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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成立創新

及科技局，專責制定政策及推廣香港的創新科

技及資訊科技發展。廿一世紀是創新科技的年

代，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科技實力攸關核心競爭

力。本港不乏科研成果，也具備優秀人才及制

度優勢，但在科技發展上卻遠遠落後於周邊地

區，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個專職的決策局推動科

技產業發展。當局設立科技局有利於統籌資

源，推動創新科技發展，提升競爭力，也得到

市民及業界支持。個別議員不應因為政治原因

再度「拉布」阻撓。

在知識型經濟之下，科技對於一個經濟體的

重要性與日俱增，各地政府都在大力發展科技

產業。在亞洲四小龍當中，除香港之外，其他

基本上都已成功轉型，實現經濟結構多元化，

特別在科技發展上力度尤大，例如新加坡政府

就採取了強力的扶持政策，推動當地的高科技

產業由電子信息擴展至製藥及生物工程，成為

了經濟的重要火車頭。比較而言，本港的科技

發展卻明顯落後於主要競爭對手，不但資源投

入不足，也沒有全盤的政策推動。當中的癥結

是缺乏一個政府部門專門統籌。

應該看到，本港在發展高新科技產業方面具

有明顯的優勢，如完備的市場經濟制度，較強

的科技成果商品化以及產業化能力，國際金融

中心的融資能力，高等院校大批優秀科研人才

等。現時的關鍵是如何統籌香港的優勢，通過

政策制定將優勢轉化為香港的科技競爭力。周

邊科技發展成績斐然的國家及地區，都無不例

外的設有高層級政府部門，對科技發展作出規

劃並落實有關政策。因此，本港更要急起直

追，盡快設立科技局繼而全盤檢視及制定長遠

的科技發展策略。

當局在前年提出的五司十四局架構重組中，

已經包括設立科技局，並得到業界和多數議員

支持。然而，由於少數激進反對派議員在架構

重組上「拉布」，最終令重組告吹，科技局的

建議也被束之高閣，成為了激進反對派議員逢

政府必反的犧牲品。現時當局重推科技局，大

多數議員包括多名反對派議員都表示支持，主

流民意、業界、學者都希望科技局能夠盡快設

立。激進反對派議員如果堅持為反而反，等於

是置市民利益於不顧，置香港前途於不理，社

會各界應對他們作出強烈的批評，反對派中的

溫和議員也應與他們劃清界線。

（相關新聞刊A5版）

創新科技須統籌 勿阻撓設科技局
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昨日

會見來訪的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時指出，中

美應該在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大框架下發展

新型軍事關係，不衝突、不對抗。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日前在紐約指出，中國歡迎美國

在亞洲發揮建設性作用，但反對任何搞「亞

洲版北約」的企圖。事實上，美國處心積慮

構建軍事同盟圍堵對手，破壞世界和平穩

定。中國希望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軍

事關係，但亦不懼怕對抗衝突，美國企圖以

「亞洲版北約」遏止中國崛起，注定失敗。

中美兩軍交流是中美關係的重要組成部

分。中美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國家，美國是具

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

國。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完全能容納中美兩

個大國。只要雙方堅持不衝突、不對抗，有

效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定能推動中美朝

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方向發展。然而，美國

為了鞏固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實施亞太「再

平衡戰略」，拉攏日本、菲律賓加固軍事同

盟，藉以遏制中國。哈格爾此次亞洲之行還

在東海、南海問題上替日本、菲律賓撐腰。

美國還加緊向亞太地區轉移軍事資源。這些

都是造成亞太形勢緊張、影響地區和平與穩

定的重要原因。

構建軍事同盟圍堵對手，是冷戰時代的產

物，其後果必然是加劇世界的對抗，甚至誘

發軍事衝突，讓世界陷於戰火重燃的邊緣。

目前烏克蘭的困局，正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一手造成的。美國控制下的北約近年在歐洲

積極東擴，煽動包括烏克蘭在內的俄羅斯周

邊國家掀起一波波的顏色革命，對俄羅斯的

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結果俄羅斯以硬制硬扭

轉局面，烏克蘭反倒落得國家分裂的下場。

對此出乎意料的結局，美國除了口頭抗議一

下外，也沒有太大作為，更暴露出美國國力

下滑、外強中乾的尷尬。

在亞太地區，中國無意挑起爭端和衝突，

也不會以武力脅迫或恐嚇他國。但是，中國

有充分準備、包括軍事準備，應對強加給中

國的任何非和平行為，中國將不惜一切捍衛

主權領土的核心利益。希望美國拋棄二元對

立觀，反思歷史，接納中國，與時俱進地調

整外交思維，避免製造衝突對抗，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相關新聞刊A6版）

「亞洲版北約」圍堵中國注定失敗
A5 重要新聞

創科擬「開局」業內人士掌舵
增設26職位 局長將由非公務員問責局長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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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
張文鈴）政府昨日向立法會提交的
文件，建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專
責制定政策及推廣香港的創新科技
及資訊科技發展。資訊科技業界均
表示，歡迎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認
為可為業界帶來發展機遇，並有助
鞏固本港的資訊科技支柱，業界又
期望由業內人士出任局長一職。
前香港電腦商會主席余華強表

