆的經驗經常是我們的教訓，即如

何令成果在香港、做到人才在香港，但大疆最後只可以在深圳

落地。別人可以出錢，給它生產線、地方、錢，在各方面都可

提供較優厚的條件，年輕人當然去那些地方。這是第一個問

題。  

 

  

 第二個問題，我自己認為這是一個投資，而投資後不一定

每個項目都有成果，否則便不敢批准撥款。我覺得只要批准撥

款，如有幾個項目真的跑出來成為獨角獸，我們便成功。不可

以說委員會批准撥款後，沒有成果便要收回，那麼便沒有人再

做研究。我接受到有很小比例的項目可能發得很大，但整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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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如何可以令真的有 “正 ”的項目時，我們的投資便可取得成

果？  

  

 第三，就是吸納人才是否海納百川， CEO是否科班出身

呢？局方說董事局是，但CEO是嗎？還是從商？可否說清楚

一點？  

 

  

  

主席：3個問題，不過有些是政策成分的。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謝謝梁議員的問題。對於 “追科 ”，我

不完全同意，香港 “從零到一 ”的突破是舉世公認。香港之前主

要是沒有中游的成果轉化和下游的產業發展，是因為缺條腿。

所以大家看到，這屆政府在這兩年主要做的，是在香港建立一

個完善的創科體系。這個體系的建設，包括上游的基礎科研、

中游的成果轉化、下游的產業發展。我們 “政產學研 ”再加

“投”，這都是在做體系的建設。以前香港沒有產業，是因為

我們的政策導向：大學做科研就完了，轉化到深圳、內地去，

現在我們改變了。所以，我相信以香港的優勢，假以時日，創

科前景一定非常光明。香港 “從零到一 ”的突破率非常重要，不

是世界上任何國家和地區都能有這個優勢，是上天眷顧香港。

香港有這個優勢，有 “從零到一 ”的優勢，就會有 “從一到N”的

發展的巨大潛力和空間。我相信現在的創科政策和路向正確，

只要堅定不移前進，一定會有很好的前景。  

[002210] 

  

 這也可以說是一個投資，是一個 long-term的投資。我們這

次建這個研發院，目的是甚麼呢？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它會提

供一個多功能的平台，能夠支撐大學研發中心和業界的頂尖

人員聚在一起，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資本，甚至技術到香港來。

最終，它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引擎，目的是甚麼？在香港開啟一

個半導體產業的新天地，這是我們的主要目的。我們的

benchmark、我們的目標是對標世界上最著名的比利時 IMEC。

IMEC經過40年，做得這麼成功，跟世界上所有大的半導體行

業合作，幾乎大多數世界半導體的最先進技術都是從 IMEC出

來。香港微電子研發院的目標，就是要成為東方的 IMEC(計時
器響起 )。  

 

  

 人才方面，我並不擔心，有好的平台，有好的 infrastructure，

有好的制度，人才一定會聚集。現在香港的人才，在世界各地

做半導體的人多之又多。以後香港有這個平台，香港的人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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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回來，內地的人才就會過來，海外的科學家也會來。所以，

我覺得我們最終一定會有很好的人才聚集效應。再次感謝梁

美芬議員的支持。  

  

  

主席：下一位，黃錦輝議員。   

  

  

黃錦輝議員：多謝主席。我非常支持政府成立微電子研究院，

以及設立兩條中試線。我認為香港在半導體發展上，必須抱着

競賽的心態，發揮好香港的研發能力和優勢。研發院和中試線

都應加緊進行，讓香港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可以進行各種測試，

將科研成功轉化。我對此非常支持。  

[002450] 

  

 就此，我有一個問題，其實一直都在討論。我想再問一下，

微電子研發院和應科院的分工為何？  

 

  

 第二個問題，中試線會否與內地的生產商或研究院合作一

起使用？如會，他們可以自己申請，或與香港的大學研究機構

一起申請？主要是這兩個問題。  

 

  

  

主席：兩個問題，孫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應科院跟微電子研發院在未來的角

色、定位都不一樣。應科院現在設有研發、集成電路設計及系

統的部門，但並沒有第三代半導體核心技術的研究等等。現在

新建的微電子研發院會承擔非常沉重、複雜及專項的工作。我

們需要有一支專業的管理團隊負責管理微電子研發院，而且

要專注生產線的設備等等。創新科技署已經跟應科院和微電

子研發院展開商討日後各自的科研領域、協調和分工，以確保

兩者互相補足，避免資源重疊。  

[002602] 

  

 我想再說一句，香港的微電子研發院是以比利時的 IMEC

對標，所以在未來的體制、運營形式上，會與現在的應科院有

較大的不同。第二個問題是甚麼問題？  

 

  

  

主席：與內地生產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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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這個請陳教授回答。   

  

  

主席：陳教授。   

  

  

創新科技署組長 (特別職務 )：內地主要的第三代半導體生產商

已與我們有很多討論，包括龍頭企業。就譬如 gallium nitride、

silicon carbide，我們已經開始與他們商量如何合作，包括很多

大學的創業團隊，“從零到一 ”。他們想知道微電子研發院的中

試線何時可以用，因為他們已經達到這個階段，有了 “一 ”，想

“從一到N”，待中試線完成設置後便可入場。我們已經在進行

很多討論。  

[002713] 

  

  

主席：黃議員。   

  

  

黃錦輝議員：我建議增多內地與香港合作。我剛才亦問到是否

會爭取多點依託香港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一起做此事，以便加

快兩地研究合作的速度。這是一個建議。  

 

  

  

創新科技署組長 (特別職務 )：這點很重要。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建議收到，我想這個微電子研發院一

定是向海內外開放的重要平台。內地有些科研團隊做得非常

好，我們也希望加強內地跟香港在這方面的合作。  

 

  

  

主席：下一位，管浩鳴議員。   

  

  

管浩鳴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想問及財政影響。文件第 18

段中列出 (a)、(b)、(c)項目，我明白 (a)、(b)項，但 (c)項應急費

用大約為3億多元，我想請教一下應急費用大概是甚麼？  

[002840] 

  

  

主席：請先回答這個問題。是否由李署長回答？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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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李署長。   

  

  

創新科技署署長：多謝主席。這個應急費用就是在一般工程項

目中大概預留15%預算。譬如我們遲一步公開招標購買這些儀

器時，如價格因為市場波動有上落，我們通常會預留一點空間

應付相關開支，這是一般的安排。當然，如沒有需要用，就不

會花這筆錢。多謝。  

 

  

  

主席：管議員。   

  

  

管浩鳴議員：即等於 contingency的甚麼 ......   

  

  

主席：即與工程的應急 ......   

  

  

管浩鳴議員：我以為是很急的時候，有甚麼急，謝謝。   

  

  

主席：下一位是陳紹雄議員。   

  

  

陳紹雄議員：多謝主席。主席，首先我表示支持成立微電子研

發院，尤其是香港長期缺乏中試線，導致微電子設計往往不能

夠快速商品化。所以成立兩條中試線起到關鍵作用。  

[002948] 

  

 主席，我想問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剛才林筱魯議員問

的問題，希望局方、署方回去會提供多一些資料，關於科研分

部開支的1億3,000萬元 ......  

 

  

  

主席：明細。   

  

  

陳紹雄議員： ......第二，關於文件第 20段，當中特別提到，除

如其他 5所政府設立的研發中心，會向 “創新及科技 (整體撥

款 )”申請撥款資助外，微電子研發院會從平台、協作、非基金

合約服務、研究項目等取得收入，使其不至於完全倚賴基金撥

款，即會盡量達至收支平衡。但我們都知道，香港未有中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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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往香港的企業都要靠內地或者外國做中試方面的事情。

關鍵在於如果成立了這個研發院，有兩條中試線後收費的定

位。一直以來，因為種種原因，香港的收費都是貴的。假如我

們在香港收費，來自業界的收入是多，當然業界負擔大的話，

這可能就會背道而馳，引致業界有相關服務的話，他們的負擔

就會重。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政府未來在收費方面會如何考

慮？  

  

 第二點比較具體，涉及微電子研發院有 3億6,040萬元作為

5年的營運開支，但在第 7頁第18段中提到的細項，我找不到有

相關費用⎯⎯即中試線設在元朗科技園下的微電子中心。科技

園會否從微電子研發院收取一項費用，而這項費用是多少，以

及放到預算首 5年營運開支中的哪個項目？有抑或沒有？或

我估計局方答案可能是，屆時有需要，才向創新及科技基金申

請，但這裏沒有顯示，我想局方提供多些有關資料。  

 

  

 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有時間，我都想問一問，除了營運中

試線設施外，研發院還會幫助業界的研發工作，切合本港和大

灣區的經濟發展所需，提供共同平台，促進 “政產學研 ”協作。

我想請局長簡單講一講，這部分是怎樣切合本港及大灣區的

經濟發展所需，大家可以強強合作？謝謝主席。  

 

  

  

主席：好的，3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政府會補充資料明細。  

  

  

創新科技署署長：多謝主席。就着陳議員的3個問題，或者我

簡單回應。第一，科研分部的 1億3,000萬元，正如剛才所講，

我會後會補充資料。不過，這裏可以提供多些關於那個項目的

資料。在微電子研究院中，有比較高規格的潔淨室，才可以做

到相關的科研。所以，我們需要在這個處所中，安裝連接不同

化學氣體或者潔淨水的管道、廢物處理的管道，以及進出潔淨

室之餘，需要有空氣沐浴機、更衣室，這都是比較專門的設施，

具體分項我可以在會後再補充。  

[003325]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收費，現時公營科研機構有不同類型

的項目，如果業界覺得我們很快提供協助，可以做一些合約研

究，業界需要支付 100%的開支。當然，最後的知識產權亦是

歸這間業界的公司。另外，我們也有合作的項目或者平台項

目，如果合作項目，業界公司承擔項目成本的 50%，也可以享

有相關項目的知識產權。另外 (計時器響起 )有一類平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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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需要承擔10%，這些主要是較具前瞻性的項目，而最後知

識產權是留在微電子研發院。所以，視乎業界需要，可以與我

們傾談不同項目的合作。  

  

 第三 ......   

  

  

陳紹雄議員：這是類似應科院的模式。   

  

  

創新科技署署長：是的。第三個問題，簡單回應，微電子研發

院需要向科技園交租，租金預算按我們現時的安排，是在將來

開展科研項目時，由我們計算出來，所以並不包含在總部資金

開支中。  

 

  

  

陳紹雄議員：即3億6,040萬元沒有包括這個項目？   

  

  

創新科技署署長：是，沒有包括。   

  

  

陳紹雄議員：研發院哪有錢繳付科技園在元朗的租金？   

  

  

創新科技署署長：他們成立後，正如我剛才所說，每年會有一

個 technology roadmap，即科技路線圖，每年都會向創新及科

技基金申請開展一些研發項目，會計算帳目在科研項目成本

中，多謝。  

 

  

  

主席：最後，我想局長也簡單介紹業界研發與大灣區合作。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微電子研發院定位是亞洲最好的微

電子研發院。地處香港，地處大灣區，當然大灣區是我們最為

依託的福地，大灣區具有完整的產業鏈。這個研發院是開放

的，大灣區的企業優先享用。我們希望充分發揮香港科研的優

勢，知識產權聚集，然後在大灣區甚至其他地方做產業發展，

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模式。  

[00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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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下一位，吳傑莊議員。   

  

  

吳傑莊議員：是，多謝主席。我亦支持這個項目，因為半導體、

微電子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是重要的。有些問題想問一問，第 10

段提到，微電子研發院是用人唯才，用公開原則聘用合適員

工。剛才其實都答了部分，就是在 200人當中， 30人是在 1億

2,000多萬元中去做預算。我除以 5年，大概都是差不多有

200萬元一個月。我想問一個數字，就是行政總裁CEO大概有

多少薪金？這些人都是難以聘請的，我們是否有足夠預算，政

府budget是多少去聘請這個CEO？這個CEO是在香港物色，會

不會是從其他政府部門調過來，抑或是全球招聘？這是第一

個問題。  

[003630] 

  

 第二個問題，剛才提到的 170人是基於創新及科技基金申

請項目開設的，有否可能申請不成功？會不會不成功時，那

170人就沒那麼多人，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多謝主席。  

 

  

  

主席：兩個問題，是否由李署長作答？   

  

  

創新科技署署長：多謝主席。就着行政總裁，我相信整個高層

的領導，我們都會用一個公開形式在全球招聘，以用人唯才的

原則，揀選最合適的人選。薪金方面，我們會參考現時一些類

似公營機構行政總裁的薪金，我估計具體金額要等我們成立

了董事局後，經過董事局相關程序，然後我們也有一些對比，

即如剛才我說，按其他公營機構相關職位的薪酬去釐定。  

[003741] 

