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支持香港

建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團結香港基金昨日發表研究報告，指

出香港雖擁有世界級大學，但於大學技術轉移一環薄弱，在專

利數目、衍生公司等方面均未如理想，難以將創新成果轉化為

具經濟效益的產品及服務。以知識產權所得年收入為例，全港

所有大學的總和僅約1億港元，只及牛津大學及哈佛大學等頂

尖名校的不足七分一。基金提出七項建議，包括將教資會撥款

與大學的技術轉移表現掛鈎、改進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

劃，另大學亦應放寬規定，考慮容許發明者獲得專利權並讓大

學科研人員可有更多時間參與校外研發工作等（見表），更有

效推動科研成果「落地」。

團結倡七招強化大學技術轉移
指港校知識產權收入遜英美名校 倡資助與「技轉」表現掛鈎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發表「搭建技
術轉移大橋，構築科研創新基

地」研究報告，基金總幹事鄭李錦
芬指，大學於科創生態系統擔當重
要角色，現時本港大學多個基礎研
究領域亦甚具優勢，若能推動知識
及技術轉移，會更有助為社會帶來
經濟及社會效益。

應用研究至市場化有缺口
負責研究報告的基金助理研究總
監及經濟發展研究主管水志偉指
出，近年特區政府政策漸見成效，
為科創生態提供一定支援，惟現時
在應用研究至市場化階段仍有政策
缺口，需要加強有關工作提升香港
的創科實力。
研究報告提到，大學於香港創新
研發角色吃重，佔去全港研發總開
支近六成，遠高於英、美等地的一
至兩成，現時各大學於知識轉移方
面，卻明顯落後於不少海外大學。
以發明專利為例，中大於2019年
獲授202項全球專利，為全港之冠，
但比起麻省理工學院、牛津等頂尖
大學的400多項至近800項仍有大段
距離。

衍生公司少 宜鼓勵商品化
同時，香港各大學設立衍生公司的
能力遠遜於英國，現時各校正在營運
公司總數由10間至29間不等，遠少

於英國前列大學的70間至140所間；
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及新加坡
國立大學，過去一年間新設的衍生公
司亦有約25間，約等同於香港部分大
學多年來的總和。
至於知識產權收入，2019年全港

所有大學合計約1億港元，與哈佛
（約7.6億元）及牛津（約8億元）
相比只得約13%不足七分一。
為此，團結香港基金就香港的大

學知識及技術轉移推出多項建議，
首先要培育大學的知識轉移文化，
教資會應按大學的表現分配技術轉
移相關撥款；各大學亦可放寬知識
產權及校外研發工作的規定，考慮
讓發明者取得部分專利權，並容許
科研人員參與更多校外研發工作；
亦可透過技術轉移辦公室及聯盟，
促進研究商品化；同時當局亦可改
善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幫
助大學初創上軌道。

倡設「科發辦」九東建創新園
在全港層面，報告認為特區政府
應成立高層次的科學和發展辦公
室，邀請學者和科學家加入，向主
要官員提供前瞻性的藍圖和願景；
透過「未來基金」針對香港科研優
勢領域，提供長期持續研發的資金
支持；在轉化平台方面，可於九龍
東構建新的創新園區，吸引人工智
能及金融科技公司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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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中共十九屆五中
全會日前圓滿閉幕。為了讓廣大市民深入了解今
屆五中全會的精神及是次通過的「十四五」規劃
建議，把握國家發展機遇，新民主出版社在香港
出版和上線《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
建議》、《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
次全體會議文件彙編》繁體版。
十九屆五中全會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
在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即將
開啟的重要歷史時刻舉行的一次重要會議。習近
平總書記在五中全會上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深

刻闡述了新時代、新階段、新格局的重大理論和
實踐問題；全會審議通過的規劃《建議》，深刻
指明了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的指導方針、目標
任務、戰略舉措，對於動員和激勵全國人民繼續
抓住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遠
的意義。
是次「十四五」規劃《建議》除了強調支持香

港及澳門特區鞏固提升競爭優勢等之外，還強調
堅持依法治港治澳，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
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落實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
權，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特別行政
區社會大局穩定，並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
國精神等。

