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多間大學國際排名高企，廣為世界注
視，各校學者高水平的科研項目，是其中

一個關鍵。然而，香港對於科研的投放卻少得可
憐，整體社會的研發(R&D)資金，只佔本地生產
總值(GDP)的0.79%，不單遠遠不及日本(3.42%)、
韓國(3.37%)、瑞士(3.01%)等強調科技的地區，甚
至較仍在發展中的中國內地(1.54%)、注重農業的
新西蘭(1.21%)都要低。

研發資金缺乏 科技產業僅成「點」
其中缺乏工商界的研發資金，更是香港的「致

命傷」，如果只計算私營資金百分比，日韓等地是
香港的8倍(詳見表2)，即使是中國內地也是香港
的3倍多。
就有關情況，全國人大代表、科技大學副校長

(行政)黃玉山表示，欠缺工商界支持一直是香港
科技發展的明顯弱點，而推動與內地合作，正是
當中最重要的解決方案。他表示，近年多所大學
都已積極發展內地項目，甚至於內地多個城市建
設產學研基地及研究院等實體單位，但若單憑院
校力量，而未有強勢的政策做主導，科技產業往
往只能停留在「點」的層次，難以足夠串連成
「線」，更遑論有規模地覆蓋成「面」。

正因如此，黃玉山認為，是次的
中央挺港措施明確提及加強兩地科
技產業領域協作，正好為香港「送
東風」，帶來突破現有困境的契
機，特別是能為香港政府、社會及
工商界帶出清楚訊息，勾畫未來科
技產業前景，「高新科技從來都需
要政府有遠見地大力推動，否則工
商業界沒有有關背景，更難以保證
回本，何不將資金投放於地產金融
等其他更『賺錢』的行業。」

政策支援不足
未能吸引商界參與

中文大學副校長、中科院院士黃乃正亦表
示，香港科研的基礎研究其實相當出色。不
過，由於資金不足，加上缺乏業界參與，研究
成果難以進一步造福社會。他直言，科技業從
來都是高風險的大額投資，香港政策支援不
足，根本未能吸引商界參與，「香港雖然有科
學園，但新加坡、上海的類似組織，可讓科技
企業完全免租，甚至能反過來為企業提供啟動
資金。」他認同，在中央支持下，與內地協作

正好是絕佳出路。
中文大學副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徐揚生則

指，香港欠缺科技企業，大學科研成果未有工業
界應用對象，難免吃虧。有份參與深圳市多個科
技發展顧問委員會的他認為，香港與內地合作正
好發揮相輔相成作用，由於內地人才多，又有不
少大型研究項目，加上企業普遍已建立了將高新
技術轉移的文化，正好結合香港高水平國際化研
究成果，推動科技產業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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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挺港科技2項新政(表一)

★結合制定實施國家「十二五」科技發展等規劃，加強兩地在科技產
業領域的合作，使香港科技資源進一步融入國家創新體系。

★加大支持香港科技創新的力度，不斷擴展兩地科技合作的新形式，
如支持在香港建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分中心，以適當形式在香
港設立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等。

各經濟體系R&D佔GDP百分比(表二)

經濟體系 總研發資金 私營機構資金 公營機構資金

佔GDP百分比 佔GDP百分比 佔GDP百分比

日本 3.42% 2.74% 0.69%

韓國 3.37% 2.59% 0.79%

瑞士 3.01% 2.26% 0.75%

台灣 2.94% 2.07% 0.87%

美國 2.77% 2.12% 0.65%

新加坡 2.28% 1.41% 0.87%

澳洲 1.97% 1.21% 0.77%

英國 1.77% 1.14% 0.63%

中國 1.54% 1.12% 0.40%

愛爾蘭 1.43% 0.93% 0.51%

新西蘭 1.21% 0.51% 0.69%

香港 0.79% 0.34% 0.45%

註1：澳洲為06年數字；新西蘭為07年；日本、韓國、瑞士、美國、英
國、中國、愛爾蘭為08年；台灣、新加坡、香港則為09年數字

註2：因進位關係，私營及公營機構總和未必等於總研發資金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近日赴港訪問，推出36條挺港措施，其中2條

措施(詳見表1)涉及科技範疇，當中特別強調要加強香港與內地的科

技合作。事實上，近20年來香港高等院校科研水平日見提升，但社

會整體科技發展卻陷入困境，特別是工商業界於科技研發的投入更是

遠遠落後，以比率計只及日本、韓國等地約八分之一。多名港校高

層、中國科學院及工程院院士都指，新措施可彌補本土科技支援不足

之憾。有大學高層形容，是次是中央政府為港「送東風」，可望為香

港科技發展的突破帶來新契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加強科技合作

助港破研發困局助港破研發困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

文）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
港期間，見證了香港與內地
簽署8項經貿協議。其中香港
中文大學與深圳華大基因
（BGI）的「臨床基因檢測合
作協議」，更是當中唯一涉及
高等院校的科技項目，見證