  

 至於議員提及科研人員，會不會因為他們開展不到項目，

可能就開設不到那麼多職位。這事實上是的，因為我們也希望

不同的研發中心，都能夠提出一些高質素、能協助業界的研究

項目。所以，創科署亦會把關，但很多時候，大家有個討論，

就是如果他們提交的建議有不足的地方，我們提點他們之後，

希望他們可以補充後，每年都能開展相關項目，能協助業界發

展，多謝。  

 

  

  

主席：下一位，盧偉國議員。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219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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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國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發言首先是支持成立和營運

香港微電子研發院的撥款申請。本港電子業在上世紀 70年代

迅速發展，在當時的亞洲四小龍中居首位。不過好可惜，政府

並不積極繼續投入與扶持，但在其他地方，政府將此視為當地

非常重要的技術與經濟發展路向，“整下整下 ”，我想現時都不

要講甚麼四小龍，香港在這情況下，還幸都有很多企業家、專

業人士不斷提升自己。所以，今天香港的電子業在世界上很多

方面還有領先的產品，不過長時期並不被政府重視。  

[003859] 

  

 其中一個相當慘痛的教訓就是，本來我們也有一個突破的

機會，就是1999年時，漢鼎亞太想來香港設立晶圓廠，其實背

後的技術力量來自當時台灣的世大積體電路，總裁是張汝京

先生。當時，我和我的業界朋友希望促成這件事，自費前往台

灣新竹見張汝京，張汝京也不吝嗇地將一些基本流程等介紹

給我們。  

 

  

 不過，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當時的特區政府都是不願

意提供土地、稅務方面的任何優惠，但上海見到這個情況，就

立刻把握這個機遇，最後才形成了上海張江一大片集成電路

的產業，以及中芯國際，張汝京當時在上海成立中芯國際，今

天這間公司還是內地集成電路的領頭羊。  

 

  

 所以，為何要回顧這段歷史，我覺得我們不能忘記這段歷

史，更加要珍惜和好好把握今天這個機遇。所以，對於這

28 億  多元的撥款，我非常支持。不過，現時談及的微電子產

業範圍較廣闊，我想問究竟我們現時選擇的第三代半導體，所

謂碳化矽和氮化鎵這方面的技術發展，原因為何，為何覺得香

港在這方面還有競爭優勢，這又會對我們的相關產業帶來甚

麼好處？因為要選對才行，錢我們要花，但如果有些我們未必

能夠再去追趕的，在這方面，為何覺得我們有優勢？我想聽聽

這方面的解釋。  

 

  

  

主席：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主席，我請陳教授簡要回答。   

  

  

主席：陳教授。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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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署組長 (特別職務 )：第三代半導體是再生能源很重要

的零部件。大家都知道，再生能源方面，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

生產國。再生能源與一般的集體線路不同，一般集體線路是追

求線條越細越好，所以相當貴，投資的風險就很大。但是，第

三代半導體因為支持再生能源，主要的參數就是能源轉換的

效率，這個效率不需要很精密的線條，主要的能源轉換率高，

就是因為材料。這是其中一個理由。  

[004230] 

  

 第二，大灣區有很多用我們叫做 power supply的公司，產

業很大，全部很齊全，所以我們選擇第三代半導體，是基於這

兩個原因，一個是技術方面，一個是產業鏈方面。  

 

  

  

盧偉國議員：主席，我以前都很長時間是做電力電子方面的工

作，即剛才教授提到的 power supply，當時都是用在特別通訊

方面的電力電子。所以，我亦理解這個選擇，但真的要一擊即

中，因為時不我與，如果我們選得不對，又做得不好 (計時器
響起 )，就浪費了這個機遇。所以，我支持的同時，亦希望能

夠結合一個好的團隊，將這件事真的做好，落實得到，就是香

港人之福，多謝。  

 

  

  

主席：下一位，林素蔚議員。   

  

  

林素蔚議員：多謝主席。文件提到，科研產品必須經過中試線

的測試認證，才可以投入量產。由於香港長期都缺乏中試線，

導致一些微電子的設計往往不能夠快速商品化。因此，設立中

試線可以幫助中小企業的產量。不過，根據文件，中試線所需

要的碳化矽和氮化鎵，一共大約19億元。我想問一問局方，如

何可以評估中試線帶來的經濟效益？多久才可以回本？中試

線可以用多久，以及會否隨着半導體的發展日新月異，而很快

被淘汰？多謝主席。  

[004415] 

  

  

主席：孫局長，哪位回答？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對於特別是半導體行業來說，中試線

是個關鍵的環節，一方面驗證上游的科學研究是否正確，另一

[00451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255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2655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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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為下游大批量的生產，創造更佳的條件。所以，中試線的

意義不言而喻。關於議員說的經濟效益，微電子研發院建兩條

中試線的目的，我說得很清楚了，它要成為未來不僅是香港，

而且是整個大灣區的一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為開啟半導

體產業，提供一個重要的引領作用。它的意義主要在這個地

方，主要是借助平台，能夠整合業界、大學機構等的精誠合作，

而且協助業界做新產品的開發。很多中小企業沒有這個設備，

就無法驗證其發明是否正確，有了這個平台，就可以解決痛點

問題，能夠幫助很多中小企，通過中試線成功之後，迅速在世

界各個地方展開大規模生產，所以其意義非常重大。  

  

  

主席：無法量化效益，是否沒有一個回本期的概念？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這個是這樣的，我們為甚麼要反覆提

IMEC？ IMEC經過40年發展到今天，比利時政府給它的最佳投

資是每年1億歐元。這項投資只佔它整體開銷的15%，所以它

的經濟效益，不是說以它是否自主盈虧為代表，它每年產生的

各種新的發明，各種 IP incomes， spin off的很多公司，這個效

益是極其巨大的。作為一個國家支持的機構，如果僅僅滿足自

負盈虧，這個標準就太低了，也失去了國家機構的最本質的標

準和特徵。如果覺得這個機構做得很好，應該繼續投資，讓它

繼續發揮作用。這是為甚麼我們設立公營支持的一個科研機

構。  

 

  

  

主席：下一位周小松議員。   

  

  

周小松議員：多謝主席。我非常支持這次的撥款項目，也留意

到文件第18段提及，有3億6,000萬元左右的款項用以支付成立

微電子研發院並維持其首 5年運作。目前，本港有 5所研發中

心，都是在2006年成立。查看當時的文件，當時政府都表示，

如果這5個研發中心在5年資助期屆滿之後，要繼續運作，便應

該自負盈虧，所以必須有能力向業界籌集足夠資金和賺取收

入，以支付運作的費用。  

[004727] 

  

 我想問局長，對於微電子研發院，政府有何信心或有甚麼

具體辦法和策略增加收入，使微電子研發院可以達到可持續

性的運作，而不是完全依賴基金的撥款？多謝主席。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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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孫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我想微電子研發院的建立，是因應現

在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一個大的形勢，也是跟國家的發

展戰略息息相關。如果按照計劃成功的話，中國將在第三代半

導體產業方面，能夠躋身世界領先行列，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

的。在設立研發院的時候，我們覺得方向非常重要，定位非常

重要，所以我們對於現在定的方向，經過很長時間的探索，徵

求業界意見，我們是有信心的。  

[004851] 

  

 接着議員提到其他5個研發中心，創新科技署也正在做研

究，有些機構也要做一些調整，我想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公

布。另外，我們也注意到，現有的 5所研發中心在過去這些年，

還是為香港的科技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而且現在他們每

年從業界獲得的收入的比例份額在逐年提高，現在也是 50%左

右，40%多至50%多。在這方面，關鍵以它發揮的作用為準。

今後對於經濟效益方面，我們也會繼續審視現有的工作。謝

謝。  

 

  

  

主席：下一位，尚海龍議員。   

  

  

尚海龍議員：多謝主席。首先，我發言是支持香港微電子研發

院，特別是有兩條中試生產線可以在香港落地，對於我們說上

中下游一起發展科技是有好處的，特別是中游的發展這一方

面可以促進在上游的研發落地，更可以凝聚下游的中小企或

相關的半導體產業在香港聚集。  

[005024] 

  

 我有一個問題和一個建議。第一個問題，對於研究院的考

核是甚麼？首先，我們投資 28億元，其實不止，還有很多資金

來自於政府其他的 “櫃桶 ”，要動用 ITF或者其他基金。花錢之

餘，我們要有考核的目標，局長反覆提及的對標對象是 IMEC，

即比利時的研發機構，亦是半導體研發機構。首先，他們的專

利已經成為比利時所有機構、大學當中的第一，並鞏固其在全

球特別是歐盟半導體方面的影響力。所以，我們新設立香港微

電子研發院，有否專利數量考核？如有，是多少？或有否一些

相應的量化或定性的比例？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293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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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建議是，很多議員都很關注可否用創新鏈，特別是

灣區的創新鏈，香港對微電子研發院的投資，我相信是對大裝

置⎯⎯科學大裝置的一種投資。如果我們有這一個研發院，要

避免廣東省9個城市再重複投資半導體，有否機會與廣東省、

澳門達成協議，就是我們有微電子研發院，他們有機會有廣州

實驗室，有東莞的中子對撞機的實驗室等，大家搞成一體化，

相互之間資源共享，共享灣區的大裝置的科學機構，或者科學

裝置的互換，這方面可以嗎？多謝。  

 

  

  

主席：即使是建議，你都可以給 comment，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多謝主席，多謝尚海龍議員的問題。

我想政府一定會聯同微電子研發院，制訂嚴謹的評估機制和

關鍵績效指標，當中包括創新及科技基金下平台協作種子的

科研項目、非基金合約服務的收入、來自業界的收入、商品化

及其他收入，當然也包括專利的項目、數目、參與科研人員的

數目等，以衡量其服務表現，及其技術轉移的情況。創新科技

署也會按照現時的機制，每年向立法會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

委員會匯報包括微電子研發院在內的所有研發中心的年度進

度報告。  

[005237] 

  

 關於與廣東省協商，我要建，你就不建，你要建，我就不

建，我覺得這是一種合作的機制，但並不代表全部。據我們了

解，現在我們在這個區域，如果在這建好的話，應該是唯一一

個專注於第三代半導體的微電子研發院。考慮到香港的國際

地位、我們的人才優勢、學術研究的優勢，我們相信這個研究

院一定會做得更好。當然，並不是說我們香港建立，你其他地

方都不能建，我們也歡迎其他地方再建。香港有 5所世界一流

的大學，深圳、周圍都在建大學，我們也歡迎。我們不會說，

我建了，你就不能建，或者你建了，我就不能建。但是，加強

與大灣區內城市的合作，是我們的重點，重中之重。  

 

  

  

尚海龍議員：跟進一句，主席，要清晰地將新的香港微電子研

發院當中世界領先的 IP數量，訂立一個指標出來，這是我們的

希望。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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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下一位，謝偉銓議員。   

  

  

謝偉銓議員：多謝主席。首先，我都表態我是支持香港創新科

技的發展，包括提及的半導體產業。不過，有幾點想了解多些，

或者先問其中3點。  

[005442] 

  

 第一，我見文件的寫法是，創新及科技基金下開立

28.384億元的新承擔額，我想了解多一點，是否要重新再注資

28 億  多  元入基金，抑或在基金本身已經有錢可以承擔，只不

過是取得我們的認同？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文件第 8段提到，微電子研發院將由政府全資擁

有，對於這個做法，我想了解為何要這樣做？因為文件第 10段

都有提到，現時科技園公司轄下有一個應用科技研究院，他們

都有做第三代半導體的研發工作。為何要重新又另外設立一

個院，而不是由他們繼續做這方面的工作？  

 

  

 另外，我查看過往的文件，文件顯示 2020年5月，財委會

同意從資本投資基金撥款 20億元予香港科技園公司，改建元

朗相關物業作為微電子中心。那時候說應該是 2021年便可以

建成，我想知道現時的情況如何？過去兩年的使用情況如

何？是否因為沒有人用，那時候計算錯誤，所以現時就要微電

子研發院作為一個營運中心？先問這 3點。謝謝。  

 

  

  

主席：孫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請李國彬署長回答。   

  

  

主席：李署長。   

  

  

創新科技署署長：多謝主席。謝議員的 3個問題，第一個是正

確的，今天我們來財委會尋求開立一個額外的新承擔額。正如

謝議員所說，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有不同的資助計劃，如果今天

得到財委會的批准，我們會在未來密切留意創新及科技基金

的結餘、核准的承擔額和預計的現金流。當我們有需要注資的

時候，相關的注資就會反映在有關財政年度的周年預算內，再

[00570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328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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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議會申請撥款。  

  

