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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支持非典型肺炎研究的特別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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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研資局撥款機制 

 

香港研究資助局(研資局)負責資助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學術研

究。研究撥款是從教資會發放給院校的總預算中撥出，申請經過競逐後，研資局會作出最後

的撥款分配。 

 

在現有的高等教育撥款機制下，撥款是透過整體補助金及指定用途補助金兩個渠道，支

持院校進行研究。教資會撥出的三年期整體補助金，資助院校的研究基礎建設和研究人員的

薪酬，而研究用途補助金則主要以角逐形式批出撥款，資助個別項目。 

 

研資局的基本撥款政策是支持多元化的學術研究。原則上，院校有高度自主權探索新的

研究領域及具創意的研究概念。 

 

學科專家小組 

研資局轄下有四個學科專家小組，分別為：生物學及醫學小組、工程學小組、自然科學

小組和人文學、社會科學及商科小組。學科專家小組的成員包括本地及海外學者，負責評審

研資局接獲的撥款申請。 

 

學者評審程序 

所有研資局的撥款申請均經過嚴格的學者評審程序。根據既有的程序，研究項目會由有

關學術範疇的同儕(專家) 審核。現時研資局已建立了一個超過八千名校外審閱人員的網絡，

協助進行學者評審工作，他們全部皆是有關學科領域中具備相當地位的學者，而超過 90%是

海外專家。在研究項目的審批上，學術質素為首要考慮的準則，另外，項目的本地適切性及



應用性也是重要的考慮。 

 

學者評審是重要和有效的工具，用以確保獲資助的研究項目達到標準質素。研資局亦有

利用其建立以久的評審機制協助教育統籌局評審香港公開大學的研究項目。 

 

角逐研究用途補助金 

角逐研究用途補助金是研資局�年一度最大型和最重要的撥款計劃，研資局超過 80%的

預算都是經這計劃撥出。撥款透過受教資會資助院校提出的申請，根據學者評審的結果而分

配。 

 

在去年 (2002 至 2003 年度)，研資局接獲共 1,698 份角逐研究用途補助金的申請，當中 691

個項目獲研資局資助，總額達四億二千八百萬元。單單在生物學及醫學類別，研資局就以一

億四千四百萬元資助了 141 個項目，佔角逐研究用途補助金的總預算超過 30%。 

 

負責評審是次非典型肺炎特別撥款計劃申請的專家小組，會由研資局生物學及醫學小組

現任主席 Charles Bangham 教授領導。Charles Bangham 教授是英國帝國學院醫學系 Imperial 

College Faculty of Medicine 免疫學系的系主任，是著名的免疫學科學家。他於 2002 年接替香港

大學校長徐立之教授出任學科專家小組主席。 

 

楊紫芝教授是香港大學醫學院前任院長，並曾於 1988 年至 1996 年期間擔任香港醫學會

主席。她會以個人身份協助並積極參與是次撥款計劃的籌劃和評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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