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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香港是否具備「再工業化」條件？具潛力的企業能否抓緊「再工業化」機遇，推動香港

的第三次經濟轉型？為闡明以上問題，本報告旨在分析香港三大被視為極具競爭優勢的

先進製造行業──食品科技、健康科技和綠色科技的當前表現及未來潛力。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與港大經管學院合作，於 2021 年 7 月至 9 月進行了

「香港再工業化研究」，探討這三個行業所面對的環境、可能性及挑戰。報告根據 184

間本地企業所進行的調查，分析了本港製造業所面臨的挑戰、主要市場、實踐工業 4.0

的意願與困難，以及對「再工業化」的期望。此外，報告亦探討了香港是否具能力發展

成全球半導體產業核心之一。調查主要涵蓋四個範疇，包括市場定位、工業 4.0 技術、

研究開發（R&D）及人才資源。 

 

關於市場分佈： 

o 90%、37%和22%的受訪企業認為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是主要目標市場。 

o 此比率因行業而異： 

o 食品科技：98%、28%和20%的企業認為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是主要目標市

場。 

o 健康科技：74%、49%和36%的企業認為香港、中國內地及歐洲是主要目標市場。 

o 綠色科技：90%、39%和24%的企業認為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視是主要目標

市場。 

 

關於工業4.0： 

o 認知度：約一半的受訪企業表示對工業 4.0 有所認識 

o 優勢： 

o 受訪企業普遍認為工業4.0帶來的主要優勢是提升生產力、降低生產成本

和提高營運靈活性。 

o 83%食品科技企業、64%健康科技企業、71%綠色科技企業認為採用工業

4.0技術的主要優點是提高生產效率。 

o 所需土地：44%食品科技企業、46%健康科技企業、38%綠色科技企業表示所需土

地為10,000平方呎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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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空間限制帶來的主要挑戰：沒有足夠空間建立自動化生產線、卸貨區空間不足、以

及樓底太低。 

o 生產線設置： 

o 52%企業表示計劃將生產線遷往香港或擴展至香港。 

o 按行業劃分：74%食品科技企業、41%健康科技企業和62%綠色科技企業

表示計劃將生產線遷往香港或擴展至香港。 

 

關於研發活動： 

o 58%受訪企業表示對研究開發進行了投資。按行業劃分，79%食品科技企業、65%

健康科技企業、36%綠色科技企業表示對研究開發進行了投資。 

o 16%企業表示，計劃將研究開發轉移或擴展至香港。按行業劃分，24%食品科技企

業、23%健康科技企業和只有4%綠色科技企業表示有類似計劃。 

o 73%食品科技企業、50%健康科技企業和75%綠色科技企業表示有在香港研發。 

o 吸引企業到香港進行研發活動的主要因素：當地具備高等教育機構（46%）、當地

具有技術研究開發人才（37%）、鄰近生產設施（36%）、具有研究開發基礎設施（31%）、

資助（29%），以及當地具備研究開發社區/相關服務（27%）。 

 

關於人才：受訪企業中，只有28%的企業有信心在未來1至2年內，找到適合從事工業4.0

相關工作的人才，33%的企業有信心在未來3至4年內找到相關人才，37%的企業有信心

在未來五年內找到相關人才。 

 

研究顯示，企業把香港本地市場和鄰近地區，包括中國內地、東南亞等作為主要目標市

場。約30%至40%的企業認為為工廠面積在10,000平方呎或以下就足夠。 

 

香港絕對具備成為全球先進製造業中心的必要條件，作為資金出入不受限制的自由港，

既擁有健全的知識產權（IP）保護制度，亦有本地大學紮實的科研基礎，以及本地產業

面向國際及全球的市場優勢。此外，作為高度外向型和開放的經濟體，配合國家《十四

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可利用粵港澳大灣區（GBA）

作為切入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充分發揮內外循環優勢。 

 

憑藉科研、基建和人才，加上政府積極支持，香港的「再工業化」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和

空間，能夠使「香港製造」這個品牌再次發光發亮。隨著疫情後的新常態，加上不斷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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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地緣政治格局和新的政府措施，香港應設法把握機遇，轉變為一個科技和創新樞紐，

從而與區域創新生態系統融合。 

 

除問卷調查外，本次研究還邀請了本地大型企業進行焦點小組討論。其中，不少企業認

為，「新一代半導體」乃「再工業化」極具潛力發展的新興產業。目前，全球正面臨芯

片短缺問題，國家亦有意發展自主擁有的新一代半導體技術及全套供應鏈。因此，香港

可以瞄準市場對第三代半導體的需求加以發展，例如設立芯片設計中心，並在短期內融

合國家政策，吸引世界各地與半導體有關的企業來港。香港作為為外循環的核心樞紐，

擁有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吸引新一代半導體製造商到香港設立工廠方面具有絕

對優勢，從長遠來看，香港可透過北部都會區融合整條新一代半導體產業鏈。在80、90

年代，半導體產業為香港的傳統產業。當時香港已經有很多企業從事半導體業務，生產

用於鐘錶、計算機和家用電器的集成電路。本地代工生產商負責生產世界知名品牌的重

要零部件，「香港製造」品牌是值得信賴的保證。因此，吸引半導體製造商來港設廠有

利「再工業化」發展。 

 

對於三大傳統產業來說，技術轉型乃大勢所趨。就食品科技而言，「未來科技」包括不

少利用合成生物製成的食品或材料。利用科研和創新思維，不僅可以生產食品，還可以

緩解各種環境問題。合成生物科技，將可能成為未來最具潛力的「再工業化革命」，並

讓香港工業和可持續發展大放異彩。1而健康科技，可以優化中、西醫藥品生產，拓展

疫苗生產並發展生命科學。在環保方面，研究發現，現時超過60%香港綠色企業的生產

線佔用空間超過10,000平方呎，主要因為本地回收業並無利用先進技術。因此，透過善

用科技，可以同時降低用地和生產成本。 

 

除了進行焦點小組討論和大規模調查外，本報告透過深入的文獻回顧和國家案例研究，

得出促進香港「再工業化」及關於創新的政策建議。報告介紹了以色列、新加坡和瑞士

這三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的產業發展成果和背後的政策。此三個經濟體之所以被選為基準

國家案例研究，是因為它們在人口、勞動力成本和經濟發展方面與香港極為相似。不過，

香港的先進製造業僅佔本地生產總值1 %，與以上三個國家的相關份額相差甚遠。 

 

  

                                                 
1 https://www.hkpc.org/en/about-us/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21/reindustrialisation-

study-hongkong  

https://www.hkpc.org/en/about-us/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21/reindustrialisation-study-hongkong
https://www.hkpc.org/en/about-us/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21/reindustrialisation-study-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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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香港為何需要「再工業化」？ 

 

多年來，香港一直在中國內地經濟對外發展擔任重要角色，作為區域貿易及金融樞紐，

促進內地對外的雙循環及資金流動。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及新冠疫情加速了「去全球化」

進程，對香港作為貿易和金融中心的作用構成重大挑戰。儘管疫情期間，金融業表現良

好，但隨著香港金融和房地產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將進一步提升該行業的收入，導致

財富不平等加劇。香港需要更多樣化的經濟活動和就業機會，以促進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因此，香港需要進行第三次經濟轉型。1960 年代的第一次轉型，香港由專注發展第一

產業，過渡至專注發展製造業的經濟體。1990 年代的第二次轉型，香港迅速演變成以

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體。如今，香港應將疫情及中美緊張局勢的挑戰化為機遇。香港的

第三次經濟轉型將與前兩次不同，在政府支持的基礎下，建立以科學與技術（S&T）和

研發（R&D）為支柱的知識經濟體。這種轉型結合「再工業化」，將增加更多優秀的工

作機會，促進人才向上流動。 

 

2019 年社會事件和 2020 年新冠疫情的雙重衝擊使香港經濟陷入歷史最低增長。2以低

收入階層和中小企（SME）為主的零售、旅遊及接待業，均受到巨大打擊。然而，香港

長期飽受結構性經濟問題的困擾，嚴重依賴少數服務業，加劇收入和財富不平等。金融

服務、旅遊、貿易物流以及專業服務的四大支柱產業，佔本港 GDP 約 60%。對四大支

柱產業的嚴重依賴，一方面限制就業機會多樣性及對其他行業產生外溢影響；另一方面

使香港經濟受到宏觀經濟波動的過度影響。然而，四大支柱產業中，只有金融業有大幅

的工資和就業增長。3其他三個行業的工資中位數在過去 20 年中顯著降低，增長速度緩

慢，甚至下降。 

 

實際上，四大支柱產業的就業份額自 2011 年以來一直呈現下降趨勢，主要是受旅遊相

關行業（即零售、住宿、餐飲）和貿易物流業的就業減少影響，金融和專業服務行業的

輕微就業增長，並無完全抵消這影響。收入相對較低的兩個服務行業──貿易物流和旅遊

業，分別由 2010 年及 2013 年以來一直萎縮。 

 

                                                 
2根據香港經濟與商業策略研究所的宏觀經濟預測，與 2019 年相比，2020 年香港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

將下降 7.2%。 
3根據香港人口普查，金融業從業人員的月薪中位數從 1996 年的港幣 16,000 元增加到 2016 年的港幣

26,000 元，20 年間增長了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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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彌補萎縮的三大支柱產業份額，香港並未發展發達經濟體應有的高科技知識密

集型產業。相反，過去二十年，香港創造了更多的低收入服務工作，尤其是零售和個人

服務領域。與美國情況相似（Autor，2019 年），香港的就業市場變得更兩極化，高收

入和低收入職位的比例不斷增加，取代了中等收入職位，包括行政人員、生產工人和銷

售人員。根據香港人口普查的最新數據，2011 年至 2016 年期間，在總就業人數比例

中，低收入職位的增長速度較高收入職位更快。在「去全球化」和「去中介化」趨勢下，

貿易和物流以及相關服務業在香港經濟和就業中的主導地位可能會繼續下降。4 而受到

新冠疫情影響的旅遊和酒店業，則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恢復到疫情爆發前的水平。在

此情況下，香港的經濟和生產率增長持續放緩，而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則上升到新水平，

使其成為全球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5 

 

香港政府應該就本地、地區性及全球環境不斷變化的風險實施所需政策，加快促進第三

次經濟轉型。轉型帶來的最大正面影響，將是促進包容性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多

個創新的知識密集型產業，以及提供向上流動和在職培訓的良好工作機會。有別於前兩

次轉型，第三次經濟轉型需要有更強大的政府支持。除了因為全球經濟環境不同，更重

要是與知識和研發密集型活動相關的外循環。 

 

「再工業化」的主要目的，是為年輕人創造能夠提供向上流動、在職培訓及職業道路更

多樣化的良好就業機會。再工業化對於幫助完善科學研究和初創企業的生態系統也很重

要。2019 年，製造業佔香港 GDP 的比重不足 1%；反觀另外三個「亞洲四小龍」──台

灣、韓國和新加坡，製造業分別佔其 GDP 的 30%、25%和 20%。基於自動化和外判職

位等原因，製造業的就業份額通常低於 GDP 份額；不過從東亞的例子反映，製造業能

夠在發達經濟體中復甦。製造業的成功，顯然不止歸功於有效控制成本，即使其勞動力

成本較新興市場為高。反而，是受惠於在國際市場策略性地採用技術、自動化、供應鏈

管理及營銷技巧。換言之，發達經濟體再工業化面對的主要挑戰，通常與高生產成本無

關，而是如何改善工業企業的生產效率、產品質量和市場地位，當中部分受到政府政策

驅動。 

 

                                                 
4事實上，自 2010 年以來，全球出口佔全球 GDP 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全球出口的年增長率一直在 3%左

右，而 20 世紀 90 年代初至 2008 年期間的平均增長率為 7%。 
5香港的 TFP 增長率也在下滑，從 20 世紀 80 年代的平均 2.9%降至 21 世紀 10 年代的 1.8%。其基尼系

數從 1980 年的 0.45 上升到 2016 年的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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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製造業有哪些比較優勢？鑑於香港醫療行業發展成熟，加上擁有世界級的醫療專

家，香港具潛力發展成為醫療、生物技術、製藥等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及設計樞紐。在

醫療和生物技術領域，數碼化和人工智能的引進將成為趨勢。醫學界和計算機科學／工

程界之間應該建立具建設性的交流合作。香港政府應借助新冠疫情，將醫療和生物技術

領域的研究成果產業化及商品化，設計甚至生產疫苗及檢測試劑盒。第四章將討論健康

科技行業，其中包括保健品以及醫療器械的設計和製造等。 

 

此外，香港食品行業的出色表現，加上眾多企業享有優質安全食品製造商的美譽，反映

該行業具極大的技術升級和創新空間，亦是本調查選擇以食品科技作為目標行業之因。

有關食品行業的現況，將在第三章進行討論；至於食品科技及另外兩大行業的調查結果，

將在第六章公布。 

 

香港土地面積細，限制了大規模生產的潛力，大部分企業銷售應針對全球市場，而不是

本地消費者。儘管如此，本調查發現，香港的市場規模其實足夠應付新產品的測試設施

及初期銷售。某些情況下，政府應為本地企業設計及創造的新產品扮演先鋒型消費者的

角色，向他們提供經驗和反饋。為此，第二章將討論以色列、新加坡和瑞士的政策。這

三個基準國家均實施政策，戰略性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並為本地公司創造市場。 

 

某些行業似乎擁有與生俱來的本地銷售市場。例如，香港擁有 750 萬居民及 1,106 平

方公里土地，處理家居及食肆產生的大量廢物絕對是挑戰。任何解決廢物問題的解決方

案、技術和商業模式，均能夠協助香港建立能應付環境挑戰的可持續計劃。另一方面，

類似模式更可輸出到全球其他人口密集的大都市解決問題。第五章將探討香港發展綠色

科技產業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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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基準國的工業化經驗：以色列、新加坡和瑞士 

 

本章旨在展示以色列、新加坡和瑞士三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的產業開發成果和政策。本調

查選擇以這三個經濟體作為基準國家研究案例，因為其人口、勞動力成本和經濟發展均

與香港極為相似。具體而言，瑞士人口為 860 萬人，2019 年人均 GDP 為 86,601 美

元；新加坡人口為 570 萬人，2019 年人均 GDP 為 59,797 美元。以色列則擁有 920 萬

人口，人均 GDP 為 43,610 美元。香港擁有相近數量的 750 萬人口，人均 GDP 徘徊在

46,323 美元左右，低於新加坡和瑞士，但高於以色列。 

 

儘管新加坡、瑞士和以色列有許多分別，但他們的先進製造業亦同樣表現卓越。以色列、

新加坡和瑞士的製造業佔 GDP 的比重分別為 11%、18%和 20%。該等數字與香港 1%

的製造業生產 GDP 份額形成鮮明對比。問題是，為何香港製造業佔 GDP 比重如此低？

高昂的勞動力、土地或生產成本並非成因，因為瑞士或新加坡經營企業的成本甚至更高。 

 

