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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人均壽命愈來愈長，然而「年紀

大，機器壞」，不少老年人都受到弱聽問題

所困擾。有感爺爺因「撞聾」導致平日與家

人溝通很不方便，激發曾於大學修讀電子及

資訊工程的文智輝（Will）在其兩年前的畢

業功課中，開發一項配合智能手機就能使用

的助聽應用程式（App）「樂聽」。如今，

這份功課還帶領他走上創業之路，成為有弱

聽問題的老年人的一大福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文智輝表示，現時坊間的助聽器主要是
以硬件為主，設計內置芯片，成本相

當高，零售價格一般由3,500元至2萬元不
等，加上效果不盡人意，擴音的同時亦將
周圍環境的噪音同步增加；他設計的這款
智能助聽App，只需要下載其手機程式，
配合任何有線的耳機就可使用，App上設
有3個不同場景，室內、室外及空曠場景
供選擇達至最佳效果，有效擴音降噪，質
素可媲美市面上約5,000多元的助聽器。
他已花近2萬元將這項技術在港申請專
利，之後亦會以政府提供的專利申請資
助，去申請內地及外國的專利。

在港內地外國申專利
目前這個智能助聽App是免費下載的，
但只屬試用版，文智輝表示自去年初推出
至今已錄得約9,000個下載，當中的活躍
用戶約有1,000人，包括香港、內地及歐
美地區的用戶。他亦聽取很多長者的用後
感，大部分都對其發明作出讚揚，較原本
使用中的助聽器更方便有用。
「我爺爺初初使用我的新產品時，更按

着耳機不願放開手，說從未有聽過這樣清
晰。」文智輝很慶幸自己能夠為爺爺改善
生活，他指現時明顯覺得爺爺較以前「講
多咗嘢」，而且以往使用助聽器會令長者
覺得很尷尬，甚至「俾人笑」，而使用耳
機則可避免旁人不必要的目光，因別人只
會覺得你是在聽歌。
文智輝指出，自己甫畢業就創業，由

2015年成功申請「理大微型基金」約10萬
元資助開始，由約200支申請隊伍中成為
幸運的10%，後來加入了香港科學園的培
育計劃，花了長達2年的研究才產生這個
製成品。
他解釋：「iPhone的程式較容易編寫，

因iOS的系統較穩定，不過Android就麻
煩得多，不同手機品牌的Android系統都
有分別，滿心歡喜以為解決了一個問題
後，換了手機，另一個問題又出現，就像
跌入了Android的怪圈中。」

擬推長者套餐服務
花了多番努力後，文智輝已成功完成測

試市面上多個手機品牌，計劃在4月份便
會推出備有進階功能的收費版智能助聽
App，屆時將會列明何種手機適合使用，
免費版將會下架，用戶收費為每月38元，
一年僅需456元，較一般5年就需更換而動
輒數千元的助聽器更易負擔。除了B2C
（手機App收費）外，他亦正與多間非牟
利機構商討合作，發展B2B模式，希望為
有關長者服務的非牟利機構旗下的長者提
供套餐服務，如一年每10個長者安裝程式
費500元。
據文智輝指，本港約有15萬人士患有弱

聽，全球則有3.6億人患有中度弱聽，而重
點是超過9成人並沒有選配助聽器。他希
望，這個新發明可令更多有弱聽的老年人
以一個更易負擔的價錢去改善自己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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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助聽AppApp
大學功課鋪出創業路 近萬用戶下載

文智輝指出，在剛開始研
發產品時，市場上已有一些
助聽器 App，但聲音有約
200毫秒的滯後，這樣容易
造成「聲畫不同步」的情
況，亦會影響用者讀唇，故
他們針對這個時滯問題，作

