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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界「研究撥款」倡倍增
報告提7建議 擬2022年前加碼至每年4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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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政策及資助小組7大建議
■建議一：由政府提供新的撥款資助研發，希望於2022年前，將香港整體競
逐研究撥款由每年約20億元倍增至40億元，其中研資局撥款則由約10億
元倍增至20億元。有關工作包括向總數260億元的研究基金大量注資不少
於100億元，並理順基金不同款項運用限制，提高資源運用靈活性及效
能，及設立「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推動私營機構向研究界提供研發開
支和捐款。

■建議二：在研資局下設立3項分別支援博士後、研究員（副教授級）和高級
研究員（教授級）的獎學金計劃，以持續加強研究人員的人手和培育。

■建議三：提高運用競逐研究撥款的效率和成效，包括檢討研資局首席研究
員的研究時間及承擔、評審質素、監察程序、項目延展等技術事宜。

■建議四：教資會就研究用途撥款進行全面檢討，包括「附加行政費用」等
間接成本事宜，加強撥款成效。

■建議五：提供可持續支援，鼓勵跨院校/跨學科協作，包括考慮將現有研資
局「協作研究金」、「主題研究計劃」、「卓越學科領域計劃」3個計劃合
併，並支持各大學合作設立研究院，鼓勵進行具策略重要價值的研究。

■建議六：首先政府於內部成立聯絡小組，加強和改善包括研資局、創新科
技署、食衛局、環境保護署等不同資助部門間的協調，定期統籌及交流研
究方向。長遠應考慮設立全面的研究督導委員會，劃一運作程序及制訂長
遠策略計劃，及把研究與創新生態系統更有效地結合。

■建議七：啟用通用的研究人員標識（例如ORCID），並長遠設立中央研究
資料庫，備存有關研究人員、評審員、研究項目、成果應用、補助金記錄
等資料，以提升搜尋效率、資料透明度及互用程度，讓資助機構和研究人
員受惠。

資料來源：教資會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6月6日
上午，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辦內分別會見福
建省政協副主席洪捷序一行及福建莆田市市
長李建輝一行，感謝福建省政協、莆田市委
市政府對中聯辦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就
促進閩港兩地交流合作、支持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等進行交流。中聯辦副主任陳冬陪
同會見。
王志民在會見洪捷序一行時表示，希望福

建省政協進一步發揮港區福建政協委員和閩
籍在港鄉親的優勢，引導他們積極參與兩地
經濟社會發展，為國家進步、香港繁榮穩定
作出新的貢獻。在會見李建輝一行時他表
示，希望莆田市發揮自身優勢，加大與香港
的交流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王志民(右六)會見李建輝(右五)一行。■王志民(右五)會見洪捷序(右四)一行。

其中經研資局的撥款亦倍增至20億
元；並設立3項獎學金計劃，分別支

持教授級、副教授級、博士後級研究人員
全職投入研究工作。
專責小組由昨日起至下月10日就報告
展開公眾諮詢，分別為8大及自資院校校
長作簡介，並為相關行政、學術、研究人
員舉行研討會，同時徵集公眾意見，預計
將在9月向教資會及政府提交最終報告。
在資源方面，報告引述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去年已於施政報告提出，將本地研發開
支佔GDP比率由0.73%倍增至1.5%，及
已為大學研究預留不少於100億元額外撥
款。
報告指，對高等教育界來說，以「競
逐」方式分配撥款有助提升研究水平，但
香港用於競逐研究的開支只佔GDP的
0.07%，遠低於英國、美國等。

回報率低 基金本金遭蠶食
現時研資局每年撥款，主要來自260億
元研究基金的投資回報，但報告指因近年
回報率低，令計劃出現赤字，基金部分本
金遭蠶食。
報告建議政府向研究基金大量注資，以

填補差額，令研究撥款得以持續，同時亦
要理順研究基金各項款項的運用限制，使
能更靈活有效地調配資源。
徐立之表示，小組未有計算若要令研資

局撥款倍增，需要向研究基金注資的具體
金額，會交由政府當局自行處理，但他
指，由於要同時應對投資回報表現不佳的
情況，需要投放的金額或遠多過已預留的
逾100億元。

