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夥「引進重點企業辦」延攬國際創科領軍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金文博）施政報告提

出要壯大創科人才庫，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推出
額外措施吸引海外專才和投資的同時，也會持續培
育本地人才，包括與「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合作
引入國際創科領軍人才，同時亦會優化現有科技人
才計劃，並增加住宿支援，及在大學階段提供更多
創科實習機會。
針對國際創科領軍人才方面，施政報告提出要
與「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合作，以針對性特別
配套措施，吸引優秀創科人才帶同其業務或科研

成果落戶香港。至於現有的「科技人才入境計
劃」及「研究人才庫」計劃亦會優化；前者會撤
銷需要同時聘用本地僱員的要求，並延長配額有
效期至兩年及涵蓋更多新興科技範疇；後者聘用
研發人才的科研機構和創科企業會增加約10%資
助，並額外為持博士學位的科研人才提供生活津
貼。

科學園附近建約500宿位「創新斗室」
住宿支援是創科人才的重要配套，施政報告指將

興建更多創科人才住宿空間，包括在科學園附近建
造新一座約500個宿位的「創新斗室」，以及在港
深創科園提供住宿空間，亦會增加規劃彈性，提供
可容納更多創科人才的住宿空間，配合新田科技城
的發展。

創科實習計劃料2027年增至5000人
近年推出的「創科實習計劃」亦會優化，除了本

地大學外，計劃亦會為港校於大灣區內地城市所設
分校，和海外修讀STEM相關課程的大學生提供本

地創科實習機會，參與人數料會由今年3,000人增至
2027年的5,000人。
另外，李家超指特區政府會繼續建設智慧香港，

提升市民生活質素，包括於兩年後讓政府服務全面
電子化，以及三年內全面採用「智方便」提供一站
式數碼服務，實現政府服務「一網通辦」，亦會積
極開放政府數據和鼓勵公私營機構開放更多數據，
供業界創新應用。另外，也會透過修改法例，指明
新建樓宇須預留空間裝設流動通訊設施，進一步擴
展5G網絡。

為全速引領香港實現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願景，最新
施政報告提出四大策略，包括完善創科生態圈、壯

大本地和海外創科人才庫、建設智慧香港，以及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推動香港創科發展更上層樓。李家超表
示，特區政府會在今年內推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
圖」，就四大發展方向制訂重點政策。

推動「從一到N」科研成果轉化
就施政報告提出的「產學研1+計劃」，李家超指，計
劃希望能激勵產學研協作，進一步推動「從一到N」的
科研成果轉化，而受惠獲配對資助的100支有潛質成為
初創企業的大學研發團隊，會分兩期完成其項目：第一
期是三年內成功把科研成果轉化落地，第二期是隨後兩
年內把科研成果商品化。政府消息人士補充指，每支研
發團隊可獲最多一億元，相信對初創企業的初中期發展
有較大幫助。

目標未來五年吸逾百創科企
作為創科生態圈重要的科技產
業發展，施政報告提出會積極向
內地和海外推廣香港的新機
遇，包括聯同「引進重點企
業辦公室」，配合50億元
「策略性創科基金」及新
增的創科土地和空間，聚
焦吸引生命健康科技、人
工智能與數據科學，以及
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
產業的優秀企業和人才落
戶香港。
李家超說：「我們的目標
是未來五年吸引不少於100間
具潛力或代表性的創科企業在港
設立或擴展業務，包括至少20間
龍頭創科企業，為香港帶來過百億元
的投資，並創造以千計的本地就業職
位。」
政府消息人士補充指，包括空中巴士和波音公司
等都是「龍頭」創科企業例子，當局會以企業的市場佔
有率、核心關鍵科技、網絡、優勢特色、不易被取代以及
公認為領先等指標作考量。

設「工業專員」統籌督導「再工業化」
此外，施政報告亦提出設立「工業專員」，專責統籌和
督導「再工業化」的策略工作，協助製造業利用創新科技
升級轉型，同時會研究在大埔創新園興建第二個先進製造
業中心，及支援更多企業轉向智能生產，目標是將智能生
產線由目前約30條在五年間增加至超過130條。
在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李家超指落馬洲河套區
港深創科園是港深創科合作的橋頭堡，將於2024年落成
提供土地和空間予創科發展，香港會在「一區兩園」的基
礎上，與深圳深度合作，以創新、專屬、專項方式研究試
行創科合作跨境政策，「我們會積極吸引海內外創科企業
進駐港深創科園，成為構建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
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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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生命健康科技AI等產業 冀創造數以千計職位

A9

激勵產學研協作
百億資助百團隊

創新科技是激活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

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發表施政報告，提出四

大策略推動香港的創科發展更上層樓。其中在完

善創科生態圈及實現香港「再工業化」方面，施

政報告提出設立100億元「產學研1+計劃」，

配對資助不少於100支有潛質的大學初創研發團

隊，以激勵產學研協作，推動「從一到N」的科

研成果轉化和產業發展。另外亦會聚焦吸引生命

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產業，目標是未來五年吸

引不少於100間創科企業，包括至少20間龍頭

創科企業在港設立或擴展業務，帶動百億元計的

投資及創造以千計的本地就業職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金文博

◆「創科創投基金」吸引的累計私人投資，
由今年17億元增至2027年不少於40億元

◆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早期初創企
業的總數，由今年330間增至2027年600間

