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初創企實習 港青獲聘全職
稱書本知識未必追得上科技發展 助公司更貼近年輕人市場

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今年與數碼

港管理有限公司和科技園公司合作，推出

新一輪的青年初創實習計劃，為18歲至

30歲青年提供融會理論與實踐的機會。

參加者可到本地初創企業實習3個月至半

年，並可參與行業領袖分享會、大灣區考

察、創業體驗活動等。有參與公司認同計

劃有助實習生加快了解公司和社會的運

作，同時有助公司更貼近年輕人市場。民

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認為，整個

計劃對實習生、初創企業和特區政府均有

好處，是多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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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城大自2021年起發起香港高校最大型的創新創
業計劃HK Tech 300，為年輕人提供多元化增值機
會，並將大學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為進一
步推動香港與內地的創科發展，城大於去年6月推行
第一屆全國千萬大賽，吸引了近300隊來自內地七
個賽區包括北京、成都、長沙、青島、上海、蘇
州、深圳，以及香港的初創企業參與競逐。

這次頒獎禮及啟動禮由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
王偉明，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
曼莉，城大校董會主席黃嘉純以及城大校長梅彥昌
擔任主禮嘉賓。

黃嘉純致歡迎辭說：「今次全國千萬大賽有賴
兩地政府部門和機構的支持，吸引了不少來自內地
和香港的創科人才，將城大的科研成果轉化落地、
造福社會，亦可見兩地在創科合作上的無限潛力，
促進香港發展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梅彥昌補充說：「全國千萬大賽旨在結合香港
及內地的優勢和資源，將城大的科研成果推廣至兩
地應用，建構更緊密的創新創業生態圈。」

張曼莉表示，感謝城大在促進創新創業、培養
未來創新者方面的努力，以響應政府在推動青年發
展、培育科技初創企業，以及促進內地與香港創科
合作的目標。

典禮上，城大與六間內地創投基金簽署合作備
忘錄，建立約十億人民幣共同投資合作關係，攜手
支持HK Tech 300具潛力的初創企業蓬勃發展。

全國千萬大賽14間初創脫穎而出
今次全國千萬大賽，由來自香港及內地的14間

初創企業勝出，當中有11間初創應用了相關的城大
專利技術。城大高級副校長（創新及企業）暨HK
Tech 300執行委員會主席楊夢甦表示，樂見全國千
萬大賽獲積極和正面迴響。他相信各參賽初創團隊
透過參加全國千萬大賽，與不同賽區的團隊及評判
交流，有助他們了解到不同市場的痛點，啟發他們
就自己的科技產品和技術發掘更多的潛在應用場
景，以照顧不同市場的需求。

香港超碳納米科技有限公司是其中一間採用了
城大專利技術的獲獎初創公司，其創始人黃超，於
城大物理學系博士畢業。他和團隊研發的碳納米管
大小只有頭髮的萬分之一，卻具備優越的導電能
力、比鋼高一百倍的強度，能大規模應用於鋰電池
生產上。黃超補充，由於碳納米管的導電性強，充
電數分鐘後電池已可使用一整天，電池壽命也比傳
統更強，使用三年後的電池性能跟出廠時相同，相
信發明可大量應用於新能源汽車的充電池上。

另一間獲獎初創是來自北京的振創傑科（天
津）科技有限公司，同樣在技術上應用了城大的相
關科研專利。聯合創辦人兼城大校友王春曉表示，
公司主要開發一系列離子交換吸附樹脂，可應用於
工業廢水處理、生物醫藥產品純化及工業酶催化三
方面；以廢水處理為例，樹脂吸收廢水後會變成固

體，方便抽走。
環保能源是大勢所趨，同樣獲勝和應用了城大專利

技術、來自深圳的黑晶光電技術有限公司，主力透過鈣
鈦礦-晶硅疊層技術，提升太陽能電池的發電效率及降
低導電成本。黑晶光電創辦人徐誠表示，城大透過今次
比賽提供不少支援，助他們就日後發展和融資渠道找到
了更清晰方向，特別是開發太陽能電池屬於工業項目，
將需要尋求更多合作夥伴來達成量產需求。

第二屆全國千萬大賽的內地賽區將推展至重
慶、無錫，得獎初創企業可獲城大HK Tech 300全
面的培育服務和創新創業支援及100萬港元的天使
投資基金。 ▲深圳黑晶光電技術有限公司創辦人之一徐誠（中）。

城大啟動第二屆比賽續推進香港與內地創科發展
第一屆HK Tech 300全國創新創業千萬大賽順利舉行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日前舉行「HK Tech 300全國創新創業千萬大賽」（下稱全國千
萬大賽）第一屆頒獎禮，14間來自香港及內地的初創企業於賽事中勝出，獲得城大HK Tech
300全面的培育服務和創新創業支援。城大同時宣布啟啟動第二屆全國千萬大賽，並將內地賽
區增至九個，加入重慶和無錫，繼續推進與各內地城市初創企業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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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超碳納米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城大博士
畢業的黃超（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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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校董會主席黃嘉純（左六）、城大校長梅彥昌（右六）與中聯辦教科部部長王偉明（左五）、深圳市
人社局局長趙忠良（右五）及其餘八個內地城市的代表嘉賓為第二屆「HK Tech 300全國創新創業千萬大
賽」主持啟啟動儀式。

特 刊

23歲的甘穎怡在攻讀營養與食品科學技術碩士課程期間參加該計劃。她獲聘到科學園一間
食品科技公司擔任研發助理，負責調整植物製食品
的成分，使之達到理想的質感和味道。「我們的標
準是摸上去不會太硬或太軟，有鬆軟的質感，然後
再檢查配料是否平均，會否形成氣泡。」

