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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林曉鋒笑自己是「100% made in
HK」，1999年從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機械與自動

化工程學系畢業，再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2004年博士畢
業後，當時年僅27歲的他決定投身商界，創辦以研發動作
感應技術為主的Sengital公司，並擔任行政總裁至今。目
前他兼任城市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客席教授和職訓局講師。

首獲利不足付一月人工
遊走在商界與學術界已有一段時間，林曉鋒指要將科研
商品化，並發展為一門生意，可謂「九死一生」。他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2004年成立Sengital時，出售了
1,500個由他研發的動作感應遊戲機手掣，但僅賺取了一
萬多元利潤，不足以支付員工一個月的薪酬。
遊戲機手掣售光後，其公司已再無其他產品可出賣，林
曉鋒惟有另想辦法。後來他決定轉型，改為協助其他公司
進行產品設計及研發；至2006年適逢遊戲機大行其道，他
遂轉售零件予大型遊戲機生產商，終賺取了人生「第一桶
金」。2008年他又進軍醫療設備，為公司帶來豐厚的利
潤，其後轉戰遙控直升機的相關產品，卻遇上另一窘局。

轉營運模式 員工做老闆
「因為同事歎慣食慣，開始懶惰起來。」他指當時公司
負責14項遙控直升機的產品，並已收取部分訂金，但因各
種研發問題，遲遲未能出貨。即使最後能完成9個項目，
但最終虧損逾700萬元。捱過艱苦的一年，他重整團隊，
削減近六成人手，改變公司的營運模式，將研究與開發

（R&D）中較為簡單的技術開發外判，開始令業務大幅增
長。
為提升團隊的工作效率與質素，他將管理團隊「由一變

十」，去年將3個主要業務—醫療產品、互動展品、消費
品各自分拆為一間公司，讓優秀員工做老闆。現時，其科
研公司已上軌道，10年間研發逾百件產品，未來
將繼續擴充版圖。

「研發叻與做生意是兩回事」
回望創業10年間的高低起伏，他坦言：「研發
叻與做生意是兩回事。」他引述過往的統計指，
100間初創公司中，5年內近90間倒閉，最終能於
10年內生存的不足1%。他解釋指，有人不擅交
際、理財，有人具備商業意念卻欠缺技術研發
等，難以克服創業的重重難關。他分享指，如何
把握首5年，關鍵在於如何善用順境時的資源，
應對逆境時的挑戰。至於如何令公司走上發展正
軌，便是捱過第二個5年的關鍵。
談及本港的創業氛圍，他認為高新科技具發展
潛力，由於科研創業有較高的技術要求，創業門
檻高，故政府的支援不可或缺。他認為近年本港
院校出產了不少出色的研發項目，但要將其商品
化，需依靠政府和院校提供充足的配套和培
訓，例如創業論壇，以加強大學畢業生的創業
視野，讓初創公司能夠在首 10年「站穩腳
步」，以推動高新科技在港蓬勃發展。

受立法會拉布影
響，政府成立創新

及科技局計劃觸礁要重新啟動，林曉
鋒直言，業界對此均大感失望。他強
調，創科局對推動本港創新及科技發
展舉足輕重，期望新局能盡快成立，
推行務實的方案，帶領學界和業界將
科研成果產業化。
近10年間林曉鋒見證了不少科
研公司的成敗，他認為，要將科研
成果產業化，難度非常高，但「因
為是高新科技，其他人難以抄襲，
所以回報也相當高。若政府加大力
度支援創業者，便有助香港發展為
知識型經濟社會」。
政府提出成立創科局，協助香港
制定整體科技發展藍圖，並整合政
府資源，一圓有心人的科技創業

夢，但卻因政治爭拗觸礁，林曉鋒
坦言：「好失望，業界已經爭取了
很多年了……」

望政府跨部門合作
林曉鋒表示，創科局對強化「官

產學研」有重要角色，亦可作為業
界與國際機構進行創新合作的橋
樑，希望不同的持份者可支持新局
盡快成立。
他又期望，創科局成立後，能夠

提出具體的時間表及方案，說明當
局將如何推動高新科技的發展，並
統籌和協調更高層次的跨部門合
作，帶領學界和中小企科研機構將
科研成果產業化。

■記者鄭伊莎

理工大學兩名畢業生，70後王廣峰與80後李沛盈，
畢業後將各自熱衷的科研項目轉化事業，在創業過程

中「過五關斬六將」。前者的高科技公司近年研發出不少獨特傳感產
品，後者卻因與投資者意見分歧，營運僅一年多便解散，但仍誓言未
來捲土重來。他們都認為香港高科技創業路難行，惟能推動本港創新
科技發展，仍充滿價值。

首創「呼吸監控帶」需建立品牌定位
獲理大智能紡織博士學位的王廣峰，在學期間與校內科研團隊研發

多項智能紡織技術，畢業後獲大學授權，將技術應用至由他與拍檔開
設的科技公司安潤普，現為董事總經理。該公司主要採用柔性傳感和
無線數據採集等功能，應用於醫療保健等產品，例如於香港首創「呼
吸監控帶」，以監察及記錄睡眠窒息症病人的呼吸狀況，料於今年5
月發布。
公司成立4年多，王廣峰直言，相比起研發創新，測試產品、尋找