2.1 以色列在製造業方面的成功 

首先，讓我們從分析以色列製造業的表現開始。以色列與香港一樣缺乏天然資源，同樣

依賴高附加值的產業和外資。但是，根據 2020 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D）

的《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9 年以色列的外資超過 182 億美元，主要集中在製造業、

資訊通信和技術行業三個領域，而並非側重於金融和專業服務。在以色列的製造業中，

如圖 1 所示，以能源及化學相關產業為主，其次是電子相關產業，以及食品、飲料和煙

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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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類別包括：（1）焦炭、精煉石油產品、核燃料；（2）化學品及化工產品 

**本類別包括：（1）辦公室、會計和計算機設備；（2）廣播、電視和通信設備；（3）醫療、精密及光

學儀器 

***本類別包括其他小型行業。 

（數據來源：UNIDO） 

圖 1：以色列產業構成 

 

2.2 以色列主要產業政策 

先進製造業成功協助以色列由「創業之國」(Start-up Nation) 邁向成「規模化國家」

(Scale-up Nation)。為推動先進製造業發展，以色列政府自 2016 年起實施了一系列政

策，包括但不限於：（1）創造合適的創業環境；（2）透過各種政策鼓勵企業的研發活

動；（3）吸引海外人才，特別是海外的猶太人才；（4）創造市場對技術的需求，尤其

是中小企業；（5）成立研究中心。 

 

 

 

 

22%

21%

17%

11%

7%

6%

5%
4%

4%
3%

以色列產業構成

*能源及化工相關行業 **電子相關產業 食品、飲料和煙草

***其他製造業 金屬製品 機械和設備（未分類）

橡塑製品 非金屬礦產品 傢俱；製造業（未分類）

其他運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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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以色列的創新生態系統 

 

圖 2 顯示了創新生態系統中，不同持分者之間的交流和協同效應，如何為推動以色列成

為全球的技術及創新領導者。 

 

以色列政府於 2016 年成立了獨立的公共機構——以色列創新局 (Israel Innovation 

Authority)，以推動以色列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包括設立培育當地 S&T 創業企業、企

業家和人才的孵化器。該局亦支持各類企業開展產業研發項目，無論是自哪個國家的初

創企業或大企業。此外，該局還提供鼓勵措施，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例如，利用雙邊

研發資金和稅金減免，鼓勵以色列本地企業與外地企業共同開展研發項目。 

 

根據創新局於 2021 年推出雙邊研發資助計劃 (Bilateral R&D Incentive Program) ，

政府透過資助提供經濟誘因，並與其他外地企業的資助並行。該資助制度為企業提供財

務支援，分散資助各種研發項目的風險，並為尋找海外技術合作夥伴提供了支持。此類

以色列的
創新生態
系統

軍事情報（8200，
特比昂）

企業孵化器
（「Microsoft 

Ventures」, 
「TheTime」, 

「Explore」, 「The 
Elevator」）

九所高等院校

跨國公司和研究實
驗室（谷歌、微
軟、IBM、英特
爾、蘋果）

公共部門

風險投資與創業加
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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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基金的主要目標是鼓勵外國公司以商品化為目的，開發技術密集型產品或升級現有

技術。6 

 

除了研發基金外，工業、貿易和勞工部首席科學家辦公室（OCS）還提供國際支援計劃，

該計劃由適用於合作研發計劃的競爭性研發雙邊基金組成。合作國家包括澳洲、英國、

加拿大、新加坡、韓國和美國。以色列更與其他國際合作夥伴簽訂了各種研發協議，參

與此類研發協議項目的本地企業，將有資格獲得 OCS 的研發資助。 

 

此外，當地政府還致力於引入外國及回流科學家。以色列「The Ministry of Aliyah and 

Integration - The Center for Integration in Science」，協助具有相關資格和經驗的

新移民在學術界和企業中獲得工作。根據以色列回歸和融合部於 2021 年發布的《科學

中的融合：新移民科學家》（Integration in Science: New-immigrant scientists），

該中心為候選人提供指導，幫助他們尋找創新和技術領域的工作機會。除了為個別申請

者配對工作外，該中心還與就業顧問合作，指導申請者的職業方向。該中心向僱主提供

經濟援助，以僱用移民或回流科學家，但須符合特定科學工作的某些擬議條款。 

 

該中心還為博士生和博士後研究人員提供獎學金計劃，但要求他們每年必須自願參加

24 小時的行業工作。故此，學生能夠積累工作經驗，與業界建立聯繫，從而提高了他

們的就業能力。符合條件的獎學金申請者必須是新移民，且在申請時，在以色列停留時

間未超過兩年。候選人必須年滿 37 歲，並被以色列認可的大學接受其研究。 

 

重要的是，以色列政府帶頭提高了市場對技術的需求，為新企業，特別是需要對創新進

行初期測試的企業，建立了商業參考。政府部門和各類組織經常協力合作，培育科技發

展，並制定各種政策促進產業發展。 

 

當地財政部牽頭財務額資助項目，科技航天部(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pace) 資助 8 個區域研發中心的運作，吸引年輕科學家參與研發，支持與國際人才的

合作。高等教育理事會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轄下規劃和預算委員會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ommittee)，即負責推動和資助學術界的科學研究。 

 

                                                 
6對以色列公司已被批准的研發支出提供最多 50%的財政支持，並由外國政府對外國公司的支出提供平

行支持。在國家開發區營運的企業有資格獲得 10%的額外支持。在加沙地帶周邊地區營運的公司有資格

獲得 25%的額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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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研發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與其軍事力量有關。國內年輕一代透過義務兵役制獲

得培訓，為創業活動和具有挑戰性的研發活動培育出全面發展人才。與 60 年代冷戰時

期的美國同樣，以軍事目的開發的技術，通常具有廣泛的商業和科學價值。此外，在互

聯網驅動的時代，在網絡和情報機構接受培訓的人才獲得了第一手經驗，在離開該機構

後，可以在相關產業發揮領導作用。這些在軍事相關部門接受培訓的年輕人才，壯大了

公共和私營產業的人才庫。 

 

以色列創新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其完善的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生態系統。以色

列政府亦向該等企業提供了大力支持。獲得政府大力支持的以色列風險投資行業的先驅

Yozma 就是一個例子。7 

 

此外，以色列的政策制定者致力於支持中小企業，並對其發展持有良好堅定的願景。從

2003 年開始，當局開始提供貸款擔保，以協助在以色列所有產業建立和擴大現有的中

小企業。而在最新的中小企業經營資金中，政府擔保的貸款自 2016 年起下降了約 13%，

為 16 億 ILS。中小企業的整體信貸增加了 1,500 萬 ILS。以色列政府的個人貸款擔保覆

蓋發放予大型企業的貸款的 70%，覆蓋發放予新企業的貸款的 85%。 

 

2.3 以色列面臨的挑戰 

缺乏天然資源對以色列構成重大挑戰。由於建築原材料多為進口，其市場價格受國際價

格和匯率波動的影響較大。以色列國土面積僅為 22,072 平方公里 8，其中陸地面積佔

98%，剩下的 2%是加利利海和死海。只有加利利海可提供天然飲用水源。為了化挑戰

為機遇，以色列旨在透過開發滴灌、水培農業，以及在水資源管理的生態系統中應用人

工智能，以達至更有效地利用農業用水。如今，以色列約 93%的廢水能夠得到淨化，反

映該國在水淨化、再利用和海水淡化方面到達領導地位。 

 

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問題也是以色列政府和公民必須解決的日常問題。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之間的局勢一直不穩定。該國的軍事需求和相關研發費用，導致其機器學習及視覺技

術方面創造了世界領先的技術，正如鐵穹防禦系統，就是為應對火箭彈而發明的。 

 

  

                                                 
7Nab（2019）來自「創業國家」以色列的創新經驗 
8《耶路撒冷郵報》（2021）以色列可以在世界水危機中發揮「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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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加坡在製造業方面的成功 

新加坡作為一個小型城市國家，需要保持適應世界秩序的變化。在「後貿易戰」和新冠

疫情時代，世界各地的企業和投資者仍需應對日益增加的不確定性。新加坡政府將新加

坡定位為創新和研發中心，並積極支持本地企業實現此目標。 

 

新加坡擁有多元化的經濟結構。2020 年，製造業為新加坡 GDP 的貢獻率約為 21%，

並提供了 12%的就業機會，而批發貿易和金融業分別為該國的 GDP 貢獻了 17%和 16%。

在全球疫情下，新加坡製造業乘勢而上，自 2020 年 7 月以來連續 6 個月保持增長，年

增長率達到 7.3%。製造業擴張主要是由於生物醫藥製造、電子和精密工程行業的增長。

此外，半導體、測量設備、光學儀器和金屬精密部件也達到較高的產量。如圖 3 所示，

新加坡製造業的主導產業是電子相關產業（佔新加坡製造業總附加值的 40%），其次

分別是化學品和化工產品（21%）以及焦炭、精煉石油產品和核燃料（12%）。 

 

  
* 本類別包括：（1）辦公室、會計和電腦設備；（2）廣播、電視和通訊設備；（3）醫療、精密及光學

儀器 

** 本類別包括其他小型行業 

（數據來源：UNIDO） 

圖 3：新加坡產業構成 

 

40%

21%

12%

10%

4%
4%

3%

3%
2%

1%

新加坡產業構成

*電子相關產業 化學品和化工產品

焦炭、精煉石油產品以及核燃料 機器、設備、製造及維修活動

其他運輸設備 傢俱；製造業（未分類）

食品、飲料和煙草 **其他製造業

金屬製品 電氣機械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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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新加坡創新和科技的發展 

新加坡製造業的成功，可歸功於其政府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

與外國研究機構的合作、公私營合作以及對創新生態系統的策略管理。 

 

新加坡強大的知識產權保護機構、穩定的商業環境和親商政策，吸引了許多世界領先的

製造業公司在新加坡設立分支機構，特別是在電子、半導體和化工領域。2020 年，新

加坡經濟發展局共吸引了 172 億新元的固定資產投資，創 12 年來新高，其中電子和化

工行業分別佔 38%和 24%。9 

 

同時，新加坡政府也致力於研發及與私營產業保持多元化的夥伴關係，並承諾從 2021

年到 2025 年，每年將 GDP 約 1%投放在研究、創新和企業。10除了財政支援，政府還

為初創企業、加速器和風險投資者提供優質的工作場所和活動場所，例如創業園區

Block 71、73 和 79，位置靠近公共和私人研究機構，以促進學術界和工業界之間的公

私合作（PPP）為本。政府亦大力支持本地製造企業，透過新加坡企業發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推出的「Scale-up SG」項目，為期 12-18 個月，協助被挑選的高增長潛

力本地企業有效擴張，並培育成為各大領域的領導者，以及未來的世界冠軍。11 

 

2021 年，新加坡政府宣佈了為期 10 年的「製造業 2030」願景計劃，旨在促進新加坡

的製造業可達至比現時增長多 50%（約 1060 億新元），並維持 20%的 GDP 份額。12

新加坡政府亦積極推動成立於 2021 年的東南亞製造聯盟，為國際及新加坡有意在東南

亞擴張及建立工業園區網絡的製造業，提供「新加坡+1」策略，並促進全球多元化供應

鏈發展。許多跨國公司，將新加坡視為通往亞洲其他地區，以及亞洲以外地區的跳板。 

 

  

                                                 
9新加坡統計局（2021）《新加坡經濟狀況和數據》 
10新加坡總理辦公室（2020）《副總理王瑞傑在 RIE2025 新聞發布會上的講話》 
11Scale-up SG（2019）新加坡企業局推出 Scale-up SG 計劃，旨在將快速發展的企業轉變為未來的全

球冠軍 
12新加坡貿易和工業部長（2019）貿易和工業部高級政務部長許寶琨博士在第五屆供應委員會辯論會期

間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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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創業中心主任黃寶金教授表示，新加坡研發的成功是基於吸引外國直接

投資的一體化途徑。13新加坡政府不僅提供激勵措施，而且一直積極為外國企業創造營

商環境。政府旨在改變對外國投資的嚴重依賴，轉變為更加平衡的經濟和多元化的企業

生態系統，這個系統中既有外國跨國公司，也有本土創新企業。 

 

1. 跨國公司槓桿模式：國家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對高科技和知識密集型活動的投資。通

過提供稅收優惠以吸引對目標行業的投資，並促進對基礎設施和人力培訓的投資。移民

政策經過修訂後，變得更具包容性，例如保持學校的英語教學。國家還制定一些計劃，

促進跨國公司總部向其在新加坡的分支機構轉讓技術。 

 

2. 政府實施了國家級計劃，以促進企業母公司向當地子公司進行技術轉讓，例如向企

業內部技術轉讓、產業升級和人力培訓提供了資助政策。政府亦透過投資，從生命科學

至互動式數碼媒體，培育其具策略性、與經濟相關，以及以科學研究為基礎的能力，以

促進本土創新。 

 

3. 新加坡政府還建立了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大學和公共研究機構，包括促進新加坡國立

大學（NUS）成為一所全球領先的大學。透過與麻省理工學院（MIT）和瑞士聯邦理工

學院（ETH）等全球領先大學的合作，創建了國際合作研發中心。緯壹科技城 （One 

North）的建立舉足輕重，科技園區包括啟奧城（Biopolis）、啟匯城（Fusionpolis）

以及「智慧國家」（Smart Nation）計劃。 

 

2.6 新加坡面臨的挑戰 

新加坡與香港同樣高度依賴對外貿易，因此對外部環境的變化非常敏感。近年，新加坡

正面對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外部市場需求疲弱，以及世界經濟放緩等一系列不明朗因素。

新加坡一直是東南亞政治環境最穩定的國家之一。自 1959 年以來，人民行動黨

（People's Action Party）一直由李氏家族所領導。現任總理李顯龍即將卸任，目前還

沒有明確的繼任者。 

 

此外，該國也經歷了人口下降和老齡化。為了保持該國充足的勞動力，政府放寬了限制，

以吸引許多來自東南亞國家的非居民勞動力移民。因此，自 2000 年以來，新加坡的總

                                                 
13黃寶金（2017）創業與創新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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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加了 160 多萬，非居民的比例在 21 年間從不到 20%大幅增加到 30%。14也就

是說，外來人口的增加對當地社區和工作場所的社會凝聚力構成了挑戰。 

 

最後，當地政府支持的「勝者為王」（Winner takes it all）政策，或對現時的非市場領

導者在擴大新加坡業務上，造成不利，因政府及其國家投資基金淡馬錫（Temasek）為

了促進經濟增長，其早期的發展政策傾向於挑選勝利者，或集中支持被選中的產業群。 

 

