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雲報紙 Android

早安香港

文匯報微信

文匯網

Apple iOS

A1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鄺民 ■版面設計：美術部

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香港新聞 文匯論壇 社團新聞 中國新聞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體育新聞 國際新聞

世 界 盃 有 咩 睇

尚有相關新聞刊

A20/A21

澳
洲
逼
和
丹
麥

法
國
食
「
魯
」
出
線

森
巴
軍
急
攻

防
陷
「
黎
」潭

A

19

全球數碼競爭力排名榜
2018年 去年 國家／

排名 排名 地區

1 3 美 國

2 1 新 加 坡

3 2 瑞 典

4 5 丹 麥

5 8 瑞 士

6 10 挪 威

7 4 芬 蘭

8 9 加 拿 大

9 6 荷 蘭

10 11 英 國

11 7 中國香港

14 19 韓 國

16 12 中國台灣

22 27 日 本

27 24 馬來西亞

30 31 中國內地

資料來源：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報告研究的63
個經濟體中，29個國家或地區的數碼

競爭力今年有所提升，但在過去兩年持續上
升的香港，今年就成為26個排名下跌的國家
或地區之一，最新的排名是第十一位，較去
年下跌四位，在亞洲區則排名第二位。

國際學生創企研發開支少
報告主要從知識、技術和未來準備3方面
進行評分，香港今年在知識方面排名較去
年上升一位至第五位，惟技術和未來準備
的排名同樣下跌，分別由去年的第三位及
第十七位，下跌至第六位及第二十四位。

香港在科技畢業生數目、職位比例及高
科技專利授權3方面俱是香港在數碼競爭力
方面的優勢，但報告亦特別提及香港與其
他經濟體競爭時存有國際學生和創新公司
數量少、研發開支不足等負面因素，當中
政府用於教育的公共開支更只在63個經濟
體中排第五十六位。

員工培訓加強 美躍榜首
今年排榜首的經濟體為去年排名第三位

的美國，美國今年除了在去年成績最好的
未來準備方面維持排名第二位外，知識、
技術兩方面的排名亦有所改善，分別從第

五位及第六位，上升至第四位及第三位。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中心

主任Arturo Bris指出，美國今年在知識方
面排名上升主因當地公司在員工培訓方面
表現強勁和科技就業比例有所提高，而在
技術因素方面，連接性基礎設施等獲持續
完善亦有助提高競爭力。
至於去年排名第一位的新加坡今年只能

屈居第二位，報告今年繼續評新加坡為知
識和技術方面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但未
來準備的排名卻由第六位跌至第十五位，
報告認為當地人民對採用技術的態度，以
及企業利用數碼轉型的敏捷性相對較低。

連接系統改善 內地排名升
除香港和新加坡外，多個亞洲國家和地
區也是今次報告的研究範圍，韓國、日本
及中國內地今年的排名都有所上升，分別
排在第十四位、第二十二位及第三十位。
報告指，韓國和日本今年在知識和未來準備

兩項評分因素中都有所進步，而中國內地排名
上升則因連接系統及科技監管有所改善。
台灣及馬來西亞等亞洲地區的排名有所

下跌，分別從第十二位及第二十四位，跌
至第十六位及第二十七位。而排名最低的
經濟體仍是委內瑞拉。

教育開支科研投入弱 反對派阻撓令不進則退

港數碼競爭力
首度跌出十大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文森文森））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公佈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公佈20182018年全球數碼競爭力排名報告年全球數碼競爭力排名報告，，去年去年

全球最具數碼競爭力的新加坡被美國取代全球最具數碼競爭力的新加坡被美國取代，，只能排名第二位只能排名第二位，，香港則首次跌出全球十大香港則首次跌出全球十大，，排名由去排名由去

年的第七年的第七，，連挫連挫44位至第十一位位至第十一位（（見表見表）。）。報告指報告指，，教育開支教育開支、、科研投入科研投入、、通訊科技研發及創新企通訊科技研發及創新企

業發展等均為香港在數碼競爭力方面的弱項業發展等均為香港在數碼競爭力方面的弱項。。有政界人士指有政界人士指，，反對派此前拖延創新及科技局成立反對派此前拖延創新及科技局成立，，

令起步已慢的香港令起步已慢的香港「「不進則退不進則退」。」。有業內人士則指有業內人士則指，，不少國家及地區積極推動科技發展不少國家及地區積極推動科技發展，，相比下本相比下本

港於不同創科項目包括電子支付及智慧城市等進展緩慢港於不同創科項目包括電子支付及智慧城市等進展緩慢，，影響了香港的競爭力影響了香港的競爭力。。

創新及科技局成立
至今逾兩年，雖說科
研方面的成就不差，

但仍然落後於其他地區。中文大學工程學
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表示，香港在全
球數碼競爭力排名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不
少國家或地區積極推動科技發展，相比下
本港於不同創科項目包括電子支付及智慧
城市等進展緩慢，影響了香港競爭力。

促全面支援區塊鏈初創
不過黃錦輝亦指，樂見特區政府近年終

於大力投放資源於創科發展，如預算案投
放500億元支援創科，又推動「科技人才入
境計劃」等，逐步改善香港的科研環境，
惟有關政策剛實施，故未能即時看到成
績，希望最快可於一年後看到進展。