示，對政府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感到
高興，期望新決策局可專注在創新
科技方面，為業界帶來發展機遇。
他解釋，在目前沒有決策局管理
時，新入行人士及學生因缺乏資源
支持，又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在
科技投入度上持續偏低，相信在新
局成立以後，當局能集中資源管
理，並在招商方面增加投放，從而
吸引外國知名品牌來港投資，及參
與本港科研工程，「料屆時可令本
地人才吸收到海外的經驗，另方面
又能藉此宣傳本港的科技能力，一
舉兩得」。
對於決策局的構成，他指前任資

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譚偉豪已有提
出成立創新科技局，只是因泛民拉
布而未能成立，希望今次成立能
「平平安安」。至於局長人選，他
稱業界有就此與政府溝通，亦有建
議個別人選，惟名單未能透露，相
信提供的人選必會與資訊科技界息
息相關。

方保僑：鞏固港資科支柱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

僑表示，過往政府曾多次明示或暗
示會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故對今次
的消息不感意外，他認為業界對成
立新決策局管理本港資訊科技發展

仍感正面。他又指，本港的科技發展有快有
慢，其中流動電腦頻譜就較鄰近地區發達，相
信港府今次可藉新決策局鞏固本港的資訊科技
支柱。
方續指，對於新決策局的班底，業界普遍對

其架構沒太大異議，都是由一名局長率領多名
官員工作，只期望當局不要重演當年教育署及
教育統籌局合併的事，因業界相信政策與執行
同樣重要，需要獨立部門專責跟進。至於局長
人選方面，他指曾傳出會由理大副校長楊偉雄
出任，而業界亦有傳出由前香港大學校長徐立
之，或前馬會資訊科技事務執行總監李惠光出
任，惟至今未有定案，相信有能者居之。

李榮貴料建制派議員支持
創新科技協會創會會長李榮貴亦支持建議，

期望新決策局能專注在創新和發展科技方面。
他指，商經局所兼顧的範疇太多，對於創新科
技的推動有限，認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有助推
動發展。對於會否擔心建議會受部分議員「拉
布」影響，李認為看不出有反對的理由，相信
代表業界的議員和建制派議員亦會支持建議。
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亦支持建議，

但認為電訊及廣播條例方面未撥入新政策局是
美中不足，但仍然是行前了一步。他表示，商
經局現時涉及的範疇太多，沒可能兼顧創新科
技的研發政策，多一位局長對分擔工作有幫
助，但希望將來政府會考慮將通訊局撥歸創新
科技局。他期望創新科技局的局長能夠由熟悉
業界的人士擔任，不應由行外人帶行內人。

政府計劃設立創新及科技局，新局與政府其他決策局
的組織架構相若，將由一名非公務員問責局長擔任

首長，職銜為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同時，其下會有兩名
政治任命官員，即是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和局長政治助
理。另外，4名首長級公務員，包括常任秘書長、副秘書
長、首席助理秘書長，及局長政務助理。創新及科技局
辦公室亦有一名政務助理、一名新聞秘書，及4名屬秘書
及貴賓車司機職系的非首長級公務員。

政府建議增設一名常秘
消息人士指，政府建議增設一名新的常任秘書長職

位，作為創新及科技局的管制人員及局內的公務員和其
他人員，及現時創新科技署及資科辦的首長。但至於新
局長人選，消息人士回應，行政長官會有安排，會考慮
業界期望由業內人士出任的意見。
另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現時轄下的通訊及科技科，

在改組下將會改稱為通訊及創意產業科，並繼續由一名
常任秘書長領導。該常任秘書長亦將會改稱為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通訊及創意產業），當中以副秘
書長為首，負責為常任秘書長提供政策及行政支援。

8個職位由現有部門重行調配

據了解，由於運作需要，創新及科技局會設27個非首
長級常額公務員職位，包括19個新職位及8個由現有的
通訊及科技科、創新科技署及資科辦重行調配的職位。
消息人士表示，政府在完成立法程序及獲得財委會批

准後，在擬為創新及科技局開立的新開支總目下，2014/
15年度全年需要合共3,245.2萬元的追加撥款，以提供增
設政治任命官員職位及成立新的創新及科技局所需的撥
款。另外，亦會從通訊及科技科、創新科技署及資科辦
的開支總目淨撥出268.8萬元，因此在2014/15年度的12
個月內需要淨增加2,976.4萬元，作為新的創新及科技局
的新增薪金撥款及所需的運作開支。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有關建議成立創