 第二個問題，就是與應科院的分工，剛才都有解釋過，現

時應科院有做一些譬如集成電路有關的研究，但他們沒有做

我們今天說第三代半導體的一些核心技術的研究。例如，我們

今天說的碳化矽、氮化鎵，它沒有直接參與，也沒有營運中試

線的經驗。所以，我們覺得因為微電子發展潛力很大，應該要

成立一個全新聚焦的研發中心。當然，創科署會與兩個機構商

討，確保他們可以優勢互補，大家的工作也不會重疊。  

 

  

 最後的問題，簡單回答，當天去財委會申請成立微電子中

心時，的而且確，當時原本的計劃是改建一個現有的廠房，就

在2021年落成。不過，科技園公司在推展項目時發現，因為微

電子中心的規格要求比較高，無論是防震或其他方面，要求都

比較高，所以最終他們更改了計劃，重新拆了舊的大樓，建造

一個新的大樓。相關大樓約在去年年底基本建好，現時是安裝

一些專項設施，應該今年下半年才可以正式開始運作。這就解

釋了中間時間上的分別。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我說一下，之前的撥款就是建了一個

大樓，有些潔淨間，各種設施都有。這次的撥款主要用於購買

關鍵的儀器設備，設立這兩條生產線需要大約 24億元多，還包

括未來研發院5年的一些費用。謝謝。  

 

  

  

謝偉銓議員：主席，就那 20億元來說，現時已用完了。我們那

時候批准後，局方好像完全沒有在這方面向財委會再匯報，這

樣有否問題？當時的預算案與現時預算的撥款改變那麼大，

好像也不對我們說，對嗎？  

 

  

  

主席：李署長，有否向我們報告過？   

  

  

創新科技署署長：主席，簡單回應兩點。第一點，在財委會當

年批准後，科技園公司每年都有向相關事務委員會簡介其工

作。過去數年，我們都有向議員更新微電子中心項目的最新發

展與中間出現的轉變，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根據我們與科技園公司的安排，如果它申請的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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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不足夠，有需要用更多錢，其實科技園公司要自己承擔，不

會再向政府申請撥款。多謝。  

  

  

主席：下一位，周文港議員。   

  

  

周文港議員：多謝主席。這個項目是一個很好的項目，因為是

有助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一個重要旗艦，我都是支

持的。  

[010056] 

  

 不過，我想了解一下，因為我們無可避免要與粵港澳大灣

區展開官產學研合作。我想問，如果這筆錢獲批，成立研發院

後，那些資金可否 “北上 ”，可以與相關業界合作呢？因為往往

說公帑不能夠 “北上 ”，這方面應否給予研發院一定的靈活

性？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28億元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如果日後這行

業或研發院發展得很好，有很多很有價值的產品，有些商界人

士又想投資和合作，而真的有機會讓它做大，會否考慮可以讓

它公私合營？  

 

  

 第三，研發院本身研發微電子技術，而現時不少大學也正

在做此事。2024年3月，創新及科技基金當中有 280項與微電子

有關的項目，總資助額大約為 16億元。如局方說日後研發院落

地，會否減少批出這些單頭項目予個別大學，而集中批予研發

院呢？這點相信大家都會關注。多謝主席。  

 

  

  

主席：3個問題，孫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簡單回應一下，這筆錢不存在 “北上 ”

的問題，因為大部分錢，24億元都用於購買設備，或在香港建

設生產線。剩下的錢主要是用於研發院的 5年的運作等，所以

不能夠留住錢去 “北上 ”。  

[010238]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公私營合作，現在沒有計劃公私營

合作。比利時的 IMEC一直也是國家投資的機構。但是，沒有

公私營合作的計劃，並不代表不支持業界的合作。因為目的恰

恰就是支持業界的合作，很多企業可以通過中試線研發產品，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365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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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跟研發院共同擁有一些知識產權，這樣會產生很多

的經濟效益。  

  

 第三，關於批錢的問題。我想這個主要目的是要協同業界

與大學、科研機構一起組成很好的生態圈，所以研發院只會促

進這個生態圈的發展，使業界也好，大學也好，從政府或其他

地方拿到更多的錢。所以，我認為研發院只會起到積極的作

用，而不會跟其他機構搶資源。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問題，下一位，田北辰議員。   

  

  

田北辰議員：主席，我非常開心今屆政府推出那麼多具突破性

的政策，尤其是在發展創科方面，不再像以前般，只關注上游

的基礎研發。香港基本上是比較着重經濟、商業的地方。進行

基礎研發後，產品也不知所終，又未必製造到很多就業機會。

這次撥款涉及中游的微電子研發院，這是一個中游項目。按我

理解，這28億元包括設立兩條生產線，每條 10億元，有很多我

都不大了解的高級儀器。  

[010401] 

  

 依我理解，其中有一樣東西是光刻機，似乎是不簡單的設

備，每條生產線應該有一部光刻機。我想知道，我們向這條生

產線投入那麼多錢，買了所有其他設備，有否甚麼零件或器材

或另外一些設備如光刻機般，如果被外國打壓⎯⎯今年美國舉

行大選，如果香港被外國打壓，外國說不同意把儀器賣給我

們，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等。局方有否想過此事？局方肯

定可以買到生產線內的所有零件， “開到檔 ”？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謝謝田北辰議員的問題。明確講，這

兩條中試線不需要DUV光刻機。剛才陳教授解釋了為甚麼做

第三代半導體，這是一個重要的考量。現在我們相關設備都不

在有些國家的禁運範疇內，所以我們也希望盡快撥款，盡快購

買，不要再耽誤。不僅僅是相關的儀器設備，包括一些相關的

半導體封裝、製備能力，現在我們也不受其他國家的限制，對

吧？  

[010545] 

  

 半導體封裝方面，中國達到 38%的世界產能，而且這兩條

生產線無論在半導體封裝、關鍵材料、儀器設備上，現在來看，

都沒有被別人卡脖子的地方，所以我們有信心，但時間要快。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384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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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田北辰議員：我想跟進一下，這款光刻機在內地沒有生產？一

定要從外國引入？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請陳教授回答。   

  

  

主席：陳教授。   

  

  

創新科技署組長 (特別職務 )：多謝田議員。   

  

  

主席：陳教授，請把麥克風靠近一點，謝謝。   

  

  

創新科技署組長 (特別職務 )：對於發展第三代半導體，我們不

需要DUV光刻工具。DUV光刻工具已經禁賣予中國，而我們

只要 i-line光刻工具便足夠。有3間公司買得到 i-line光刻工具，

我在3月與他們商討過，暫時沒有禁運，但時間要快。將來美

國大選後會發生甚麼事，我們不敢說，所以這個動作要快。  

[010653] 

  

  

田北辰議員：我明白，我的問題是國內沒有生產這款設備？   

  

  

創新科技署組長 (特別職務 )：國內暫時未有，但現時正在開發。  

  

  

田北辰議員：即是說，我們現時投放10億元設立一條生產線，

而有些設備一定要進口。  

 

  

  

創新科技署組長 (特別職務 )：光刻機未有，但其他設備有國產

的。  

 

  

  

田北辰議員：因為進口的設備，局方說暫時很容易買到，不過

要快。局方也提及，不知道會否受政治影響，會否遲了買不到，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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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又不知道這些設備要多長時間才買到。那麼局方有何打

算？如真的買不到，是否可以先購買，還是先 “摸底 ”或怎樣？  

  

  

主席：不可以先購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現在能夠買到，趕緊動手做，不要耽

誤時間。  

 

  

  

主席：田議員，怎麼可以先購買？我們尚未撥款，局方如何購

買呢？  

 

  

  

田北辰議員：不是，跟人先簽約或甚麼。我想了解這回事而已。  

  

  

主席：孫局長有否甚麼補充？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沒有補充。   

  

  

田北辰議員：總之盡快，如果我們不批准便 ......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盡快。另外，時間站在中國這邊，中

國內地很多相關企業，也在加緊研發光刻機等相關設備。在不

久的將來，在中長期，我們對國產的設備是有信心的。暫時這

個階段，時間最重要，要快。  

[010809] 

  

  

田北辰議員：好，那麼立即投票，好嗎？   

  

  

主席：好的。容海恩議員。   

  

  

容海恩議員：多謝主席。我都支持這個項目，尤其是在香港做

更多的微電子研發，我認為有助加強香港的創科、創新，以及

擴大產業應用。  

[01082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408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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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都看過有關微電子在香港的應用，有兩個重大的元

素，即GaN和SiC碳化矽。在兩者的研發方面，我也見到政府

文件有關財政的部分指出，設備器材方面，對碳化矽投放

9 億  8,000萬元，以及對氮化鎵投放9億8,000萬元。我想理解這

兩種設備器材，未來的研發重點在哪方面呢？例如，我看到

GaN，香港可能是多做DC轉換器、汽車、馬達驅動和光達系統

等。我想理解在這兩個範疇，香港會重點做哪方面的研發多

些？謝謝主席。  

 

  

  

主席：孫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我請陳教授回答這個問題。   

  

  

主席：陳教授。   

  

  

創新科技署組長 (特別職務 )：兩者主要都在再生能源上應用。

現時的分別是，SiC在電壓比較高的情況下應用，而氮化鎵則

在電壓比較低的情況下⎯⎯650伏以下⎯⎯應用，主要市場為

充電寶，現時亦開始在AI server上使用。隨着AI流行，多了很

多 server，在 server方面開始使用氮化鎵，這有助 server的 energy 

efficiency增加。大灣區包括香港很多企業在大灣區的工廠都

需要用這些器件，將來的前景相當好。  

[010950] 

  

  

容海恩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一下。關於SiC，剛才局方也提

到，主要是一些大型基建，例如電纜、風電的發電、太陽能、

汽車的運用或機械臂等，我想理解，如香港研發SiC，與內地

的研發有甚麼不同之處，以及香港的研發有甚麼特色？謝謝

主席。  

 

  

  

主席：也請陳教授回答。陳教授，謝謝。   

  

  

創新科技署組長 (特別職務 )：我們當然會與國內的企業、研究

院合作。但是，正如局長剛剛說，如果我們動作快，在微電子

研發院設置的8吋SiC的線，將會是全國第一條。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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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我再補充一下，一個碳化矽，一個氮

化鎵，這是第三代半導體兩條非常重要的技術路線。從中國內

地來說，起步於碳化矽比較早一點。現在歐美主要更多做氮化

鎵，兩種技術路線各有優缺點。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

兩種產品會高度重疊。大家都在用，但很多人認為在更長的階

段，氮化鎵可能會有更大的優勢等。所以，現在我們經過仔細

的協商，決定利用香港做兩條線，一個是碳化矽⎯⎯充分利用

國內的優勢；一個是氮化鎵⎯⎯跟歐美去拚。這樣的話，我們

兩條都做，而且現在我們有技術條件，也有技術實力做兩條

線，這是為甚麼我們提出做兩條線的重要原因。謝謝。  

[011129] 

  

  

主席：如果大家還想提問，便盡快按下按鈕，因為剛才局長都

說，我們要爭取時間。  

[011224] 

  

 除了兩位議員外，現時有一位議員⎯⎯謝偉銓議員⎯⎯想

提出第二輪的問題，我便按此次序，問完如果沒有其他同事想

問，我便開始付諸表決。  

 

  

 洪雯議員。   

  

  

洪雯議員：多謝主席。我支持成立香港微電子研發院，不過，

我有兩個問題。第一，關於微電子研發院的性質，我想問其性

質是否與政府 2006年成立的那5間科研中心⎯⎯包括汽車科技

研發中心、應科院，一樣呢？即是說，這間微電子研發院是否

香港政府的第六間公營研發機構，其日後的撥款、評估機制是

否一樣？這是第一個問題。  

[011244] 

  

 第二，關於其成果的評估。剛才不少同事問到如何評估其

回報？多長時間才可以回本呢？大家好像希望這間研發院可

以商業化運作，但我有不同的意見。回顧現有的 5間公營研發

機構，每年均獲得不少政府資助，但創造出來的 IP和不少研發

成果放在登記冊上比較浪費。  

 

  

 各界均希望這 5間公營機構可推動研發成果的商品化，但

以我所見，成效只是一般，並不顯著。一定程度上，因為公營

性質的限制，這些機構不可以因某項研發成果而成立一間公

司將其商業化，因為公營機構不應與民爭利，限制了其商業化

的能力。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428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434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50055&start=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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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這幾間公營研發機構，包括今天建議成立的微電子

研發院，需要重新定位。與其以商業化為目標，不如以公用化

作為其發展目標。何謂公用化？我認為是以比較低廉甚至免

費的價格，為整個微電子行業提供一些公用的設施和技術，以

支持整個行業的發展。目標不是自己賺錢，而是賦能整個行業

賺錢，讓業界可以賺錢。這種模式都不排除商業化，即某一些

項目或可接受市場的委託進行研發，收取一定的商業回報，但

核心KPI應視乎其外部性，即究竟能夠為多少間企業、多少個

項目提供服務和技術。這點僅供局方參考。  

 

