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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產學研1+計劃」的建議 

1.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認為，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的發展定位，香港應致力打造「立足本地，服務大灣區」的中試

轉化樞紐；政府應引領和協助業界加緊在本土打造以中試轉化為

本的創科與產業發展新形態，並聚焦於「科研後、量產前」的關

鍵環節，建立起「港版中試」的核心能力和整全的生態系統，包

括培育中試活動的集群，發展系統化、全過程的中試支援服務，

以及建立相關的組織結構等。 

「產學研1+計劃」旨在資助大學研發團隊把科研成果商品化

和產業化；這項「計劃」著眼於從「從一到 N」的環節推動科技

轉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中試在香港付諸實踐的一次大規模

嘗試。 

廠商會對此深表歡迎，並希望政府能以此為契機正式確立發

展「港版中試」的方向，加大力度推廣和實踐中試的概念，以科

研成果的中試、市場化應用和推廣作為未來推動本港科創發展的

切入點，投入更多資源，在促進中游轉化和下游產業化等方面發

力，藉此延展香港在科研價值鏈上的地位，促使創科真正轉化為

生產力，為本地的經濟和就業創造更大效益。 

2. 「產學研1+計劃」顧名思義，應體現和建基於「政產學研」之間

的緊密協作，透過促成科研部門與工商業之間的對接和互動，特

別是「港研」與「港產」(包括香港本土製造業與境外的港資製造

業)的結合，使得本港的創新科技與實體產業的需求緊密契合、相

得益彰，發揮聚合、轉化的「化學作用」，達致真正的經濟效益。 

為此，本會建議政府應為「產學研 1+計劃」建立一個由政、

產、學、研等廣泛界別代表組成的督導委員會，以負責制定「計

劃」的定位和評審標準、審批申請個案、監察獲撥款項目的推行

情況、以及評估獲撥款項目以及計劃整體的成效。 

3. 本會亦建議，政府可考慮擴闊「產學研 1+計劃」之「目標團隊」

的來源；除了6個擬議的指定大學之外，其他有科研能力的高等

院校亦應獲得資格擔任「申請機構」，可組織屬下的科研團隊參

加計劃。 

此外，近年一些民間機構亦與大學合作建立了行業性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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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平台，例如本會屬下的廠商會檢定中心CMA Testing夥拍香

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等設立的「CMA+」中試平台等。政府亦

應調動這些民間團體的積極性，准許其擔任「申請機構」的角色，

協助屬下的產學研合作項目申請計劃的資助。為此，「產學研 1+

計劃」更可考慮設立「產業界申請專線」，讓大學與非大學的科

研中介機構可循兩條分立的「通道」申請基金，並為其釐定各自

的評審標準或者權重分佈，藉此增進基金的審批和發放的效率與

效益。 

4. 以科技推動傳統產業的更新改造和升級換代不但是香港創科發

展的「初心」和終極目標之一，更可為創科成果提供大量的應用

場景和巨大的潛在市場。 

本會認為，「產學研1+計劃」應優先支持涉及「適用型」技

術和共性技術的項目，鼓勵參與的團隊緊貼本地業界特別是傳統

行業的需要，針對業界普遍的「痛點」與難點，聚焦於具先導性、

基礎性、適用性的技術課題進行攻關，並在第一時間將研發成果

推廣予港資企業，以助力本地和「珠三角」傳統產業特別是中小

型製造業企業提升競爭力。 

5. 2022年施政報告為「產學研1+計劃」訂立績效指標，包括計劃的

投入總額為100億港元，並須資助至少100支研發團隊。在公共行

政管理中引入「關鍵績效指標」無疑有助於促進政府工作增效提

速，推動政策落到實處。但須指出的是，上述的兩項指標均屬於

投入面指標；本會建議政府在此基礎上為「計劃」引入能夠量度

其產出面績效的指標，以更全面反映「計劃」對本地創科產業發

展的作用和真正的社會經濟效益。 

產出面的績效指標可包括「中間性產出指標」（側重於知識

創造與轉移)）和「最終產出指標」（側重於商業化及經濟效益）；

前者例如初創企業成立的數目、學術論文成就和專利申請數目

等，而後者則可包括項目的業務額、盈利狀況、就業貢獻，創科

產品銷售額，科研服務的收益、科研服務的出口總值等。 

6. 相應地，「計劃」對申請項目的評審標準亦應引入商品化、應用

性、知識產權等經濟效益元素，亦應考慮項目對本地產業的技術

擴散作用以及與本土經濟的關聯效應等。 

本會樂見政府擬議的計劃執行方案中提出的評審標準已較

全面地涵蓋了上述各方面的因素，亦建議政府可就每項標準制定

參考細則並盡可能引入可量化的具體指標。例如，「創新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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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標準應強調科技須對本地經營環境和應用場景具有適應

性，並要求申請團隊就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的獲取情況等做出

披露；在「項目成果的商品化機會」中，可訂明須就項目未來一

段時間的業務/銷售額以及盈利狀況作出預算；以及對「項目能否

配合政府政策或對整體社會有利」可列出更詳細的提示，包括能

否對國家和本港科創產業發展產生正面作用、能否對本地經濟和

就業帶來實際和潛在的貢獻、以及是否有助本地工業和實體產業

攻克技術瓶頸和經營上的問題等。 

此外，本會亦建議應調高「項目成果的商品化機會」標準的

權重至40%，同時調低「創新及科技內容」的權重為30%，以突

出計劃旨在推動「從一到 N」的科研成果轉化和產業發展的定位。 

7. 「產學研1+計劃」應開闢多方面的渠道讓本地企業特別是廠商參

與。除了鼓勵業界特別是工業界透過「業界贊助」的渠道注資入

股初創企業之外，亦可由創新科技署牽頭推動業界與申請公司締

結研產銷合作與策略聯盟，以及開展類似工貿署「中小企業營商

友導計劃」的師友配對計劃等，藉此將業界的優勢資源導入「計

劃」，提升本地研發成果商品化的成功率以及技術擴散的效益。 

2022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