港深兩地進一步攜手推動基因科學發展。負責有
關項目的中大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教授羅國煒

（見圖）透露，是次協作將結合華大的尖端基因訊
息研究，及中大醫學院臨床診斷經驗，發展出新
一代的遺傳性疾病及婦產科基因技術，預計檢測
速度及成本效益能大增10倍，可望為更多普羅大
眾服務。

雙方合作改進測試成效
中大與華大將於威爾斯親王醫院設立臨床基因

組實驗室，並以此為基地開展基因組研究項目。
根據合作協議，雙方會就香港及東南亞地區中多
項疾病的成因及治療進行臨床基因檢測，並探討
合作開展聯合研發項目，推進分子遺傳學的研
究，檢測包括單基因疾病檢測、育齡婦女HPV

（人體乳頭瘤病毒）
篩查、HLA（人
白細胞抗原）配
型、新生兒耳聾
基因篩查、多基
因疾病治療，以
及癌症及多種複
雜疾病治療。
羅國煒表示，

是次合作早於大
半 年 前 展 開 商
討，雙方合作可
望大大改進基因
科學測試成效，
例如其中一個由
婦產科籌劃中的項目，透過新一代靶向測試列
序，一次能過處理500個基因組，2、3日已能分析
懷疑與遺傳病相關基因，1周便有檢測結果，花費
約數千元，「但若以現有舊技術，只能將基因逐
個測試，需時數月、成本數萬元，費時失事。」

提高癌症遺傳基因測試
羅國煒又表示，新的實驗室將來會發展癌症遺

傳基因測試。現時中大亦有研究乳癌相關基因，
但有關基因較長資料較多，一般需要送至外國做
分析，在結合華大尖端技術後，將都可欲迅速及
方便完成工作。實驗室已選址於威爾斯親王醫院
包玉剛癌症中心，並將購入新基因測序機，而華
大派出實驗室人員來港參與，又會提供機器及檢
測技術，與中大的臨床診斷醫護及科研人員合
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首次提出新
機制，為全港12所通過國家科技部認可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
實驗室提供每年200萬元資助，但有關款項卻只會於財政年度完
結後才向實驗室發還。為化解實驗室困境，中大校方只好預先
墊支200萬元。
中文大學生物學研究講座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辛世文多年

來一直進行農作物研究，其團隊更於08年正式獲國家科技部認
可成立中大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由於研究性質需要
大片滿有農作物的土地配合，因此必須與內地保持合作。他表
示，設立國家重點實驗室對中大帶來很多益處，結合內地提供
豐富的資源及香港發達的學術資訊，更將植物基因研究推到應
用層面，確立「應用基礎研究」的定位。

港科研政策 未能有效配合
不過，他亦直言，香港的相關政策始終未能有效配合。現時

內地每所國家重點實驗室每年均獲科技部700萬元至1,000萬元人
民幣資助。經本地學界爭取多時，今年香港的夥伴實驗室終首
次獲政府承諾每年提供200萬元，但辛世文指，有關資助計劃只
於年度完結時才向實驗室發還款項，他質疑：「我們首先要去
哪裡找幾百萬呢？」他認為該措施對研究仍有阻礙。
主理研究的中大副校長兼中科院院士黃乃正則指，為化解實

驗室困境，校方會預先墊支200萬元，待實驗室向創新科技署取
得資助時，再向校方還款。他認為，當局有關安排，令科研人
員非常不便。

中大墊支200萬
紓實驗室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過去20、30年已有不少有識之
士提出，高新科技是香港未來出路。科大副校長黃玉山表示，
香港於上世紀80年代初及回歸初期曾出現兩次大力發展科技產
業的機會，由於不同原因，有關機遇均錯失，最終令香港空有
不俗的大學科研水平，卻未能化成實際成果。

科技產業「自生自滅」
黃玉山表示，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香港原本蓬勃的製造業面

臨產業轉移，社會需要謀求新的發展，高新科技產業一度是熱
門方向。不過，由於香港政府始終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而科
技最需要宏觀的統籌及明確政策方向；另一方面，內地改革開
放為港商提供了製造業北移的新機遇，他們不需要從頭開始摸
索全新的科技業，「捨難取易」下，科技產業只能「自生自
滅」。
及至回歸初期，黃玉山指特區政府曾一度提出的科技政策，

數碼港、中藥港都是當時產物，但隨後的金融風暴、科網泡沫
破裂都大大打擊香港經濟，科技產業始終未能成功建立。他認
為，現時香港獲國家支持，加上珠三角也面臨產業轉移，科技
產業發展機會更是難得。

兩失良機 港科研未修正「果」

中大華大基因合作 檢測效能增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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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前排左）與華大董事楊
煥明（前排右）在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等見證下
簽署臨床基因檢測合作協議。 中大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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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學研
究講座教授、中國工程院
院士辛世文與其實驗團隊
人員。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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