  

  

主席：局長就這兩方面有何回應？   

  

  

創 新 科 技 及 工 業 局 局 長 ： 謝 謝 主 席 ， 謝 謝 洪 雯 議 員 的

comments。我完全同意洪雯議員剛才講的：不是自己賺錢，而

是賦能企業賺錢。這話非常精闢，這也是為甚麼我反覆提到比

利時的 IMEC這麼成功，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院，至少是最

好的之一，就是因為這個宗旨。當然，今天不是討論其他 5間

研發機構的場合，我想在適當的時候，創新科技署，以及創新、

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也會交代。創新科技署正在研究 5間公

營機構何去何從。我們認為今時今日，討論微電子研發院，不

能再與將近20年前成立的 5間機構相提並論，要用新思路、新

眼光去看，要對標國際最好的研發院。我再說一遍，我們的對

標就是比利時的 IMEC，好嗎？我希望我簡單的回答，洪雯議

員能明白我的意思，謝謝。  

[011519] 

  

  

主席：下一位，江玉歡議員。   

  

  

江玉歡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問數項簡單的問題。首先第一，

局方說有3億多元作為5年的營運開支，我想請問5年的營運開

支由何時算起？是由推行時間表所示設置總部辦公室起計，

還是2025年進行中試線設備起計？  

[011627] 

  

 第二，有關現時微電子研發院的架構，我見到有個圖表。

我知道文件說會成立獨立董事局，這個董事局很重要。請問局

長就這方面有否一些詳細資料，打算委任甚麼人？另外，我又

見到在這個架構圖中，內部審計組與行政總裁之間有條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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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關係是甚麼關係？  

  

 最後一項問題，我真的不是這方面的人士，我看報道指，

深圳的微電子研發很先進，而在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下，也

設置了一個比較大的微電子學院。請問擬成立的香港微電子

研發院會否與譬如在深圳、大灣區類似的學院合作呢？微電

子科技及其他科技，例如AI，會有甚麼應用呢？謝謝主席。  

 

  

  

主席：3方面的問題。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謝謝江玉歡議員的問題，我首先請

李國彬署長回答議員的問題。  

 

  

  

主席：李署長，請回答第一項問題。   

  

  

創新科技署署長：多謝主席。就着 3項問題 ......   

  

  

主席：請先對着麥克風發言，我們聽不到。   

  

  

創新科技署署長：5年的營運開支是由今個財政年度起計，因

為按照我們的計劃，在年底之前，我們會正式成立這個研發

院，領導層亦開始 “埋班 ”。當然，一直發展下去，在下一年度

設立中試線時，開支比較大，但所謂 5年的開支是由今個財政

年度起計。  

[011826] 

  

 第二，設置獨立的董事局是參考現時不同公共研發中心的

安排，成員有官方代表，也有一些業界代表，有大學一些相關

科技範疇的代表和一些商會代表。我們希望有來自不同背景

和專業範疇的人士協助董事局運作。  

 

  

 最後，第三項問題關乎內部審計。其實，所有公營機構都

是這樣，組織圖中內部審計組與行政總裁之間有條虛線，意即

該組的日常工作受行政總裁的監督。但是，該組做很多內部審

計工作，進行一些內部調查，做關於不同項目的衡工量值工

作，直接向董事局及屬下一個內部審計委員會負責，故以一條

虛線示意。所有公營科研中心的安排都一樣，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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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關於與內地其他研究院的合作，我想

研發院一定是開放式的，與海內外有影響力、做得很好的研究

院合作。除了我剛才反覆提到的比利時 IMEC外，地區內實際

上有些非常不錯的研究院，包括新加坡的微電子研究院、日本

的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以及在內地做得比較好的，包括蘇州

納米技術與納米仿生研究所、湖北九峰山實驗室。這些研究院

都是於區域內在相關領域做得不錯的，我們會加強與這些研

究院的精誠合作，謝謝。  

[011958] 

  

  

主席：接着又多了兩位同事按了按鈕，下一位是姚柏良議員。  

  

  

姚柏良議員：多謝主席。主席，聽了局長很多的回應和細閱整

份文件後，我很支持這個項目。文件第13段很清楚地解釋中試

線的重要性。這兩條中試線牽涉到 24多億元，成本相當高昂，

所以議會所有同事都很細心聆聽和把關。  

[012044] 

  

 大家都很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這個研究院的

成立及這兩條中試線的設立，等於一個科學家、專家也要有實

驗室，先有實驗室還是先有科學家呢？其實，兩者都很重要。

剛才田北辰議員提出的問題，我也是關心的，即我們購置硬件

時，要確保不要讓人卡脖子，要盡快添置這個設備。但就軟件

方面而言，現時我們對這方面的科技人才是否已有心目中的

人選，並已有條件可招聘他們參與這方面的工作？否則有成

本這麼高昂的實驗室，但沒有人用，又是一個問題。我主要想

表達這項關注，我很支持這個項目，多謝主席。  

 

  

  

主席：其實人才的問題都說了兩次，不過局長請說第三次。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謝謝姚議員的問題。人才是非常重要

的。香港人才方面的優勢，是我們敢於提出在香港建立微電子

研發院的一個重要原因。香港在微電子研發方面的大學資源

非常不錯，我旁邊的陳教授就是一位非常傑出的本地微電子

專家，還有很多其他專家。另外，香港、內地在世界各地的微

電子人才也很多，但是香港以前沒有這個平台，這些人沒有機

會回來，台灣也有很多不錯的人才。我們希望借助這個平台的

[01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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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研發院的建立，能夠吸引全世界最好的微電子人才，特

別是華人人才聚集香港，這是我們建立研發院的一個重要初

衷。所以，在人才方面，我們有信心的。當然，我們同時要培

訓本地的人才。有這個平台，有這樣一個產業聚集，學生覺得

畢業之後有出路，就會有更多的人投入這個行業，就會形成一

個正態的效應。謝謝姚議員的支持。  

  

  

主席：下一位，何君堯議員。   

  

  

何君堯議員：多謝主席，我純粹從性價比角度研究。我們現時

要做研究、添置設備，該如何比較呢？這方面是很空泛的，我

想沒有哪個同事知道用 9億元買這個 silicon carbide中試線合

不合理。我們不認識，相信大家都不知道。不過，文件這樣說，

局方說 9億元就 9億元吧。但是，就這個平台來說，除了香港

外，台灣地區又有做，內地又有做，所以我就從性價比角度請

教一下。  

[012333] 

  

 別人購買符合 “spec”方面要求的這些東西，與我們想建立

的設施，價錢相差多少？有否比較？我經常覺得我們每次在

財會中，沒有去做一個 comparables比較。沒有比較數字的話，

局方說要多少，我們便覺得很無奈，不知如何作評估，一定要

信政府。但是，現時應該進步了，外界有那麼多資料，局方起

碼要找些資料給我看，顯示如果要用GaN這套設備，台灣用大

概多少錢，浙江或其他地方又用多少錢。如局方可提供數字給

我們作參考，我想從財委會的角度來說，性價比方面則到位。

多謝主席。  

 

  

  

主席：孫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我們提出建立以第三代半導體為核

心的研發院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剛才已經解釋了很多其他的

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我想借助何議員的問題提出。現在全世界

第三代半導體發展處於初始階段，國內和歐洲還沒有看到非

常大規模、成熟的產業發展出來，這就給香港提供一個巨大的

發展空間。我們要做，就不能追着人家背後，人家已經有了，

我們再去做。我們要做，就要想辦法，至少是區域領先，爭取

among international leading，所以我們選擇了第三代半導體，

[01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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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全世界都認為重要，都開始做，但還沒有做出來。  

  

 第二，我們要考慮香港有沒有能力去做。剛才我們討論的

設備，暫時不會受到一些國家的限制，原材料不會受到限制，

而且香港也有人才，也有技術去做。當然，從國家來說，還要

考慮與國家戰略的對接。從國家來講，國家有一套半導體產業

的戰略規劃，第三代半導體是其中一個，我們現在希望國家能

夠把第三代半導體產業的起碼其中一部分放在香港。這些都

是在我們考慮的整個大範圍之內，最主要的是我們看好未來

第三代半導體的巨大市場，特別是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再生

能源生產國，電動車大家都知道。這些產品，包括光伏、未來

的電源等，都需要第三代半導體技術的重大運用空間。所以，

我們現在可能在技術上比歐美落後大概一兩年至兩三年，但

我們有中國龐大的市場，如果借助市場去追，我們相信，最後

假以時日，只要我們沿着正確的方向去做，最終香港一定能夠

在這個領域內做出非常不錯的亮麗成績出來。  

 

  

  

何君堯議員：主席，或者局長不是很明白我剛才提出的問題。

我是問設備的比較，等於假如我們現時要建立運輸隊，便要買

一批車，買Toyota，還是買Ford，還是買Volkswagen。這些不

是我們的產品……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我明白議員的問題，現在不是一個設

備，是指甚麼呢？是購買設備用於做半導體生產線，這是一

個。還有用這個設備生產線，怎麼樣做出車規級的 8吋矽芯片，

這是世界上最難造、最好的芯片，我們要把它做出來。芯片做

出來的話，無論是氮化鎵還是碳化矽，它的性能價格都就會比

現在的產品便宜很多。  

 

  

  

何君堯議員：多謝。主席，我還想問這句。我完全明白做出來

的芯片、半導體是產品，不過現時我說的是設計這個廠房、這

些設備生產線，應該有比較數字，我想提出這個問題而已。  

 

  

  

主席：何議員，局方剛才也講過，如果這條生產線投產，將會

是全國首條生產線，所以如果去內地作甚麼比較，則無從比

較。如果說 (計時器響起 )台灣地區、荷蘭，他們是否肯告訴你

們，我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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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主席，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買

的設備都是現在國際上一些通用的設備，價錢都是國際公開

的價錢，要通過招標購買，所以為甚麼我們要立法會通過後，

今年下半年馬上開始招標工作。我們希望明年 1月或第一季能

開始購買。招標工作希望在今年的第三季、第四季開始進行，

所以這個價錢有浮動，但是採用國際的通行準則。  

 

  

  

主席：接着是謝偉銓議員，第二輪發言，時限為4分鐘。   

  

  

謝偉銓議員：多謝主席。元朗工業邨的舊廠房本來擬改建，後

來就決定重建。我希望政府要求科技園就此提供一些補充資

料給我們，現時重建工作用了多少錢？雖然由它 “包底 ”，但政

府始終經常需要向科技園注資。  

[012913] 

  

 另外，我想問政府，去年年底完成重建後，相信對局方現

時建議成立的微電子研究院在使用有關物業方面達到局方要

求，是嗎？這是重要的，否則 “夾硬啃 ”就無謂了，是嗎？  

 

  

 我想問的另外一點是，文件第 9段提過在元朗創新園微電

子中心營運的中試線，這兩條線的一般壽命有多長？  

 

  

 此外，文件第 12段提過第三代半導體設備所受的的局限，

局方可否說多點局限是甚麼？謝謝。  

 

  

  

主席：四方面的問題。有關重建的文件，李署長在會後提交一

份補充資料上來，是嗎？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關於謝議員的第一個問題，我相信創

新科技署會盡快向議員提供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謝謝議員

的關注。  

[013138] 

  

 關於相關的要求，實際上對於廠房的要求是蠻高的，所以

to be honest，議員最開始提到2021年之前的撥款，對這方面認

識不夠。科技園公司實際上自己還要補貼一部分錢，要加買相

關的設備，因為我們不允許再回到立法會申請。大家對此事都

沒有經驗，周圍有一些相關的事，因為它對振動的要求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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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所以第一筆撥款下來後，我們就盡量把它做好，希望議員

能理解。  

  

 壽命方面，我們不擔心。壽命起碼有20年，問題不大，但

中間要有維修。關於相關的局限，我們說第三代半導體設備所

受的局限比較少，是指外國卡我們脖子的情況會比較少一點。

但是，我再說一遍，也不是完全正確，因為情況變化太快了，

如果有些國家真的突然採取更瘋狂的行動，我們也難以控制，

所以我老說要快，一定要快，好吧？謝謝議員的支持。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提問，我現把FCR(2024-25)6號文件

付諸表決。  

[013305] 

  

 請贊成這項建議的委員舉手。 (委員舉手 )謝謝。   

  

 請反對這項建議的委員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沒有。   

  

 本人認為參與表決的委員大多數贊成這項建議。   

  

我宣布這項建議獲得通過。   

  

  

主席：我們的下一個項目是FCR(2024-25)7號項目。  [013332] 

  