實習將理論化為實踐
她認為，實習是將理論化為實踐的關鍵，而且書
本上的知識未必追得上科技發展的步伐。「植物肉

是較新的概念，課堂上相關內容只有一兩頁講義，
不會教你使用什麼機器、有哪些製作步驟、如何應
用等，但在實習期間，我認識了不同種類的植物組
織蛋白，也學到加入不同材料後它們的反應，以及
把它們製成不同食物的可能性。」
公司負責人張保坤安排研發經理全程跟進甘

穎怡的實習進度，並與她分享初創企業營運之
道。「我希望實習生有機會認識整個生意模
式，我們有什麼考慮，有何風險因素，如何實
行商業計劃，如何把產品推出市場，如何進行
研發等。」他回想自己剛畢業時，浪費很多時
間才了解公司和社會的運作，因此希望甘穎怡
的實習期過得更充實。他又指甘穎怡主動為產品
解決難題，又以新思維協助公司在社交媒體推
廣，令公司更貼近年輕人市場，因此已決定聘請
她為全職員工。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分享指，初創

企業的老闆大多身兼數職，參與計劃的年輕人可
在短時間內認識該行業，例如人工智能的市場如
何運作，有什麼競爭者，這些寶貴經驗在大型公
司實習未必得到。對公司來說，他們能聘用年
輕、有想法的實習生加入團隊。「在特區政府的
角度考慮，我們希望讓年輕人認識國家『十四
五』規劃下，香港打造的八大中心，也讓他們意
識到香港的產業將越來越多元化。」

今年提供200個實習崗位
青年初創實習計劃在2021年以試點形式推出後大

受歡迎，今年恒常化並擴大規模，提供200個實習
崗位，涵蓋數據分析、軟件工程、市場推廣等，每
個崗位獲政府資助每月最多10,500元薪酬。計劃本
屆共收到逾4,500份申請，其中以人工智能、金融
科技和數碼娛樂等職位最受歡迎。政府未來會研究
為參加者提供不同培訓、考察和創業活動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特區政府去
年9月推出「共創明『Teen』計劃」，協助
弱勢社群家庭的初中生擴闊眼界，探索更多
個人發展的可能。全球華人流行音樂總會響
應該計劃，今年1月推出為期10個月的免費
學習音樂計劃，目的是為基層學生們創造音
樂夢想。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偕太太昨日出席
該會舉辦的「共創明『Teen』計劃—成長
分享音樂會」為學生打氣喝彩，陳國基致辭
時更寄語年輕人：「不要因為環境受到限
制，要望得遠行得遠」。
陳國基致辭時表示，「共創明『Teen』

計劃」除了幫助基層出身的青少年，最重
要是讓他們知道自己喜歡什麽，將來選擇
喜歡的路。 推出計劃初時擔心社會對計劃
的支持是否足夠、友師會否不足，但結果

令他喜出望外，友師數目比學生更多，友
師付出時間和金錢照顧參與的學生是很大
的承擔，他欣賞很多有拚勁和有心的友
師。「有120間大企業願意為青少年提供
機會，包括今日提供場地舉辦音樂活動，
藝術無論自娛抑或對人和做事都很有幫
助，希望愈來愈多年輕人受惠於 「共創明
『Teen』計劃」。
透過今次活動上陳國基跟不少年輕人接

觸，眼見年輕人由最初不愛說話，但學音樂
之後卻變得主動，直言音樂對年輕人的確有
很大幫助，自癒之外亦令他們更正面。
音樂會由學生們組成之樂隊聯同歌唱導師

以一曲《好歌獻給你》揭開序幕，隨後更有
作曲班的學生創作的新歌《美好青春》首度
公開表演，獲得不少掌聲支持。

陳國基勉青年：望得遠行得遠
發展局轄下的

機電工程署（機
電署）一直致力
把創新思維融入

工作文化，並在今年的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歷屆最多23個獎項，當中包
括一項特別獎及三項金獎，創科成果
和努力獲國際間充分肯定。發展局局
長甯漢豪昨日發表網誌指出，機電署
一直為各政府部門提供一站式的機電
工程服務，亦與不少大學及科研機構
合作，擔當「創新促成者」的角色，支援各政策局和部門物
色及應用合適的機電創科方案，以改善服務和提升效率。
甯漢豪引述機電署總工程師（數碼科技）李子傑表示，該
署於2018年制定五年策略計劃以推進「機電2.0」數碼化旅
程，為政府部門提供數碼化機電工程方案。為此，機電署成

立了數碼科技部及創新辦公室，一方面加
強數碼轉型，同時亦促進及推動創科的發
展和應用，包括向各政府部門提供一站式
支援，並與創科界協作。
機電署於2018年推出「機電創科網上平

台」，羅列各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及機電
業界的服務願望，讓創科界別包括初創企
業及大學提出相應的創新科技解決方案以
作配對，部分方案並獲安排進行實地試
驗，以支援及促成政府應用新科技優化服
務，支持智慧城市發展及實現碳中和。平

台設立至今共收到逾1,100個創新科技解決方案及逾460個創科
願望，成功配對約180個試驗項目，包括提升升降機安全的項
目、電力供應系統的實時健康診斷，以及其他支援香港發展智慧
城市的項目。機電署亦在總部大樓設立機電創科專區，向各持份
者推廣創新科技應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機電署任「創新促成者」助多個部門善用創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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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保坤（右）與甘穎怡分享初創企業營運之道。

◆機電署在今年的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取佳
績。 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