倡設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
報告建議設立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即
現有配對補助金（Matching Grant）的
「變身版」，以集中推動大學研究，如大
學及自資院校成功向私營機構、行業及慈
善家籌募得研發開支的捐款，便獲政府配
對款項。
報告指，香港研發開支中工商界所佔比
重一直低於45%，與世界其他發達地區商
界研發開支比例較政府高相反，希望計劃
能鼓勵對研發工作的捐獻文化。

徐立之：增資金非「分餅仔」
徐立之強調，資金增加並不會「分餅

仔」，未來運用經費需遵循「高質素同行
評審」的研究指導原則，選擇具有社會影
響力的高質素研究進行資助。
就研究人才的培育及支持，報告建議設

立博士後獎學金，每輪50個獎學金名
額，分科技（包括醫學與工程）和人文、

社會科學及商學兩大類，建議為每名得主
提供最長3年的獎學金。
報告亦建議效法現時裘槎基金會的做

法，透過額外提供資源代聘教學人手，讓
學者能集中精力於研究上，當中涉及增設
兩項獎學金，分別為資助副教授級的研究
員獎學金和資助教授級的高級研究員獎學
金，開始計劃時獎學金名額定為每輪10
名至15名。

徐立之表示，建議支援期至少5年，他
認為，現時制度下，香港學者需要同時承
擔教學工作，希望獎學金可為研究人員提
供財政支持，鼓勵其全職做研究。

8大歡迎建議 會仔細研究
8所大學昨日均有回應小組報告，各校

都表示，歡迎當中提出的建議，並會仔細
研究各項建議意見及提交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為

推動大學研究發展，特區政府去

年底成立「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

專責小組」，檢視本港目前的研

究概況、撥款水平和分配機制。

小組主席徐立之昨日公佈《中期

諮詢報告》，當中提出7大建議，

涵蓋資源投放、人才支援、優化

決 策 與 行 政 管 理 等 方 面 （ 見

表），包括在2022年前，將香港

整體競逐研究撥款由現時每年約

20億元倍增至4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除
了研究資金和人才，專責小組《中
期諮詢報告》亦提出進一步推動跨
院校跨學科協作研究，並建議考慮
文理等不同學科所需要的不同撥款
策略、學者評審程序，而政府長遠
更應設立研究督導委員會，就不同
部門的研究資助作統籌規劃。
針對研資局旗下協作研究金、主

題研究、卓越學科領域3個針對跨
院校、跨學科較大型協作的撥款計
劃，報告建議應作重整與檢討，並
考慮是否將之合併為一項新計劃，
以令研究成果產生經濟影響，促進
科技進步。
報告又提出政府應鼓勵大學或院

校設立獨立運作的聯合研究院，以
進行具策略及區域性、重要價值的
研究題目，並大幅資助該類研究
院。
小組主席徐立之表示，跨院
校、跨學科協作在外國非常普
遍，是大勢所趨，又強調並非所
有研究都要即時達到社會效益，
而研究不應只限於理工科，文科
研究亦應得到重視，但因為不同
學科的研究方法各異，因而亦需
要不同的撥款策略、研究目的和
學者評審程序。

長遠應設研究督導委員會
報告又提及，政府內部應率先成立聯絡小

組，加強和改善不同研究資助部門之間的協調
合作，長遠應考慮設立全面的研究督導委員
會，劃一不同資助部門的運作程序等，同時應
考慮將該委員會組織架構按主要學科劃為不同
組別，以顧及各學科不同研究方式，統籌不同
類型研究。
徐立之指出，「不能只靠計算論文數量，而

是要看貢獻，例如研究作曲、詩歌的學者，作
品能夠增加生活質素、增加香港知識文化影響
力就是好。」

院校研究量多不代表「輕教學」
對近年有關大學「重研究輕教學」的質疑，

徐立之表示「可能聽得多啫」，指自己見到不
少教授非常熱心教學，認為本港大學非常重視
教學，教資會亦有既定評核機制檢視教學質
素，並不存在「輕教學」的問題。
教資會秘書長鄧特抗補充指，各院校有不同