 這項目請本委員會批准在 “創新及科技基金 ”下總目

111“創新及科技 ”項下開立一筆為數 100億元的新承擔額，以推

行 “新型工業加速計劃 ”。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曾在今年 4月 8日就有關建議徵詢工商

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我們同樣有孫局長、李署長，還有工業專員葛明博士和創

新科技署黃文忠助理署長解答我們的問題。  

 

  

  

主席：由於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健鋒議員不在

席，我會簡介一下當時的討論情況。  

 

  

 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於 2024年4月8日的會議上，討

論政府當局設立 100億元的新型工業加速計劃的建議，以加速

推動香港新型工業化的發展。委員支持把有關的財務建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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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財務委員會考慮。  

  

 委員詢問有關加速計劃的實施安排的詳情，包括申請企業

的資格、獲批項目的完成期限、評審委員會的組成及審批申請

的時間等。委員亦關注設立加速計劃可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效

益為何。  

 

  

 委員認為，除了提供資助以鼓勵屬於策略性產業的企業在

香港設立新生產設施外，政府當局應為相關企業提供其他所

需的後續支援，以助其在香港長遠發展。  

 

  

 政府當局已在當時的會議上回應委員提出的問題及關注。  

  

  

主席：我現時看到有 13位同事按了按鈕想發言，我讀一遍次

序。林素蔚議員、周文港議員、尚海龍議員、陳健波議員、

張欣宇議員、陳祖恒議員、李鎮強議員、陳紹雄議員、田北辰

議員、梁熙議員、邵家輝議員、林振昇議員和鄧家彪議員。  

 

  

 第一位是林素蔚議員，謝謝。   

  

  

林素蔚議員：多謝主席。主席，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一定要

支持，所以我支持這個新型工業加速計劃，但在加速計劃下，

每筆資助的上限是 2億元，每筆資助都涉及龐大公帑。為保障

我們的公帑用得其所，我支持有關資助的款項在企業完成項

目，且獲得政府批核、提交項目最終的報告和最終的審計帳目

後才發放。  

[013544] 

  

 但是，文件提到如項目推行時間超過 12個月但少於 24個

月，政府檢視項目後可以發放 50%的中期撥款。如項目最終真

的 touch wood“爛尾 ”，該怎麼辦？該公司是否不需要負上任何

責任？譬如會否退還資助款項？多謝主席。  

 

  

  

主席：孫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OK，我想請李國彬署長回答這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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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李署長回答。   

  

  

創新科技署署長：多謝主席。林議員說得很正確。總的來說，

這個資助計劃用一個 reimbursement、發還款項機制，但我們亦

已考慮一些業界意見，他們在這些項目的投資都將會比較大，

譬如現金流方面。因此業界希望政府可以給予少許便利，所以

我們就一些項目推行時間比較長的項目，例如 3年的項目，待

申請人提交進度報告和經核計的審計帳目後，我們可分階段

撥款，希望幫助業界的資金流。最終，如果項目真的不幸未能

順利完成，我們要看其具體原因，但我們在撥款協議中一定會

保留權利，向相關企業追討政府就有關項目已經發放的資金。

多謝。  

[013652] 

  

  

主席：好。   

  

  

林素蔚議員：謝謝主席。   

  

  

主席：下一位，周文港議員。   

  

  

周文港議員：多謝主席。這個項目的金額很大，但能有助香港

經濟多元化，以致工業升級轉型做得更好，這是值得支持的。 

[013755] 

  

 我想了解一下，這個新型工業加速計劃是在發表施政報告

時提出，距今已有大半年，當局初步接觸了多少間企業，而他

們都有意提出申請？有否譬如關於他們的來源、行業的具體

數字？  

 

  

 第二方面，除了錢外，企業或領軍人物也很重要，局方會

否考慮在申請表中要求他們要有甚麼領軍人物或多少人，而

不是來到香港才慢慢聘請，否則便三、五、七年都搞不出來。

是否可以在申請表中加入多一項這樣的標準？  

 

  

 第三方面，當局要求這些企業在香港投資不少於 2億元，

可以預期這些成功申請的企業肯定 “唔少嘢 ”，來頭不小。當局

會否趁機並有何方法在日後留住他們，使香港真的能夠形成

新的產業鏈，使這些企業不是獲資助、“攞完 jetso”後便走？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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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主席。  

  

  

主席：好，3個問題。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謝謝周文港議員的問題。我統一回答

吧。自從去年特首施政報告提出這個計劃以來，創新科技及工

業局一直在跟業界接觸，特別是我們上月新成立了新型工業

發展辦公室，在工業專員葛明博士的帶領下，最近這段時間密

集接觸了很多企業。絕大多數企業都對這個計劃表現濃厚的

興趣，當然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我相信這個計劃在業界

的共同支持下，一定會獲得成功。  

[013920] 

  

 好的企業一定會有好的領軍人物、靈魂人物。一個好的企

業與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是分不開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一

方面可以有好的企業在香港落户，同時有更多企業家來聚集

於香港。  

 

  

 整個計劃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配對，而且是按照 1(政  

府 ):2(公司 )的配對，我們強調企業要真金白銀在香港落户，要

建生產設施，建生產線，有真實的投資在香港，是搬不走的。

這是我們整個計劃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目的是甚麼？希望

在香港本土盡快建立新型的科技產業體系，我想議員的第三

個擔心，我們會密切關注。謝謝周議員的支持。  

 

  

  

主席：下一位，尚海龍議員。   

  

  

尚海龍議員：多謝主席。   

  

  

主席：未有麥克風，請給尚海龍議員麥克風。   

  

  

尚海龍議員：多謝主席。首先，我發言支持 100億元撥款支持

新型工業化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我先作利益申報，我是新質

企業家聯合會的創始人和秘書長，我都有引導和介紹一批相

關企業來到與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及工業專員對接，他們都表

示有一定興趣來香港發展新型工業化。  

[01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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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了解一下，首先，現時最簡單的看法就是 1:2的配對，

即政府出1元，希望企業投資2元。企業最關心的是那 2元的核

定究竟如何，局方如何證明到企業投資了2元，然後給予 1元補

貼？發放補貼的效率方面，剛剛 ITC署長說到，可分階段撥出

款項。假設今日立法會支持這方面的建議，局方預計何時可撥

出相關的配套予企業？是按照我們的效率的最早時間。  

 

  

 我想問的第二個問題直接與下游有關，要看生產、未來的

商品化和產品化。這與GDP有關，即創科產業佔全港GDP的比

率。如果用了這100億元，局方預計對本港譬如後年或大後年

的科技佔GDP比率有多少影響？ 100億元換來多少GDP？謝

謝。  

 

  

  

主席：兩個問題，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就第一個問題，我想請工業專員葛明

博士簡要回答一下。  

 

  

  

主席：葛博士。   

  

  

工業專員 (創新及科技 )：多謝主席，多謝尚議員。1:2的配對比

例，剛才議員最主要是說 ......  

 

  

  

尚海龍議員：我想清楚知道 ......   

  

  

主席：如何核定。   

  

  

尚海龍議員：如何核定。   

  

  

工業專員 (創新及科技 )：資助範圍方面，我們的資助最主要是

與生產設施有關，包括生產線，譬如整個生產線的鏈條、機械

人、機器等，以及與生產設施相關的配套設施。舉一個簡單例

子，如企業從事製造，需要生產線上的物流配套，如在物流方

面使用AGV，也可以納入。有些必要的軟件，for example，EDA

[01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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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件，做產品design的時候都要用這個軟件，也可以納入。同

時，為了讓生產作業可以實施，舉一個簡單例子，如果企業做

微電子，需要有 cleanroom。這些 cleanroom的裝修工程成本又

可以納入，所以我們會就整個生產設施及不同的關聯配套設

施去配比資助撥款。  

  

  

主席：議員的第二個問題是最快何時撥出錢。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由於這些企業在香港設廠，所以我們

現在的計劃批出之後，需要他們在3年以內完成相關的建廠、

收購。他們要買地、建廠房、建生產線、買設備，需要時間，

我們希望他們爭取在 3年內能完成全部工作，也就是說希望

3年後能開始投產。  

[014406] 

  

 至於是多少，因為通過這 100億元的投入，至少要200億元

的總投資作為基本的投資，這些企業真金白銀投下來，當然在

這裏要賺錢，要有產值。當然，每間公司遞交 proposal的時候，

會有一個projection，表明開始投產以後，生產多少台設備、每

年多少錢產值，但我們希望很多廠陸續投產之後，每年至少有

幾百億元，甚至更高的產值能夠出來。這是至少的，因為企業

既然投了幾百億元，我們希望有這樣一個基本的估計和期盼。 

 

  

  

主席：尚議員。   

  

  

尚海龍議員：主席，我追問一句。剛剛工業專員提及，政府核

定企業兩元的投入，包括軟件、硬件等相關投資，是否這方面

不包括公司的工資成本？是否這樣？  

 

  

  

主席：葛專員。   

  

  

工業專員 (創新及科技 )：公司的工資成本是不包括的，但如果

做相關項目的技術顧問費用，即設計生產線或安裝費用，是可

以包括的，但如果是一般業務營運的費用，是不包括的。  

 

  

  

主席：下一位，陳健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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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多謝主席。我支持創新科技署用 100億元推行新

型工業加速計劃，以資助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

學，以及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企業，在香港設立新智能生產

設施。這是香港很需要的事情，而且也成立了研究人才庫、科

技人才入境計劃，這些都是我們香港最需要的。既然在香港設

立生產設施，除了需要研究人員和技術人才，智能生產工序都

可能需要一些很熟練的前線工人。現時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是

指具備生產所需技術和經驗的技術人員，每間企業僅可申請 5

個配額，應該不足以擔任生產的工作。我想了解，政府會如何

幫助這些企業招聘和培訓熟練的前線工人，目標會否包括本

地大學畢業生或職業訓練局的學生？  

[014546] 

  

  

主席：關於工人的問題。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謝謝陳議員的問題。這確實是一個具

有挑戰性的問題，但香港總得要邁出關鍵的一步，這一步就是

盡快建立起產業，與其在此爭我們有沒有人，你沒有產業，有

人也沒用，所以先走出這一步。所以，當然由於各種各樣的制

約，我們現在計劃當中，關於人力這方面，只允許每家企業從

海外及內地輸入 5個前線技術人員。但是，這個我想關鍵是先

開始，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輸入有限的一些前線技術人員，

來帶動更多的本地人員的培訓。另外，由於這些企業在建廠的

過程中，不是說今天建，明天就建好，需要持續一段時間，我

們希望各企業要把準備工作做好，在投產之前，把人員的培訓

都盡快提到日程上來。總而言之，我相信企業認識到這個任務

的緊迫性，會跟政府一起配合，把事情做好。  

[014658] 

  

  

陳健波議員：最重要是局長有信心，那我們都有信心。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必須要有信心。   

  

  

主席：下一位，張欣宇議員。   

  

  

張欣宇議員：多謝主席。其實，我都是想跟進人手這個問題。 [01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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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計劃都是針對一些比較大或有相當規模的企業⎯⎯說的

都是最少有兩億元，以及加上這些資助後，可能都是說幾億元

的規模⎯⎯對於僅生產方面投資規模便達幾億元的企業來說，

原則上，我們便利他們聘請到人或找到人才，這是需要的，但

這5個名額，我覺得好像有點不合比例。一個幾億元的企業，

我們給它5個名額，這聽起來，數字也不是很對。所以，我覺

得這方面，是否我們定得太過保守？是否應該在上限方面，甚

至乎不應該有甚麼特別上限，我們想企業做好這件事，企業做

好這件事，對香港的價值或好處應該遠遠超過其他考慮。這方

面，我覺得5個人這個quota是比較奇怪。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兩位議員 ......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謝謝張議員的批評，我們虛心接受。

實際上，我想說一句，我們現在有各種各樣的人才入境計劃，

比如我們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就是根據實際生產所需，申請

者可以提出申請，只要是大學畢業，滿足相關要求，我相信都

可以透過各種途徑來做。當然，高才通計劃，我們更不用說了。

這次5個人，主要是一些無法通過現有入境渠道來到香港，但

企業其實很需要，比如前線技術工人，或者高級技術人員，我

們想先開了這個口子，做個試點。議員都知道，我們從其他地

方輸入人力方面，特區政府一向都非常謹慎。但是，我們接受

張議員的批評，希望下一步，我們膽子再大一點，步伐再快一

點，好嗎？好，謝謝你。  

[014905] 

  

  

主席：下一位，陳祖恒議員。   

  

  