出精心設計，樂聽助聽App的時
滯大大縮短至20毫秒。他說，
助聽App雖然意念不算是原創，
但更好的技術卻是他們獨有的重
要資產。
他還提到，智能助聽器有一

個缺點，由於一般有線耳機的
音量最多只能達到約40分貝，
只適合輕度至中度弱聽人士，
而傳統的助聽器可達到80分貝
至100分貝，可以支援到高度弱
聽人士。然而，藍牙耳機可容
納的分貝達到70，較有線耳機
為佳，不過藍牙耳機時滯問題
較難解決。
不過，文智輝表示，樂聽在半

年前開始研發低時滯的藍牙耳
機，暫時亦稍有成績，惟成品較
大件，故仍需要再改良，他計劃
找台灣的廠商合作研製，希望半
年後有合適推出市場的製成品出
產。他計劃，屆時或會將「助聽
藍牙耳機」透過Kickstarter等眾
籌渠道預售。按預算，有關售價
較傳統助聽器便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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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助聽
App上設有
3個不同場
景，室內、
室外及空曠
場景，可選
擇 最 佳 效
果，有效擴
音降噪。

研
藍
牙
耳
機
遇
難
題

對很多人而言，一畢業就自己
創業做老闆，不用打工受氣，似
乎是一件美事。不過，對現年僅
23歲，大學畢業兩年的文智輝
（Will）而言，他卻認為是一件
很任性的事。為了實現自己的抱
負及夢想，放棄穩定的收入，

「基本上第一年都無出人工畀自己，
都要食屋企。」不過，隨着收費版智
能助聽App即將推出，他預計首年可
有1,000名收費用戶，收入可達30萬
元至40萬元。

計劃申請政府支援初企資助
他坦言，這次創業最大的成本就是

時間，因大部分的經費都可由申請的
資助所應付，除理大的微型基金10萬
元，星展社企創業比賽中亦獲得2萬
元啟動基金，後來加入科學園的培育
計劃，亦獲得約30萬元的資助金額。
目前公司有3位持股人士，其中一位
專門負責產品研發，另一位負責商業
發展，他則負責統籌等工作。他認為
即使創業成功後，亦不等於可「坐定

定收錢」，因為相信不斷會有很多不
同的事情要處理。
文智輝又指，政府對初創企業的支

援愈來愈多，如去年提出的兩個新計
劃，公營機構試用計劃資助及科研人
才實習生薪金資助等，每位大學畢業
生人工資助額為1.4萬元，碩士生則
為1.6萬元，他表示公司都有意申請
此兩項資助計劃。未來隨着公司正式
市場化，有實際收入後，將會再引入
更多投資者融資，資金將用作推廣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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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聽創辦人之一
■文智輝（Will）

■樂聽行政總裁

■年齡：23歲

■學歷：香港理工大學電子及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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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德勤中國近日發佈《科技、傳
媒和電信行業企業對外投資報告》，報告指出全
球科技傳媒和通信（以下簡稱「TMT」）行業
的投資併購環境交易數量在過去五年間逐步增
長，2012年至2016年間的年複合增長率為7%，
在涉及投資併購案的所有行業中排名第二，僅次
於金融服務行業。

去年TMT交易額逾4億美元
報告又稱，TMT行業的平均交易額自2012年
以來，也在不斷增長，維持在2億美元至4億美
元的水平，而於2016年，更創下近五年新高，
達4.4億美元。TMT行業主要包括科技、互聯
網、傳媒和電信四大細分行業。其中，針對科技
和互聯網行業的併購交易數量增長最為明顯，兩
者在2012年至2016年間的年複合增長率分別為
9%和8%。
雖然，內地投資者參與的併購專案按交易金
額計，並未能在2016年躋身TMT行業十大併購
交易之列，但內地投資者在海外併購的活躍程度
無疑居全球各國之首。
德勤中國科技、傳媒和電信行業全國主管合
夥人周錦昌表示，中國內地是TMT行業併購的
重要推動力，特別是內地為滿足市場空缺而產生
對國外技術的需求，以及為尋求新增長點而開拓
國外市場，這兩大因素正不斷催化內地企業進行
海外併購。

