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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小組討論文件  文件編號： 2006ES/9 
- 專業服務、信息、科技及旅遊  

 
 

《「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  
 

創新科技及信息服務  
 

行政摘要  
 
 
 本文是從政府及公營機構的角度初步分析「十一五」規

劃與香港創新科技及信息服務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希望藉此

引發社會各界的討論，以便高峰會在未來數月制訂一份務實

可行的「行動綱領」。  
 
當前形勢、機遇和挑戰  
 
2. 香港工業的生產線已大量北移，利用內地低廉的生產成

本，以原設備生產模式進行生產活動。面對其他地區的競爭，

要保持香港的國際競爭優勢，創新科技是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及

產業升級的關鍵要素。  
 
3. 國家「十一五」規劃強調要落實《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

術發展規劃綱要》，着重自主創新，全面提高科技整體實力和

產業技術水平。內地多個省市均已制訂策略推動科技創新，其

中廣東省在其「十一五」規劃中強調必須加快提高自主創新能

力，拓展高增值及高科技產業，加強區域合作，而深圳亦提出

構建「深港創新圈」，以促進整體的經濟發展及競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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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擁有多項有利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條件，可為國家在

科技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例如研發和科技轉移、科技資訊

交流及知識產權交易等。但另一方面，港資企業普遍技術較為

薄弱，從事相對高投入但低增值的生產活動。隨着全球經濟一

體化及內地政府特別是廣東省對環保愈加重視，企業有需要透

過加強研發工作，善用設計，朝高增值方向發展等方面作出回

應。  
 
5. 與此同時，隨著國家經濟蓬勃和持續的增長，內地企業

對信息服務的需求，亦與日俱增。其次，近年內地亦積極發展

數字內容及動漫產業。信息服務正是香港的優勢所在，正好為

內地各類產業的發展作出支援。此外，內地企業正逐步落實「走

出去」的策略，香港可成為這些企業邁向國際的踏脚石。  
 
6. 在享有優勢和把握機遇的同時，我們亦需要面對內地在

實施「十一五」後為香港帶來的種種挑戰。整體來說，香港的

人力資本較內地高昂。其次，隨著內地近年的發展，香港信息

技術人才在國際視野、技術以及運用英語的能力方面的優勢亦

正受到挑戰。  
 
政府及業界的回應和行動  
 
7. 特區政府一直致力完善科技基礎設施和推行各項資助

計劃，包括創新及科技基金、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科學園、

設計智優計劃及創新中心等，並推出創新及科技發展新策略，

成立五所新的研發中心，優先發展香港具備競爭優勢、且能符

合市場需要的科技範疇，包括汽車零部件、物流及供應鏈管理

應用技術、納米科技及先進材料、資訊及通訊技術、及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心聯同現有的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會提供一站

式服務，進行産業主導的應用研發工作、促進科技轉移和商品

化、提供科技和市場情報、及成立知識産權及科技的交易平

台。研發中心會與大珠三角的產業建立緊密聯繫，與業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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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研發項目，致力協助企業提升技術水平、開發新產品和服

務，向高增值路線發展。  
 
8. 同時，特區政府與內地已在不同層面建立合作機制，包

括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會、泛珠三角區域科技合作聯席會

議及粵港高新技術合作專責小組。其中，特區政府與中央科技

部同意加強在無線射頻識別技術、汽車零部件、集成電路設計

和中醫藥四個範疇的合作；泛珠三角各省區已完成了並正落實

《泛珠三角區域科技創新合作“十一五＂專項規劃》；而粵港

兩地政府亦推出了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支持雙方有共同興

趣發展的科技範疇的應用研發項目。此外，企業對開發新技術

及設計愈來愈重視，而科研機構亦正積極加強與內地的有關機

構在科技方面的合作。  
 
9. 特區政府亦會繼續致力促進資訊科技及電信業的發

展，並從多方面支援本港信息服務行業拓展內地市場，強化香

港作為中國服務之都，成為內地企業「引進來」、「走出去」

的雙向平台。  
 
10. 在資訊科技方面，特區政府協助建立穩妥可靠的資訊科

技基建及釐定共通的標準並將致力發展具有開放通用界面的

資訊基建，亦會致力推動電子貿易。在通訊方面，香港的電信

市場經已全面開放競爭。特區政府會繼續致力促進有效競爭，

並制定合時和合適的規管及政策架構，以鼓勵業界投資建立具

競爭力、先進及高頻寬的電信基礎設施。香港電信業服務提供

具豐富的國際市場經驗，以及敏銳的市場觸覺，若能在內地提

供服務，可為內地電信服務市場帶來創新和多元化的選擇。  
 
11. 此外，信息服務業可積極利用 CEPA 的開放措施，並在

粵港信息化專責小組的協助下，與廣東有關企業共同開拓軟件

外包市場及共同推進兩地數碼娛樂的合作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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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2. 從政府層面看，就香港應如何配合及把握在創新科技方

面的機遇，可考慮的建議包括優化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並

研究將其合作模式擴展至泛珠三角；建立粵港科技創新平台以

更有效支持兩地高新技術發展；與深圳建立更緊密的合作，並

研究建立「深港創新圈」的具體措施；加強參與內地的科技發

展計劃和國家標準制定工作；及進一步推動內地與香港科研機

構和專業團體的合作。  
 
13. 在信息服務方面，可考慮的建議包括讓香港企業參與更

多內地信息化發展項目，並以香港作為國際性的展覽和交易平

台，向世界各地展示和推銷內地信息企業的產品及服務；夥同

大學及科研機構爭取參與國家有關信息和數字內容產業發展

及標準制定的計劃，藉此了解內地信息技術及數字媒體技術最

新的研發重點和市場的發展方向；提升本身的實力，建立品牌

形象，發展切合內地需要及針對特定市場的服務，並進一步提

升技術及服務水平，以面對內地相對廉價的國產服務的競爭；

加強在泛珠三角區域的電信服務合作，包括基礎和增值服務，

以加速擴大電信市場，及有助內地電信業未來全面履行入世承

諾和開放市場作好準備。  
 
14. 請各專家成員就上述的建議提供意見及提出其他值得

考慮研究的課題。  
 
 
 
工商及科技局  
2006 年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