合適市場定位等非技術性問題要困難得多。他解釋指，產品起始階
段，即要花大量時間接洽願意試用的公司，且要在眾多競爭對手中突
圍，說服對方穩定地試用一兩年，建立對產品的信心。近年，傳感相
關產品湧現，市場定位也是另一大挑戰，王廣峰指，希望憑着團隊的
創新科研技術，能得到更多客戶青睞，進軍內地及海外市場。

創業艱難「好體驗」盼捲土重來
2009年修畢理大互聯網及多媒體科技課程後即赴海外深造的李沛

盈，回港後看中多媒體圖像處理的發展潛力，2013年遂與投資者斥
資80萬元，開設公司研發多媒體軟件。不過，李沛盈與生意夥伴後
來在經營上多次意見分歧，例如她屬意投放更多資源去研發和改良技
術，提升產品的創新效能，「研發軟件及提升技術需要較多時間，亦
要耗資不少，但對方認為太浪費資金，沒必要投放太多時間。」公司
經營僅一年多，回報不高，經過慎重考慮，她去年遂把研發的產品及
技術全數出售予對方，並解散公司。
李沛盈形容，創業要「過五關斬六將」，初創公司欠缺足夠支援往

往更難以生存，「這次經歷確有打擊，但也是一個很好的創業體
驗」。她現時任職軟件工程研發工作，一邊鑽研不同技術，一邊學習
經營技巧，期望以兩年時間做好準備，再次創業捲土重來。

■記者鄭伊莎

港產博士創業
林曉鋒林曉鋒：「：「初創初創」」1010年百不存一年百不存一 盼政府盼政府「「增援增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近年政府致力推動創新及科技產業，

鼓勵學界、科研機構和商界將科研成果產業化，但要將創意點子轉化

為一門事業並不容易。現年37歲的林曉鋒，在博士畢業後即創辦科研

公司，出售自家研發的產品，在創業路上跌跌碰碰。在這10年間，他經歷了不夠資金出糧、未能

準時出貨而虧損逾700萬元等窘境。難怪他形容，在港開設科研公司是「九死一生」，創業者往

往要具備商業頭腦、扎實的科研知識，及充裕的資金才可渡過重重難關。

研發非難事 經營定成敗

科研

拉布拉下創科局 礙知識型經濟

以創新意念化作產品創以創新意念化作產品創
立新的事業立新的事業，，基本上都是基本上都是

由小規模的公司開始由小規模的公司開始，，而一所所小型機構而一所所小型機構
匯聚起來的創意匯聚起來的創意，，其實正是推動整體社會其實正是推動整體社會
創新最重要的引擎創新最重要的引擎。。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
資料資料，，全港工商界於全港工商界於20132013年共產生近年共產生近
66,,000000件創新產品件創新產品，，當中多達六成來自員當中多達六成來自員
工少於工少於1010人的小型機構人的小型機構，，說明初創企業說明初創企業
對促進社會邁向高科技創新方向對促進社會邁向高科技創新方向，，有着深有着深
遠的影響力遠的影響力。。
政府統計處月前發布政府統計處月前發布《《香港創新活動統香港創新活動統

計計20132013年版年版》，》，當中分析了工商機構進當中分析了工商機構進
行的產品創新活動行的產品創新活動，，並按就業人數劃分小並按就業人數劃分小
型型、、中型及大型機構中型及大型機構；；小型機構泛指就業小型機構泛指就業
人數少於人數少於1010人人。。數據顯示數據顯示，，本港在本港在20132013
年共有年共有33,,658658間機構發展產品創新間機構發展產品創新，，小型小型
機構有機構有22,,362362間間，，佔整體近佔整體近6565%%。。

報告進一步指出報告進一步指出，，香港在該年度產生了香港在該年度產生了
近近66,,000000件創新產品件創新產品，，近六成近六成（（33,,485485件件））
來自小型機構來自小型機構，，可見小型機構是推動社會可見小型機構是推動社會
創新的一股重要力量創新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另外，，發展產品創發展產品創
新亦是小型機構能夠持續經營的重要因新亦是小型機構能夠持續經營的重要因
素素，，據報告統計據報告統計，，小型機構的業務收入有小型機構的業務收入有
近半來自產品創新近半來自產品創新。。 ■■記者記者鄭伊莎鄭伊莎

小企小企「「築起築起」」六成創新品六成創新品
■■理工大學的兩名畢業生王廣峰理工大學的兩名畢業生王廣峰
（（中中））與李沛盈與李沛盈（（右右））均開設科研均開設科研
公司公司。。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攝攝

■■李沛盈展示與團隊研發的播放李沛盈展示與團隊研發的播放
軟件軟件，，可將影像投射於玻璃或櫥可將影像投射於玻璃或櫥
窗上窗上。。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攝攝

■■林曉鋒在創業路林曉鋒在創業路
上屢敗屢戰上屢敗屢戰，，是鮮是鮮
有的成功例子有的成功例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積少成多

過關斬將

創科成敗 ■■林曉鋒認林曉鋒認
為高新科技為高新科技
具 發 展 潛具 發 展 潛
力力，，但創業但創業
門檻高門檻高。。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九九死死一一生生

■■創意產品往往從小規模公司開始創意產品往往從小規模公司開始。。圖為圖為
本港中小企展銷現場本港中小企展銷現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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