陳祖恒議員：多謝主席。在此絕對支持局方推進新型工業加速

計劃。當中有幾個簡單問題，第一個也是與人才有關。我們除

了現有一些人才庫等計劃，在科研機構或在大學方面，會否也

可以大家合作，本地能培養更多我們需要的人才？其實都是

幾個大範疇，我覺得可能應該自己都要重點裁培，再一併配合

外面招攬的，我覺得這樣會更加實在。再者，人才都需要有一

個集聚的地方，有越來越多同一類型的人才時，更加容易吸引

到外國一些專家都來到香港。我相信在其他國家、城市都有這

樣的情況，希望局方也可以去考慮一下。  

[01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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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我最近聽過，美國因為很想吸引多些科技公司回

流美國做生產，他們的配對比例好像是 1：1。所以，我都希望

政府或者都要檢視一下，究竟我們2：1相對1：1的吸引力如何，

適時可能要做適當調整。  

 

  

 第三個，當一份項目提交後，可能時間到中期，可以支付

一部分錢，但那個項目可否拿去銀行做一項臨時貸款，bridge 

loan？可否做到？  

 

  

 3個問題，謝謝。   

  

  

主席：局長。第一個問題，都是關於人才。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我想培養本地人才是我們的重中之

重，也是我們未來發展最根本的地方。但是，還是那句話，香

港沒有產業，本地培養人員，他們畢業之後去哪裏做？所以，

這是雞和蛋、蛋和雞的問題，我想我們還是先把產業盡快發展

起來，有了產業，人才慢慢就會起來。當然，我們會加緊這方

面的工作，實際上，現在各間大學以及中小學已經開始加強

STEM的各種教育、學科。  

[015148] 

  

 關於比例的問題，我們注意到一些國家採取了更加進取的

政策，我們也在密切觀察，也會實時審視我們現時既有的政

策。現階段，我們按照 1：2的比例，暫時我們認為還是一個比

較合適的做法。  

 

  

 銀行貸款這個問題，今後隨着產業在香港迅速興起，對於

資金的需求越來越大，我相信香港在這個方面還是有足夠的

空間，去支持產業的發展。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保持非常樂

觀、開放的態度。  

 

  

  

主席：下一位，李鎮強議員。   

  

  

李鎮強議員：多謝主席。其實，今次局方甚至政府可以打破這

個思維，以配對形式，令香港設立新生產設施，我覺得是非常

好。其實，沒有魚餌，何來有大魚？我經常覺得，如何可以吸

引到資金來，特別是很多全球知名品牌的公司，利用香港 “背

[01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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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國家，面向世界 ”的條件設立工業化生產線，這其實是需要

的。但是，我都想了解⎯⎯文件可能沒有提及，但可能局長心

中有數⎯⎯如果真正撥入這 100億元進去的話，你預計對我們

香港的經濟效益，或對香港的GDP，究竟有否一些實際效果？

又或者甚至你預計我們的就業職位又會增加多少？我相信這

會令香港市民都有一種幸福感、獲得感，會更加支持這個方

案。  

  

 第二，很多企業都正面對政府一些基金審批的問題。我想

問，就着審批時間上，政府會否在加速計劃之下再加速，即審

批時間可以縮短？是否有KPI可以做得更快、更好、更精準？  

 

  

 最後一個是風險問題。如果一間公司來了香港後，做完全

部手續，政府是否容許 “賣殼 ”，即整間公司賣出去？即換了股

東，甚至將整間公司賣給別人？因為已有政府這筆錢投入進

去，政府是否容許這樣做？如果是容許的情況下，其設備的擁

有人究竟仍是屬於政府這部分，抑或屬於企業這部分？我想

了解政府是否佔該公司任何股權比例？謝謝主席。  

 

  

  

主席：3個問題。第一個，GDP，已有人問過，但就業率則沒

有。局長，麻煩你。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好，我想現在我們要建立香港的創科

產業體系，幾乎是從零到一，但我們已經有現有的一些本地產

業，在這個時候，一定要有一些非常手段去做。參考世界上許

多先進經濟體的做法，政府推出一些支援性的政策，甚至推出

一些補貼政策，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所以香港特區政

府也在這麼做。  

[015511] 

  

 我們希望通過這樣一項措施，起碼有 50到 100家企業在香

港⎯⎯在短期內，兩三年內⎯⎯真金白銀投入建立生產設施。

我們估計，現在來看，大部分跟我們談的企業，投資額絕對不

止兩億元，有的一般要建立好的生產線，要 10到20億元左右，

但我們最多只給補貼兩億元。這些公司這麼多錢投下去，而他

們之前做了很多調查，一定會對今後的產值和利潤有相當合

理的期望，我們也會檢視他們提交的報告。所以，我們認為在

不久的將來，這些產業都落實投產的話，會為香港帶來不錯甚

至可觀的經濟效益，有的時候，一家企業如果成功的話，就可

以帶來幾百億元，甚至上千億元的效益。當然，就業機會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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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的，為甚麼要堅持讓他們在這裏設廠，設生產線，就是為了

提供很多就業的機會。這是我們經過深思熟慮後去做的，發展

實體經濟，才能推動創造很多就業機會。  

  

 審批的時間，我想肯定會加速，在文件當中已經寫明了。

我覺得李鎮強議員說得很好，既然是新型工業加速計劃，我們

審批也要加速，好吧？我完全同意您的這個觀點，我們會盡全

力做好我們的工作。  

 

  

 就風險而言，既然大家做經營，做生意，股東的變化是人

之常情。當然，在資助的過程中，對於股東的變化，我們會保

持關注，甚至會提出一些必要的要求，但甭管它股東怎麼變

化，它的生產設施必須留在香港，它的生產環節留在香港，這

個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對這一點會保持高度關注，確保香港的

發展利益。  

 

  

 好，再次感謝李鎮強議員的支持。   

  

  

主席：下一位，陳紹雄議員。   

  

  

陳紹雄議員：多謝主席。首先，我發言支持新型工業加速計劃，

以吸引和支持具優勢和策略意義的海內外及本地重點策略性

企業在香港設立新生產設施。  

[015735] 

  

 主席，我剛才都聽到很多議員或從前都有提過類似的事

宜，就是往往涉及到公帑，我們就比較關注或過於關注， “爛

尾 ”怎麼辦？失敗怎麼辦？其實，現時我們面對一個新環境

下，無論是新質生產力或是創科領域相關事宜，我們需要接受

較高的一個容錯率，即真的會有機會失敗，只需要我們有若干

“爛尾 ”追款的條款、補救措施。我們應該更加關心乘數效應，

尤其是這個計劃有機會帶動產業鏈及人才庫的建立。所以，我

們覺得要用一些較為新的思維，否則我們就會原地踏步。  

 

  

 就着文件，我有幾個問題想跟進。第一，文件第 25、26段，

我想澄清一點，主席，局長可否說說，因為 100億元是題目提

及的承擔額，但同時有研究人才庫加速計劃，在第26段提到，

估算按人才的補助計劃下配對 1：1的話，就會產生額外資金需

求最多 36億 8,000萬元。我想請問，現時我們要批准的，是否

實際上100億元加36億8,000萬元，即總數是 136億8,000萬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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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commitment，即承擔額？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在第 15段，關於管控與檢討機制。我從投資

及資助兩者同時出發去想，加速計劃除了第 15段 (a)、(b)、(c)、

(d)項提供的一個管控與檢討機制，例如 5年內不得轉移等之

外，會否考慮加入一項條款，如果政府認為資助有關項目具戰

略價值或投資價值，可以獲優先入股的一個權利？讓政府有

一個選項。  

 

  

 第三個問題是，我看到在流程圖⎯⎯附件1有兩個流程圖，

一個是新型工業加速計劃，一個是研究人才庫計劃⎯⎯我注意

到在流程當中，要做完所有審計帳目之後，創科署才會發放資

助款額。但我們知道，在工業或一些企業做有關的業務運營

時，現金流、資金流十分重要。有很多其他地方或區域做這些

資助時，會容許一些階段性撥款，即在資助協議當中加入條

款，如果在計劃書當中有不同階段，政府是以 1:2的投入，讓

其繼續營運，然後到最後便做審計，當然有些 “爛數 ”的追討條

款。我想建議局長，考慮這個提供支持現金流的一個幫助。謝

謝主席。  

 

  

  

主席：第三個方面，好像李署長剛才都有提及，3個問題，局

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謝謝。我想請李國彬署長再簡要回應

一下3個問題。  

 

  

  

主席：李署長。   

  

  

創新科技署署長：多謝主席。今天我們是尋求財委會支持開立

一個100億元的承擔額，以開展新型工業加速計劃。在文件第

26段當中提及的研究人才庫 (加速計劃 )，因為研究人才庫現時

已經是創新及科技基金下一個恆常計劃，所以我們會安排有

關計劃繼續按基金現時形式運作。當我們發現創新及科技基

金整體的現金流或承擔額即將需要注資時，我們會按既定程

序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不過，今天的議題只是關於那 100億元

的承擔額。這是第一個。  

[0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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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  

  

  

主席：優先入股。   

  

  

創新科技署署長：就是否可以階段性發放撥款的問題，正如我

剛才所說，我們一般的資助計劃都用發還形式發放資金，企業

先投入，我們審視其審計帳目和進度報告 (計時器響起 )，然後

才發還款項。不過，我們考慮了業界意見，幫助他們的現金流，

所以我們在計劃的設計下加入了靈活性。如果是一些比較長

的項目，例如多於 2年，或2年到3年，我們容許有一個階段性

的發還撥款，希望可以幫助企業的現金流。多謝主席。  

 

  

  

主席：中間的第二個問題。   

  

  

陳紹雄議員：還有一個問題。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政府現在沒有計劃優先入股。當然，

不排除今後有些變化，但現階段沒有這個計劃，只是支持補

貼，因為基本上我們參照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地區的做法。  

[020303] 

  

  

主席：是。   

  

  

陳紹雄議員：現在先行先試計劃可以加上一段，容許政府有這

項權利，我認為這十分重要，否則讓他們成功之後便賣盤。  

 

  

  

主席：我相信陳議員……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我嘗試這樣解釋，因為這些企業來香

港都要融資，企業融資的話，我們有HKIC，都會關注這些企

業的情況。在未來，就我們本地的投資來說，包括政府也會參

與的一些基金計劃，我們如果關注本地企業發展的話，這些受

到資助的企業無疑應該說是更加引起政府關注的投資對象。

但是，現階段你說因為這個原因，我們要定某某規矩，政府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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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入股的話，我想我們現在沒有這個計劃，但香港的投資公

司，包括HKIC會密切關注，會隨時考慮投資這些企業。這些

企業也一直都在向政府申請政府的入資入股。是這樣，好嗎？

但是，現階段我們覺得為了將問題簡化，不就此做硬性規定。 

  

  

主席：下一位，田北辰議員。   

  

  

田北辰議員：多謝主席。發展創科要全面發展上、中、下游，

我十分認同。之前的項目是中游的，這個我當是下游，即新型

工業化的發展。我們今次是 100億元，在我眼中好像一支豉油，

去吸引海內外的重點策略性企業和人才來香港落户。我們現

時是用1:2的比例，即這些公司在香港投資 2元，政府便出 1元，

上限2億元。這100億元可以吸引到至少50間這類公司來香港。

這些條件理論上很好，應該人人都很踴躍，但觀乎最近國際環

境的發展，我便不知道了，我不知我們是否爭得過人。  

[020429] 

  

 今年1月、2月，台積電在日本熊本縣落成第一間工廠。網

上資料顯示，日本政府開出給它的條件是一半設廠費用以現

金補貼。台積電在熊本的第一間工廠，總投資 9,800億日元，

日本政府直接補貼了4,700億日元，折合約 240億港元，去興建

這個工廠。嚇死我，是嗎？原來現在搶龍頭企業，要出手如此

厲害。我們主要競爭對手是新加坡。談到要搶歌星來香港開演

唱會，我們政府便表示企業、市場自己搞定。泰國總理表示，

新加坡政府斥資二三百萬美金作補貼，不准去其他地方，只能

在當地獨家。簡單來說，現在整個勢頭，好像便是搶龍頭企業，

搶天王巨星，每個人的出手都越來越闊綽，便取得 first-mover 

advantage的好處。  

 

  

 所以，我便想我們現時的做法是闊而淺的，每個項目上限

兩億元，政府是否會考慮窄而深，真的吸引到幾間真正的龍頭

企業來港，進行一些大型項目，不局限於上限兩億元。因為真

正想推展大項目的大企業未必來，也沒有這樣的興趣，做了幾

家之後，可能其他人會認為有勢頭存在，又會開始來。我十分

擔心現在這樣分散，全部都是這些，我又不認為真正的龍頭企

業會為了政府提供的兩億元而來香港。土地固然是一件事，又

擔心不知是否請得到那麼多人才。政府是否會考慮一下，是否

仍執行這個闊而淺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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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孫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OK，謝謝田北辰議員的問題。我們

