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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自任职以来展现出致力推动本地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决心并投入

大量资源和精力。本文以本届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 4 份财政预算案为基础，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其进

行解构分析，从特区政府角度考察香港科技创新发展政策的侧重点及当前发展趋势。研究发现，本届

特区政府在支持香港有关科技创新发展政策上侧重于关注资金投入、平台建设、人才培养、企业研发

及 STEM 教育 5 个方面，逐步形成以发展自身优势科研领域，打造智慧城市，争夺全球科技人才，引领

经济转型升级为主的科技发展趋势。最后，针对香港目前面临的发展困局，提出了推动政策落实、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国际化平台等推动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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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创新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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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知名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香港的科技创新发展具有优越的基础条件和不可估

量的潜力，非常值得关注。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科技创新浪潮席卷全球，特区政府也更加重视科技

发展，这在香港近年来的政府财政预算案中得到充

分体现。《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一般由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制定，并且于每年 4 月 1 日

政府财政年度开始前在香港立法会宣读 [1, 2]。

从 2018 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

已发布 4 份财政预算案（2018—2021 年），每份

从上一年度经济回顾、本年度经济前瞻与中期展望、

预算案措施等方面系统介绍特区政府对香港未来的

看法、发展方向及财政预算情况。从预算案中可以

看出，香港政府正在积极通过政策投放资源，多管

齐下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及应用，愈发提高对科技

创新的重视程度。

1　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政策的

　……侧重点

一直以来，香港的综合竞争力在世界上名列前

茅，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竞争

力指数 2019》[3] 中综合排名世界第三位，报告中

明确指出，香港最大的弱点就是其有限的创新能力。

2017 年，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林郑月娥在《行政长

官 2017 年施政报告》[4] 中指出，科技创新是具优

势、有潜力的新兴产业，香港凭借“一国两制”、

地理位置、科研实力、金融服务等优势，加上国家

“十三五”和“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带来的机遇，

有条件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为此提出了加强

科技创新发展的八个方面。遵循行政长官提出的八

个方面，特区政府聚焦优势领域 [5]，在每份预算案

中专门写有《创新科技》一章，预留资金支援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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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自 2018 年起已提供过上千亿港元支持

一系列发展科技创新的措施 [6]。特区政府根据香港

发展特点，从资金、平台、人才、企业、教育等方

面各有侧重地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1.1　科研资金投入

1.1.1　增加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例

多年来，香港的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例在全

球范围内相对较低，与中国内地以及全球竞争力排

名前 10 的部分经济体都相距甚远（见表 1）。

2018 年起，特区政府以 5 年内实现研发投入

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 1.5% 为目标，不断向创新

及科技基金增加注资金额，2017—2018 年度注资

15 亿港元，2018—2019 年度增加至 100 亿港元，

支援现有各项资助计划持续运作，推动香港研发活

表 1　部分国家 / 地区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例（单位：%）[7] 

年份 中国香港 美国 荷兰 日本 德国 中国内地 全球平均

2016 0.79 2.76 2.00 3.16 2.92 2.12 2.13

2017 0.80 2.82 1.98 3.21 3.04 2.15 2.14

2018 0.86 2.84 2.16 3.26 3.09 2.19 2.27

动 [8]。随着资金投入的增加，香港的科研竞争力逐

步提升，2020 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

球创新指数》中排名达到第 11 位（见表 2）[9]。

1.1.2　增加科技应用研发投入

新平台和孵化基地建设 [14]。为推动香港优势科技

领域发展，特区政府建立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

台，2018 年投入 100 亿港元支持在香港科学园建

设医疗科技创新平台和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科技创新

平台，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伦敦帝国学院、伦

敦大学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内的顶尖学府已

有意向进驻两个平台。下一步计划建设第三个研发

平台，通过汇聚全球各地顶尖科研人员，进行世界

级、有影响力的科研合作 [5, 15]。

1.2.2　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

科研基础设施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和物质条

件 [16]。特区政府支持各类孵化基地等科技创新服

务平台建设，陆续成立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数码

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等，并拨款兴建科研基建和

设施 [17]。2019 年，香港科学园扩建计划第一阶段

完工，提供约 74 000 平方米的额外楼面面积；数

码港已建立了一个超过 1 500 间初创企业和科技公

司的数码科技生态系统；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按计划

将提供最多 120 万平方米的总楼面面积，这是香港

历来最大的科技创新平台，也是推动本地研发及再

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设施 [5, 8, 15]。

1.3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1.3.1　培育本地科技创新人才

香港的研发人才数量相对较少，每百万人口

研究人员数低于全球竞争力排名前 10 的经济体（见

图 1）[13]。为训练和汇聚更多科技人才，特区政府

表 2　香港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情况 [9-13]