2.7 瑞士在製造業方面的成功 

瑞士擁有世界級的金融和製造業公司。該國科技精湛，產業集中於精細化、低污染的和

品牌化的製造業，例如生物技術和製藥、精密機械行業和鐘錶行業。奢侈品和高端製造

業，可以創造大量的附加值，足以支撐該國的高工資。此外，瑞士還提供高質素旅遊和

接待服務。瑞士 GDP 約 74%來自服務業，25%來自製造業。15為了鼓勵研發，瑞士對

此的支出接近其 GDP 的 3%，超過 185 億瑞士法郎（約 206 億美元）。超過四分之三

的資金，來自私營產業。 

 

  

                                                 
14 Gillian Koh（2017）新加坡的人民、政治和公共政策 
15新加坡統計局（2021）瑞士經濟狀況和數據 

 



 

18 

如圖 4 所示，瑞士的主導製造業（2018 年）是包括製造服務在內的其他製造業（43%），

其次分別是電子相關行業（17%）和機械設備（10%）。 

 

  
*本類別包括其他小型行業和未指定行業。 

**本類別包括：（1）辦公室、會計和計算機設備；（2）廣播、電視和通信設備；（3）醫療、精密及光

學儀器 

（數據來源：UNIDO） 

圖 4：瑞士產業構成 

 

 

 

  

43%

17%
10%

10%

6%

5%

3% 2% 2% 2%

瑞士產業構成

*其他製造業 **電子相關產業

機械和設備（未分類） 食品和飲料

金屬製品 電氣機械及設備

傢俱，製造業（未分類） 木製品（不包括傢俱) 

橡塑製品 非金屬礦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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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瑞士創新和科技的發展 

於過去數十年，瑞士已經發展出了高度工業化且高質量的技術優勢。在該政策下，本地

和跨國公司擁有適合優化生產流程，以及建立高性能生產設施的理想環境，從而使該國

在先進製造業中佔據了領先地位。圖 5 展示了瑞士的創新生態系統。 

 

 
圖 5：瑞士的創新生態系統 

 

為培育具備智能生產技術的高技術工人，瑞士建立了一個專業人才庫，並採用自由的勞

動法。例如，瑞士的職業培訓是以勞動力市場為導向，並在理論和實踐之間取得強大平

衡。智能生產行業的製造錯誤越來越少，因為瑞士的教育政策，使他們的勞動力年輕、

訓練有素，而且以職場導向為主，效率越來越高，而成本越來越低。此外，自由的勞動

政策，使企業能夠在公司開始商業營運後，採用臨時通知僱用或替換工人。 

 

同時，瑞士擁有一批創新潛力極高的強大生產群，為整個價值鏈的企業提供了合適環境，

惠及製造商、服務提供商和供應商、潛在客戶和研發機構。投資者和製造商同樣認為，

瑞士穩定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可以為彈性供應鏈提供穩定的環境。不僅因為瑞士的工業

化程度很高，可以提供直接通往歐洲的通道，而且該國還擁有高效率的知識及技術轉移

中心。以瑞士的智能工廠（SSF）為例，瑞士的智能工廠是一個支持研發和轉移工業 4.0

政治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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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營非營利組織。基於其私營背景，能夠聚集國內和國際網絡，以促進瑞士的創新和

創業，並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可銷售的產品。 

 

最後，瑞士產品經常帶來「瑞士製造，高端優質」的印象。客戶願意為「瑞士製造」產

品支付更高的價格，產品通常被認為質素高、更可靠、更耐用而且技術先進。政府對「瑞

士製造」標籤有嚴格的規定和標準，如果一間企業想要在其產品上使用「瑞士製造」標

籤，該企業需要至少 60%的創造附加價值的產品是在瑞士生產的。16 

 

瑞士的成功，反映一個金融中心的製造業也可以很強大。儘管瑞士收入水準高，而且勞

動力市場緊張，但自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其生產力和工資增長已經放緩。

瑞士政府將工業 4.0、數碼化和各種新技術作為國家的新增長引擎，希望能夠推動創新

並提高經濟效益。瑞士政府嘗試採用數碼技術以提高數據的可用性，目的是一方面賦予

政府權力，另一方面賦予企業界、個體製造商和工人權力。該國的「數碼瑞士」（Digital 

Switzerland）策略為國家數碼化轉型政策提供了框架。 

 

《2020-2023 年瑞士政府電子政務策略》 （2020–2023 eGovernment Strategy 

Switzerland）旨在： 

1. 根據政府的 2020-2023 年人力資源策略文件，為勞動力市場的演變和促進轉型的

和跨學科的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礎。 

2. 根據政府的 2030 年職業教育和培訓策略文件，透過關注青年發展和教育，使當地

勞動力市場更能適應未來的變化，為未來的人力資源需求做好準備。 

3. 根據政府的 2020-2023 年資訊通信技術策略檔，評估資訊通信技術發展的策略目

標和生態系統，該等目標和生態系統將被反向用於促進經濟數碼化。 

 

  

                                                 
16瑞士全球企業（2020）瑞士先進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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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瑞士面臨的挑戰 

對於以出口為導向的瑞士經濟來說，其潛在的問題是，近年來法郎升值的情況使得瑞士

的製造產品對外國客戶而言更加昂貴。儘管瑞士國家銀行（SNB）採用了干預政策，以

減緩瑞士法郎的升值，但其行動可能會破壞瑞士作為採用靈活匯率制度區域的地位。此

外，瑞士央行為防止通脹而製定的負利率政策，為銀行和企業的經營創造了一個陌生且

更具挑戰性的環境。 

 

除了貨幣政策，瑞士還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例如，瑞士的紡織機械製造業目前正面

對中國的激烈競爭。隨著中國機械行業日趨成熟，許多瑞士企業在中國成立了更多的分

支機構，導致瑞士紡織機械的出口在過去幾年中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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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食品科技現況 

 

以下部分亦會重點分析食品科技、健康科技和綠色科技行業的現況和調查結果。此三大

行業對香港現在及未來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極具研究價值。重點研究行業之一的

食品科技，在香港經濟佔有重要地位。過去，許多傳統食品製造商建立了品牌，並從本

地擴展至全球。儘管香港製造業的地位不斷下降，但食品製造商仍繼續擴展。健康科技

作為第二個重點研究行業，因現時本地醫學及健康科學的基礎研究實力，具有龐大的商

品化空間，其中部分亦與食品業有關，例如保健品。此外，綠色科技作為第三個重點研

究行業，顯然與處理及回收家居與食肆廢物的挑戰有關。香港的 750 萬人口，居住在面

積 1,106 平方公里空間，要解決香港的廢物和環境挑戰，不但能夠促進可持續發展，也

有助解決其他擁擠城市或地區面對的問題，或向他們提供支援。 

 

3.1 香港食品行業的背景 

儘管製造業增加值佔香港經濟的份額正迅速萎縮，但「食品、飲料和煙草製品」行業則

變得越來越重要。在萎縮的製造業中，其增加值由 1973 年的 4.4%，增加至 2019 年的

34.1%。雖然製造業企業數量正減少，從 2013 年的 9,358 家減少至 2019 年的 7,251

家，但從 2013 年至 2019 年，「食品、飲料和煙草製造」行業的就業人數則由 30,037

人增加至 34,053 人。此外，在全球消費者眼中，香港的食品製造商通常被視為擁有良

好信譽和高安全標準的優質生產商。在食品行業應用工業 4.0 和其他新工業技術，並利

用香港在這行業的現有競爭優勢，必定會帶來顯著的經濟效益。 

 

3.2 食品製造商對回流香港猶豫不決的原因 

2016 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中提出「再工業化」。許多在中國內地的

港資製造商，包括部分食品製造商，已計劃將部分、甚至全部生產流程遷回香港。然而，

土地不足和建築面積限制，以及香港高昂的生產成本，令製造商的計劃受影響。當中錦

興食品廠有限公司和海天堂有限公司曾經在受訪時表示擔憂，並指土地分配是決定是否

將業務和運作遷回香港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17 

 

3.3 食品製造商的期望 

雖然中國內地的租金成本一直上漲，但相對香港的平均租金成本仍較低。部分廠商希望

香港政府及相關協會能協助業界建立食品生產工業園區，提供低成本的場地和配套設施，

                                                 
17 HKPC（2016）製造業回流香港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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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持業界在香港再發展。他們更強調，希望工業園區能夠讓他們共用物流、供水、和

環保污水處理等資源，助進一步分攤生產成本。成本分攤將為政府、食品行業和消費者

創造三贏局面。 

 

3.4 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 

為促進「再工業化」，創新及科技局已提供資金支援不同產業發展，例如 2020 年撥款

20 億港元推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然而，如圖 6 所示，「電器、電子和光學產品」

的增加值僅佔香港製造業 3.64%，為最低比重，但獲得的資金卻是最多（34%）。相比

之下，佔製造業三分之一以上的「食品、飲料和煙草製造」行業獲得的資金卻微乎其微。 

 

行業 宗數 金額 

(百萬元) 

平均金額 

(百萬元) 

生物科技 313 11% 679 7% 2.17 

電氣及電子 654 24% 3,431.60 34% 5.25 

環保 128 5% 306.9 3% 2.40 

資訊科技 529 19% 2,468.10 25% 4.67 

基礎工業 842 30% 2,185.60 22% 2.60 

紡織 / 製衣 / 鞋

履 

179 6% 509.9 5% 2.85 

一般 

(跨行業) 

22 1% 127.8 1% 5.81 

其他 99 4% 362.6 4% 3.66 

總計 2,766 100% 10,071.50 100% 3.64 

圖 6：不同科技範疇已獲批撥款分佈情況（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資料來源：香港創新科技局 

 

「香港製造」品牌承載著本港食品安全和高質量的聲譽，這有賴香港完善的食品安全監

管框架和法律制度。因此，行業持分者期望政府能善用「香港製造」品牌，而製造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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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於開發能帶來高附加值的技術。利用工業 4.0 技術，如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先進食

品製造將能夠成為香港「再工業化」的推動引擎之一。 

 

3.5 本地食品製造商對工業 4.0 的投資 

在此，本報告將透過以下案例，說明香港的食品製造商在採用或準備採用工業 4.0 技術

所做的工作。該等示例可讓企業作為參考，了解如何透過採用不同的技術來降低成本、

提高生產靈活性及提高產品質量。 

 

案例 1. 廚房壹號有限公司（CK One）18 

廚房壹號有限公司（CK One）最初為連鎖餐廳生產預製食品。疫情導致銷售額下降，

促使該公司尋求轉型。經過兩個月的研究，CK One 向市場推出了小包裝的預製食品。

雖然市場反應良好，但公司的運作仍低於其原有的生產能力。公司創辦人黃志超從香港

生產力促進局了解到「先進製造」，得知該技術有助提升生產力。隨後，黃先生申請了

由創新科技署創新及科技基金推出的「再工業化資助計劃」資助，助公司購買智能生產

設備、聘請顧問、培訓員工，並迅速向市場推出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案例 2. 新佛香食品有限公司（壹品豆品）19 

新佛香食品有限公司在 2020 年採用智能運作，令更多生產流程自動化，提高產品質量

及加強供應鏈管理。香港貨品編碼協會（GS1 HK）為該公司引入企業資源規劃（ERP）

系統，重新設計供應鏈。此外，該公司將人工智能、影像分析等技術應用於其智能運作

中，讓管理層實時掌握生產數據，例如檢測瓶蓋上是否清楚印上有效期，或計算不同生

產產量。該新技術透過避免人為錯誤，有助提高質量。 

 

此外，香港貨品編碼協會亦推動在工廠安裝智能傳感器，以測量溫度、濕度、空氣質量

和噪音等環境指標，確保質量和職業安全。同時設計了實時運作資訊圖表，讓工廠人員

掌握生產過程表現和效率，並協助公司進行有效的分析和評估，甚至能夠在事故發生前

迅速採取行動。 

 

 

                                                 
18 HK01（2021）疫下食品製造商申資助推智慧生產學者倡再工業化促進就業 
19 GS1 HK.（2020）「香港製造」品牌的生存之道：邁向數字化•邁向智能化•邁向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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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大型食品連鎖餐廳（設計、提供和建立低溫液體冷卻系統）20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為企業提供自動化設計，減少處理包裝食品所需的人力。企業亦可利

用低溫液體冷凍技術，將食品的冷卻時間縮短 60%，不但有效保障食品安全，同時節

省 50%營運費用。 

 

案例 4. 一家本地新鮮果汁製造商（用於新鮮果汁高壓處理保鮮技術）21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為該企業開發全自動化雙處理艙高壓處理系統（每個容量 20 升），

並運用壓力傳遞機制以節省能源。這項技術具有多項優點，包括有效延長保質期達 20

倍、環保（通過壓力傳遞機制可節能達 40-50%）、而且由於只需兩名操作員，因此能

節省營運成本。 

 

案例 5. 粵菜飯店企業—利苑飲食集團 22 

以各種自動化技術和工業 4.0 為基礎，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聯同利苑集團設計了第一條智

能化粵菜生產線。使用的智能技術包括：信息物理融合生產系統（CPPS）、工業物聯

網（IIoT）、實時數據採集（生產數據、設備數據、品質數據和能源數據）以及人機介

面（HMI）。生產力局建立智能製造系統，將粵菜的關鍵製造參數（例如食物溫度）可

視化，以實現實時監控，從而提高質量和生產效率。此外，智能自動化可以減少勞動力

消耗，保持食品質量，並能靈活處理各種烹飪方法。 

 

案例 6. 恆香老餅家 23 

建立智能生產線，實現不同中國糕點的自動化生產，提高產品質量和產量水準，從而提

高生產效率。使用傳感器代替人手進行溫度監測，大大提高了職業安全，減少了勞動力

消耗。 

 

由此可見，透過工業 4.0 的不同技術，食品製造業可以增加企業價值。以恆香老餅家為

例，即使整個生產過程為勞動密集，仍然可以實現生產自動化。食品工業涉及領域廣泛，

涵蓋漁農業、素食、培植肉、食品製造技術、塑膠包裝、檢測和認證、物流和銷售、和

食品廢物處理等。在不同領域引入創新技術，以提高生產能力和效率。 

                                                 
20 HKPC（2021）設計, 製造及設置低溫液態冷凍系統 
21 HKPC（2021）新鮮果汁高壓處理保鮮技術 
22 HKPC（2021）粵菜飯店企業  
23 HKDC（2021b）周浩鼎走訪傳統老餅家智慧化工廠探討工業 4.0 再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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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 香港太古可口可樂 24 

自 2012 年起，香港太古可口可樂在貨車和停車場系統中使用了「無線射頻識別」（RFID）

技術，以提升運輸和配送效率，和改善現有的貨物運輸和裝卸設施。自項目開始以來，

該公司每個工作日的平均上貨貨車數目和裝卸區使用率均提高了 8 至 10%，平均貨物

裝卸時間和排隊輪候時間則減少了 13 至 14%。此外，公司還可以收集實時數據，協助

管理層及時做出決策。於 2016 年，該公司將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的應用擴展至其他範圍，