希望下一次我們申請多一點資金時，田議員也能這麼支持。我

想我們招商引資吸引企業來，我們靠的不是單一的元素，而是

一套組合拳。我們這次 100億元主要重點針對一些企業在香港

真金白銀設立生產設施。大家剛才提到了研究人才庫計劃，我

們還有各種計劃都配合這個計劃一直在推行，所以是一套組

合拳。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希望借助香港的優勢，能夠吸引企

業來。  

[020752] 

  

 田北辰議員說得對，我們現在接觸的一些企業，對於他們

的投資來說，基本上這兩億元是杯水車薪，但 “有總好過冇 ”，

是嗎？我們希望這次是第一個計劃，因為我們香港歷史上從

來沒有過這個計劃，這是第一次，是開了先河。如果各方面效

果不錯，業界歡迎，立法會支持，當然我們希望今後有更多更

進取的計劃出來。但現階段，我們還是謹慎為先，一步一步向

前推進，再次感謝田北辰議員的支持。  

 

  

  

主席：下一位，梁熙議員。   

  

  

梁熙議員：多謝主席。過去10多年，我們的GDP已被周邊城市

甚至國家追過，以新加坡為例，其GDP的工業佔比是26%，而

其他很多城市都是這樣，而我們的工業佔比低於 1%。所以，

這個加速計劃是好的。我們想問一下，局長，如果我們把錢用

完之後，我們的目標是多少年之後，由現時的零點幾個百分

點，上升到多少個百分點？即我們的整體GDP中，工業佔比是

多少？這是第一。  

[020903] 

  

 第二，我早前與你們探討過，除了送錢之外，我們是否有

其他東西，可以吸引到一些優秀企業？因為新加坡可以減稅

和送地。究竟香港能否做到？如果做不到，可能吸引力比較

低。我與商經局討論時，他們似乎做得到。但早前與你們開會

時，似乎你們也有告訴我有些困難，甚至表示做不到。我們會

否有一個機制，如果有一家好企業，我們可以度身訂造一些優

惠條件給它？就是這兩個問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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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謝謝梁熙議員的問題。關於GDP的佔

比，我們在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已經說得清楚，到 2032年我們希

望我們的工業產值佔GDP的比例能夠達到 5%。這是一個非常

艱巨的願景目標，但我們會繼續大踏步向前進。現在我們有約

不到 1%的工業產值，但創造了 40%以上的其他的相關GDP產

值。如果未來能夠真的增至 5%，帶動貿易、物流、金融等，

那麼對香港GDP的增長會有非常可觀的正面影響。  

[021026] 

  

 當然，至於其他優勢，我想我們請企業來，稅收、錢都是

其中一方面。實際上，稅收方面，香港的稅收已經很低了，現

在對於高科技產業，對於首 200萬元的研發開支，我們提供

300%稅收優惠，後面是 200%。對於在本地科研產生的專利，

我們也都有很多相對的稅收優惠的條件。當然，具體的稅收，

有沒有進一步進取的政策，由於這不在創科局的管轄範圍內，

我不好回答您這個問題。但還是那句話，我想我們在香港發展

產業，最重要的便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其他國家、地區沒

有香港這個很好的優勢。所以，我們要緊緊發揮我們既有的特

長。我相信這方面，我們依然有很多可為的空間。我也願意跟

梁熙議員就這個問題今後作進一步探討。謝謝大家。  

 

  

  

梁熙：好，謝謝。   

  

  

主席：下一位，邵家輝議員。   

  

  

邵家輝議員：謝謝主席。今次增加這100億元，推行新型工業

加速計劃，我是支持的。對於國家今年大力推動新質生產力，

香港過去在創科方面是比較緩慢的，所以加速是正確的。這

100億元，每間公司上限 2億元，如果吸引到 50間，成績都會很

好。希望局方繼續努力用一些方法吸引人。  

[021203] 

  

 文件第8段 (b)提及，為屬於策略性產業的企業聘用研究人

才提供額外資助，以鼓勵該等企業在香港進行研發和擴大企

業研發規模。對人才提供額外資助方面，這些額外資助是甚

麼？我想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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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第15段 (d)，陳紹雄議員剛才也提及，關於現在我們

支持這些公司，如果這些公司日後成功了⎯⎯文件表示在 5年

之內，如果他們將資產轉讓予第三方或搬離香港，我們便要向

他們討回資助的款項。如果那些公司成功了，可能變了數百億

或上千億元，如果真的走了，我們香港有甚麼得着，我們如何

綁着他們，除了取回那些款項？因為我們投放了款項，未必每

間公司都會成功，如果它不成功，自然會留下，留下其實都無

意思。但如果它真的成功了，到時候真的要走，它只是償還該

筆款項給我們，我們可以做些甚麼，令香港可以有所得着，除

了把它留在香港幾年之外？請局長思考一下。  

 

  

  

主席：兩個問題，孫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謝謝邵家輝議員的支持。人才的額外

資助，正如李國彬署長剛才所說，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人才庫

計劃，滿足一定條件的每家企業或每個項目，我們可以資助 4

個研究人員，每個人可獲最長 3年資助。針對新型工業加速計

劃，由於那100億元不包括任何人員上的補助，所以我們把它

納入現有的人才資助計劃，只是有一個變化，以前每個公司只

給4個，現在我們大幅增加到40個，那麼多增的36人，依然採

取1：1的配對，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才資助計劃。  

[021410] 

  

 至於如何綁住這些企業，我想是這樣的，我們希望這些企

業在香港發展得好，如果這些企業從無到有，最後從小到大發

展起來，證明了甚麼？證明香港實在是福地，實在是寶地，對

於大多數企業，我相信它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它不會走。換

句話說，即使走，它也會留下相當多的生產環節、經營環節在

香港，對此我們是有信心的。當然，如果企業在若干年後，在

十年二十年後真的要走，那走就走吧，它這些年對香港也有相

關貢獻，有時候我們很難說用 2億元就綁它一輩子。但邵議員

你提到的這點，我們非常關注，就是剛才我講的，我們希望這

些企業在香港立足發展，所以我們也會時刻盡可能維護香港

的發展權益。  

 

  

  

邵家輝議員：謝謝局長。主席，提一提，在人才方面，如果他

留在香港，應該住滿7年，就可以取得香港身份證。對於這些

特殊人才，會否考慮三幾年就可以給他們身份證，早些綁着他

們在這裏。他們多了一個身份證留在香港，即使日後他不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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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公司，對於香港都是人才。  

  

 第二，就是陳紹雄議員剛才提到關於入股那些公司，如果

最初的比例是2：1，我們贊助2億元，公司投入4億元，就是 6

億元。如果我們佔若干比例，也不要說三分之一了，佔 10%時，

日後公司真的有機會發大達時，也可以幫到香港市民。所以，

對於這點，我想最好就不要把門關上，認真想一想，與他們商

量一下，拿不到10%，拿8%也好，主席，對嗎？這只是提一提，

謝謝。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好，我們會考慮一下相關意見。   

  

  

主席：在林振昇議員提問之前，如果在大樓的同事還想發問，

就快一些了，因為我們現時還有 4位，問完之後我們都還可以

在原定的會議結束時間前投票。下一位，林振昇議員。  

 

  

  

林振昇議員：多謝主席。我亦支持這個項目，不過有兩個問題，

關於人才方面，我都想了解一下。第一個問題是，政府都會透

過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是加速計劃，引入一些技術人員，數量

都不多，都不超過 500個。因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是在 2018年

開始，回顧過往幾年，每年透過計劃來香港的人才都不多，配

額大概都是一百多個。當然，我都明白因為 2018年時，我們又

未有高才通計劃，又未有人才清單，主要就是靠這個科技人才

入境計劃。但是，現時我們又有高才通計劃，另外人才清單，

也可以在入境處的數個計劃下引入一些人才。所以，這個科技

人才入境計劃還是否有需要存在？加上來的人也不是很多，

都不超過500個，是否這些技術人員可以透過其他計劃引入香

港？如此一來，政府便不需要這個輸入人才計劃架床疊屋，由

專職隊伍去做這些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的審批，效益會否更加

好？這是第一個問題。  

[021702] 

  

 第二個問題，因為政府還有一個 “研究人才庫 (加速計劃 )”，

可以容許企業聘請 36個研究人才，我想了解一下，對於這些研

究人才，政府有否一個指標，或者要求他達到某個水平，具備

一定的資格，政府才會資助？以及有否方法確保在資助之後，

這些人真的會從事研究工作，不會做了其他工作，譬如行政工

作？因為如果這樣，就不需要資助。所以，我想了解一下，這

個研究人才庫的資助，有否甚麼標準和監察，以確保資助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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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得其所，多謝主席。  

  

  

主席：好的，但都有少許是政策問題。孫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第一個問題，關於科技人才入境計

劃，這個計劃是針對一些企業的需求，去量身訂做，去招聘一

些人。這些人來，馬上就有工作，是非常針對性的東西，所以

這個計劃是有它存在的現實意義。那麼，過去這些年，招的人

數相對有限，並不能因為這個原因就取消，為甚麼？因為過去

香港的科技產業沒有起來，很多企業、公司沒有相關需求。我

們相信隨着未來產業的蓬勃發展，創科生態的逐漸完善，我們

這方面的需求會越來越多。因為高才通並不能滿足所有科技

人才入境的需求，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就是量身訂做，而且該計

劃不像我們有些計劃要求那麼高，但確實有針對一些技術性

的要求。當然，很多人依然可以通過高才通來，這兩條途徑都

有。我想現在香港既然是招人才，我們盡可能地把現有的人才

入境渠道都打通。何況這兩個計劃要求是不一樣的，科技人才

入境計劃與高才通計劃不一樣，薪金要求及大學世界排名要

求都相對較低，甚至申請者有些專業知識做得很好，依然可以

通過這個途徑來。  

[021935] 

  

 關於研究人才庫，這也是在香港運行多年的一套人才計

劃，行之有效。它對於人的要求，例如對於畢業學校，對於從

事的工作，另外在過程中，他們要提交進展報告，交代做了甚

麼工作，走了以後，相關的導師和他的上司要寫評語，一直都

在做這個過程的監控。我們認為現在， so far為止，對於研究

人才庫的計劃，不存在濫用資源的情況，現在還沒有發現。  

 

  

  

主席：下一位，鄧家彪議員。   

 

 

 

鄧家彪議員：多謝主席，這個計劃提振香港工業GDP佔比，也

講到新質生產力，一定是一個一脈相承的計劃，所以我是支持

的。不過，始終焦點或者政策內容令人覺得是邀請、吸引香港

以外的人才來香港幫忙，究竟計劃本身有否一個設置，就是藉

這批企業家或者科學家來了香港的同時，都能令香港的本地

院校，可以有能力培養一些本地人才？如何做到這個效果？

這是第一點。  

[02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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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政府已經講得很具體，由 2024-2025年度開始，在 5

至8年內吸引50至100間企業。其實，我估計局方心目中已經有

些企業可能是商討中的，不然都不會寫得那麼具體，那些是甚

麼企業？他們有否一些想法？舉例，他們全部都是講，目標是

河套區，抑或不是的，他們會在自己市場中找地方，政府會如

何幫他們在這裏找地方，是否政府的責任？抑或不是的，他們

自己喜歡去哪裏就去，總之就是符合資格就可以。  

 

  

 最後一點就是，始終在座各位官員都可能會轉部門、退休，

但企業家、科學家來過香港，我們究竟用甚麼方式持續聯繫這

批應該是世界級的企業家或者科學家？我自己覺得是應該保

持很好的聯絡，不是說因為他拿過我們的錢，而是可能他在這

一刻，可能真的有心來香港，在業務上或者各方面經歷一些挫

折也好，但他真是一個有能力的人。我們有否一個計劃，當中

有否一個機制，甚至乎成立一個半政府的會，去好好聯繫這批

基本上與特區政府這個計劃發生過關係的這批企業家、創業

家。他今次可能計劃不是很成功，但我們持續與他聯絡，保持

很好的關係。我自己不希望錢用完了，有些留在香港，有些就

走了，以後就沒有關係，有否一些這樣的想法？謝謝。  

 

  

  

主席：3個問題，孫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謝謝鄧家彪議員的支持。我想說明一

下，我們支持的企業不僅僅是外來企業，本港企業一樣可去申

請，只要屬於三大範疇，第一是生命健康科技，第二是人工智

能與數據，第三是先進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都可以去申

請。這些企業起來之後，最得益的是本地的人，包括我們本地

的畢業生，在畢業之後有出路，我們本地的科學家，做科研之

後有更好的合作平台。最重要的是，因為我們強調他們在香港

要建生產設施，要做生產，所以主要得益的是我們本地的年輕

人，特別是提供很多工人的就業崗位。這是為甚麼我們在香港

要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新型工業化，這不僅帶動GDP增長，

而且對本地青年就業有重要作用。我們非常重視本地人才的

培養，你看現在我們這個計劃，我們只允許每家企業帶5個前

線技術人員，很多議員對此不滿，對吧？所以，我們也是

balance的一個結果，幾方面有引入，同時借機會培訓本地的。

所以，我們已經考慮了方方面面的各種因素。  

[02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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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問題，甚麼樣的企業才能來，是吧？我想就是我剛

