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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在 2017 年施政报告中为香港绘制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特区政府高度重

视推进创新科技发展，致力于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在科技界引发强烈反响。本文分析了

特区政府对组织架构的调整及提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提出了对香港创科发展和两地合作的建议，应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内地与香港应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共赢，共同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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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发布了题为

《一起同行 拥抱希望 分享快乐》的《行政长官 2017

年施政报告》（以下简称《施政报告》），这是林

郑月娥当选行政长官后的首份《施政报告》，以新

思维和新角色全面阐述未来 5 年行政长官以及特区

政府的施政理念和政策要点，涵盖良好管治、多元

经济、培育人才、改善民生、宜居城市和与青年同

行多个领域，提出各项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的具体

举措，力求建设更美好的香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香港在“一国两制”环境下，拥有优越的地理

位置、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世界级的科研人才、

专业的金融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在巩固当前

优势的同时，要把握国家“十三五”及“粤港澳大

湾区”规划中的历史机遇，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创

新科技中心，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1]。《施政

报告》体现了特区政府对创科产业的重视，不仅对

政府组织架构进行大力调整以适应新的施政纲要，

更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促进创科发展，加大对

创科的支持与投入，力度空前，目标更明确 [2]；从

完善政府科技机构到提出 8 个方面举措，全面推进

香港创新科技发展。

1　调整政府架构为创科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1　成立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

行政长官亲自主持在特区政府内部成立的高层

次、跨部门的“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审核及

督导创新及科技8个方面的措施和智慧城市的项目。

以最高层次、最大力度推动香港的创科发展、督导

跨局跨部门的协作和投入，并确保所需资源能适时

到位。

1.2　成立行政长官创新及策略发展顾问团

改组“经济发展委员会”和“策略发展委员会”，

成立“行政长官创新及策略发展顾问团”，为香港

特区政府在创科发展出谋献策，集思广益，确保维

持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和加强与国家发展的衔接。

1.3　成立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

改组“中央政策组”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

负责政策研究及创新和跨部门协调工作，协助统筹

政府高层选定的跨局政策。负责为“行政长官创新

及策略发展顾问团”提供秘书处支持服务和配合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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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团的意见进行以实证为基础的政策研究，以加强

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响应香港的发展需要。

1.4　将效率促进组归入创新及科技局

把原属政务司司长办公室的效率促进组拨归到

创新及科技局，善加利用预留协助部门应用科技的

5 亿港元拨款，进一步在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创新及

科技发展。

2　提出新举措全面推进创新科技发展

《施政报告》将创新科技作为未来多元经济发

展的重中之重，从 8 个方面提出了操作性强的推动

措施，全面推进创新科技发展，为香港经济注入新

动力和新希望。

2.1　增加研发投入

香港作为全球竞争力排名十分靠前的经济体

（2017—2018 年排名第 6）[3]，在科技研发方面的

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内地，与其他全球竞争

力排名前 10 的经济体也相差较大（见表 1）[4,5]。

本次《施政报告》定下了本届政府将在 5 年任期

内把香港本地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由

0.73% 提升至 1.5% 的目标。随着科技因素成为经

济发展主要动力，创新科技不断凸显其对经济增长

的重要作用。未来，将专门为大学研究资金预留不

少于 100 亿元港币；为企业研发开支提供额外税务

扣减以吸引企业投资科研，企业投入 200 万元港币

及以内符合资格的研发开支可获 300% 扣税，超过

表 1　部分国家 / 地区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例（%）

年度 中国香港 瑞士 新加坡 美国 荷兰 中国内地

2016 0.7 3.0 2.0 2.7 2.0 2.1

2017 0.73 3.0 2.2 2.8 2.0 2.2

200 万元港币部分则获 200% 扣税。

2.2　汇聚科技人才

为训练和汇聚更多科技人才，鼓励其在创新和

科研方面发展，创新及科技局将启动 5 亿元的“科

技专才培训计划”，其中包括“博士专才库”计划，

资助企业聘用创科博士后专才。香港教育局将注资

30 亿元为修读教资会资助的研究院研究课程的本地

学生提供助学金，以吸引他们投身研究工作，配合

推动创新科技的发展。以配对形式资助企业人员接

受先进制造技术，为推动“再工业化”注入动力。

扩大现有的“实习研究员计划”，让更多企业以及

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STEM）毕业生受惠。

2.3　提供创投资金

启用 20 亿元的“创科创投基金”，与私人风险

投资基金共同投资本地创科初创企业。政府辖下的机

构也设置不同的创投基金，为初创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投资科技发展将成为本地企业寻找资金的一个出路。

2.4　提供科研基建

特区政府正与深圳共同开发“港深创新及科技

园”，并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港深合作，

贯通创科产业的上、中、下游，打造大湾区的国际

创科中心。将在 2020 年起陆续完成将军澳工业邨的

数据技术中心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以及科学园的扩建

工程，为推动“再工业化”提供关键的基础设施。

除继续支持深圳市政府在前海和南山的青年创业基

地外，为支持创科初创企业，还筹备推出“青年共

享空间计划”。

2.5　检视现行法例及法规

扫除阻碍创科发展而不合时宜的条文。新成立

的“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将连同各政策局积极

检视各政策范畴内的政策和法例，及时更新调整，

“拆墙松绑”，以扶助新经济发展。

2.6　开放政府数据

在数码时代，须加速开放政府的数据，为科研及

创新以及发展智慧城市提供原材料。各部门将积极开

放不同范畴的数据集，以便利市民及供科研与行业发

展之用。医院管理局将设立大数据分析平台，以便发

掘有助于制定医疗政策、促成生物科技研究和优化临

床及医疗服务的有用信息，促进医护服务创新。

2.7　政府带头改变采购方法

特区政府在采购制度中加入创新及科技相关要

求，不单纯只以价低者优先考虑，鼓励本地科技创新。

创新及科技局将利用 5 亿元拨款促进各部门借助科

技提升服务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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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科普教育