年份 全球创新指数

2016 14/128

2017 16/127

2018 14/126

2019 13/129

2020 11/131

香港高校以基础研究为主，特区政府计划从

2019 年起连续 5 年，额外拨款不少于 8 亿港元（1 港

元≈ 0.8 元人民币）用于为指定大学技术转移处、

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以

及国家工程技术中心香港分中心提供资助，鼓励进

行更多科研及研发成果转化工作 [8]。这项政策填补

应用研究与市场之间的技术转移缺口，推动香港科

研机构依托内地庞大的市场，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机遇，为本地经济发展寻找新出路。

1.2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1.2.1　建立香港优势领域交流平台

香港一直以来都拥有良好的科研基础设施，

从 2018 年起更是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各类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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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多项措施。2018 年，特区政府预留 5 亿港元用

于落实科技专才培育计划，推出“研究员计划”及

“博士专才库”，并通过增加津贴、延长资助期限

等方式吸引更多当地毕业生投身科技创新行业；并

且从 2018 年起持续推行“再工业化及科技培训计

划”，资助本地企业人员接受高端科技培训 [5, 8]。截

至 2020 年 2 月底，“研究员计划”已资助近 4 800 名

大学毕业生投身科技创新行业，资助总额约 12.8 亿

港元，“博士专才库计划”已资助近 920 名博士后

专才在研发岗位工作，资助总额约 5.3 亿港元；

2020 年 7 月，两项计划整合为“研究人才库”[18, 19]。

截至 2020 年底，“再工业化及科技培训计划”共资

助约 3 440 名本地企业人员接受培训，总资助额约

2 560 万港元 [20]。在政策支持下，这些计划造就了

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优化了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

图 1　2017 年各国 / 地区每百万人口研究人员数（FT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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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引进国际高水平人才

2018 年，特区政府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计划”，

加快输入科技人才到香港从事研发活动。2020 年，

该计划经过优化，涵盖的科技范畴由 7 个增至 13 个，

新增的 6 个范畴包括 5G 通信、数码娱乐、绿色科技、

集成电路设计、物联网、微电子等科技新兴领域。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已批

出 334 个配额，有效帮助科研机构或公司从世界各

地吸纳香港缺乏的科技人才 [18]。

1.4　企业创新能力

1.4.1　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特区政府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从 2018 年

起为企业符合政府要求的研发开支提供两级制额外

税务扣减，首 200 万港元研发开支可扣减 300% 税

务，余额亦可扣减 200% 税务，从而带动香港高学

历、高技能人士就业 [5]。截至 2020 年，香港科技

园公司就业人口为 13 000 余人，其中 9 000 余人从

事科研相关工作 [22]。

1.4.2　鼓励企业升级转型

 2017 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成立创

新、科技发展与“再工业化”委员会，统筹香港的

创新及科技发展，以及香港“再工业化”的进程 [23]。

特区政府借助科技创新驱动再工业化，推出多项

政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

点 [24]。2020 年，政府注资 20 亿港元推行“再工业

化资助计划”，以配对形式资助生产商在香港设立

新的智能生产线 [15]；推行“科技券计划”，支援企

业或机构使用科技服务和方案，以提高生产力或

升级转型 [25]。香港逐步从服务型经济迈向知识型

经济，科技创新类企业蓬勃发展，科技创新环境

显著提升。截至 2020 年底，香港本地的初创企业

由 2014 年的 1 000 多家增至 3 300 多家，所聘用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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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由 2 000 多增至超过 12 000 人 [26]。

1.5　STEM 教育

1.5.1　培养科技创新兴趣及创新思维

STEM 教育一般被认为是香港创新与科技发

展中的弱项 [27]。特区政府为改善此状况做出大量

努力，2019 年投入 5 亿港元在未来 3 个学年推动

“中学 IT 创新实验室”计划，向每所受资助中学

提供 100 万港元，让学校自行购置所需的信息科技

设备和专业服务，以及举办更多相关的课外活动，

培育对科技创新有兴趣并具创新思维的青年人 [8]。

2018 年，“香港 STEM 教育联盟”成立，在 2019 年

与国家教育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科技部中国科

学技术交流中心联合组织举办“未来工程师”博览

活动 [28]。2016 年起，在国家科技部支持下，团结

香港基金连续三年举办“创科博览”，为香港市民

提供了近距离接触国家顶尖科学技术的机会，让市

民得以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内地与香港的科技成就和

机遇。

1.5.2　增加 STEM 相关学位和岗位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经济建设、社

会进步和人类进步的各个领域，STEM 知识普及，

对于每一个人的生活或工作都同样重要 [27]。特区

政府于 2020 年推出“创科实习计划”并预留 4 000 万

港元，为香港本地大学 STEM 课程的本科生及研究

生安排短期实习 [15, 29]。目前，该计划已吸引超过

1 500 名大学生和 800 多家机构参加 , 并得到高度

评价，绝大部分学生在完成实习后，更加深入了解

科技创新行业并有意愿将来投身于相关工作 [30]。

2018—2019 学年，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

与 STEM 有关的学位共超过 35 000 个，比 5 年前

增加 16%，为科技创新发展培育新鲜力量 [15]。

2　香港科技创新发展趋势

2.1　目标明确，定位突出

本届特区政府对于香港的科技创新建设定位

十分明确。行政长官在 2017 年的《施政报告》[4]

