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余韻）財政預
算案提出多項培育人才措施，包括預
留4,000萬元，為最多1,000名大學
STEM（數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課程學生安排短期實習，讓他們在學
期間已有創科工作體驗。另外亦會整
合「研究員計劃」及「博士專才
庫」，讓全港科技公司獲津貼招聘科
創人才。
政府去年已延長「研究員計劃」和

「博士專才庫」的資助期限至3年，
並增加前者的津貼額至1.8萬元至2.1
萬元不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下
月起會將兩個計劃合併，及擴大範圍
至全港從事研發活動的科技公司。政
府消息人士解釋，過去同時參與兩個
計劃的公司，最多可聘請兩位研究員
及兩位博士專才，而整合計劃後，有
關公司可同時聘請最多4位研究員或4

位博士專才，有更大彈性及靈活度。
他續指，兩個計劃開始至今，已合共
培育 5,649 名科研專才，當中包括
4,759名持學士或碩士學位的研究員，
以及890名博士專才，分別涉及12.7
億元及5.2億元。
而大學STEM課程學生的短期實

習，則適用於本地大學本科生及研究
生。消息人士指，計劃會以先導形式進
行，預計為800名至1,000名就讀生物
科學、物理、數學、工程等科目的學生
提供海內外暑假或寒假短期實習機會。
對外地實習的學生，計劃亦會津貼來回
機票等費用，惟細節仍待研究。
另外預算案又提到，2020/21年的

政府短期實習名額會大增至 5,000
個，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在政府及公營
機構實習，了解其運作和累積經驗，
為將來發展作好準備。

創科教育新措施
◆預留30億元予科學園第二階段擴建

◆3.45億元推物流業應用科技先導計劃

◆「科技券」資助上限提高至60萬元，政府

出資比例增至75%

◆建設第三個「InnoHK」研發平台

◆4,000萬元為大學STEM課程學生安排

短期實習

◆增加政府及公營機構短期實習名額至近

5,000個

◆擴大「研究員計劃」和「博士專才庫」適用

範圍

◆10億元成立智慧交通基金，資助與車輛

有關的創新科研和應用

◆1億元開發工務工程監督綜合數碼平台

◆推出全港三維數碼地圖，並預留6,000

萬元設立首間地理空間實驗室

◆今年第四季推出「智方便」一站式個人化

數碼服務平台，提供超過100項政府網

上服務

◆為明年文憑試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涉

款1.5億元

資料來源：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4000萬元助千生STEM實習

教育預算減一成 再次代繳考試費

■新一年預算案的整體教育預算為1,123億元，屬各政策範
疇中最多。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創新與科技發展乃世界大趨勢，對社會經濟、民生大

有裨益。最新的財政預算案宣佈多項推動創科平台及科

技應用的新措施，包括預留30億元進行科學園第二階段

擴建，並積極探討建設第三個「InnoHK」創新香港研發

平台。而為提升本地企業生產力，政府亦會優化「科技

劵」計劃，鼓勵企業使用科技服務，將政府出資比例上

調至75%，並提升獲批項目上限至6個；另外又會撥出

3.45億元推出先導計劃，支持物流業以科技提高效率。

「智方便」提供逾百網上政府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智慧城市是創新科
技「落地」的重要一環，昨日公佈的新一年度預
算案指出，今年第四季可推出「智方便」個人化
數碼服務平台，至明年中便可提供超過100項政
府網上服務，可一站式預約康體設施、求職登
記、申請房屋等。另外，預算案亦會撥款約11.6
億元，推動智慧交通研究、工程監督數碼平台及
數碼地理空間的工作。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表示，在5G時代下今年

各大電訊商將在香港推出5G服務，政府亦會多管

齊下支援5G網絡建設，包括資助營辦擴大光纖網
絡至偏遠鄉村，及開放更多公共設施安裝基站
等。而為進一步規劃香港智慧城市發展，創科局
亦會於今年公佈新的《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
原有的76項措施將增至逾100項，涵蓋範圍更
廣。
創科局亦將在本年第四季推出「智方便」一站
式個人化數碼服務平台，預計到明年中，市民可
使用超過100項政府網上服務，包括申請房屋、
預約康體設施、求職登記、收取外遊警示等。

智慧交通基金 資助車輛研究
此外，財政預算案亦預留10億元作智慧交通基

金，資助企業或機構進行與車輛有關的創新科技
研究及應用，預計可在2020/21年度正式投入運
作。而因應去年提出、今年開始分階段推出的高
質素的空間數據共享平台及全港三維數碼地圖，
預算案亦預留6,000萬元設立首間地理空間實驗
室，鼓勵企業以三維數碼地圖中的香港街道場
景、學校、醫院等各類設施整合資訊數據，開發