香港教育局在 2015/16 及 2016/17 学年分别向所

有公立中、小学发放津贴，同时更新了科学、科技

和数学学习领域课程，加强学生综合和应用知识与

技能的能力，培养他们创造、协作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香港教育局将在短期内完成《计算思维——编

程教育》的补充文件供学校采用。在师资培训方面，

香港教育局将为所有中、小学的学校领导层和中层

管理人员提供一系列的进深培训课程，提升教师在

规划及推行以学校为本位、由学校自己确定的课程

以及 STEM 相关活动方面的专业能力。联同大专院

校和其他相关机构举办更多优质的大型学生活动，

让学生有学以致用、互相观摩的机会 [6]。

3　香港科技界给予高度评价，反响积极热烈

《施政报告》充分展现了新一届政府对创科发

展的决心和担当，让人眼前一亮，引起了香港科技

界广泛关注，并对此给予高度肯定和正面评价，认

为这是一份“不一样”的施政报告，对香港学校、

创新企业等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可以推动香港科研

发展，为香港创新科技带来新的希望与动力。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罗范椒芬表示，人才是创科

发展的关键因素，香港须提供诱因和配套条件吸引外

来人才，并加强本地人才培养，来满足发展新经济的

需要。她深信在特区政府的积极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

持和努力下，香港可以成为国际创新科技的中心 [7]。

香港工业总会认为，《施政报告》展示了新一届政府

对各领域的承担，显示了推动香港在创科发展急起直

追的决心，对此“感到惊喜”[8]。香港互联网专业协

会会长洪为民表示，此份《施政报告》对创新科技部

分着墨不少，可见行政长官对创新科技的高度重视，

以及务求以高效的方式推进香港创科发展的态度，令

创科界人士欢欣鼓舞，并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真正落

实相关政策，提供更多及更具体的措施 [9]。

4　特区政府高度重视创新科技

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国

家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内地在科研产业上的发展突

飞猛进。同时，国家战略也为香港经济和创科产业

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特区政府迎难而上，

积极缔造充满活力的创科氛围和环境。继 2015 年上

任特首梁振英力主成立创新及科技局，并在 2016 年

《施政报告》中将“创新科技”作为重点首次独立

成章后，新任特首林郑月娥进一步完善政府机构，

制定具体措施，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可见创

新科技工作在香港特区政府工作中的深度和广度愈

加重要，彰显特区政府急起直追的决心。

5　支持香港创科发展和两地合作的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香港、澳门长期

繁荣稳定，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的根本目标。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十九大精神引领

下，发挥科技创新合作在两地合作中的特殊作用，抓

住国家发展机遇，互利共赢，充分发挥香港的科技力

量促进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把香港科技置于国家科

技体系全局当中进行谋划是当前的重要课题。

（1）推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开放，支持香港科

技创新发展

香港具有较雄厚的科技基础，拥有众多爱国爱

港的高素质科技人才。推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逐步

有序开放，是充分调动香港科技界优势资源、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

建立健全内地与香港联合研发资助机制，共同研发，

务实推动两地科技交流与合作。

（2）激活香港科技创新优势，融入国家创新体系

将香港的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充分利用香港

优势领域吸引外来创新技术，推动香港与内地的高校、

科研机构、企业等进行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引导和带

动资本投入内地与香港合作研发项目的成果转化。

（3） 强化科技纽带，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和

“一带一路”建设

发挥各方优势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高地

建设，研究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建设中如何发

挥作用，拓展地方与香港的科技合作，推动香港充

分把握“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开启更加灵活

的科技创新合作模式 [10]。

（4）加强科技合作平台建设，合作提升创新能力

协助特区政府做好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伙

伴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管理，发挥香港学科优势，合理安排新的基地建设。

适时启动内地与香港科技创新合作基地建设，以基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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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依托开展科技交流、研发合作和成果转移转化

等，推动两地务实合作与成果落地。

（5）实施科技人文交流计划，营造香港创科氛围

营造科技创新氛围，鼓励香港青年参与创科活

动，持续实施“香港创业青年内地行”活动，激活

香港创新创业意识，在香港掀起创新创业浪潮。建

立并完善内地与香港科技人文交流机制，定期安排

香港青年科技人才到内地开展科技交流、合作研究

等；构建两地科技人才联合培养机制，逐步拓展两

地创新科技合作领域和范围。

在全球创新科技发展的浪潮以及中国进入发展

新时代的背景下，《施政报告》加大了对科技创新

产业的支持与投入，与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方向相一

致，有助于巩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长期

稳定增长。相信香港将充分把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中的良机，发挥“一国两制”双重优势和“超级联

系人”的作用，努力在创科领域实现“国家所需，

香港所长”，实现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目标，两地共

同促进建设创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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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ong Kong SAR) painted 
a blueprint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development in the 2017 Policy Address, giving great prominence to the 
advancement of STI development. It is also devoted to building HK into an international STI center, which 
has led to tremendous response in the science commun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AR 
government and the proposed major measures and offers suggestions for STI development in HK and mainland-
HK cooperation. In giving play to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pursue win-win outcomes through cooperation, the 
mainland and HK should work together for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Key words: Hong Kong; Policy Address;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innovativ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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