中指出香港绝对具备条件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在 2020 年《施政报告》[31] 中将“发展香港成为国

际创新科技中心”独立成章，表达了香港发展科技

创新的决心。2018 年发布的《香港预算案》[5] 聚

焦于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等

香港四大科研优势领域，重点投入充足资源，辅助

香港科技创新发展。

2.2　加快打造智慧城市

特区政府于 2017 年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蓝图》，

围绕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环境、智慧市民、

智慧政府及智慧经济 6 个重点方面提出 76 项措施，

利用创新科技应对城市管理挑战，改善市民生活，

增强香港吸引力，实现可持续发展。2020 年 10 月，

特区政府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蓝图 2.0》，进一步

提出超过 130 项智慧城市措施，推动智慧城市发

展 [32]。2019 年和 2020 年发布的《香港预算案》[8, 15]

针对智慧城市建设的不同方面预留资金，充分运用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

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3, 34]。

2.3　建设科技人才“蓄水池”

发展知识型经济，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香港

在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有 6 所

世界排名前 500 的大学及较强的基础研究能力 [35]，

但是由于相关就业岗位缺乏，难以留住科技人

才 [36]。为此，特区政府预留大量资金在 STEM 教育、

科技专才培育、科技人才引进等方面布局“人才攻

坚战”，为香港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后备军、生力军

和主力军。

2.4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

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

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

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37]。”回归

后的香港经济发展在向知识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知识、技术和人才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

素 [38]。近年来，香港一直积极借助创新和科技驱

动“再工业化”，预留资金发展各项资助计划，推

动香港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8, 24]。

3　政策建议

3.1　强化顶层设计，抓好政策落细落实，提升香

　　 港的科技创新水平

香港基础科研实力深厚，法律、知识产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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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转化等配套服务体系健全。21 世纪之初，

香港曾出台一系列计划推动研发创新，但由于缺少

顶层设计、长期规划和内部共识，许多设想在落地

过程中走样，如香港数码港沦为房地产项目 [39, 40]。

香港在未来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应从全局

的角度统筹谋划，注重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执行力，

通过强化内地与香港科技创新协同机制，推动中央

财政科技计划对港开放、人类遗传资源样本过境香

港、内地与香港联合资助研发等国家对港科技政

策以及智慧城市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杰

出创科学人计划等香港本地科技政策有序落地实

施，促进香港更好地激活自身优势资源，融入国

家科技创新体系。 

3.2　打破行政壁垒，助力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及“一带一路” 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

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湾区内各

城市在科技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上存在

较大差异 [41]。要想真正发挥“香港所长”，就要

注重在资金使用、人才流动、资源共享等方面突破

行政地域壁垒，从“超级联系人”转向更加积极的

“参与者”，抓住大湾区建设机遇，为自身创造更

有利的条件，最终成为“受惠者”。同时香港可发

挥自身优势，助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区，将参与大湾区建设与“一

带一路”建设进行对接，形成科技创新合作新模式。

3.3　发挥国际化优势，推动香港建设国际科技创  
　　 新平台

香港的国际化程度高，且“一国两制”使其在

引进海外团队、开展合作研究等方面具有更多弹

性 [39]。搭建适合科研交流合作的国际化平台能够

推进香港科技创新发展。同时，可依托香港的国

际化优势与内地开展合作，加强内地与香港科研

机构的联动，加大内地与香港高校、科研机构、

孵化基地之间的合作力度，加强在港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管理，

探究内地与香港科技创新合作新平台。

4　结语

综合来看，本届特区政府对香港科技创新发

展付出了诸多心血，投入了大量资金资源，统筹

推进香港在科技研发、科研基建、创新人才、科技

创新企业、科普教育等方面全方位发展，促进香港

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蓄势待发，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香港特区应继续巩固自身对外开放、金融贸易等

优势，从全局高度谋划科技创新发展，抓住国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机遇，

优化跨区域创新合作与交流机制，强化自身在高

新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水平，打造有影响力的国

际创新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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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Hong Kong:  Based on the 2018—2021 Hong 

Kong Budget
FENG Xiao-ru, GUAN Hai-bo, LI Yan, WANG Tao, XU Hong-bin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Center, Beijing　100045)

Abstract: Since taking office, the fifth-term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has demonstrated a strong commit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put in a lot of resources and efforts in this regard. Based on the 4 budgets released by the current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this paper uses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foc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Hong Kong 
governmen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urrent government focuses 
on 5 aspects: funding, platforms, talents, enterprises, and STEM education. Hong Kon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have shown the following trends: developing research strengths, improving urban governance, 
competing for global talents, and staying ahead of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commend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uch as promo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tegrating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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