黃錦輝建議特區政府可彈性地根據實際
情況調整吸引及培育人才的政策，以配合
香港創科發展，同時他亦留意到本地一些
初創企業開展新項目時受到限制或未有足

夠支援，如區塊鏈相關的初創企業，建議
政府可考慮他們的需求，適當修訂法例，
以及提供更全面的支援配套。
立法會資訊科技委員會副主席、民建聯

議員葛珮帆指出，香港的數碼競爭力下
跌，顯示出香港最大的弱項是教育及科研
所佔的公共開支偏低、創新科技公司及相
關投資也偏少。

她指出，有關問題除了是以往特區政府
未有足夠重視創科外，也是因為反對派不
斷拉布，令創科局拖延多年才能成立，導
致創科發展嚴重墮後。
葛珮帆表示，若要保持香港在創科範疇

的競爭力，特區政府須急起直追，加大力
度推動創科，包括投放更多資源及鼓勵企
業投資科研；大力培育更多本地創科人
才，並吸納更多外國專才來港；加強對創
科公司的支援。

她又呼籲各界亦應摒除政治歧見，齊心
協力，助香港發揮所長，配合國家所需，
抓緊粵港澳大灣區、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

技園，以及「一帶一路」的機遇，把香港
發展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國家推動 港創科料大改進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認為，過去香港

在推動高新科技方面較少，投入不足，令創
科的發展步伐稍遜，加上一些涉及科研的基
建項目，例如河套科技園等項目的財務撥
款，亦受到立法會拉布的影響，進度緩慢，
認為事事政治化不利香港的長遠發展。
陳振英指出，受到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

視察、對高新科技的大力推動的影響，早
前達成創科資金「過河」安排，大灣區發
展也加強了香港與內地創科合作，再加上
特區政府配合，提出一套吸引創科公司及
人才來港發展的政策，相信香港的數碼競
爭力會有全面的改進。
智慧城市聯盟召集人楊全盛表示，由於創

科局的延遲成立，令香港的科技發展明顯地
較其他地區落後。他指出，特區政府於最近
3年才有政策去具體地支持科技發展，但認

為政府在資金上的援助遠遠不足，他覺得目
前重要的是如何吸引私人企業投資。
他續說，現時的大環境是香港難以聘請

有技術的專業人士，政府可從外地引入人
才，但長遠而言，應將本地人才再培訓配
合技能的發展，才是解決之道。

互聯網專業協會副會長洪文正表示，雖
然香港在科研方面的成果不差，但缺乏了
將科研成果變成產品，然後銷售出去及後
續的服務，「這方面香港比深圳還落後，
比如連e payment都沒有。」
洪文正又指，科技發展不能全依靠政

府，現時私人機構極少投資科研項目，希
望私人企業能多參與其中，雖回報可能沒
有其他方面的投資高，但為香港創造良好
的投資環境更可貴。
洪文正表示，現時的創科局委員會成

員，大多都不是資訊科技界人士，他們不
了解行內的發展及趨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唐嘉瑤、實習記者 嚴杏意

政府500億谷創科 港急起直追
�&

■■瑞士洛桑國際瑞士洛桑國際
管理學院公佈今管理學院公佈今
年全球數碼競爭年全球數碼競爭
力排名報告力排名報告，，香香
港首次跌出全球港首次跌出全球
十大十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早於 2012年 6月，
當時的行政長官當選
人梁振英便意識到，

香港必須推動創科發展，決意籌組香港創
科局。但反對派議員卻以「莫須有」罪
名，發起多次馬拉松式拉布阻止成立創科
局，令成立創科局的議案三次流產。直至3
年後的2015年11月，創科局才正式成立。

梁振英當年為了趕及在2012年7月1日上
任前實現重組政府架構的理念，於同年6月
中要求特區政府提出動議成立創科局。惟
於同月21日立法會審議成立創科局動議
時，卻在反對派集體反對下，以27票贊
成、25票反對、1票棄權下不獲通過。
2014年1月16日，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在施政報告中，再次宣佈啟動成立創新及

科技局的工作，該新決策局至少包括創新
科技署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2014年10月29日，立法會通過成立創新
及科技局的決議，其後又因財務委員會內
反對派議員大肆拉布，未能於限期前批准
開設的新總目，議案因時限而失效。
2015年1月23日，特區政府促使原本排在

比較後的議程，包括有關於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的動議獲優先處理。不過，反對派卻再一
次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發動連續5天、合
共長達28小時的拉布，創科局的撥款再次未

能表決，創科局3年內第三度難產。當時梁
振英批評反對派無視社會和業界訴求，堅持
拉布阻礙香港發展，對此表示極度遺憾。
在建制派議員及業界強烈要求下，直至

2015年6月3日，立法會大會再次通過成立
創科局決議案。同年11月 6日，財委會
「第N次」審議成立創科局所需的開位建
議及撥款申請，並逐項否決反對派提出的
數十項拉布式臨時動議，最終以26票贊
成、8票反對及1票棄權大比數通過，創科
局終於正式成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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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喪拉布 創科局遲來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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