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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來推動香港的創新科技？ 

郭 位 

如果對香港的父母做問卷，調查是否願意讓孩子們從事科學研

究，不少父母應該會回答：「不想。」 

 

高錕獲得諾貝爾獎，香港人一時感到與有榮焉，然而熱情快速冷

卻後，許多學生仍然選擇報讀金融、法律、商貿等學系。是否因為港

人現實、必須考慮畢業的出路？因為吃飯確是個現實的問題。即使如

此，難道從事科研就沒有出路嗎？因此這個問題的癥結主要不在家

長。 

 

香港嚴重缺少中產階級，其主要原因在於香港社會多年來過分偏

重金融、地產和商貿，導致產業失衡。任由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既不

利整體發展，也有害於維持社會多樣化的和諧狀態。也許因為如此，

2009 年政府提出推動創新科技等六大優質產業，表面目的是為了調整

經濟轉型，並為香港的持續發展增加新的增長點。可惜這個政策又是

一篇美麗而內容貧瘠的八股文章，乏善可陳。 

 

 

發展科技產業不能止於口惠不實 

科技產業不是香港的主流產業，如要推行，會遇到挑戰，政府須

踏踏實實作出規劃，不能口惠不實。舉例而言，美國的愛阿華州是一

個以農業為主的州，早在 20 世紀初，州政府就希望由農業向工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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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但是政府多年來投資很少，所以直至今日仍是個農業州。只有願

望、沒有行動是不會成功的。 

 

看看亞洲四小龍中的台灣、新加坡和南韓就不難理解，科技產業

的發展需要投資與行動，才能推動經濟發展，造就中產階層。 

 

台灣在 1959 年成立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責科技研發。當

時認識到，在土地與人力成本逐漸提高的情況下，傳統產業競爭優勢

逐漸衰退。於是依據市場潛力、產業關聯、附加價值、技術層次、污

染程度及能源依存等六大原則，選出適合發展的新興工業，以科技研

發作為努力方向。1980 年，台灣政府於新竹創立科學工業園區，引進

高科技產業，培訓本地人才和延攬優秀海外人才，其後又分別建立中

部和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過去 20 年裏，台灣在半導體、電子及資訊等高科技產業方面，

成就顯著。2007-10 科學技術白皮書指出，要促成科學工業園區的產

業聚落，以期建立「園區聚落」，使產業不只是平行，而且連上下鏈

更加緊密結合，把整個台灣西部連合成為「科技走廊」。遺憾的是，

近幾年，由於政黨惡鬥、政爭內耗，進展不前。 

 

再看南韓，1961 年成立「韓國經濟企劃院」；1967 年將隸屬

「韓國經濟企劃院」的技術局擴展為「科學技術處」；1998 年將「科

學技術處」升格為「科技部」；1999 年設立以總統為主席的國家科學

技術委員會。2001 年，將規劃、預測、評估與調查科技的「韓國科技

評估及計劃研究院」職能擴大，協助制定國家科技政策，協調計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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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評估政府資助研究機構與科技部實施的研究計劃，以及開發國際

科技交流合作。 

 

在政府的推動下，科技研發帶動南韓經濟發展。例如，寬頻應用

帶動南韓的文創產業、遊戲軟體，而南韓製造的液晶電視機亦成功攻

佔全球市場。2009 年，南韓決定，在五年內投入 200 億美元，幫助國

家重點產業繼續發展。今年初現代汽車已成世界第四大汽車品牌，三

星的手機在第二季也超越蘋果成為世界最大的手機品牌。這些都是拜

科技創新所賜。南韓較台灣對科技產業的投入更大，如今效果更顯、

回收更钜，自有因果關係。 

 

新加坡則從 1991 年開始，制定第一個科技發展五年計劃培養學

生對科技的興趣。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一方面調查研究產業需求，提供

支援，另一方面訂立人才招聘政策，並在高中預科、大學和研究生中

實行培訓與實習計劃和獎學金計劃等，以確保提供充足的研發人才。

同時，興建生物醫藥園和資訊傳媒園，提供一流基礎設施，增加新加

坡對外國企業和全球人才的吸引力。2003 年，啟動 GET-Up 計劃，向

企業提供技術、人力、財政和拓展海外市場的援助，鼓勵中小企業吸

收和運用新技術。 

 

現在，新加坡的微電子製造技術、資訊通信技術應用已在全球居

領先地位。生物技術亦日漸成熟，生物製藥業發展迅速。輝瑞製藥、

諾華和惠氏等國際大型製藥公司均在新加坡建立生產基地。新加坡較

香港小，然而整體的發展更令人注目，其與科技的投入絕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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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官僚引進創新科技 

香港雖然在 2000 年起先後成立創新科技署和香港應用科技研究

院，興建數碼港、中藥港，並設立五所研發中心，但這十年來，我們

只看到零星的項目，卻沒有實質的成果。香港甚至缺乏完整的科技政

策，更遑論科技實踐。就創新科技而言，香港迂滯保守、裹足不前，

被遠遠拋在時代的後面。 

 

就大的而言，高錕的光纖成就了世界通訊的革新，歐美產業受益

匪淺，唯獨香港未得分毫。就小的而言，2005 年在本港開業的納比迪

環保建材公司，引入理大潘智生開發的技術，製成環保磚，這項發明

在中國國際發明展覽會獲得金獎及特別獎。然而香港政府一直沒有帶

頭推廣，仍然每年大量進口較貴的外國黏土磚，直到去年的 10 月 27

日，環境局才推廣使用這類環保地磚。前任政府本著不做不錯的原

則，對創新興趣缺缺，香港的科研前途，就毀在這些具體而微的例子

上。 

 

與我們的遠邦近鄰相比，香港發展科技產業，必須另類思考，制

定完整的策略和周詳的計劃，大力投放資源，統籌規劃整體發展。因

此，在政府架構內設立較高層次的科技單位，可將業界與科研機構的

意見上達給政府決策層，為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繪畫出藍圖。 

 

卅年前，香港有志之士，以密集座談等方式苦口婆心提倡創新，

引不起共鳴。十多年前，董建華響應以科技為標的的人士，擬議科技

作為香港未來發展的重心，卻因金融危機，後繼無力。董之後的政治

體系則對創新缺乏認知，更少支持。科技創新就像科研一樣，要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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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風險，不能確保百分之百成功；科技創新是一種投資，既需要發揮

創意，又需要投入資金。如果不肯投入，必然使科技產業的發展止步

不前，與國際化背道而馳。 

 

科技創新更是一種藝術，需要眼光，跳出官僚的框框。香港是世

界上極少數沒有國防支出又不須把結餘上繳的地方，省下的這一大筆

經費（可能佔全年預算的百分之二十之鉅），都用到哪兒去了？風俗

之厚薄希自乎？新政府新氣象，科技創新是香港永續發展的支柱。若

不此之圖，香港的貧富差距必將每況愈下，因此而造成的社會不安，

不是靠社會福利運動就能解決問題。 

 
 

（本文根據 2012 年 2 月 17 日城大工商協進會年會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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