透過加快貨車運輸以提升服務。 

 

案例 8. 峰景餐廳集團 25 

峰景餐廳集團採用了全球條碼系統來管理其不同種類的食品，並達到各種目標，包括提

高產品可追溯性、庫存透明度和庫存管理的成本效益。在條碼系統的協助下，該集團現

時可以利用自動化數據來追蹤食品消耗情況、簡化程序、並加強與供應鏈中各個持分者

的聯繫。更重要的是，善用條碼還能夠減低人手操作造成的人為錯誤。與此同時，該集

團進一步將條碼系統的使用範圍擴大至倉庫，以提高倉儲準確性。 

 

案例 9. 香港大家樂集團 26 

兩年前，香港大家樂集團的員工需要每天手動輸入和確認大量送貨單、付款和付款通知。

這不僅非常耗時，亦難以避免人為錯誤。採用以 EANCOM/EDIFACT 為標準的 B2B 電

子商務平台「通商易」（ezTRADE）後，可供企業與貿易夥伴在每個供應鏈環節交換電

子資訊，員工現在只需花 5 分鐘（過去需要 30 分鐘）對每個供應商進行核實和審批付

款，效率明顯提高了 6 倍。這是因為該系統的預審流程提高付款通知的質素，並允許員

工分批審批付款通知。 

  

                                                 
24GS1 HK.（2017b）香港太古可口可樂 
25GS1 HK.（2017a）峰景餐廳集團 
26GS1 HK.（2018）香港大家樂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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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健康科技現況 

 

4.1 背景 

許多經濟體正經歷人口老齡化，對醫療與長者支援服務和產品的需求十分大，並預計將

進一步增長，同時衍生對相關產業的龐大投資及發展機會。 

 

自 20 世紀 90 年代初以來，許多香港製造商為降低生產成本，將生產遷移至中國內地，

而質量控制、營銷、研發、設計、售後服務以及材料和設備的採購工序則在香港進行。 

 

2021 年香港約有 250 家生物科技相關公司，約有 160 家醫療和健康設備製造商。27中

央政府早已確立了粵港澳大灣區（以下簡稱大灣區）在推動國家科技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 2019 年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生物醫藥被列為大灣區新興支柱

產業。香港多所大學的生物科技研究業是世界聞名，研究成果的成功轉化也日益增多。

例如在 2020 年，香港大學的團隊成功研製了全球首支噴鼻式新冠疫苗。香港中文大學

醫學院盧煜明教授亦發明了「無創產前診斷」技術，該技術目前已於全球近 100 個國家

廣泛應用。 

 

與此同時，香港還是亞太地區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 IPO 中心，也是世界第二大 IPO 中

心。28截至 2021 年 6 月底，已有 67 家醫療健康公司在港交所上市，首次公開募股募

資 2 090 億，反映香港生物科技生態系統持續成熟。 

 

  

                                                 
27HKTDC（2021a）香港的生物科技、醫療及保健行業 
28 HKCD（2021a）香港成亞太生科融資中心上半年逾 50 家生物醫藥企業排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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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健康相關產業製造商對回流香港猶豫不決的原因 

  
表 7：受訪企業在升級轉型時遇到的困難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香港經濟研究中心 

 

根據香港大學香港經濟研究中心 2017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29 58%受訪企業在香

港難以聘請合適人才，這一比例比中國內地高出 17%。此外，由於住房和預期工資成

本，香港聘請研發人才的成本高於內地。 

 

由於香港缺乏本地培養的研發人才，企業往往需要從中國內地或海外招聘，招聘和培訓

成本相對較高。除了國際科研人才競爭激烈外，香港研發人才流失率也很高。香港科研

人員通常只願意於企業工作兩至三年。科研人才到國外或中國大陸尋求機會具有吸引力，

導致香港的醫療領域人才短缺。健康科技初創企業尤其難以招到合適的專業人士，特別

對於資源有限的初創公司，亦要經過漫長的過程申請政府資金。從焦點小組討論，香港

的“政府-產業-大學-研究”合作不足，未能加強行業的研發能力。 

 

 

                                                 
29 香港工業總會（2017）香港工業的未來道路 

0% 10% 20% 30% 40% 50% 60% 70%

難以保護內部產權

難以在中國內地招聘合適人才

難以在香港招聘合適人才

與香港和中國內地科研單位合作時面

對小批量測試樣品／材料報關問題

與香港學術研究機構的知識轉移／研

究成果存在程序上障礙

面對香港科研人才流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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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健康產業製造商的期望 

「香港製造」品牌是本地製造商的主要賣點之一，亦成功成為質量保證，令潛在客戶願

意以高價購買香港本地製造商的產品。 

香港醫療市場將受益於大灣區發展的協同效應。內地居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很大，亦對

香港的醫療系統有很正面評價。許多內地居民多年來一直使用香港的私人醫療服務，這

將吸引許多對大灣區市場感興趣的海外醫療科技公司在香港建立基地。 

 

近年來，不同的公共機構為健康科技企業提供各種支援計劃。例如香港科學園推行為期

4 年的「生物醫藥科技培育計劃」(INCU-BIO)，為相關企業提供完善的工作空間和市場

營銷支援，協助聯繫潛在投資者、客戶和傳媒，並提供配對資金。30 

 

4.4 香港特區政府支持 

健康科技產業被視為是戰略產業，單靠市場難以自行發展，政府應牽頭制定產業發展藍

圖。香港大學的李登偉教授 31研究人造心臟多年，早前成功培育出全球首個迷你人造心

臟。他認為，香港政府可以作為中間人，整合本港科研技術、教育、醫學、金融商界和

法律這五大創新科技優勢，從而完善創新科技生態系統。 

 

此外，行內企業積極申請政府資助計劃和資金支援，以及建立籌款平台。生物科技和健

康科技公司發展初期，需要完成很多打入醫療市場的前期工作，例如開發產品原型和發

表醫學論文，以獲得醫學界的信任和認可。生物科技和健康科技初創公司的發展週期一

般長達 5 至 10 年，而種子階段的資金短缺問題相當嚴重。 

 

最後，香港的公營機構採購政策削弱了中小企和本地初創企業的競爭力。香港的公共採

購程序受《公共財政條例》下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則》監管，同時必須符合《世界貿

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WTO GPA）的原則，32為有意參與公共採購的產品或服務提

供者創造公平公開的競爭環境。33 

 

                                                 
30 HKSTP（2021a）生物科技創業培育計劃 
31 Ming Pao（2016）早年培植首個迷你人造心臟港幹細胞權威研迷你人助試藥 
3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2021）採購指南。 
33 雖然 WTO GPA 締約成員之間有機制豁免談判，但香港政府在 1997 年簽署 WTO GPA 時並未提

出任何豁免要求，以經濟政策而言這大大削弱了公共採購的靈活性。 



 

30 

政府在 2019 年修改相關政策，容許採購部門提高技術評分的比例，增加創新元素的中

標機會，並減少投票者體驗的評分比例。這一項政策能否有效改善中小企和初創企業獲

得政府採購合同的機會，仍有待觀察。 

 

4.5 本地健康科技製造商對工業 4.0 的投資 

案例 1：盧煜明教授的無創 DNA 檢測技術 

人類未來的新視野。 

 

盧教授團隊的最新研究是透過採集孕婦的血漿，以檢測嬰兒是否患有特定的單基因遺傳

病。例如有嬰兒患有「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症」（CAH），出生後由於荷爾蒙失調導

致其生殖器官出現異常。依靠目前的技術，孕婦可以在第 8 週進行無創產前檢測，及早

發現及用藥，可避免嬰兒出生後承受多次手術。 

 

經過 20 年的努力，盧教授首創了基因產前診斷檢測，讓孕婦可以進行“無創”產前

檢查，檢測胎兒是否患有唐氏綜合症。與以前的侵入性測試相比，該測試將降低測試

期間流產的風險，更加安全。由於這項創新和許多其他相關貢獻，盧教授於 2021 年

獲得了突破獎，該獎通常被稱為「科學奧斯卡」，以表彰在基礎物理、生命等領域進

行範式轉換研究的世界知名學者。科學和數學。盧教授經常被譽為「最接近諾貝爾獎

的香港人」。34 

 

面臨的挑戰 

該技術最初面臨資金短缺問題，並未有人投資。即使這是重大發現，無奈因資金問題，

難以在香港發展。「港媽」本應為首批受惠於「無創產檢」的群體，但因缺乏投資，被

其他國家搶先使用這項技術。盧煜明教授指出，香港缺乏具豐富科學知識的企業家，他

們普遍不了解科學研究的發展潛力，所以不敢冒險投資。香港投資者不喜歡投資需時甚

長的科學研究，也不願承受風險投資於科學研究。35 

 

 

 

 

                                                 
34 HK01 (2017) 最接近諾貝爾獎的港人 無創產檢之父盧煜明：搞科研要人才及投資 
35 Takungpao（2018）盧煜明：港缺乏科學知識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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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保心安製藥 36 

以產品現代化及「香港製造」提升品牌價值。 

 

傳統行業亦需要透過新技術和智能製造進行業務升級，以適應多變的時代和日漸激烈的

競爭，同時保留傳統品牌價值，才能在市場佔一席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

最近協助一家有逾百年歷史、獲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認證（GMP）認證的中成藥生

產商，研發並建立全自動智能包裝設備，滿足複雜和嚴格的中成藥生產及包裝要求，從

而提高包裝質量。 

 

面臨的挑戰 

傳統中藥廠強調「古法虔製」，調製手法及配方不能任意更改，同時需符合衞生署所頒

發的相關許可證。對中藥廠來說，即使只是以用現代化機械作生產，要追求現代化亦非

容易。就算現時行業整體發展良好，但大部分的操作流程仍依賴人手，加上現有的技術

人員大多即將退休，要招聘熟練的操作人員或年輕學徒變得越來越難。當時市場上缺乏

專門為中醫藥行業而設的自動化包裝設備。 

 

成果 

保心安其後與生產力局合作，由生產力局研發專用的智能包裝設備，一站式處理油樽外

包裹說明書、包裝、封樽等，確保工序和產品外觀質量。系統能每小時處理 3, 000 瓶

藥油，並採用智能監控軟件，滿足複雜和嚴格的中成藥生產及包裝要求。智能機器需要

兼融不同尺寸的包裝材料，因此，新設備利用機器視覺技術監控系統運作，以確保包裝

瓶和說明書沒有任何外觀缺陷，從而提升產品包裝質量和穩固度，並符合 GMP 相關法

例法規的規範。 

 

此外，新設備亦可通過內置實時數據，採集生產、設備、品質和能源實時數據，協助提

升生產管理效率和市場競爭力，不但能密切監察整個自動化系統的表現，亦可為工廠部

署工業物聯網（IIoT）作好準備。 

 

 

 

 

                                                 
36 Unwire.pro （2016）傳統工業青黃不接 保心安藥廠用新角度來看「工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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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澳美製藥 37 

以「香港製造」建立可靠、有效和值得信賴的品牌。 

 

透過建造智能工廠，以預測維護要求，提升生產力，提高靈活性以和安全性，以及員工

的滿意度。同時，簡化流程及令流程自動化，能減少事故和工傷等人為錯誤風險。透過

相關措施，亦可提高即時反應和生產力。 

 

案例 4：美時醫療 38 

參加香港貿易發展局的「T-box」計劃，提升技術並拓展國際市場。 

 

美時醫療主要從事醫療影像技術。在新冠疫情期間，公司推出新產品：消毒機械人，配

備三種消毒模式，消毒效果超過 99.9%，在該領域頗具競爭力。然而，作為中小企，公

司缺乏國際對接，無法向全球市場推廣和銷售機械人。美時醫療加入香港貿易發展局的

T-box 升級轉型計劃，以解決問題。香港貿易發展局建立了一個大型數據庫（T-box 服

務），協助美時醫療進行海外配對。T-box 服務可以解決中小企在發展中的市場面臨的

痛點，幫助他們在探索過程中少走彎路，直接與有需要的客戶對接。 

 

案例 5：香港科技大學與捷和實業 39 

依靠官產學研合作，成果斐然。 

 

由香港科技大學化學及生物工程學系兼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學部楊經倫教授領導的團隊，

研發一款新型多層次殺菌塗層（MAP-1），可有效消病毒、細菌甚至滅極難被殺死的孢

子，並有助對抗新冠疫情。在捷和實業和創新科技署的共同資助下，香港科技大學與捷

和實業成立了聯合實驗室，將概念性的想法和實驗室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體產品，以解決

社區的需要，而 MAP-1 是其中一個重要例子。 

 

 

 

 

                                                 
37 Bright Future（2020）Bright Future 全球客戶和商業合作夥伴資訊，2020 年 12 月    
38 HKTDC（2020)）升級轉型 突破挑戰：醫療科技新市場 
39 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2021）科大研發新型智能殺菌塗層 助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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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普銳醫療 40 

世界領先的科技公司在香港成立手術機械人研發中心。 

 

普銳醫療是由倫敦帝國學院哈姆林手術機械人中心衍生的初創公司，2018 年開始在香

港研發手術機械人，透過科技創新應對全球健康挑戰。 

 

成果 

以開發安全有效、簡便易用的醫療技術為目標，普銳醫療專注科研創新，特別是臨床轉

譯，令全球病患者直接受益。普銳醫療亦受惠於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所帶來的優勢，

包括價值鏈內的頂尖供應商，涵蓋電子、金屬、塑膠以至精密工程能力。透過香港的設

計、開發、生產能力和完善的法制為跨國企業所帶來的保證，醫療器材公司得以開發新

技術並實現技術商業化。 

 

未來展望 

普銳醫療創辦人楊廣中教授對決定於香港設立辦事處充滿信心。香港在融資、產品開發、

生產和臨床測試等重要範疇具有獨特優勢，可說是集各種優勢於一地。普銳醫療的香港

辦事處專注產品設計和開發，是推動醫療機械人商業化的先導。在稍後階段，當臨床數

據獲得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及澳洲和東南亞其他司法

管轄區的認可後，便會在香港市場進行臨床試驗。 

 

4.6 健康科技產品製造商在港投資的獨特優勢 

香港的人才多元化，風險創投資金愈趨成熟以及其他輔助因素，包括完善的法律制度等，

使香港成為一個發展蓬勃的理想創科生態圈。41香港政府在八大方向促進創新科技發展，

其中四大方向更直接推動「再工業化」。42包括： 

• 增加科研資源； 

• 培養科技人才； 

• 提供風險資本； 

• 提供創新科技基礎設施。 

                                                 
40 投資推廣署 (2018) 以醫療機械人 重塑醫療未來 
41 HKSTP（2021c）盧煜明教授: 毋懼失敗  堅持不懈  改變無數生命軌跡 
42 香港理工大學創業學院（2021）驅動「香港再工業化」：香港再工業化是否已萬事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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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從事醫療技術和設備相關的健康科技公司來說，他們可能會考慮在香港推行涉及重

