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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是激活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為

全速引領香港實現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願景，現屆特區

政府於上任首年即推出本港首份創科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勾劃出香港

未來五年至十年的宏觀創科發展目標，更先後推出多項措施，包括連續三年推出三項百億計劃，

為本港創科生態帶來周密布局與良好開局。在即將迎來就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三周年之際，

孫東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表示，香港創科上、中、下游的協調發展已初步成形，並已

基本完善以「三大創科園區、五大公營研發機構」為骨架的發展格局，多項數據亦表明創科見實

際增長，已是不少人眼中充滿潛力的「準創科中心」，相信市民未來將見證更多讓人驚喜的創科

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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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領域獲成果 創科職位趨增

「最近地緣政治的加速演變，科技已經成為中
國與個別國家博弈的主戰場。」孫東直言，有個
別國家的一些不友好政策，例如設置投資限制，
一些敏感設備、元器件的採購，以至對個別人員
的交往等都帶來挑戰，「不過，香港是高度國際
化城市，特區政府一直鼓勵創科界從世界各地吸
引資金、人才、項目、技術等，同時也鼓勵業界
採用多元化的市場策略，避免對單一市場過度依
賴。」他認為，香港的最大優勢在於堅持「一國
兩制」，只要做好內聯外通，就沒有克服不了的
困難。

通過跟國家整體戰略加速發展
孫東認為，本港近年積極發展創科，更是化危

為機的最佳對策，「香港要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通過跟國家整體戰略的對接來加速發展；

另一方面也是增強我們自立自強的決心，使很多
工作能布置下去。」
他引用最新公布的《2025 年世界競爭力年
報》，香港位列全球最具競爭力的三大經濟體之
一，「當中的科技基礎設施排名，從去屆第八
名，大幅提升至今屆第四名，正是（局勢）迫使
我們要做好自身工作，加強投入研發能力。」
孫東以香港人工智能發展為例，「假如當年

OpenAI允許ChatGPT到香港，今天也不會有我們
自己的HKGAI V1。」最初提出香港將有自家大
模型時，外界還半信半疑，「如今，用於公務員
文書處理的『港文通』去年開始已經在政府內廣
泛使用，今年下半年將要推出給市民用的『港話
通』，後續還有相關的垂直應用，包括用於會議
紀錄處理的『港會通』、用於法律方面的『港法
通』，還有用於環境保護的『港環通』等。」

談到地緣政治會否影響科研人員的來往，孫
東表示，「一方面我們與一些國際上的人士交
往，產生了一定的障礙，但也有一些人士認
為，在地緣政治激烈碰撞下，選擇香港更加安
全。」

政府致力聚集全球最好人才
他強調，特區政府一直致力從全世界吸引最好

的人才聚集，包括即將推行的30億元前沿科技研
究支援計劃，向每個獲批申請提供一筆約1億至3
億元資助，預計共可資助10個至30個項目，相信
可進一步壯大各院校的研究優勢。計劃主要是吸
引全世界最頂尖的科學家來港工作，雖然本港各
院校都積極花重金聘用人才，「但頂尖科學家團
隊到來，需要的啟動資金動輒上億，院校較難承
受，所以政府就幫助院校承擔這個投入。」

此外，本港近年舉辦了不少國際創科盛事，例
如世界互聯網大會亞太峰會、博鰲亞洲論壇國際
科技與創新論壇2025年香港會議等，「這說明本
港在努力打造成為世界的科學交流中心、人員交
往中心，用實際行動打破一些國家對香港科技的
封鎖。」

科技成國家博弈主戰場 港做好內聯外通打破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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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創科園區，就是傳統的科學園、數碼
港，再加上河套香港園區，連同臨近的

新田科技城創科用地。五大公營研發機構，除了
現有的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應用科技研究
院，還有去年建立的香港微電子研發院，正在籌
建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及香港生命健康研發
院。」孫東表示。

河套港園區今年下半年開園
他特別提到，創科局正進一步審核新田科技城
創科用地的研究報告，預計今年稍後將推出發展
初步規劃，加上河套香港園區將於今年下半年開
園，現有3幢大樓將投入運用，另5幢預計2027
年陸續落成，以及第一期餘下土地將揀選合適地
塊推出市場，「整個工作我們都在加緊進行，我
希望未來一年，在新型工業化推展方面，包括一
些龍頭企業在香港落地方面，會有更多的驚
喜。」
孫東又分享道，現屆特區政府先後推出總額三
個百億元計劃，分別是2022年的產學研1+計劃、
2023年的新型工業加速計劃及2024年的創科產業
引導基金。其中，產學研1+計劃於6月公布第二
批支持項目，兩輪計劃已批出近50個項目，資助
額超過20億元。新型工業加速計劃去年9月落
實，日前已迎來第三個支持項目，並宣布為新型
工業化資助計劃推出優化措施。
「我們新型工業加速計劃支持的企業，每家都
要在香港落地，政府給兩億，企業就要投資 4
億。一個項目就是一個廠，我們引入重點企業在
這邊建立實質的生產業務，對就業、GDP的增長
都有很大的好處，大家慢慢都會看到，這實際的
數字和增長。」目前，計劃內有數間企業正在審
核當中，他期望今年每隔一段時間會有新的支持
項目公布。
孫東並透露，局方正檢視產學研1+計劃及新型
工業加速計劃，「這兩項計劃都是新興事物，產
學研1+計劃經過兩輪之後，正在做檢討；第三輪
或會有些政策上的調整，會更注重團隊轉化成市
場運作的時間性，及企業參與度。」
在新型工業加速計劃方面，目前要求參與企業需
投資不少於兩億元在香港設立新智能生產設施，過
程中聽取了企業意見後，「ITC（創新科技署）在
考慮是不是在政策上有些適當調整，包括可否將一
些門檻降低，使更多企業有機會參與。」