他指，與內地相關的TMT行業併購數量在過
去五年發展蓬勃，一方面是受到國家「走出去」
及「一帶一路」戰略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受國內
TMT行業創業和投資熱情高漲所致。

科技傳媒業併購增速最高
統計顯示，在 2012 年至 2016 年間，內地
TMT行業的海外投資增長迅速，併購數量的年
複合增長率高達27%，比境內併購數量的年複
合增長率高出兩個百分點，且交易金額也在五年
內增長約六倍之多，這都表明內地企業正大刀闊
斧收購海外的優質資產。
總體而言，在TMT四大細分行業海外併購的

案例中，併購數量增速最快的是科技和傳媒行

業。
德勤中國管理諮詢合夥人李偉傑認為，這表

明了內地企業對國外先進技術非常感興趣。相比
之下，國內互聯網行業的蓬勃發展甚至領先歐美
的發達國家，其海外併購數量年複合增長率低於
科技與傳媒行業。
從金額看，2016年海外併購案的平均併購金

額在1億美元至4億美元間，高於國內併購金額
的1億美元至3億美元。
德勤預計，2017年內地TMT海外併購市場將
延續2016年的發展趨勢，交易數量將繼續穩步
上升。在獲取國外高新技術的同時實現業務全球
化佈局。因此，科技行業海外併購交易數量將繼
續增加。

企業併購過程中須關注四大要點
■ 控制目標企業的「核心」，盡早建立與管理層的溝通渠道，防止流失目標企業核心管理

層

■抓緊目標公司的「庫房」，及時控制目標公司的財務權，防止於過渡期出現超支

■ 維持銷售「穩增長」，與客戶保持積極和及時的溝通，評估流失客戶的可能性與潛在損

失

■派駐內地管理人員作「橋樑」，明確中方派遣人員的角色與職責

資料來源：德勤中國

德勤：科技行業海外併購活躍
香港文匯報訊 在另一方面，綜

觀全球併購交易的失敗案例，德
勤發現，在併購後的整合期出現
問題，以致交易失敗的案例佔整
體失敗交易案例一半以上，併購
後的整合不利因素包括：整合目
標和制定計劃缺陷、終止整合推
進，以及協同效應；由交易前操
作不利，如判斷併購目標和方向
失誤，以致未能進行詳實的盡職
調查等，導致併購失敗的案例，
則佔整體失敗案例的三成；真正
由於交易談判破裂而導致併購終
止的案例，僅佔整體失敗案例不
足兩成。

內企管理方式有別歐美
德勤中國管理諮詢合夥人李偉

傑認為，內地企業在管理方式方
面與歐美國家的差異，導致內地
企業在完成收購海外公司後，往
往面臨嚴峻的管理難題。管理能
力的缺失使內地企業處於「想管
而管不了」的處境，同時，歐美
企業的內在「驕傲」亦令他們不

願意受制於內地公司，並強烈追
求獨立運作。
此外，對戰略投資者而言，為

保護交易價值並實現預期的協同
效應，關鍵是要做到全面有效制
定和實施整合計劃。制定全面有
效的整合計劃對戰略投資者而言
尤為重要。總括而言，企業需實
現三大目標：第一，制定方向，
實現實施整合工作和產出服務，
把實現整體戰略目標和併購價值
最大化；第二，保護價值，確保
在過渡期內公司持續平穩營運，
令公司價值得以保留；第三，創
造價值，在整合進行過程中及完
成後，實現協同效應，並在後續
經營中進一步提升公司價值。
德勤中國科技、傳媒和電信行

業全國主管合夥人周錦昌認為，
整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有時可
以持續數年之久。有些整合項
目，如共用IT平台，其性質便具
長期性。此外，整合還包括文化
整合，從價值觀和行動層面，實
現公司間的深度整合。

整合期失利
逾半併購失敗

■除了香港，內地及歐美地區
不少長者亦是「樂聽」的戶。

■文智輝開
發手機應用
程 式 「 樂
聽」，幫助
弱聽老年人
溝通。

科技守護長者系列科技守護長者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