利用的流動應用程式。

開發綜合平台 整合建築數據
為加強政府工程項目監督，預算案也撥款1億

元開發綜合數碼平台，整合建築數據及信息。消
息人士指，現時地盤資料多以文書形式記錄，為
提升處理資料的效率，政府會分階段落實措施，
現時所有涉及3,000萬元或以上的政府工程數據正
逐步進行數碼化，並期望在2022年正式開展平
台。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表示，
創科是推動未來經濟發展的

重要動力，政府在過去三年推出
多項政策，以及提供過千億元支
持一系列措施。他又提到，但要
將創科變成成熟產業，則有一段
路要走。
為了提供更多資源予本地企
業，預算案提到，正探討科學園
第二階段擴建計劃的可行性，政
府預算案將預留30億元作擴建
之用。政府消息人士指，現正聘
請顧問公司進行研究，包括在園
內建設兩幢6層至7層的附屬樓
以及平台，總建築面積為2.8萬
平方米。
他續指，新建內容包括使用較
多化學試劑、安全防護要求較高
的「濕實驗室（Wet Lab）」及
機器人實驗室等，倘若2021年
順利獲得撥款，整個擴建計劃預
計在2023/24年分階段落成。
陳茂波指，位於落馬洲河套地
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將成為
港、深兩地的重點科研合作基
地。港深創科園將提供最多120
萬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是科學
園面積的三倍，落成後將成為本
港歷來最大的創科平台。消息人
士透露，政府會諮詢立法會，並
期望最早在2021年獲得撥款支
持。

設智能生產線 建微電子中心
而就過去兩年施政報告提出的
再工業化及產業措施，預算案亦
交代相關進展，包括已向創新及
科技基金注資20億元，資助在港
設立新的智能生產線，及向科技
園公司增撥20億元，把元朗工業
邨一幢舊廠房改建為「微電子中

心」。
為發展多元創科技術，政府近年

斥資各 100 億元在科學園建立
「Health@InnoHK」及「AIR@In-
noHK」兩個創新平台。陳茂波表
示，多家世界知名院校及研發機構
對此熱烈反應，預計首批研發機構
可於今年陸續設立，而政府正積極
探討建設第三個研發平台，詳情將
會適時公佈。
在創科應用方面，政府將會在

今年 4月起優化「科技劵」計
劃，鼓勵企業更多使用科技服
務，提高生產力或升級轉型。政
府出資比例將由現時的三分之二
上調至四分之三；資助上限亦由
40萬元提高至60萬元，獲批項目
上限則由4個增至6個。
政府消息人士指，計劃至今批核

的項目達到1,914宗，成功率達
91%，發放總金額達2.88億元，範
疇包括電子庫存管理、流動存取系
統、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等。

3億先導計劃 升物流業效率
而為讓物流業以科技提升營運

效率，政府會撥款3.45億元並在
今年推出先導計劃，每個合資格
第三方物流服務供應商，可獲資
助推行最多4個、合共100萬元
的科技應用項目，預計可惠及約
300家企業。
此外，預算案也提到，近日防

疫抗疫工作亦有利用本地研發成
果，包括協助家居檢疫的電子手
環及納米纖維口罩的授權生產，
而政府亦正探討可重用口罩的應
用科技方案。消息人士補充，上
星期的防疫抗疫基金，便已預留
8億元予創新科技署，實施及檢
視可重用口罩的生產研發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姬文
風）新一年預算案未有新增重大教育
項目，政府整體教育預算為1,123億
元，雖仍屬各政策範疇中最多，但數
字較 2019/20 年度減少 10.8%。不
過，因為持續落實近年提出的長遠教
育措施，經常性教育開支仍有996億
元，較今年增長72億元，佔政府總經
常開支20.5%。
預算新提出的教育項目，包括代繳

文憑試學校考生2021年考試費，涉款
約1.5億元，有關款項會直接給予考
評局，學生毋須額外申請，預計約四

五萬人受惠。至於措施未來會否恒常
化，政府消息人士指，與考評局就財
政結構、整體開支等作通盤考慮。
教聯會及教評會都表示，在社會經

濟受打擊要致力紓困下，教育投入減
少可以理解。教聯會認同在此環境仍
增加對STEM支援，期望政府持續支
持STEM相關撥款，為社會培育創科
人才，並考慮將代繳考試費恒常化，
減輕學生家庭負擔。教評會則提到，
社會動亂至疫情下，一些教育領域如
大學研究生及幼稚園營運損失甚大，
希望政府能有一次性補助展示關懷。

■責任編輯：常 樂、文 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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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億
智慧交通基金

30億
科學園第二階段擴建計劃

1,123億
整體教育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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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預算案宣佈預留財政預算案宣佈預留3030億元擴建科學園億元擴建科學園，，
新建內容包括機器人實驗室等新建內容包括機器人實驗室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