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
（26日）發表新一份財政預

算案，表示人工智能是加速培養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香
港當前正處於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節點，政府會全力發
展AI關鍵產業。陳茂波表示，政府已預留10億港元，成
立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促進人工智能上游研發、中下
游成果轉化及應用。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預留的10億元是創立首五年的
開支，主要用於研發人員開支和成果轉化等，調研不會
包括在這10億元內。

大公報記者 陳煒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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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AI產業 預留10億設研發院
促進上游研發 中下游成果轉化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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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案

創科篇

支持創科重點舉措
•預留10億元設立 「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

•今年內推出 「製造及生產線 『升』 級支援先導
計劃」 ，預留1億元，按政府與企業1:2配對比
列，為企業提供最多25萬元資助

•就籌建第三個InnoHK研發平台邀請院校提交建議書
•籌備100億元 「創科產業引導基金」 ：正邀請相關機

構提交意向書，並計劃於年中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 「設立生命健康研發院資助計劃」 ：正邀請院校

提交建議書
•港投公司今年舉辦首屆 「國際機器人大會」

和 「國際人工智能青年科學家論壇」
•港交所籌備開通 「科企專線」 ，

便利相關企業準備申請
上市

2024 年 施 政 報 告 指 出 ，
「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 目前

匯聚了本地和全球各地約2500名科
研人員，並已開展籌備建設第三個InnoHK研發
平台，財政預算案提到將邀請院校提交建議書。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第三個InnoHK與前兩個有
所不同，Health@InnoHK聚焦於與醫療相關的各
種科技，而AIR@InnoHK平台則專注於發展人工
智能機械人科技。第三個InnoHK將目光投射於
先進製造、材料、能源及可持續發展方面。

消息人士透露，第三個InnoHK研發平台即
將在3月邀請院校提交建議書，並提供5或6個月

時間讓學校撰寫，預計明年年初公布最終的結
果。

正研發月面作業機械人
此外，消息人士表示，政府已在InnoHK下

成立香港太空機械人與能源中心，目標是研發一
款多功能月面作業機械人，為國家嫦娥八號任務
貢獻關鍵力量。據了解，該研究中心將獲得政府
約3億至5億元的資助，支持多所院校合作研發出
月球表面多功能機械人以及流動充電柱。該項目
由科大牽頭，港大、中大、理大、城大、上海航
天技術研究院共同參與研發。

第三個InnoHK平台 聚焦先進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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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財政預算案提
到，政府在今年內會推
出為期兩年的 「製造及

生產線 『升』級支援先導計劃」，
已為其預留一億元，預計可以惠及
400個企業、上千個生產商。

政府近年致力推動香港新型工
業化發展，於去年優化了 「新型工
業化自主計劃」，自主在港建立的
新智能生產線超過100條，並在去
年9月推出了100億港元的 「新型工
業加速計劃」，為企業提供配對資
助。

在資助金額方面， 「新型工業
化自主計劃」的資助上限為1500
萬， 「新型工業加速計劃」的最高
資助金額為2億元。而今次新推出的
「製造及生產線 『升』級支援先導
計劃」，政府將會按一比二的比
例，向每家在港營運生產線的企業
提供最高25萬元的資助，協助他們
訂立智能生產策略，以及為現有生
產線引進先進技術。

每家企業最多可獲25萬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 「製造及

生產線 『升』級支援先導計劃」的
申請門檻相對較低，在本港具有實
際生產線、營運一年的所有製造業
都可以申請。消息人士表示，與現
有的兩個新型工業化相關的資助計
劃相比，本次提出的資助計劃屬於
小規模生產，主要針對中小型企
業，即在其現有的生產線中加入智
能裝置，如實時監控等提升生產效
能，預計每條生產線所需成本在50
至100萬元。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有關企業
可以同時申請多個計劃，相關部門
會根據其生產線情況決定是否讓其
通過審批。此外，據消息人士透
露， 「製造及生產線 『升』級支援
先導計劃」將會先推出先導計劃，
觀察市場反應進而再進行具體的調
整。