強調中游成果轉化及下游產業發展
香港傳統注重基礎科研，擁有5所世界百強大
學，孫東坦言：「上游是我們的強項，但是要建
立國際創科中心，光有上游還不夠，所以我們特
別強調中游的成果轉化，和下游的產業發展。現
屆特區政府指明比較清晰的產業發展政策，強調
上、中、下游協調發展。大家現在看到，整個香
港的創科氛圍有很好的提升，很多海內外企業願
意來港上市。」
談到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願景，孫東表

示，目標「永遠在路上，永遠是進行時，沒有完
成時」，「很多人看來，香港已經是個不錯的
『準創科中心』了，但這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們一定會堅定走下去。」
展望未來，孫東強調將加快建設相關園區與公
營研發機構，致力擴大各項百億計劃的成果，吸
引更多龍頭企業來港落地建立生產基地，並持續
加速發展人工智能產業，以及進一步建設「智慧
政府」，包括更大範圍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全面
提升政府管治水平和效率，更好地優化服務，
「這些方面都是我對未來兩年的期望，希望會
有更多成果呈現給香港市民。」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創科發展，在眾多領域均
已取得一系列成果。孫東分享道，香港在《2025年世界
競爭力年報》升上世界前三；《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
百強科技集群中，「深圳—香港—廣州」集群連續五年
蟬聯全球第二位；《2024年世界數碼競爭力排名》中，
排名上升至全球第七位，其中科技部分排名第三。

本地研究發展總開支逾330億元
孫東引述最新統計指，2023年本地研究及發展總開支

逾330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的1.1%。創科及工業局聯
同統計處擬定香港「製造及新型工業產業」的經濟活動
涵蓋範圍及表現，香港於2023年的增加價值為768億
元，較前一年上升7.6%，約佔本地生產總值的2.6%，
「指數能客觀準確地衡量香港在先進製造、新型工業的
發展，我相信這數字將逐年上升。」
孫東又提到，該局在過去三年間，主導支援了超過

200家具有代表性的企業來港發展或擴大業務，「例如
寧德時代的研發中心去年正式運營，聘用了數百人，今
年成功上市，未來計劃在港作進一步實體業務的發展。
2022年時，華為的研發中心約500人，去年擴增到700
人，今年計劃要達到1,000人，未來數年要達到接近
5,000人。」還有優必選科技選科技、、地平線機器人地平線機器人、、黑芝麻黑芝麻
智能智能、、晶泰科技等一系列科企先後在港上市晶泰科技等一系列科企先後在港上市，「，「現在來現在來
香港排隊上市的企業香港排隊上市的企業，，很多都是創科企業很多都是創科企業，，他們對香港他們對香港
創科發展充滿信心創科發展充滿信心。」。」

初創企達4700間創新高 疫情前4倍
此外，香港初創企業去年上升一成多至4,700間，創
歷史新高，數量是疫情前的4倍，「我們推出的一些政
策，包括今年推出的創科創投基金改進版，及今年即將
實行的創科加速器先導計劃，就是引進海內外優秀創科
產業的服務機構，來幫助創科企業發展。」孫東表示，
香港新型工業化發展，很大的一部分是寄望初創企業的
發展，而現時以香港作為主要營運地的獨角獸公司，共
有20間。
談到創科旗艦項目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孫東
指目前平台有30個研發中心，已進行超過500個研發項
目，發表超過3,300篇高水平論文，培養了超過1,200名
博士研究生，申請或已批准的專利超過1,200項，孵化
了100多家公司。
其中，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中心成立不足兩年，

已研發了自主、自產的大語言基礎模型；香港太空機械
人與能源中心更在籌備參與嫦娥八號登月任務。
在創科人才方面，截至去年，香港有約5.5萬名前線
科研人才，希望未來可盡快達到10萬人。孫東引用香
港文匯報今年5月的頭版報道，「這個訊息正是從報道
看到的，在其他職位空缺減少的情況下，我們創科的職

位不降反升升，，當時報道說增加約當時報道說增加約1010%%，，我相信我相信
最近一個多月又有新的職位出來最近一個多月又有新的職位出來，，相信會比這相信會比這
個數字更高個數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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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排名

●整體競爭力世界排名第三、科技基礎設施排第四；數碼
競爭力全球第七、科技部分全球第三；「深圳—香港—
廣州」科技集群創新指數全球第二

資源投入

●本地研發開支逾330億元，佔GDP1.1%；製造及新型工
業產業增加價值768億元，佔GDP2.6%

●連續三年推出100億元創科計劃，分別聚焦科研成果轉
化（產學研1+計劃）、工業生產（新型工業加速計劃），及
策略性產業投資（創科產業引導基金）

創科產業發展

●成功引進逾200家重點企業來港發展或擴大業務，大部

分與創科相關

●初創企業數字大增至4,700間，創歷史新高，疫情前的
4倍

●有20間估值10億美元的初創「獨角獸」主要在港營運

研發成果及人才

●八所資助大學研究成果26,353項，包括學術書籍、雜誌
期刊、會議論文、創意文學作品、顧問報告、專利權、
知識產權及註冊公司等

●InnoHK共30個研發中心，進行逾500個項目，發表逾
3,300篇論文，專利逾1,200項，孵化公司100多家，培養
博士生逾1,200名

●前線科研人才5.5萬人，目標增至10萬名

●本港近年舉辦了不少國際創科盛事。圖為博鰲亞
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2025年香港會議。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