◆ 「再工業化資助計劃」資助智能生產線累
計總數，由今年約30條增至2027年超過
130條；產生技術就業機會由260個增至
超過1,050個；私人投資配對金額

由約3.4億元增至不少於13
億元

創科KPIs要點

創科金融措施
◆今年內推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就四大發展
方向，包括完善創科生態圈、壯大創科人才庫、建設
智慧香港，及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制訂重點政策

◆設立100億元「產學研1+計劃」，配對資助100
支大學初創研發團隊把科研成果轉化落地

◆未來五年吸引100間具潛力或代表性的創科企業在港
設立或擴展業務，包括至少20間龍頭創科企業

◆設立「工業專員」，專責統籌和督導「再工業化」的
策略工作

◆優化「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撤銷聘用本地僱員的要
求、延長配額有效期至兩年；「研究人才庫」增加約
10%資助

◆增加住宿支援，在科學園附近建造新一座「創新斗室」

◆擴展「創科實習計劃」

◆與內地探討內地數據向港流通安排，共同推動大灣區
智慧城市協同發展

◆明年修例，指明新建樓宇須預留空間裝設流動通訊設
施，進一步擴大5G網絡

◆修改主板上市規則，便利未有盈利或業績支持的先進
技術企業融資；構思活化 GEM（前稱創業板），讓
中小型及初創企業更有效融資

◆爭取短期內在南沙、前海等成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

◆提交修訂條例草案，為合資格家族辦公室提供稅務寬免

◆2024年推行保險業風險為本資本制度，緊貼國際標
準；並就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計劃的建議展開公眾諮詢

資料來源：2022施政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對於施政報告提及「再
工業化」的政策，老字號藥廠「保心安」第三代傳人郭子
明昨日表示，有留意政府「再工業化」的政策，例如是大
埔創新園先進製造業中心等地方，但如要進駐該些園區，
他會考慮多方面因素，例如是租約年期、租金、樓宇面積
及結構是否適合放置大型生產機器等，這些都是影響是否
進駐園區的因素，「當中最關心的租約年期問題，當然租
約愈長愈好，但通常做法是租幾年後再傾續租，一旦未能
成功續租就會影響公司發展步伐。」

藥廠：關注創新園區租約年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施政報告提出，金融
服務業是香港最大支柱產業，將採取措施提升香港金
融服務的競爭力。報告提出多項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的措施，包括提升融資平台國際化，修改主板
上市規則以便利尚未有盈利或業績支持的先進技術企
業融資，目標在明年推出新上市機制。同時，會強化
香港作為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優勢，並加強互聯
互通等等。
就施政報告的相關措施，香港金融發展局相信能有效

提升本港長遠的競爭力，並增強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
能力。
金發局主席李律仁表示，對於政府考慮修訂主板上

市規則以吸引更多優質企業來港上市，料可便利尚未
有盈利和業績支持的大型先進技術企業進行融資活
動，香港可進一步提升其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角
色，能促進創新公司來港上市，亦能擴闊「港股通」
和投資者的選擇。
另外，推出「互換通」和優化債券通「南向通」等其

他舉措將深化與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鞏固香港
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地位。
金發局行政總監區景麟指出，施政報告提到希望吸

引200個家族辦公室到香港營運，此措施將成為推動
資產和財富管理行業發展的主要動力，香港能為全球
家族辦公室提供一個具吸引力且服務周全的營運基
地。

多項金融措施增港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就施政報告提
出創科產業發展新政策及人才措施，七位大
學校長、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香港科學
院及香港青年科學院都表示歡迎及感到鼓
舞，期望特區政府切實落實報告提出的規
劃，抓住機遇，促進香港經濟民生發展、產
業轉型，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更好發
展。
浸大、嶺大、中大、教大、理大、科大、
港大七所大學校長發表聯合聲明指，歡迎施
政報告中吸引關鍵人才、增加研究生學額的
舉措，認為將為香港經濟的未來發展提供大
量人才，各大學會繼續積極與世界各地大學
通力合作，矢志為香港和國家在培育人才、
科研、社會服務等方面作出貢獻，促進香港
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國際教育中心以及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灣區院士聯盟：樂見拓港深創科園
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表示，樂見施政報

告一系列促進科研成果商品化和產業轉化、

引進科技人才、吸引科技龍頭企業、發展港深
創科園、加快落實「北部都會區」規劃以促進
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等措施和政策，並希望
特區政府能切實落實規劃，加快在「北部都
會區」設立配合產業及科研機構的大學城，
並善用本港科研所長發揮更大基礎研究優
勢，以更完整的生態圈助力培養科研人才。

港科院：樂意配合政策細節落實
港科院院長徐立之表示，國家對香港發展
科技創新的信心和重視無可置疑，而施政報
告也顯示特區政府繼續大力支持科創發展，
港科院樂意配合政策細節落實，並希望當局
可進一步考慮成立大型跨院校跨學科的縱向
整合科研中心，匯聚人才及研究實力。

青科院倡加大支持港基礎科研
青科院院長岑浩璋則建議，於加強科研轉

化及商品化的同時，亦可考慮同步加大對香
港基礎科研的支持，讓應用研究得到充分的
上游支撐，激活源頭創新。

七大學校長：
促進港成國際創科中心

◆科技園支持施政報告引入創科領軍人才。 科技園圖片

◆施政報告推動創科發展，青年感到雀躍。 科技園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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