▲在 「新型工業化自主計劃」資助下，有飲品生
產商升級智能生產線。

配對
資助

▲數碼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的運算速度，將會在今年內逐步提升。

▲▼InnoHK首兩個研發平台，專注發展人工智能機械
人和醫療相關的各種科技。

▲InnoHK是特區政府的重點項目，旨在將香港發展成為環球科研合作中心。

▲政府現時推行兩個新型工業化相關資助計劃，
發展本地先進製造業。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宣布多項創科及企業支援
措施，將人工智能作為關鍵產業，推動人工智能
的應用。為引導及助力香港的人工智能創新研發
和產業應用，政府預留10億元成立人工智能研發
院。陳茂波表示，數字政策辦公室將會制定研發
院的成立安排和具體目標，旨在促進人工智能上
游研發攻關，中下游成果轉化及開拓應用場景。

消息人士表示，隨着全球AI競爭白熱化，從
國家戰略層面來看，AI的發展已成為一個關鍵領
域。香港目前AI發展勢頭強勁，在AI產業的布局
及部署上，政府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領頭的研發
院去聯繫本港的研發力量。人工智能研發院的成
立，則是希望可以在未來引領和推動香港人工智
能生態圈的整體發展。

最快26/27年度成立
消息人士表示，研發院會借鑒國家或者其他

地區的發展規劃，預計最快會在2026/27年度成
立。他還透露，政府投入的10億元資金將作為研
發院成立後首5年的營運開支，將重點用於研發人
員的開支以及成果轉化，而調研開支方面則由數
字辦承擔。至於研發院的具體架構、定位與規
模，消息人士表示，政府相關部門仍在研究、商
討中。

超算中心年內提升算力
另外，於去年12月正式投入使用的數碼港人

工智能超算中心，其運算速度將會在今年內逐步
提升至每秒浮點雲端三千千萬億次。據政府消息
人士透露，現階段超算中心的運算速度為每秒浮
點一千三百萬億次。至於超算中心的盈利，消息
人士表示，現階段的主要目標是收回成本。當前
的發展重點是可以將超算中心推廣給更多的科研
機構去租用算力，盈利則是中後期的發展計劃。

此外，政府去年十月宣布撥款30億元，通過
數碼港推行為期三年的 「人工智能資助計劃」 ，
主要用作資助本地院校、研發機構及企業等五類
合資格單位善用超算中心的算力。消息人士表
示，目前初步審批通過了5個項目。

業界紛紛支持政府發展人工
智能（AI），成立香港人工智能
研發院及加強人工智能超算中心

的建設。立法會議員黃錦輝表示，樂見財政預
算案將創新科技置於核心位置，認為預留10億
元資金成立人工智能研發院是為本港AI發展增
加動力。黃錦輝建議優先在教育、醫療、社會
福利等領域推展AI應用的工作。但他也指出，
當前的AI政策仍缺乏全面籌劃，黃錦輝督促政
府制定整全的發展策略，並按部就班實施。

嶺南大學數據科學學院署理副院長、人工
智能學部教授及負責人謝浩然高度認同財政預
算案的資源投放，但他認為香港應該超越基礎
設施建設，向 「技術標準輸出」 戰略轉型，例
如將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納入 「東數西算」 工
程，探索跨境算力交易機制等。

香港科學院（港科院）及香港青年科學院
（青科院）支持度財政預算案中對本港科創發
展的措施，特別是在進一步開發人工智能、生
物科技和數據科學的研究和產業化。港科院和
青科院均認為，促進產學研合作及深化本港與
大灣區、國際間的科技交流，對於發展科創有
重要作用；建議政府整合資源，建立有效的交
流平台，同時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和技術轉移政
策，促進科技成果的市場應用，保護創新者的

權益。
數碼港人工智能超

算中心已於去年底投入
服務，並透過人工智能
資助計劃批出五個研發項
目。香港數碼港主席陳細
明表示，數碼港作為香港數
碼科技旗艦及人工智能加速
器，將積極配合特區政府的發展
策略，以人工智能超算中心作為驅動
人工智能生態系統的引擎，提升香港在不
同科研及應用領域的研發能力，同時吸引海內
外初創企業及科研人才來港，助力香港發揮基
礎科研及國際化的優勢，以實現國際人工智能
和創新科技中心的願景。

議員倡制定整全AI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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