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是亞洲最大及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企業融資集中地。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生命健康產業集資額達709億美元。
香港的醫療衛生開支於1990年至2020年期間以平均5.6%的年率上升，反映醫療服務及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近年來香
港生命健康產業獲得長足發展，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與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於2022年12月聯合發表《香港生命健康產業
發展研究》，聚焦產業發展特色、整合業界期望、分析發展機遇，探討香港應如何發揮優勢、整合資源，為政府及業界
打造高增值生命健康產業鏈提供參考。

香港具有發展生命健康產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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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命健康產業現有特色業務性質

有從事自有品牌生產和研發工作的企業比例高，為香港大力發
展生命健康產業鏈奠定堅實基礎。

在香港受訪企業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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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65%

67% 14%

14%

100%

受訪企業未來12個月最需要的五類人才

缺乏多元人才是企業將科研成果商品化面臨的最大挑戰。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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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統計學/
數據分析

少於30% 30-60% 超過60% 在最需要的五類人才領域中，認為存在短缺的
受訪企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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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投入比例高 從事生產比例高 產值高 員工人數不多 用地不多

273 家香港受訪企業 57 家其他大灣區受訪企業

*自有品牌生產，原設計生產，代工生產

貿易或其他

生產*

研究

從事研究比例最高的類別 從事生產比例最高的類別

香港 其他大灣區

38% 37%

試產流程

生產流程

研究與開發工作

產品檢測及認證企業管理製造/工業工程市場學

• 積極吸引龍頭企業落戶香港
• 發揮香港作為內地企業「走出去」門戶的獨  
特優勢
• 吸引更多初創企業利用香港交易所《上市規
則》中的第18A章允許尚未實現收入的生物技
術企業在香港籌集資金
• 鼓勵院校考慮增設學科課程培育多元人才
• 鼓勵企業提供實習機會以及善用政府資助培
訓在職人才

• 增加設有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承認的臨床
實驗基地，並爭取與內地其他方面制度互通
• 將香港更多醫療機構納入批准的臨床試驗場
所，並讓香港的臨床數據獲內地監管機構所認
可，用於藥物註冊；擴大香港公立醫院使用的
藥物和醫療器械在廣東指定醫療機構的臨床應
用；促進研發標本、實驗試劑和遺傳資源的進
出口
• 加快基建及配套設施建設

香港 其他大灣區

受訪企業有意在香港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