新及科技局文件，並於下周一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
會及下周二工商事務委員會會上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特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於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消息人士指，政府建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並將現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創新科技署和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隸屬於新決策局。據

了解，創新及科技局會增設26個職位，加上8個

由現有的通訊及科技科、創新科技署及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重行調配的職位，預

計需向立法會追加3,200多萬元撥款。至於新局

長人選，消息人士指，行政長官會有安排，並會

考慮由業內人士出任。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新增職位及開支
新職位 數目 每年平均員工開支
政治任命官員 3名 724.2萬元至831.6萬元
首長級公務員 4名 1,247.5萬元
非首長級公務員 19名 1,431.4萬元
員工總開支總額 3,403.1萬元至3,510.5萬元

資料來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文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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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政府計劃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制定
政策及推廣香港科技發展，現時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創新科技
署，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將撥歸創新及科技局負責。至於電
訊、廣播和創意產業有關的政策事務，仍然由商經局負責。消息人士
指，不將通訊及廣播撥入新局，是希望新局專注新科技發展，由獨立
決策局負責科技，可加強政府高層次的協調和溝通。
政府建議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將會負責制定政策及推廣香港的創
新科技及資訊科技發展，並在政府內部統籌相關工作。在新決策局成
立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繼續由兩個科別組成，得以提供更專注的
高層次領導以發展香港的貿易及主要服務行業。

屬下只兩部門 涉及法定機構多
消息人士解釋，不將具爭議性的通訊及廣播撥入創新及科技局，是
希望新局專注新科技發展，屬下雖只有兩部門，但涉及的法定機構很
多，如生產力促進局，科學園等，由獨立決策局負責科技，可加強政
府高層次的協調和溝通。
消息人士又指，創新及科技局會在深度及廣度上加強有關創新及科
技發展的政策支援。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會為這個新的決策局提供專注
的策略領導，並帶領創新及科技局制定全面的政策、督導政策的執行
及監察有關成果。
創新及科技局的工作包括：制定政策以加強對創新及科技界的支
援，當中締造有利環境以推動實踐研發成果的策略、加強各持份者，
包括政府、業界、學術界及研究界之間的聯繫，並通過研發方向或計
劃的整合或協作、資訊及經驗的交流，及在本地和海外舉辦推廣活
動。

研改善措施提私企投資研發水平
同時，新決策局會鼓勵私營機構參與，由於香港的製造業基地規模較
小，研發開支相對較低。就公私營機構投資研發的比例而言，本地私營
機構投資研發的水平較大部分已發展經濟體系的比例為低，新決策局會
更為專注去探討各項改善措施。
創新及科技局亦會在不同範疇協調跨政策局的政策制定工作，例如
在中醫藥研發方面與食物及衛生局和衛生署合作、環境局與環境保護
署的再生能源及廢物管理技術，以及在決策局及部門之間統籌各項電
子化措施。此外，會倡導不同策略的發展，以推展「數碼21」資訊科
技策略中的各項智能化措施，例如大數據分析技術、電子身分證書
等，及制定和推動具前瞻性的措施。

葉太：帶動科技產業
葛珮帆冀訂短中長期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文鈴）政府建議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表示支持，期望新決
策局可以帶動香港的
科技產業，但表明不
會推測新局長人選，
希望新局長有科技方
面的專長、熟悉商界
等。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表示，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十分歡
迎，認為將創新科技分拆出來成立新決策局
有助香港的資訊科技發展，期望新決策局成
立後在短、中、長期訂立不同的措施發展創
新科技。

盼議員「高抬貴手」勿拉布
對於政府建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葉劉

淑儀表示原則上支持，認為建議增設的職
位數目亦合理。至於新局長人選，她說不
會作出推測，但希望新局長有科技方面的
專長，並且熟悉商界。她又期望新決策局
可以帶動香港的科技產業和提高科技技
術。對於會否擔心有少撮立法會議員「拉
布」，她認為多個黨派都支持今次建議，
但有小數黨派議員會拉布亦無可厚非，希
望他們可以「高抬貴手」。
一直推動本港發展科技的葛珮帆表示，

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十分歡迎。她認為，
現時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的範疇太
大，未必能兼顧創新科技部分，將這部分
分拆出來成立新決策局有助香港的資訊科
技發展。
但她亦表示，通訊和創新科技本應是不

可分割，兩者的發展息息相關，明白社會
現時對通訊議題有爭議，但期望政府對未
來會否二合一作出時間表和解說。
同時，葛珮帆說，對於新決策局新增的

人手是否足夠感到存疑，憂慮人手不足以
推動產業政策和研究。對於新局長人選方
面，她認為本港科技界不乏人才，但強調
新局長一定要來自業界，同時應有國際網
絡和視野、商業知識，過去亦要有「成
績」看到。
她期望新決策局成立後能加大力度，在短、

中、長期訂立不同的措施發展創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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