才說的，只要屬於這三大範疇，而且願意真金白銀投資幾億元

在這裏建生產設施⎯⎯當然，必須是科技企業，我們會有一個

基本審核⎯⎯這些企業就可以說是 qualified的，或者剛開始是

能夠 eligible，有資格去申請。至於能不能獲批，我們會有專業

委員會做具體評估  

 

  

 第三，議員關心企業家、科學家能不能留在香港，我想只

要他們在這裏真金白銀投資建廠，建起來了，在香港生產起來

了，他們一般不會輕易走。當然，他們來香港，不會是因為一

兩個政府官員，我想還是看重香港有一套非常支持的政策，看

到香港的優勢，只要香港繼續保持發揮這個優勢，香港的創科

產業蓬勃發展，那麼只會有越來越多企業來到香港，在香港發

展。我對此有信心，再次感謝鄧議員的支持。  

 

  

  

鄧家彪議員：主席，我只是補充一句，我比較重視那個關係，

關係並不是甚麼個人關係，而是怎樣保持聯繫 (計時器響起 )。

即使有些企業家、科學家在香港不是很成功，他們走了，我們

用甚麼方法保持這個關係？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我們的工業專員葛明博士專門在做

這項工作，他現在有一個名單，關乎所有在香港發展的企業，

當然有企業，就會有人。所以，我們的工業專員會做相當多的

工作、工夫，放心。  

 

  

  

主席：下一位，江玉歡議員。   

  

  

江玉歡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有幾個問題，第一是關於產

業範疇。文件中提及幾項策略性產業，我想請問，除了在文件

第8(a)段提及的策略性產業，是否就沒有其他？如果日後會引

進新的，我想問會經過甚麼審批程序？  

[022706] 

  

 另外，第二，文件中反而很少談到管治架構，文件中提及

譬如評審準則，也有利用以前的評審委員會。局長的團隊可否

講一講，在管理整項計劃方面，我們有否一些管治架構？如何

能夠令日後的整體運作得以令市民放心？另外，我見到在申

請的公司方面，局方在文件中都提及申請資格，我查看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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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類似的一些計劃，可能他們都會有一些另外的要求，包括會

否有一些本地公司要求的 shareholding，即擁有的股份比例？

另外，最少要僱用多少位香港本地人，又或者公司的營業額，

或者一直以來的回報率等，甚至有時都會要求相關公司最少

要逗留在香港做生意多久，想請問局長會否考慮類似的評審

資格？。  

  

 最後，有關知識產權，譬如這些公司做的一些發明等，我

想請問政府會否考慮，有關知識產權的權利都交回政府，或是

政府會有份擁有？謝謝主席。  

 

  

  

主席：4個問題，孫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關於管治架構，我們現在主要是依賴

創新科技署會同新型工業發展辦公室共同領導這個計劃，當

然，創新科技署會承擔更多責任，因為現在有一個評審委員

會，盡可能利用現有的管治架構，不想再創設新的架構出來。

所以，這個委員會會有一套既定的程序，包括怎麼去接觸企

業，怎麼去制訂評審的標準等。  

[022922] 

  

 江玉歡議員剛才提出的一些相關要求，我覺得對這個委員

會很有參考價值。我們說這家企業是科技企業，滿足三大範

疇，願意在香港投資，只是說它可以去申請，但是否獲批，由

委員會決定，委員會會考慮很多因素，包括議員剛才提出的，

它與香港的緊密聯繫程度如何，對吧？對香港實際貢獻是多

少？有可能有兩三百間企業來申請或分階段申請，我們不會

每個都批准，對吧？所以，這方面，對於江玉歡議員剛才的幾

個建議，我建議兩位署長好好考慮一下。  

 

  

 知識產權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誰產生的，就是誰的，

企業產生的，就是企業的，政府不能去拿它的，去分一杯羹，

我想政府不會採取這個做法。但是，我們希望越來越多本地企

業能在香港創造出新的知識產權，擁有新的技術，這樣香港的

優勢才能發揮出來，就算有些大規模的生產環節搬到其他地

方去，但香港只要牢牢掌握着先進的技術，那麼香港在全球的

產業化體系中，就會形成一個重要的全球化知識管理樞紐。就

此，我們非常鼓勵企業盡可能多點創造新的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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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局長，還有第一個問題。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甚麼？   

  

  

主席：Scope，文件第8(a)段所提的申請企業。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這個 scope我們剛才講過，我們只允

許三大領域：第一，生命健康科技；第二，人工智能與數據；

第三，先進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因為這三大領域是我們

經過深思熟慮確定的香港的重點發展方向，我們不可能現階

段甚麼都支持，因為畢竟資源有限，我們就保住重點去發展。

而且，實際上這3個領域已經卡入了大多數創科企業，企業基

本上都可以夠上這 3個領域。當然，企業要做一個 justification。 

 

  

  

主席：如果同事還想問，麻煩你現在按鈕，否則接下來兩位議

員同事問完後，我就會付諸表決。第一位是吳傑莊議員。  

 

  

  

吳傑莊議員：多謝主席。我表態支持這個新型工業加速計劃的

撥款，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文件第 14段提到有關評審準則，

當中提到為確保公帑得以妥善運用，所有申請均會依照相關

評審準則，其中包括經濟效益。我想問，如何評定這些項目的

經濟效益，會否有參考指標給申請者在申請時了解？另外，有

些企業可能有比較早期的一些新產品，這些經濟效益又用甚

麼方法 justify？這是第一個問題。  

[023213] 

  

 第二個問題，我在其他場合都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有關的

運作，因為這也不是新的東西，已經很多年⎯⎯回歸後⎯⎯很

多錢。我們撥入的錢，給了一些企業，我們有否機制審視，之

後這些效益對香港總體來說有甚麼得着？例如，我投了錢進

去，有多少稅收製造了，或者有多少就業職位等，或可令市民

更認同我們這些撥款是對香港長遠好，用些數字說明一切，這

次的項目會否有可能有這一類的統計數字，將來可以向我們

交代？多謝主席。  

 

  

  

主席：兩個問題，孫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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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謝謝吳傑莊議員的問題。我想這兩個

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問題，就是說究竟怎樣的企業，我們去支

持它？除了剛才回答江議員的問題，我們在一些重點領域以

外，這家企業是否有前途、有發展，我想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投

資決定。當然，我們要看這些企業的 proposal，我們要看它的

track record，我們要看這些企業真金白銀投入多少錢，類似坐

滴滴的情況。我相信現在這個新型工業發展委員會匯集了各

方面的專家，有學界、業界、企業界、投資界、律師，各方面

的人都有，我相信他們會做一個綜合的整合。最主要的因素或

原則就是企業願意投入真金白銀，很多企業是投資 10億元甚

至更多，它只要能夠下決心要去投錢，我們就去match它，去

支持它，它也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當然，經濟效益方面，我們

會看得非常重，主要是未來幾年它的 projection是怎樣的情況，

我相信這個專家委員會密切把關。  

[023341] 

  

  

主席：我想吳議員還想問每年他們做得如何，政府是否有紀錄

或資料可以儲存起來？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企業要提交報告，在幾年之內要提交

報告。這點我不擔心，我們的公務員同事對撥款會做好把關工

作。  

 

  

  

主席：最後一位，黃錦輝議員。   

  

  

黃錦輝議員：多謝主席。我的問題都是因為 100億元不是小數

目⎯⎯我支持這個項目。首先，100億元是一個較大的數目，

我都想問一問有關效益的問題。之前已經有問過，譬如第一個

是有關GDP比例的提升，因為現在是少於 1%，我們有否提升

的目標？其實，這些是有關 set KPI的問題。  

[023517] 

  

 第二個問題亦有問過，即就業方面，究竟我們會多聘請多

少人，特別看看有否辦法做到不同階級，例如有些是做研究

的，有些是做開發的，其實在工程界中是有分的。其他兩個指

標就是，我們做創科也經常看的，第一個就是公司對政府的

R&D的比例，現在大概是 45：55，會否有些改變、提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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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是我們既然引進一些其他公司，我想問有否一個指標，就

是本地、內地、海外企業的比例？有否這個目標？關乎KPI的

問題。  

  

  

主席：4方面的KPI，局長。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我想關於工業產值的GDP，我們在創

新科技發展藍圖中說得很清楚，我們希望到 2032年，我們工業

產值的GDP佔香港GDP的比例從現在的將近1%增至5%。我認

為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挑戰，但既然願景目標已經定下來，就

要努力去達到。當然我們不要指望通過這 100億元，就能達到

若干年後5%的工業GDP的比例，那是不現實的。但是，這 100

億元，你說 “初試牛刀 ”也好，“先行先試 ”也好，起碼表明了特

區政府的態度，我們願意向世界其他的先進經濟體一樣拿出

錢，真金白銀去資助也好，去支援也好，這只是開始。我們希

望這100億元下來，外面投資至少 200億元或以上在香港設廠。

正如我剛才所回覆，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些企業每年至

少能產生幾百億元甚至一千億元以上的產值。一千億元的產

值佔GDP多少？除以3，300除以3，大概就是拉動1%，就這麼

算。為甚麼要讓企業建立生產設施，就是為了讓它請人，發展

實體經濟，如果不建廠，它怎麼請人？所以，這是我們的連環

考慮，為本地的香港青年人提供就業機會，所以都是連環考

慮，讓它在這投入真金白銀設廠，要請本地的年輕人。  

[023641] 

  

 至於說R&D的比例，議員說的不錯，去年我們的科研開支

佔 GDP的比例總算升至 1.07%，這是不錯的成績，相比於

2014年佔0.74%，增長了50%以上，但我們希望這個增幅繼續

增大。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現在我們科研的GDP大部分來自政

府，超過50%，實際上接近 60%，而臨近的深圳， 94%是來自

企業，政府投入很少，廣州也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來自企業。

現在全國的科研開支佔GDP的比例是2.8%多，深圳較高，為6%

左右，香港是1%，與周邊地區相比，確實有差距。我們在增

加政府投資的同時，更希望業界能夠為科研多點投入。但是，

業界投入的前提是香港必須要有蓬勃的產業發展起來，沒有

蓬勃的產業發展起來，哪來的業界給你投錢？所以，這就是一

個生態圈的問題，所以我們提出要上中下游協調發展，完善香

港的創科生態圈，原因就在這裏。如果沒有生態圈的發展、產

業的發展，香港上游的科研優勢無法保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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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還有一點，企業地區比例⎯⎯本地、內地、海外，政府

的目標為何。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暫時因為我們是強調生產環節，我們

並沒有支持這些企業的R&D，就讓企業真金白銀設廠。所以，

在計劃當中，我們並沒有R&D的支持環節。但是，我們支持

R&D，是支持企業的人，我們通過研究人才庫計劃，支持企業

僱用一些人去做R&D的工作。  

 

  

  

主席：我想黃教授的意思是說這 100間目標企業 (計時器響起 )，

局長心目中有否一個不同的比例。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現在這個計劃中，企業來源的R&D，

我們是作為一個參考，但並不是作為一個主要的參考，因為我

們希望企業真金白銀在這裏設廠。  

 

  

  

主席：……沒有比例。黃教授，你想跟進一句嗎？   

  

  

黃錦輝議員：不是，我想大家的想法都一樣，這是肯定的。為

何會 set KPI？就好像貴局做那個藍圖，最後列出一些KPI，讓

我們朝着一個方向走，但這份文件中似乎沒有載列KPI，我建

議都可以考慮一下，定一些KPI，未必一定達到，但起碼都有

一個目標去做這件事情。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黃教授的意見，我們會考慮，我想提

一下，我們這個計劃是參考周邊國家地區，包括美國、內地的

一些政策。這就是一項支援政策，希望企業在這裏建廠，盡快

把工業發展起來。當然，我們會鼓勵企業進一步做R&D，會通

過其他途徑加以鼓勵，但是否設立KPI，我們會考慮，謝謝您

的意見。  

 

  

  

主席：我現在將FCR(2024-25)7號文件付諸表決。  [024133] 

  

 請贊成這項建議的委員舉手。 (委員舉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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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反對建議的委員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沒有。   

  

 本人認為參與表決的委員均贊成這項建議。   

  

 我宣布這項建議獲得通過。   

  

 我提醒大家，財委會下次會議將於5月 24日舉行。我宣布

今天的會議結束，多謝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