要科學研究或複雜測試程序的重要生產工序，以保護知識產權和質量水準。 

 

過去「香港製造」只代表在香港生產的產品。但隨住製造業的生態轉型，加上香港趨向

發展生產服務業，「香港製造」被廣泛理解為港資製造企業，以科研、設計、並揉合「Made 

by Hong Kong 香港製造」智慧與精湛技術生產而成的多元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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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綠色科技現況 

 

5.1 背景 

環保回收行業重新獲得了關注。從前的 3R（減少、重用和再循環）已經變成了現在的

5R（拒絕、減少、重用、修復和再循環）。為緩解本港堆填區的壓力，香港特區政府積

極倡導發展本地回收業，以延長廢物的使用壽命，並製造成有用的產品和材料，可供內

銷甚至出口。 

根據香港環境保護署統計，2019 年在香港堆填區傾倒的固體廢物總量為 571 萬噸（見

圖 8），其中超過 70%來自城市固體廢物（404 萬噸），25%來自建築廢物。  

 

圖 8 展示了家庭廢物是香港固體廢物的主要來源。2019 年日均棄置量 6,554 噸（每年

達 239 萬噸），而工業和商業垃圾較 2018 年均有所減少，日均棄置量為 4,503 噸（共

計 164 萬噸）。棄置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由於經濟的萎縮。  

 

 
圖 8：按主要廢物種類劃分，在堆填區棄置的固體廢物量 

資料來源：香港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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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2019 年香港固體廢物監測報告》顯示，每天堆填區棄置的固體廢物中，廚餘垃圾

佔最多（30%），日處理量高達 3,353 噸，其中約 70%來自家庭（圖 9a 和 9b)。由於

工業和商業垃圾比較集中且具有較高的回收價值，因此回收的工業和商業廚餘垃圾相對

較多，日處理量約為 1,000 噸。  

 

圖 9a. 2019 年香港堆填區處置的固體廢

物的構成比例——按主要廢物種類分列  

 

 

圖 9b. 2019 年城市廚餘垃圾填埋處理總量

的構成及佔比——按廢物種類分列  

 

資料來源：香港固體廢物監測——2019 年廢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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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港的回收商、收集商或兩者兼任的共有 762 間，但自 2015 年至 2019 年，平均

只有 6%的廢物可在本地回收，這反映出香港在吸收原材料或回收材料上非常有限。因

此，本港約 94%的固體廢物被出口到中國內地（圖 10）。  

 

 
圖 10：從固體廢物中回收的可循環利用材料的數量（2015-2019） 

資料來源：香港固體廢物監測——2019 年廢物統計 

 

自 1999 年以來，本港固體廢物回收率逐步提高，2010 年甚至超過了一半，達到 52%。

然而，中國內地（1）自 2011 年以來，開始收緊塑膠垃圾的進口，（2）在 2013 年初

啟動了「綠色圍欄行動」，（3）在三年前開始採取更嚴格的廢紙進口政策，逐步減少

其配額 43，甚至（4）在 2017 年 7 月推出《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

度改革實施方案》，阻斷了原本依賴出口到內地的廢紙的出路，隨著廢物進口法規的日

益嚴格，廢物的價格下降，導致 2010 年後回收率不升反降，截至 2019 年已降至 29%

的歷史最低點（見圖 11）。 

                                                 
43 國家核准進口量從 2017 年的 3,300 萬噸增加到 2019 年的 1,400 萬噸，兩年時間內減少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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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香港棄置和回收的固體廢物的數量 

資料來源：香港環境保護署 

 

5.2 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 

為了支持環保產業的發展，政府目前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

金」、「環境與自然保育基金」以及香港科技園公司提供資金支援。此外，在 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佈撥款 2 億港元設立新的「低碳綠色研究基金」，並向「回收基

金」額外注資 10 億港元，以推動更豐富、更有針對性、以及更具有相關性的研發項目，

促進減少炭排放量和綠色技術的開發和應用。  

 

此外，香港目前有六個固體廢物中央處理園區，分別是：  

1. T·PARK，於 2015 年啟用，採用了先進的焚燒技術，將污水處理廠產生的污泥轉化

為電能。T·PARK 目前每天可處理 2,000 噸污泥。產生的電能不僅可以自給自足，剩餘

的電力還可以送入公共電網，每年滿足約 4,000 戶家庭的用電需求。  

 

2. WEEE·PARK，於 2018 年 3 月全面投入營運，負責處理和回收廢棄的電器和電子產

品。為提高本地「變廢為寶」和修復「再生電器」的能力，WEEE·PARK 每年處理 30,000

萬噸受限制的廢棄電器和電子產品（統稱「四電一腦」，包括空調、冰箱、洗衣機、電

視、電腦、列印機、掃描儀和顯示器），目前已處理超過 50,000 噸受限制的廢棄電器

和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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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PARK1，由環保署於 2018 年 7 月在小蠔灣開設的第一期有機資源回收中心，採

用生物處理技術——堆肥和厭氧分解，將廚餘廢物轉化為有用的堆肥產品和可再生能

源——沼氣，以更加妥善地處理廚餘廢物。O. PARK1 的目標是每天處理 200 噸廚餘廢

物。 

 

4. O.PARK2 項目亦已啟動，預計將於 2023 年投入營運，每天可將 300 噸廚餘廢物

轉化為電能。產生的電能不僅可以自給自足，剩餘的電力也將被送入公共電網，每年可

為大約 5,000 戶家庭提供足夠的電能。  

 

5. Y·PARK，預計於 2021 年第二季度投入營運，主要收集和處理園林廢物，並將其轉

化為不同的有用材料，例如用於園藝和種植的堆肥和覆地物、用於堆肥的膨鬆劑以及蘑

菇培養基。經過處理的巨大樹乾和樹枝，將能夠穩定供應木材予傢俱製造、裝飾及木藝

等產業，以生產木板或橫梁。此外，Y‧PARK 還可以為日後生產生物炭提供原料。園林

廢物可透過熱解轉化為生物炭，可作為土壤改良劑、過濾污染物的過濾材料、種植土壤

和動物飼料添加劑等。使用該等生物炭，可以保留其中的碳分子，有助於減少碳排放。  

 

6. I·PARK（綜合廢物管理設施），是一個採用先進焚燒技術的廢物發電設施，每天可

處理 3,000 噸的城市固體廢物。在處理過程中產生的能量將用於發電，從而減少使用化

石燃料發電，並可避免在垃圾填埋場處置廢物而產生甲烷。該項目將有助於減少香港的

溫室氣體排放，以應對氣候變化。  

 

除了上述六個園區外，政府還在屯門建立了一個「環保園」，希望以可負擔的租金提供

較長期的土地租賃，以鼓勵業界設立生產線，引進先進技術，利用本地回收材料生產有

用的產品。遺憾的是，自 2007 年營運以來，該園區已達到飽和，給那些對高附加值回

收行業感興趣的企業造成了障礙。  

業界希望政府能在新開發區劃撥更多土地，擴大環保園區，以支持循環產業，使之成為

香港「再工業化」的重要支柱，為下一代創造多元化就業機會。  

 

5.3 機遇 

事實上，環保產業在香港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統計數據，2019 年環

保產業的增加價值接近 99 億港元，較 2008 年的 41 億港元增長了 141%（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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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香港環保產業增加價值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此外，隨著家用電器和數碼產品的不斷普及，電子產品的使用壽命有下降的趨勢，這導

致對「電子廢物」回收需求越來越大。雖然全球電子廢物產量在 4000 萬至 5000 萬噸

之間，但在香港，根據環保署的數據，香港每年產生的電子廢物約為 70,000 噸。  

 

由此可見，回收行業是具有前景和機遇。香港的回收業若想在其中分得一份利益，整個

產業鏈須先踏出第一步，脫離低端產業鏈，以保障自身的回收能力。   

 

環保產業的成功不僅可以改善環境，還可以增加就業的多樣性。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

構 2020 年最新報告，可再生能源產業就在全球創造了 1,150 萬個就業機會。這份報告

還預測，到 2050 年，工作崗位將增加到 4,200 萬個。在香港，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統計，

2019 年有 44,670 人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環保和回收活動。他們所佔比例從 2008 年的

0.9%增加到 2019 年的 1.2%（見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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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香港環保行業的就業情況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5.4 再工業化和綠色科技 

為使環保產業成為「再工業化」的重要支柱，業界希望政府盡快落實《都市固體廢物管

理政策大綱(2005-2014)》中的「污染者自付」原則，並結合「用戶付費」原則，採用適

當的「垃圾徵費」作為經濟激勵手段，鼓勵公眾和工商業減少對不可回收物品或包裝的

使用和銷售，同時增強他們對分類和回收的意願。  

 

此外，政府正在努力加快社區垃圾分類的實施。雖然香港每天都會產生大量的可回收垃

圾，但垃圾的分佈卻非常分散。如果回收商想在不同的地區開展回收業務，他們必須支

付高昂的運輸費用。因此，政府應參考亞洲周邊地區，如日本、台灣等回收產業較為成

熟的地區，制定新的運輸費用補貼機制，為回收商提供經濟激勵，從而提高香港的回收

率。 

 

當實現垃圾妥善回收後，回收業可以抓住機遇，在香港打造一個轉廢為材工業，逐步完

善本地循環經濟產業鏈。除了環保產業，綠色科技在再工業化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它有責任協助製造業採用智能和清潔的生產技術，以盡量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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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廚餘制氫，用以發電。 

一家綠色科技公司開發了一項技術，可將廚餘廢物厭氧分解產生的沼氣轉化為氫氣，再

轉化為電能，真正實現了變廢為寶。這項技術不僅大大減少了廚餘廢物的數量和焚燒廠

的負荷，還有助於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使能源供應來源多樣化，推動經濟發展。 

 

案例 2：使用『清煙』環保化寶爐控制和合石靈灰安置所及火葬場的煙氣排放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為粉嶺和合石的靈灰安置所及火葬場安裝了兩種空氣污

染控制裝置。分別是環保化寶爐和焚香集煙器。兩款設備均採用了生產力局的專利環保

技術。 

• 『清煙』環保化寶爐——在兩處安裝 15 個環保化寶爐，用於減少公眾焚燒紙幣時

產生的黑煙。 

• 在火葬場禮堂內安裝了三台全新的焚香集煙器，用於清除在祭壇上燒香時產生的煙

霧。 

 

案例 3：豆製品製造業污水處理技術援助服務（BM-COMBO 膜生物污水處理系統） 

生產力局為新界兩家傳統豆製品製造廠引進其持有專利的「BM-COMBO 膜生物污水

處理系統」，以增強污水處理設施及減少環境污染。 

 

案例 4：改造現有污水處理廠並供應和安裝新的污水回收系統 

透過安裝污水回收系統，生產力局幫助東莞某製衣集團改善了污水處理設施，據此，工

廠能夠滿足相關廢水排放標準和水再利用要求。安裝後，每天的廢水排放量從 337 立

方米減少到 195 立方米，約 60%的廢水可以被回收和再利用。  

 

案例 5：開發創新的太陽能管理解決方案，使可再生能源得到更廣泛的應用。 

新能源融資及諮詢有限公司（NEFIN）主要提供太陽能解決方案，包括技術研究、應用

採購、設計與施工、管理與維護以及項目融資等針對性服務，以及推廣太陽能的使用。

此外，NEFIN 還利用物聯網管理不同地區的太陽能發電站，並優化太陽能發電的儲能

效率，讓香港面向綠色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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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利用天然植物纖維（大自然編織的綠色布料）的巨大潛力取代一次性塑膠。 

由寰科創新有限公司（Ecoinno）開發的專利綠色複合材料（GCM™）及其獨家技術，

主要利用可再生的天然聚合物為原料。經過重組，GCM™產品可以充分利用植物纖維的

顯著特性：包括能夠在 75 天內在自然環境中實現完全生物降解；耐極寒極熱，耐水耐

油，硬度極高，密閉性極強（其低透氣性可與金屬相媲美）；並經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FDA）檢測和批准，確認其不含毒素。  

 

由 GCM™製成的餐具可用於餐飲業的包裝。以水杯為例，如果使用塑膠杯，在高溫下

就會產生有毒物質。而如果水杯是紙做的，就很難避免出現因紙質太軟而覆蓋塑膠膜的

情況。GCM™的高性能材料可以提供足夠的硬度，但同時又足夠輕，且可以自然分解。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Ecoinno 製造的可分解環保餐具將被業界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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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調查結果 

 

6.1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設計了包含 42 條問題的問卷。除了銷售和就業等基本經濟數據外，調查亦要求

受訪者回答五類多項選擇題，即（1）在香港開展業務時遇到的挑戰；（2）企業的研發

活動；（3）企業對工業 4.0 技術的理解及在短期（1-2 年）和中期（3-5 年）採用相關

技術的展望；（4）對不同地區進行研發活動和拓展市場的期望；以及（5）他們對香港

作為創新和科技中心的未來的期望。附件載有完整問卷供參考。 

 

這項調查於 2021 年 7 至 9 月期間進行，合共向 391 間企業發出問卷。受訪企業涵蓋

基礎工業（金屬、塑膠、模壓和電子等）、食品科技、健康科技及綠色科技企業。在本

研究接觸的 391 間企業中，213 間完成調查（回覆率為 54%），其中 37%來自綠色科

技企業，31%來自食品科技企業，21%來自健康科技行業，11%來自基礎工業。44本報

告重點關注三個目標行業合共 184 家公司。圖 14 顯示按行業劃分的受訪企業分佈情

況。 

 

  
圖 14：按行業劃分的受訪企業分佈情況 

 

                                                 
44 雖然大多數受訪企業並無回答部分問題，但令人欣慰的是，每個問題平均回答率均超過 60%，其中不

少問題的回答率達 90%以上。平均回答率相對較低，與部份企業不熟悉問卷提及的內容（例如有關工業

4.0 技術的問題）有關，部分或與需要在開放式問題寫上答案有關。 

37%

31%

21%

11%

按行業劃分的受訪企業分佈情況

綠色科技 食品科技 健康科技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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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5 所示，受訪企業的業務性質涵蓋不同類型，其中代工生產商（OEM）佔 26%，

設計及代工生產商（ODM）佔 19%，自有品牌生產商（OBM）佔 34%，以及 21%從

事其他業務的企業（即從事非製造活動），例如銷售和純研發活動。 

  
圖 15：業務性質 

 

