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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料將公布「策略性創科基金」細節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指出，支持香港建

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下周三將發表其任內首份施政報

告，有消息人士向香港文匯報透露，

報告將就早前設立的50億元「策略性

創科基金」公布更多細節，相信基金

會進一步加碼。同時，基金的運作模

式會突破以往孵化培育類基金的使用方

式，或會直接投資、投資基金、母基金，

類似「初級版的淡馬錫」，惟最終定案要待施

政報告揭曉。有立法會議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支持政府為香港創科產業長遠發展更

「大膽」投資。有議員建議政府應直接或設立自己的機構

參與投資，以規避委託投資者將短期投資回報作為主要考慮

的問題，有議員則建議政府與專業創投公司合作，「強強聯

手」，助力提升創科長遠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藍松山

創科基金擬加碼
投資模式研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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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在《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將「未
來基金」對「香港增長組合」的分配增加100億

元，其中50億元會用作成立一個新的投資基金「策略性
創科基金」。政府今年6月表示，正進行相關籌備工
作，並會邀請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物色對香港具有戰略
價值的科技企業，以及豐富創科生態的投資機會。該基
金各方面的細節，估計將於下周三的施政報告揭盅。有
消息人士向香港文匯報透露，該基金擬交予科技園等打
理，有可能會用於直接投資、投資基金、母基金等等。

將帶動海外投資 可達到槓桿效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為，特區政府應與有經驗
的專業創投公司合作，如專門投資生物科技、生命科學
等的投資機構，不但可以藉助他們在該領域上的經驗，
提升投資的效益，還可以藉助他們的關係，帶動更多內
地及海外的投資機構、私人基金、國家基金等，與特區
政府合作共同投資，以及用好合作夥伴的專業知識、關
係網絡、技術夥伴，從而引領香港創科企業開拓國際市
場經驗，同時帶動海外投資者對香港的一些長遠項目進
行投資，達到槓桿效益，令資本增值。
早前在立法會提出「善用『未來基金』及『香港增長

組合』，推動產業結構多元化」議員議案的立法會議員
洪雯認為，港創投應該根據香港整體發展藍圖及頂層設
計投資，例如新加坡淡馬錫，會根據新加坡未來發展方
向，在各方面進行投資，從而配合新加坡整體發展策
略，但「策略性創科基金」只是就創科範疇進行投資，
難以契合香港整體發展。她並期望港創投不局限於投資
香港企業，而是在全球範圍投資，並在投資後為香港帶
回所需的技術、人才、以及適合香港發展的企業，從而
令香港發展更多元化。
她期望港創投可為投資的公司提供增值服務，例如幫

投資的企業尋找土地、培養人才、提供入境簽證、尋找
上下游配套產業、提供營商經驗等；期望港創投能收集
更多行業的最新訊息，了解行業趨勢，並反饋到政策制
訂的範圍中，成為政府同創投機構之間的旋轉門，讓人
才可以雙方流動。
洪雯認為，設立「策略性創科
基金」是一個進步，但期望特區
政府未來再行多一步，讓港創投
成為政府直接的金融工具，協助
政府塑造香港新經濟結構。

倡扶持長線項目
勿偏重短期回報
立法會科技創新界議員

邱達根認為，特區政府
過去雖然有充足的外
匯儲備，但一直避免
直接參與業界的
投 資 。 然
而，在自由
市場上的投
資者往往以
純商業的角
度考慮，故

更願意投資短期高回報的項目，一些對香港未來
發展意義重大，需要長期投資的項目，如晶片、科研
成果轉化等創科行業就無人問津，長遠不利於香港培養
人才及科研成果轉化。
他建議特區政府未來可直接投資對香港長遠發展有幫

助的項目，而非純粹委託投資者，以免將短期投資回報
作為主要考慮。
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指出，過去特區政府往往會找專業
的投資機構進行投資，而管理者並非政府內部機構，可
以充分利用專業人士的優勢，但同時管理者可能會更多
考慮個人或公司利益，未必把香港未來發展作為第一考
慮要素，違背「策略性創科基金」長遠提升香港的生產
力和競爭力的原意。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設立自己的機構，以類似於新加

坡淡馬錫的方式進行投資，一來可讓投資的方向更契
合特區政府的政策，讓社會能及時培養出對應的人
才，二來特區政府的主導可在產業引導上為業界帶來
明確方向，加上香港本身具備的法治及「一國兩制」
優勢，有助於內地及海外大企業對香港的發展前景
更有信心，從而吸引更多行業龍頭企業落戶香
港，帶動行業發展。
吳傑莊表示，特區政府早前表示會用50