機制作內部評核，教資會不會介入，但會關注教
學發展，他認為，大學層面研究與教學並非分割
關係，好的教學需要好的研究去支持，故院校研
究量多，亦並不代表「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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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之(左)與鄧特抗握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綠
色旅遊」是旅遊業近年新趨勢，將於本
月14日至17日舉行的2018香港國際旅
遊展亦會首次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
地質公園參展，攤位會有專人向入場人
士介紹全球不同地方的世界地質公園旅
遊資訊，展覽首兩天只會開放予業內人
士，市民亦可於16日及17日購票入
場，了解各地最新的旅遊產品資訊。
2018香港國際旅遊展約670個展商
參與，而參展的國家和地區就有55
個，當中最少9個更是首次參展，包
括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越南峴港、埃
及、斐濟群島、美國北馬里亞納群
島、尼泊爾、馬來西亞雪蘭莪、哈薩
克斯坦及烏茲別克斯坦。

主題及深度遊是焦點之一
主題及深度遊是展覽的焦點之一，展
商更包括以「全球可持續旅遊目的地」

為主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
園，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
園主管楊家明表示，這次參展決定是由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方面主動提出。
楊家明表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過

往只曾參與德國柏林的旅遊展，但規
模就遠比今次細，只是介紹歐洲的世
界地質公園，但今次展覽就會向入場
人士介紹全球5大洲38個國家和地
區，共140個世界地質公園，並會請
來自中國內地、日本及德國的專家進
行專題講座。

市民16日17日可購票入場
其他的主題及深度遊亦包括香港的

郵輪假期、澳門美食之旅、加泰羅尼
亞、斐濟、希臘、馬里亞納及馬爾代
夫等地的婚禮及蜜月假期等。
2018香港國際旅遊展將於本月14日

至17日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首

兩天的展覽只開放予旅遊業內人士，
市民可以在16日及17日購票入場取得
最新的旅遊資訊，兩日的入場費分別
為30元及25元。
主辦展覽的「匯眾」展覽服務有限

公司董事總經理湯錦成形容，展覽不
單可以協助入場人士計劃行程，亦可
以在場內享受旅遊的樂趣。

湯錦成透露，今年的旅遊展公眾日
將會有多場國際知名及海外民俗表演
隊和卡通人物表演，包括韓國麵包
秀、日本熊本熊和機械人表演，以及
來自泰國、印尼及台灣的民俗表演
等。
另外，部分展館會安排吉祥物到場

與市民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香
港今年經濟環境理想，帶動旅遊業市
道暢旺，旅遊業議會估計，全港旅行
社在1月至5月收取的團費達86.7億

元，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旅遊業議
會並預料本港旅遊業在今年餘下時間
的經營環境會持續理想。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張樂怡表示，議

會在今年首5個月所收取的印花費都比
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增幅達8%至37%，
收取的印花費總額達1,300萬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19%，推算業界今年首5個月
的團費收入有86.7億元。
每年的暑假都是港人外遊旺季，陳

張樂怡透露有旅行社指今年暑假的報
團情況理想，估計今年暑假的外遊人
數會較去年增加10%。
她並對旅遊業今年下半年的前景感到

樂觀，指即將通車的港珠澳大橋及廣深
港高鐵落成後會吸引更多市民外遊。

旅議會料暑假外遊人數增10%

國際旅展主打世界地質公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智慧旅遊」是旅遊業發展
新趨勢，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將推出全新「Q優點」手機程
式，用戶可透過程式取得商戶即時優惠資訊，程式本月底可
供下載，並會於8月1日正式營運，優質旅遊服務協會期望
程式推出後可鼓勵市民及遊客增加消費。
優質旅遊服務協會現時有逾1,300多會員，商舖數目超過
8,000間，覆蓋行業包括零售、飲食及其他相關服務業等。
協會在旅遊事務署和香港旅遊發展局支持下，與創奇思和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推出手機程式「Q優點」。

8月起設數碼化會員獎賞服務
市民及遊客可於月底起下載「Q優點」，程式會在8月開

始提供數碼化會員獎賞服務，參與商戶可向用戶發放近距離
推播或個人化優惠券，以鼓勵消費，營造銷售氣氛。
協會期望程式推出首年可吸引20萬人次下載，指程式

推出初期雖然只得400間店舖參與，但預期參與商戶在2
年至3年後會增至2,000間。

「Q優點」App助尋商戶優惠
■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將推出全新「Q優點」手機程式。

■■萬宜水庫的東壩屬香港地質公園之一萬宜水庫的東壩屬香港地質公園之一，，由於海由於海
岸長期受海浪侵蝕岸長期受海浪侵蝕，，形成六角形柱石形成六角形柱石。。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