6.2 主要調查結果 

主要市場 

問卷的第一組問題與受訪企業的主要市場有關。與大眾的普遍看法不同（即認為香港經

濟體太小，因此對大部分製造商來說，香港市場並不重要），調查顯示，大多數受訪企

業以香港為主要市場，特別是食品科技企業。具體而言，研究發現 90%受訪企業將香

港視為主要市場，37%企業將中國內地列為主要市場，亦有 22%企業以東南亞為主要

市場。 

 

這些比例因行業而異。如圖 16 所示，食品科技企業中：分別有 98%、28%和 20%企

業將香港、中國內地和東南亞作為主要目標市場；而在綠色科技企業中：分別有 90%、

39%和 24%企業將香港、中國內地和東南亞作為主要目標市場。三類企業中，健康科

技企業對本地市場的銷售依賴度相對較低，但仍有 74%的健康科技企業表示香港為其

主要目標市場，其次 49%表示中國內地為其主要目標市場，36%企業表明歐洲是其主

要目標市場。 

26%

19%34%

21%

業務性質

代工生產商（OEM） 設計及代工生產商（ODM）

自有品牌生產商（OBM）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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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受訪企業的主要市場 

 

空間限制 

問卷亦訪問企業對設立生產線所需空間的要求。44%食品科技企業、46%健康科技企業

和38%綠色科技企業表示，需要少於10,000平方呎的空間，即有逾半數受訪企業認為，

有限的工業空間供應，仍然對其營運和將生產遷往香港的計劃構成影響。 

 

除了渴望擁有更多土地空間外，企業亦表示，擔心沒有足夠空間建立自動化生產線、卸

貨區空間不足、以及樓底太低。具體而言，如圖17所示，80%食品科技企業、63%健康

科技企業和54%綠色科技企業表示沒有足夠空間建立自動化生產線。59%食品科技企業、

43%健康科技企業和32%綠色科技企業表示卸貨區空間不足；54%食品科技企業、40%

健康科技企業和24%綠色科技企業表示樓底太低。這些數字顯示，不同類型的企業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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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面臨各種營運挑戰，亦表明促進「再工業化」的政策需具備靈活性。「一刀切」方式

或非實際。 

 

 
圖 17：受訪企業在港設廠面臨的挑戰 

 

關於工業4.0 

問卷亦訪問企業對工業4.0技術的認識，以及採用工業4.0技術時面臨的挑戰。研究發現，

大約一半受訪企業對工業4.0有所認識。但不同行業對工業4.0的認識程度有所不同：

56%食品科技企業、73%健康科技企業和只有28%綠色科技企業聽過工業4.0。 

 

關於採用工業4.0技術的好處，大多數受訪企業認為工業4.0技術可以提升生產力、節省

生產成本並讓營運更彈性。具體而言，如圖18所示，74%受訪企業認為工業4.0技術能

提升生產力，59%企業期望能節省生產成本，57%企業期望營運能更具彈性。 

 

行業之間存在一些有趣的差異。如圖19所示，83%食品科技企業、64%健康科技企業和

71%綠色科技企業認為工業4.0技術可以提升生產力；而74%食品科技企業、48%健康

科技企業和48%綠色科技企業期望，技術能節省生產成本。63%食品科技企業、4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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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技企業和57%綠色科技企業期望技術能讓營運更具彈性。值得注意的是，超過一

半（52%）綠色科技企業亦認為工業4.0技術能增強產品創新。 

 

 
圖 18：採用工業 4.0 技術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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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健康科技 

 

 
綠色科技 

 

圖 19：採用工業 4.0 技術的益處（按行業列舉） 

 

受訪企業被問到使用工業4.0技術的目的時，答案有所不同。六項最常用的工業4.0技術，

包括（1）網絡安全、（2）人機介面（HMI）、（3）傳感器、（4）數據分析和人工智

能、（5）機械人和自動化、以及（6）物聯網（IoT）。分別有14%至19%受訪企業表

示有採用相關技術（見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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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對企業營運最重要的工業 4.0 技術 

 

關於研發活動 

研究亦向受訪企業了解其參與研發情況。58%企業表示對研發進行了投資。在三個行業

中，最多食品科技企業表示對研發進行投資（79%），其次是健康科技企業（65%）和

綠色科技企業（36%）。在有研發活動的受訪企業中，73%食品科技企業、50%健康科

技企業和75%綠色科技企業表示在香港進行研發活動，顯示香港在工業研發方面有明顯

的比較優勢（見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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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企業進行研發活動的地點 

 

被問及選擇研發地點的關鍵因素時，66%受訪企業表示考慮研發基礎設施質量，其次為

熟練的本地研究人才（64%），而第三大關鍵因素為鄰近生產設施（62%）。企業亦強

調將研發和生產設於同一或相鄰位置的重要性。 

 

當地法規（53%）被認為是影響研發地點選擇的第四大重要因素。研發活動資助（51%）、

當地當地有研發集群/相關業務（49%）。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當地的高等教育機構（42%）

僅被視為第五至第七位重要因素（見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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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顯示了不同行業的答案有所差異。雖然研發基礎設施質量被食品科技和健康科技

企業視為最重要因素，但綠色科技企業來說，卻並不太重要。相反，綠色科技企業視熟

練的本地研究人才為主要考慮因素。 

 

 
圖 22：企業在當地進行研發的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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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企業在當地進行研發的考慮因素 

 

 

本研究向選擇以香港作為研發中心的企業了解原因後，發現與圖23的結果完全不同。如

圖24所示，在香港進行研發的企業中，46%表示考慮到香港有高等教育機構。這與香港

高等教育和基礎科研具競爭優勢這實際情況一致。在2021年QS大學排名中，香港是全

球唯一有4所大學進入前50名的城市。4537%受訪企業表示，技術研究人才供應是他們

在香港進行研發的第二大原因。與上文提及研發中心地點選址的第三大因素——鄰近

                                                 
45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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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設施（36%）一致。資助和當地有研發集群/相關業務對於考慮香港作為研發地點

並不是很重要（分別只有29%和27%），這與以香港作為選址的原因一致。圖25則顯示

了各行業的答案。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發現是，健康科技企業認為，本地有高等教育機

構是他們在香港進行研發的主要因素，但其他行業將其視為主要因素的比例明顯較低。 

 

  
圖 24：企業在香港進行研發的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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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企業在香港進行研發的考慮因素（按行業） 

 

未來計劃 

問卷亦了解到企業未來對市場拓展、研發轉移和營運方面的計劃。儘管面臨各種挑戰，

尤其是與空間不足和缺乏合適人才，但令人鼓舞的是，52%受訪企業表示計劃將生產線

遷移或擴展到香港。這意向在食品科技企業中最為強烈，74%企業表示有興趣，而健康

科技企業和綠色科技企業則分別只有41%和62%感興趣。 

 

此外，有16%受訪企業表示有計劃將現有的研發工作搬遷或擴展至香港，尤其是食品科

技和健康科技行業，分別為24%和23%，但只有4%綠色科技企業表示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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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受訪企業表示有意在香港擴展營運和研發，但企業亦認為在招聘合適人才方面存在

挑戰。只有28%受訪企業表示有信心在未來一至兩年招聘先進製造和工業4.0技術人才；

33%企業有信心在未來三至四年實現，而37%企業表示有信心於未來五年實現。 

 

除了人才不足外，企業亦分享實施工業 4.0 時預計會遇到的各種挑戰。如圖 26 所示，

26%受訪企業認為「資金不足」是實施工業 4.0 最具挑戰的因素，其次 15%企業表示

是「基礎設施不足」。14%受訪企業則表示，難以招聘人才是主要挑戰。 

 

 
圖 26：企業在實施工業 4.0 時所面臨的挑戰 

 

受訪企業亦透露，在未來 5 年內，最有可能擴展銷售的市場是香港（34%），其次是大

灣區（25%）和東南亞（11%）、歐洲（10%）、以及中國內地的其他地區（9%）。

只有約 5%受訪企業計劃在未來 5 年內擴展至美國市場（見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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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企業未來 5 年選擇擴展市場的地區 

 

對香港「再工業化」的展望 

調查亦訪問企業對於香港將來以研發和先進製造業作為經濟支柱的看法，圖 28 顯示

33%受訪企業認為，香港的研發基建設施將於未來 1 至 2 年變得更成熟，這比例少於

認為選擇「不會實現」的企業（37%）。長遠而言，38%企業認為會在未來 3 至 4 年內

變得更成熟，而 37%企業認為這一目標不會實現。而結果顯示更多企業對未來感到樂

觀——47%受訪企業認為基建設施將在未來 5 年或更長時間後變得更成熟；相比之下，

29%企業對此持悲觀態度。 

 

在企業對工業 4.0 生態系統期望的問題上，亦出現類似答案模式。具體而言，如圖 29

所示，分別有 33%、35%和 42%受訪企業認為工業 4.0 生態系統將在未來 1 至 2 年、

3 至 4 年、和 5 年以上變得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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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對香港研發基礎設施的期望 

 

 
圖 29：對香港工業 4.0 生態系統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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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新興產業：新一代半導體 

 

7.1 背景 

目前全球正面臨芯片短缺問題，依賴半導體的產品的交付已嚴重延遲。台積電和三

星等世界領先的半導體生產商的芯片生產滿足不了需求。面對計算機和電動汽車等

產品的需求激增，以及 COVID-19 大流行，導致供應鏈中斷等因素進一步加劇了微

芯片的短缺。 

 

國家亦有意發展自主擁有的新一代半導體技術和整套供應鏈，香港可以瞄準市場對

第三代半導體的需求加以發展，例如建立芯片設計中心，並在短期內配合國家政策，

吸引世界各地與半導體相關企業落戶香港。香港作為外循環的核心樞紐，加上擁有

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絕對有優勢吸引新一代半導體廠商來港設廠，香港長遠

可發展新都會區專注創科，匯聚整個新一代半導體產業鏈。 

 

半導體工業是香港 80、90 年代的傳統工業，香港已經有不少從事半導體業務的公

司，生產應用於鐘錶、計數機和家用電器產品的集成電路，本地代工生產廠商為世

界知名品牌承接重要部件，「香港製造」品牌是信心保證。因此，吸引半導體製造

商來港設廠，有利香港「再工業化」發展。 

 

半導體行業涵蓋多個工序，每個工序均可獨立發展成具規模的產業，例如： 

• 集成電路（IC）設計 

• 鑄模製造 

• 單晶矽片製造 

• 封裝 

• 測試和應用 

• 銷售、分銷和採購活動 

 

生產半導體的供應鏈很複雜，涉及不同類型的技術和投資。不少供應鏈中的半導體

企業都會與相關技術公司群集，以從鄰近地區的合作和技術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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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目前仍有半導體零部件生產商，並通常從事以下三個半導體供應鏈的生產工序： 

• IC 封裝製造 

• 分銷增值服務 

• IC 設計 

 

香港的半導體產業始於 20 世紀 60 年代，當時業內不少知名國際公司都在香港投

資，包括快捷半導體（Fairchild）、摩托羅拉（Motorola）和富士通（Fujitsu）等，

他們將產品包裝外判給香港企業。當將生產轉移至香港後，開始設立營銷部門。而

由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國際巨頭如 Motorola 摩托羅拉開始在香港設立研發中

心。 

 

 

7.2 香港成為半導體分銷中心 

從出口數據來看，香港仍然是半導體及相關產業的重要中心。電子產品仍是香港最

大的產品出口創匯行業，佔 2020 年出口總額約 72%。當中包括高科技產品，例如

電訊設備、半導體和電腦相關產品。其主要出口市場為中國內地、歐盟、東盟和美

國。462019 年，以價值計算，香港是全球最大的 IC 出口地；全球第二大電腦零配

件和攝錄機出口地；以及全球第三大影像錄製器具設備及電話/流動電話出口地。換

句話說，出口產品中，大部分是將其他經濟體所生產的電子產品轉口，特別是中國

內地。 

 

香港是亞太地區重要的電子零部件貿易樞紐。許多來自美國、歐洲、日本、台灣和

韓國的產品都透過香港轉口到中國內地，反之亦然。多家跨國零部件製造商已在香

港設立辦事處，從事銷售、分銷和採購活動。部分香港企業亦在中國內地和其他海

外市場設立銷售辦事處和/或代表處。 

 

就成品而言，香港企業大多以設計及代工生產商的方式，為海外知名品牌代理生產。

其中部分主要買家已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方便直接採購。此外，香港企業亦向北美

和歐洲的專業進口商和貿易商出售產品，他們透過自己的渠道分銷商品或轉售予客

戶以進一步分銷。本地品牌包括 Truly、V-Tech、Group Sense、Venturer、GP 和

                                                 
46 HKTDC （2021b）香港電子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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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 等，其銷售網絡不但覆蓋發達國家，更包括拉丁美洲、東歐和亞洲各地等經濟

體。 

 

7.3 未來發展路向 

香港的新一代半導體產業具備兩大發展潛力：IC 設計和營銷。在 IC 設計方面，與中

國內地的 IC 設計公司相比，香港企業較具優勢，除了打入多元化的全球市場，包括

韓國、日本、歐洲和亞太其他地區之外，亦擁有更成熟和全球認可的知識產權法，

這鼓勵更多外國半導體公司於香港設立分支機構以進行研發、設計甚至生產。擁有

完善的基礎設施，及確保優質且穩定的水電供應，是建立芯片生產基地的必要條件。

雖然香港面積相對小，但其市場潛力無限，競爭優勢不容忽視，加上香港電子產品

展是亞洲、以至全球其中一個最具影響力的展會，每年都成為各大芯片廠商發布新

產品和實施策略轉型的重要平台。47此外，香港龐大的金融市場和風險投資行業，亦

是吸引外國公司集資及在香港發展的一大原因。 

 

可是，半導體產業發展亦面臨挑戰。IC 設計企業的選址傾向鄰近製造商。因此香港

大多數 IC 設計企業選擇設於相對少生產線的市場發展，他們亦傾向與以海外市場為

目標的香港製造商合作，過去亦因而忽視了迅速增長的中國內地市場。 

 

現時 IC 設計企業出現「前舖後廠」的新趨勢。 

1. 香港公司負責產品定義和知識產權管理設計（店舖） 

2. 內地公司負責設計、代工、封裝測試及量產（工廠） 

3. 香港公司負責營銷策劃，開發銷售渠道，售後支援及管理（店舖） 

 

7.4 香港優勢 

香港交通便利和全面的資訊系統能為商務人士提供最佳支援，助他們應對瞬息萬變

的市場需求，並即時了解最新的市場和技術資訊。尤其是在報關物流和零關稅政策

方面佔優勢，將繼續讓香港成為半導體商務的重要樞紐。由於香港長期以來的國際

化商業活動，招聘外國人才來港工作方面仍然具有比較優勢。 

 
                                                 
47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electronicsfairae-en/HKTDC-Hong-Kong-Electronics-Fair-