億元成立「策略性創科基金」，但作
為主導機構的話，50億的投資金額
相對不足，希望特區政府為了香
港長遠的發展而更「大膽」
些，甚至可投放十倍的數
額，增強對香港創科
發展的支持。

政府直接參與創投政府直接參與創投
助吸更多資金人才助吸更多資金人才

業界回應

◀下周三施政報告
或將公布 50 億元
「策略性創科基
金」更多細節，據
悉該基金擬交予科
技園等打理。圖為
香港科技園。

資料圖片

多位風
險 投 資 專

家、初創企業家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支持特
區政府以配對基金、有限

合夥形式直接入股等方式帶
頭支持本地創投，並相信在「政

府支持」、共擔風險，讓各地風險
投資基金對投資香港創科界更有信心。

他們建議特區政府參考內地相關創投基金
的成功經驗，提高配對基金中政府的投資
比，縮短相關計劃審批時間，鼓勵更多人
才投身初創。

冀與其他資本共擔風險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斑馬星
球聯合創辦人洪為民表
示，成功的初創投資回
報足夠大，然而風
險不低，故很少
從事風險投
資的基金
會 想
獨

享回報，反而希望有其他資本一起共擔風險。特
區政府若能更直接參與本地創投，將能為香港創
科界吸引更多風險投資。
對特區政府應如何參與創投支持本地初創，他

表示，除了可以配對基金等形式，跟隨私人投資
支持初創企業外，亦可透過有限合夥形式直接入
股支持，以更高效地應對市場變化，亦與風險投
資一般。
提到新加坡營運國有企業「淡馬錫」的成功方

式是否值得仿效，洪為民認為，當地的公務員制
度設有薪酬激勵機制，若負責投資的官員表現優
異，將獲具彈性的大額獎金或加薪，薪酬與績效
掛鈎。反之，香港現行公務員並無相關獎勵機
制，在「多做多錯亦沒獎」下，對使用公帑投資
的思維自然會相對保守，故認為香港官員短期內
不宜直接參與初創公司的管理，而應參考「深圳
天使母基金」及「深創投」等由深圳市政府投資
的初創投資基金的成功經驗。
香港軟件行業協會會長錢國強表示，香港發展

生物科技、智慧城市等創科產業潛力龐大，然而
藥物研發等產業在初創階段難見成績，涉及關鍵
公共服務、治安及國家安全等科技亦或需由本地
自主研發，難以吸引專業的國際風險投資者支
持，亟需特區政府扶持，故香港創科界一直爭取
特區政府更直接、積極參與創投，比如提高配對
基金中政府的投資比。
他指出，特區政府一些現行的創投計劃都是以

支持個別項目為單位，需要申請方提供原型機
等，證明該項目能成功，就如核數般嚴謹，卻讓

一些較長遠的項目未必能成功申
請，建議特區政府參考內地類似
項目的做法，以「風投思維」，直接投資
符合相關資格及具潛力的初創團隊。

鼓勵初創企業邁第一步
香港再生醫學有限公司主席施明耀表示，並非

每間初創企業都懂得融資，並真的能夠成功覓得
投資者支持，故希望特區政府更直接、積極參與
創投，相信除了能令有潛力的本地初創企業能有
更多發展機會，亦能鼓勵更多原本從事大學科研
等人才投身初創，讓大家能「不怕萬事起頭難，
勇敢邁出第一步。」
他相信，就算寂寂無名的初創企業，只要有幸

能得到特區政府以不同方式帶頭注資，亦能產生
「政府支持」的效應，吸引各地商界私募基金來
港投資初創。
施明耀表示，很多初創企業都與時間競賽，且

生命周期短暫，一般私募基金都能在三四個月內
決定是否作出投資，若特區政府能直接參與創
投，定要構建好完善的審批機制，確保有關流程
高效，不失時機，故建議可將遴選企業或項目的
準則、企業接受注資後的限制或報銷開支的機
制等公開透明化，期望特區政府能在平
衡善用公帑投資下，給予合作的初創企
業適當的管理及決策自由，讓他們
有更大空間自己發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書蘭

▶「策略性創科基金」
運作模式料將有突破，
可能會用於直接投資、
投資基金、母基金等
等。圖為中科院香港創
研院研發的手術機器人
系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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