Autumn-Edition/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electronicsfairae-en/HKTDC-Hong-Kong-Electronics-Fair-Autumn-Edition/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electronicsfairae-en/HKTDC-Hong-Kong-Electronics-Fair-Autumn-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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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已推出一系列措施，容許私營行業大力推動 5G。香港亦可把握這個機遇，

發展其半導體產業。早於 2020 年 4 月 1 日，香港正式進入 5G 新時代，覆蓋範圍

由重點核心區域逐步擴展至主流基建設施、地標建築、商場和郊野公園等，覆蓋率

位居世界第一。 

 

香港在電子和電器產品、塑膠和金屬零件以及模具製造方面表現出色。亦重視高生

產力和高效率的管理，擁有豐富的質量控制經驗，並與海外市場有緊密聯繫。許多

集團已經在國際汽車採購供應鏈中建立了聲譽和基礎。 

 

例如在汽車行業，汽車零部件質量與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息息相關，因此對產品無缺

陷的要求非常高。一般來說，汽車製造商對原材料及整個生產過程的可追溯性和透

明度要求極高，因此汽車企業進行了可行性研究，並建立完整的資訊系統，以妥善

保存所有研發和生產資訊。目前歐洲、美洲和中國內地許多汽車製造商在其 5G 產

品和項目測試中，亦有使用香港生產的零部件。 

 

香港的電子零部件產業應與時俱進，並運用香港的地理優勢，與粵港澳大灣區的電

子產品生產供應鏈結合。因此，作為粵港澳大灣區（GBA）綜合電子生產供應鏈的

一部分，香港的電子零件和組件行業應快速發展，發揮香港的地理優勢。 

 

7.5 主要機構和創新協會 

案例 1：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 

項目亮點 

1. 硬件加速 3D 轉換系統 

2. 窄帶物聯網（NB-IoT） 

3. 低功耗藍牙 BLE4.2 和 BLE5 系統芯片 

4. 超高清顯示視頻提升技術 

 

案例 2：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工程分中心）於 2012 年 6

月 21 日獲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工程分中心的依托單位是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

科院），並與東南大學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以及東南大學射頻

集成電路與系統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合作。工程分中心圍繞微電子和集成電路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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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在混和信號系統芯片、先進數碼系統和封裝設計三個方向開展科學研究、工程

轉化和人才培養等工作。48 

 

 

7.6 焦點小組：半導體專家訪談 

本節總結與中國半導體企業負責人的訪問結果。 

 

香港回歸中國後，香港輕工業逐漸北移至經營成本較低的珠三角地區。然而，香港

並沒未有立刻放棄製造業，反而嘗試將產業升級。 

 

1999 年，張汝京離開台積電後，有意於香港推行「矽港」計劃，但當時香港輿論質

疑計劃是為了炒賣土地 49，香港政府最終並無撥地。 

 

與此同時，上海以幾乎免地租和五年免稅的優惠措施吸引計劃落地，並建立「中芯

國際」。目前「中芯國際」已建立七家工廠，在中國科創板上市後股價飆升，市值

一度突破 6,000 億元。 

 

對於香港來說，錯過中芯國際或許是個錯誤。這項高端製造業不僅佔地少、GDP 產

出高、污染少，亦為香港修讀科技相關科目的高學歷學生提供大量優質工作機會。 

 

現在是半導體行業新一輪技術「超級週期」的開始。 

 

如圖 30 所示，資訊革命 1.0 開啟了半導體行業的第一個週期，其特點是寬頻通訊

和對電腦的需求不斷增長。第二個週期從 2010 年代的資訊革命 2.0 開始，以 3G 

和 4G 通訊為特徵，伴隨著移動設備需求的激增。世界目前正在經歷資訊革命 3.0 

週期，週期上半場是能源革命，涵蓋電動汽車產業至太陽能光伏產業，而下半場則

是電子計算及無人駕駛產業，這些產業的共同基礎為半導體。科學技術發展正經歷

能源革命。此外，一些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新冠疫情造成的物流中斷導致供應鏈

面臨瓶頸，影響半導體到貨時間。全球各行業對芯片需求激增，進一步加劇芯片短

缺問題。這意味半導體全球超級週期受替代能源和數碼化過渡推動下正式開始。 

                                                 
48 ASTRI（2021b）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49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54072377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5407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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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半導體「超級週期」的三個階段 

 

IC Insights 一項市場研究預計，半導體行業於 2021 年第三季將由 3%穩步增長至

34%。50預計未來半導體供應仍然是製造業內大部分市場所關注的問題，同時芯片

需求仍然十分大。這是由於數據中心伺服器、企業計算以及 5G 智能手機和相關基

礎設施中的內存需求仍然強勁。預計半導體短缺仍將是許多製造業關注的問題。 

 

7.6.1 挑戰 

中美關係緊張 

美國將中芯國際制裁並列入貿易黑名單。進而這衝擊中國發展中國半導體產業的計

劃。 

 

美國或會持續限制中國某些技術領域的發展，這將令中國政府加強對整個芯片供應

鏈的政策和財政支援。在中美貿易關係緊張的局勢下，半導體產業備受關注。而目

前全球數碼化進程持續，凸顯代工能力的重要性，並逐漸成為一項戰略資產。如圖 

31 所示，2021 年中國大陸使用的半導體市場份額只有 6% 是由代工廠生產的。

因此，中國中央政府希望到 2025 年提高比例。這樣的目標與政府提出的「雙循環」

                                                 
50 EPSNews (2021) IC Insights: Chip Makers Bullish on Q3 Revenue 

資訊革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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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需求 寬頻通訊

資訊革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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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通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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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和4G世界

能源及資訊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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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進行）

AIOT（EV、
AI 和無人駕
駛）需求

5G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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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內循環」部分一致。在這方面，技術自主和對內需的依賴成為焦點。半導

體的基礎科學研究、設計和生產都是這一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圖 31：全球代工收入分佈（2021 年為 950 億美元） 

 

以中國最大的代工企業中芯國際為例：中芯國際於 2021 年 8 月公佈該年第二季業

績，收益為 13 億美元，按年增長 43.2%，按月增長 21.8%。當達至全面生產時，

產能利用率為 100.4%。51 

 

人力資本發展 

外界或會憂慮香港缺少半導體專家和相關人才。在本研究的訪談環節中，有半導體

專業人士建議香港應全球招聘人才，並進行本地培訓。 

• 頂尖人才：香港為給全球人才的工資具競爭力。許多外國人喜歡香港的國際文

化，這是許多亞洲國家所不具備的無形資產。 

                                                 
51 SMIC （2021）中芯国际发布 21Q2 财报，全年营收成长和毛利率目标上调为约 30% 

全球代工收入分佈（2021年為950億美元）

中國內地（中芯國際4%，華虹宏力1%）

中國台灣（台積電55%、聯電7%、VIS 1%、PSMC 1%）

韓國（三星17%，DBHiTek 1%）

其他（格羅方德7%，TowerJazz 1%，其他4%）



 

66 

• 中層人才：全球對科技專才的需求將越來越大，本地大學應著眼培育更多相關專

才。 

• 入門級人才：教育背景相對不太重要。企業應為初級員工提供合適的實習、導師

計劃、職位輪換和在職培訓。以中國一家領先的半導體公司為例，該公司將 5%利潤

用作培訓實習生及培訓生，亦可以招聘及培養對行業有熱誠的人才。此外，公司亦

與大學建立合作關係，僱用大批曾在公司實習的畢業生。 

 

政府亦可與代工行業合作，培訓高中畢業生。半導體行業通常能提供相對較高的薪

酬，因此，除了能為行業注入新動力外，亦可為這些年輕人提供有前途的職業前景，

幫助縮小收入差距，並使經濟結構多樣化。 

 

7.6.2 香港是中國半導體生產的支撐樞紐 

近期中美局勢緊張，半導體代工已經成為焦點，預計未來對半導體的需求和供應將

繼續增加。可是，半導體供應鏈存在明顯的瓶頸和限制。例如，晶圓生產是整條半

導體供應鏈中資本最密集的部分，而晶圓供應短缺，影響整個半導體供應鏈的投入

成本，這影響一直向下游伸延至設計工序。目前全球數碼化進程持續，凸顯代工能

力的重要性，並逐漸成為許多國家的戰略資產。現時中國代工自給率仍然較低，中

芯國際和華虹半導體等領導企業已制定明確的產能擴張計劃。 

 

雖然面對中美關係的緊張局勢，香港有機會面臨美國一定程度的打壓，但與中國內

地相比，影響幅度仍相對低。美國無意對中國 28 納米以上的半導體發展進行任何打

壓，因為這個領域對美國保持世界領先地位並不重要。鑑於香港在半導體供應鏈方

面的發展速度相對較慢，若從技術相對不太先進的半導體類型開始，可能是一個好

的開始。此外，28 納米以上的半導體在市場上非常受歡迎，特別是電動車行業，雖

然沒有中美政策支持，但電動車行業卻是汽車行業中增長得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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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半導體產業是香港「再工業化」的支點 

綜上所述，香港有明確誘因發展半導體產業。短期來說，疫情後全球地緣政治和經

濟格局變化，將持續出現芯片短缺。長遠而言，中國政府的國家策略以發展技術獨

立為主。香港在「再工業化」和創新活動優勢下，半導體產業的潛在發展將有利於

經濟增長，亦有助中國的整體長期計劃。人工智能物聯網（AIoT）和相關產品（例

如電動車、雲計算等）以及 5G，對半導體的需求只會進一步增長。 

 

要開展半導體產業並非十分困難，初期在香港投資港幣 100 億以上成立代工廠，潛

在利潤率可達 20%以上。但由於香港目前缺乏相關設施，需要依賴外國直接投資，

政府需要為企業提供基本的基礎設施、土地和設備（例如電力和水）。1999 年，香

港錯失發展半導體產業的時機，如今已遠遠落後於中國內地和亞洲四小龍。香港政

府應積極採取措施，為半導體行業建立（1）研發中心，（2）設計中心，（3）代工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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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結論與政策建議 

 

在英國殖民 1960 至 70 年代的統治時期，香港仍未出現嚴重的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當時政府提倡的「小政府、大市場」不干預經濟政策及思維算適用。但當

遇上嚴重的市場失效，政府就要改變方向。然而，在此情況下，香港特區政府對於

如何鼓勵企業及個人進行創新活動，以產生正面的外部影響及造福社會，仍未有定

論。 

 

格魯伯和約翰遜（Gruber and Johnson）於 2019 年發布的著作《啟動美國》（Jump-

Starting America）指出，美國有 102 個城市具備轉型為新經濟城市的基本條件，

其中包括受「去工業化」嚴重打擊的底特律。作者認為，目前美國缺少的是聯邦政

府堅定有力的財政及政策支持。冷戰時期，美國政府曾資助過許多研發和科技項目，

這些項目推動了當時美國經濟和生產力快速增長。 

 

本報告根據一系列的企業調查、焦點小組討論、文獻回顧及不同國家的案例研究，

就香港「再工業化」作出一些初步構想。首先，企業調查顯示，許多企業一直在香

港進行研發 (58% 受訪企業)，並計劃在香港擴大生產 (52% 受訪企業) 和研發 

(16% 受訪企業)。值得注意的是，調查涵蓋的三大目標行業的企業，均視香港為主

要市場 (超過 90% 受訪企業)，其次為大灣區、東南亞和中國內地其他地區，反映

本地需求，對支撐香港成為先進製造業城市，是重要一環。 

 

香港工業發展延緩，是從人才供需錯配，以至製造業的擴張資金不足等多種原因交

織而成的結果。要解決問題，不能單靠零碎的經濟政策，只有實施全方位系統性的

策略，才能發揮作用。 

 

香港經濟轉型的主要障礙是缺乏合適的人才。根據調查，只有 28% 的受訪企業預

期在未來一兩年內找到適合工業 4.0 相關工作的人才。中長期來看，分別只有 33% 

和 37% 的受訪者預期在未來三到四年和五年內找到合適的人才。因此，「再工業

化」的前提，無疑是首先解決人才短缺問題，而優秀的產業政策，有助解決人才短

缺問題。 

 

香港一直擁有許多本地人才和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特別是在金融、醫療、法律和

高等教育領域。然而，該等領域的大量知識和研發成果，尚未被商品化，因此在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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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業或產品方面未讓市場受益。此外，除了金融業促進了法律界及其他需要高技

能的服務行業的發展外，其他跨行業的聯繫則較薄弱，其原因之一，是中層科技人

才的短缺。52  

 

導致中層科技人才短缺的原因，與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錯配有關。普遍的本地大學生

期望在畢業後從事穩定及高收入的職業，例如醫學、法律和工商管理，較少會考慮

成就了許多發達經濟產業以及推動中國內地經濟增長的科學或工程。關鍵原因，在

於勞動力市場沒有為科學和工程專業的畢業生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以實踐知識，亦

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因此，要解決中層科技人才供給短缺的問題，解

決勞力需求不足的問題更為關鍵。為此，政府可考慮將大幅增加的部分研發支出，

投放在建立研究機構，以進行產品或技術的設計甚至生產。其研究的先導領域，可

包括香港現時有比較優勢的生物科技、醫學及金融科技。本研究亦反映企業有意採

用工業 4.0 技術，以及增加在三大科技產業的研發支出。本報告亦討論了為何半導

體是香港需要的新產業，一方面可以促進香港的再工業化，另一方面可以激發更多

年輕人學習 STEM，參與研究和創新活動。 

 

鑒於香港面積小，顯然需要借助外來人才及中國內地合作夥伴的共同協作，正如本

報告分析的三個基準國家 (以色列、新加坡及瑞士) 的政府所採取的策略一樣。三個

基準國無論地理和經濟條件均與香港非常相似，但在製造業和創新活動方面卻有著

更出色的表現。 

 

香港政府可考慮提供經濟優惠，吸引海外及中國內地新經濟企業來港設立分支機構，

旨在轉移技術及知識，並最終在香港創造高科技就業機會。即是說，鑒於香港目前

人才短缺，對於外國投資者應該不設僱用本地勞動力的限制。相反，如果香港政府

希望外國企業僱用本地人才，應該要考慮提供本地勞動力成本補貼。這種吸引外資

企業的政策，有助於增加對本地技術工人的需求，吸引更多人才入行，長遠能解決

人才供應短缺的問題，並在中期有效提升科技和研究環境。 

 

                                                 
52 例子：「香港銀行業努力解決科技人才短缺問題」香港商業網 

https://hongkongbusiness.hk/hr-education/news/hong-kong-banks-struggle-plug-tech-

talent-shortage；「香港 IT 領袖歡迎政府幫助緩解技能短缺」 

https://www.roberthalf.com.hk/press/hong-kong-it-leaders-welcome-governments-

support-easing-skills-shor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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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增加中層人才的供應外，香港政府還可以同時提升本地大學的科學家和研究人

員的供應和質素。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在香港接受培訓的博士生均來自外地，尤

其是中國內地。鑒於本地大學提供的教育及培訓受到全球認可，增加的博士生不僅

可以填補本地勞動力市場的人才缺口，而且可以在中國內地及海外的研究機構、公

司及大學就業。故此，增加研究人員的供應不但為香港的終極經濟轉型播下種子，

也有助提升香港成為全球知識及科學中心的網絡及力量。 

 

在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方面，香港政府可以考慮微調和擴大現有人才計劃的規模。

根據本調查對本地初創企業負責人的焦點小組訪談，現時外國技術工人的僱傭合同，

以及僱用本地員工的捆綁安排，似乎缺乏靈活性。香港政府希望保障本地人就業，

固然可以理解，但注意其他國家研究已展示，在高科技行業創造就業職位，可以對

其他就業市場產生強大的乘數效應，包括非技術和傳統服務行業的就業機會。53 

 

香港政府應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方案，吸引學術界和業界的頂尖科技專家來港工作。

鑒於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持續升溫，特別是美國，某些科技專家可能在一些

推動因素鼓勵下，考慮到海外發展。除了經濟鼓勵，頂尖專家通常會注重香港的研

究環境和生活條件。為吸引有經驗和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需要建造更多員工宿

舍，正如數十年前，為吸引海外資深學者加入本地大學而建造的宿舍一樣。政策亦

應鼓勵頂尖專家帶同初級工作人員，例如博士後或研究生來港。於 2021 年啟用、

鄰近科學園的「創新斗室」（InnoCell），正是一個解決人才住屋問題的好例子。計

劃中的北部都會區，將提供更多土地分配給先進製造業和創新活動，有助於解決人

才短缺問題。 

 

眾所周知，土地供應短缺是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但善用多工業 4.0 技術能幫

助克服有限土地供應所帶來的挑戰。正如本報告調查發現，大約三分之一的受訪企

業需要不到 10,000 平方呎的空間，顯示有時重要的不是空間本身，而是工廠空間

和設施的類型（例如天花板裝載區的高度和空間）。許多在上世紀 90 年代以前建造

的工業建築，已不適合 21 世紀的生產活動。事實上，在 2017 年前，40%的工業建

築仍被用於儲存用途。簡言之，土地短缺不再是再工業化的障礙。而隨著新冠疫情

                                                 
53 具體而言，Moretti（2012）根據經驗發現，在美國創造的一個高科技工作崗位元可以導致經濟體

中增加五個其他職位，包括高技能和低技能服務部門的職位。在這方面，創造高科技工作崗位元可以

擴大工作的多樣性，促進包容性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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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工業建築的租金成本已下降，企業應把握良機將這些空間重新利用，進行工

業活動。 

 

最後，任何有利政策均需要出色的營銷活動去推廣，才能獲得持份者的支持。因科

技、研發、初創企業和再工業化表面上與普羅大眾的生活並無關連，若市民沒有感

到可從促進香港經濟多元化的政策中受惠，或會感到消極甚至拒抗。可以理解的是，

許多香港人均因昂貴的住屋及生活成本而感到壓力，對本港金融發展，也比較重視

和理解。政府在推動急切的產業政策時，應強調香港經濟再工業化有助促進包容性

經濟增長，而「包容性」應該成為定期政策審查的一個標準。正如羅德里克和薩貝

爾（Rodrik and Sabel）在 2019 年的論文《創造良好的就業經濟》（Creating a 

Good Jobs Economy）中指出，可持續和包容性的經濟增長應創造良好的就業機會。

高科技製造業的工作，除了為工人提供足夠的工資以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外，其性

質也能提供更多在職學習機會，增强向上流動的抱負、動力和責任，相比大多數服

務業，更能提供良好的就業階梯，從而促進香港長遠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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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問卷 

引言:  

本次調查旨在收集香港工業界就香港再工業化的挑戰和前景的看法。  

調查結果將用於香港生產力促進局(“HKPC”)與香港大學商學院聯

合發表的研究報告，報告將於 2021 年 11 月發表。該報告的目的

是為香港再工業化所需條件引起更多討論。 

 

免責聲明： 

本次調查所收集的回覆將嚴格用於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與香港大學商學院聯合發

表的研究報告。所有數據絕不會被公開或用於非研究用途。 

 

數據存儲： 

收集的結果只用於生成研究報告，所有數據將於 2021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刪

除。 

 

甲: 聯絡資料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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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密資料 

1. 總部位置 : _______________ 

 

2. 年度銷售數據:  

In 2020 

 ☐  HK$ < 10 M   ☐  HK$ >= 10 M - 30 M   ☐  HK$ > 30 M - 60M  

 ☐  HK$ > 60 M - 500 M  ☐  HK$ > 500 M  

In 2019 

 ☐  HK$ < 10 M   ☐  HK$ >= 10 M - 30 M   ☐  HK$ > 30 M - 60M  

 ☐  HK$ > 60 M - 500 M  ☐  HK$ > 500 M  

 

3. 當前和計劃的生產基地（可多選） 

 現時 位置 計劃 首選地點 

香港 ☐ 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 

中國內地 ☐ 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 

其他地區 ☐ 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 

     

4. 業務性質（可多選） 

☐ OEM (代工生產) 

☐ ODM (設計及代工生產) 

☐ OBM (自有品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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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g.:    __________________        

                                                  

5. 主要客戶 

☐ 公司客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一般消費者  

☐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 

6. 主要市場  

☐ 香港 ☐ 中國內地 ☐ 歐洲☐ 東南亞 ☐ 其他亞洲國家（東南亞和中國

除外） 

☐ 美國 ☐ 其他 : __________ 

 

7. 員工人數: (辦公室) __________ (工廠)____________ 

 

C: 現況 

設施 

1. 在香港尋找合適的廠房/設施困難嗎？ ______ 

（1：非常容易 5：非常困難） 

 

2. 香港現有廠房/設施有哪些問題？ （勾選所有適用） 

☐ 樓底太低 ☐ 樓面負荷不足 ☐ 沒有足夠空間建立自動化生產線 

☐ 卸貨區空間不足 ☐ 需要共用載貨升降機 ☐ 公用設施不足 (包括水、電

和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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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因應生產需求改動大廈的建築結構 ☐ 沒有問題 

☐ 其他 (請註明): ___________ 

 

3. 公司在香港設立生產線需要多少空間？ 

☐ 1,000 平方呎或以下  ☐ 1,000 – 9,999 平方呎  

☐ 10,000 – 29,999 平方呎  ☐ 30,000 – 69,999 平方呎  

☐ 70,000 – 99,999 平方呎  

☐ 100,000 平方呎或以上  

☐ 其他 (請註明): ___________  

 

4. 公司預計能負擔多少廠房租金費用？ 

☐ 每平方呎 HK$10 以下 ☐ 每平方呎 HK$10 – 14  

☐ 每平方呎 HK$15 – 19 ☐ 每平方呎 HK$20 – 24  

☐ 每平方呎 HK$25 – 29 ☐ 每平方呎 HK$30 – 34  

☐ 每平方呎 HK$35 或以上 

 

研究與開發 

5. 公司在哪裡進行研發活動？ （請勾選所有適用選項） 

☐ 香港 ☐ 大灣區 ☐ 中國內地其他區域 ☐ 西歐 

☐ 美國 ☐ 其他 (________) 

☐ 沒有, 請跳到 “工業 4.0”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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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司是否有常設研發團隊：____（是/否）  

如果以上是，過去 3 年團隊規模的變化？ 

☐ 增加 ☐ 減少 ☐ 不變 

 

7. 公司研發人員教育程度 

 佔人員的百分比 

博士學位  

碩士學位  

學士學位  

高級文憑及副學士學位  

沒有高等教育學位  

 

8. 每年研發開支（港元） 

In 2020 

☐  HK$ < 10 M,   ☐  HK$ >= 10 M - 20 M,  ☐  HK$ > 20 M - 40M,   

☐  HK$ > 40 M  

In 2019  

☐  HK$ < 10 M,   ☐  HK$ >= 10 M - 20 M,  ☐  HK$ > 20 M - 40M,   

☐  HK$ > 40 M  

 



 

82 

9. 公司是否擁有任何知識產權（IPR）___（是/否） 

 

10. 對以下因素在確定研發活動地點的相關性進行評級。（1：最不相關。5：最

相關。） 

 1 2 3 4 5 

當地有相關熟練的研究人員      

當地有高等教育機構      

研發基礎設施      

鄰近生產設施      

當地有研發集群/相關業務      

補貼      

當地法規      

 

11. 承接上一題, 根據以下因素對香港的準備情況進行評分。 

(1：完全未準備; 5：已準備) 

 1 2 3 4 5 

當地有相關熟練的研究人員      

當地有高等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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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基礎設施      

鄰近生產設施      

當地有研發集群/相關業務      

補貼      

香港政府作出充足支援殘疾人士的需要      

 

12. 公司在香港進行研發面臨哪些挑戰？ *請列出公司面臨的所有挑戰，並盡可

能具體描述。您的回答將有助於我們瞭解香港的不足，並使研究論文的產出

與行業更相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業 4.0 

1. 貴公司對「工業 4.0 (Industry 4.0)」有多少瞭解？(只選一項) 

☐ 完全不瞭解, 請跳到 “D: 未來規劃” 部分 

☐ 有所瞭解，但對公司不太重要 

☐ 有所瞭解，公司亦希望瞭解更多資訊以發揮其潛力 

☐ 有足夠瞭解，並有探索項目在進行 

☐ 非常瞭解並掌握概念，並已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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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認為「工業 4.0 轉型」對公司有哪些潛在好處？ 

☐ 減少生產成本  ☐ 增加生產效率 

☐ 提高公司營運的靈活性 ☐ 改善為客戶提供的服務  

☐ 新的業務和收入模式 ☐ 產品創新 

☐ 其他 (請注明﹕______)  

☐ 沒有好處 

 

3. 請根據對公司營運的重要性評價以下工業 4.0 技術。 

(1﹕最不重要 ； 5﹕最重要) 

 1 2 3 4 5 沒有聽說過 

物聯網 (IoT)       

機器人及自動化       

數據分析及人工智能       

傳感器       

人機介面 (HMI)       

網絡安全       

其他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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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上一個問題，請說明公司的實施階段。 

 
已實施並有

進一步計劃 

已實施但沒有

進一步計劃 

正在計劃 沒有任何 

計劃 

物聯網 (IoT)     

機器人及自動化     

數據分析及人工智能     

傳感器     

人機介面 (HMI)     

網絡安全     

其他 (請注明﹕ ______________)     

 

5. 您是否瞭解支持貴公司實施工業 4.0 的地方、區域或國家的設施/倡議/生

態系統？ 

如果有，請加以說明。 

☐ 香港 ☐ 大灣區 ☐ 中國內地其他區域  

☐ 其他 (請注明﹕ ______________) 

 

6. 使用設施遇上的難題﹕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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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請財政資助遇上的難題﹕ _________________ 

 

8.  貴公司認為實現「工業 4.0」需要哪些人才？ 

_________________ 

 

9. 如果貴公司決定實施新的「工業 4.0」方針，貴公司將如何進行策略佈署和

執行？（勾選所有適用） 

 

10.  

☐ 內部研究、規劃和執行 

☐ 聘請私人顧問  

☐ 聘請與政府相關的顧問機構，例如生產力局    

☐ 其他 (請注明﹕ ______________) 

 

 

11. 貴公司在結合工業 4.0 概念時遇到或預期會遇到哪些挑戰？  

(1﹕最不具挑戰性 ； 5﹕最具挑戰性) 

 1 2 3 4 5 

資金不足      

難以評估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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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不足      

難以僱用合適人才      

基礎設施不足      

難以與公司現有的基礎設施整合      

法律規定      

難以評估實施成果      

其他 (請注明﹕ ______________)      

 

D: 未來規劃 

營運與市場 

 

1. 貴公司是否有計劃將業務遷往/擴展至香港？ 

 

 有 沒有 

至少 10% 的生產流程   

至少 30% 的生產流程   

至少 50% 的生產流程   

所有的生產流程   

研究與開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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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貴公司是否有計劃將業務遷往/擴展至海外？ 

 

3. 如果公司有計劃將業務轉移/擴展到海外，主要目標國家是哪裡？ 

 有 沒有 

至少 10% 的生產流程   

至少 30% 的生產流程   

至少 50% 的生產流程   

所有的生產流程   

研究與開發工作   

 
主要目標市場 

 

大灣區 

 
 

中國內地其他區域 (除大灣區) 

 
 

東南亞 

 
 

其他亞洲國家（東南亞除外） 

 
 

其他國家 (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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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貴公司是否有計劃任何轉型或擴展到至其他行業？ （如果有，請說明行

業） 

 

5. 貴公司是否有計劃擴大研發團隊？ 

☐ 未來 1-2 年 ☐ 未來 3-4 年 ☐ 未來 5 年 ☐ 沒有計劃 

 

6. 貴公司是否制定了實現「工業 4.0」理念的計劃？ 

☐ 未來 1-2 年 ☐ 未來 3-4 年 ☐ 未來 5 年 ☐ 沒有計劃 

  

  轉型至其他行業 擴展至其他行業 

未來 1-2 年 有﹕_______________/ 沒有 有﹕_______________/ 沒有 

未來 3-4 年 有﹕_______________/ 沒有 有﹕_______________/ 沒有 

未來 5 年 有﹕_______________/ 沒有 有﹕_______________/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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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來 5 年, 貴公司預計劃業務最有可能擴展到甚麼地方? 

基礎設施（土地、建築和設施） 

 

最有可能寫 1; 

有可能寫 2; 

較少可能寫 3 

香港 

 
 

大灣區 

 
 

中國內地其他區域 (除大灣區) 

 
 

歐洲 

 
 

東南亞 

 
 

其他亞洲國家（東南亞除外） 

 
 

美國 

 
 

其他: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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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貴公司是否預期香港的研發基礎設施在日後會更加成熟？ 

 會 部份會 不會 不確定 

未來 1-2 年     

未來 3-4 年     

未來 5 年之後     

 

9. 貴公司是否預期香港的工業 4.0 基礎設施在日後會更加成熟？ 

 會 部份會 不會 不確定 

未來 1-2 年     

未來 3-4 年     

未來 5 年之後     

生態系統（產業配套及集成）及人才 

 

10. 貴公司是否預期香港的工業 4.0 生態系統在日後會更加成熟？ 

 會 部份會 不會 不確定 

未來 1-2 年     

未來 3-4 年     

未來 5 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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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貴公司是否認為在香港更容易找到研發和實施工業 4.0 的適合人才？ 

 非常容易 容易 不容易 不確定 

未來 1-2 年     

未來 3-4 年     

未來 5 年之後     

 

12. 其他關於香港工業 4.0 的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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