繁體版書粵語版有聲讀物上線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

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
議文件彙編》繁體版，和《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粵語和普通話版的有聲讀
物，已在多個互聯網知識服務平台推出。

據悉，有關出版物已在11月9日在港出版和上
線，面向港澳和海外地區發行。香港市民可以到全
港各大書店門市或到文化閱讀購物平台「一本」購
買，同時也可在「知書」App上在線收聽。

文化閱讀購物平台「一本」鏈接：
https://www.mybookone.com.hk

「知書」App在線收聽鏈接：
粵語版：https://bit.ly/32sddbR
普通話版：https://bit.ly/3kaeCtB

五中全會及「十四五」規劃建議讀物在港出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教育局早前宣布取消
一名有計劃播「獨」的小學教師註冊資格，社會普遍認
同做法，亦有聲音促請政府研究應否引入更多罰則選
項，應對不同的失德教師個案。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近日
接受傳媒訪問，確認將研究「停（牌）一段時間」、
「不發工資」、「扣減工資」等罰則的可行性，以賦予
常任秘書長法定權力進行取消教師註冊以外的其他懲
處。有教育界人士昨日表示贊成，前提是要清楚交代準
則，讓教育界有所依循。有家長代表則認為，公開失德
教師個案才具阻嚇力，也是保障家長、學生和整體教師
團隊的最佳做法。
根據現行的《教育條例》，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有權拒

絕有問題的申請人註冊為教員，以及取消教員註冊。楊
潤雄近日在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指出，局方最近有
意總結經驗，以加快處理失德教師的個案，另一方面亦
希望借此研究是否有需要修改《教育條例》，讓常任秘
書長在拒絕註冊和取消註冊之外，有法定權力做其他
事，例如「是不是可以有停（牌）一段時間，或者不發
工資、扣減工資等措施」。
事實上，針對失德教師的分階段罰則建議，社會早有

討論。民建聯早於去年8月，已向楊潤雄提出可考慮設
立「有時限性暫停教師註冊」的機制，嚴肅處理問題個
案。今年10月，出現修例風波以來首宗因專業失德而
被除牌個案，不少教育界人士亦建議教育局將來可參照

醫生、社工等其他專業，引入「停牌」作為處罰選項，
予違規教師改過的機會。

張民炳贊同分級別訂準則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贊成教育局引入更多

懲罰選項以應對不同嚴重程度的個案，但認為不宜分太
多級別，同時每一級都應提供準則，以至有相關例子說
明。
他以文憑試水平參照模式為例，每級別均有仔細描述

及學生表現示例，同理亦適用於懲處機制，「做好框
架，才可減少日後的爭拗。」

奚炳松倡公開個案減誤會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亦認同可引入更多罰

則選項，但他同時擔心個別較輕罰則未必有足夠阻嚇
力，「例如扣糧，難聽啲講失德教師假如自己搵到資
源，唔使出你糧，如此是否任由佢繼續教落去？」
他認為，處理失德教師個案的問題癥結，在於能否公

開透明地處理個案，「公開咗，情況就自然會收斂，不
至於繼續惡化」，這不但有助家長和學生放心，對其他
盡責專業的教師而言也是更公平的做法，「始終現在坊
間好叻，很多時都查到是哪所學校，但隱瞞了涉事教師
的情況下，最終整間學校的教師團隊都被懷疑。」如
此，倒不如公開問題個案，減少不必要的誤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
受疫情影響，特區政府決定將立法
會選舉押後一年舉行。立法會《緊
急情況（換屆選舉日期）（第七屆
立法會）規例》小組委員會昨日舉
行會議審議相關條文。多名立法會
議員關注有報名參選原訂選舉的人
疑似虛報選舉開支，要求特區政府
交代處理方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副秘書長陳潔玲在回應時重申，若發現參選人有失實
申報、非法行為，局方會第一時間將個案轉介廉政公
署調查。

何俊賢：不能開天價「影張相」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在會上表示，今次有參選人以無

形的服務申領選舉開支，令公眾感覺是欺騙公帑，認
為無論金額多少，一元也不可虛報，不能讓人拍張相
片就申報數十萬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須設法處理無
金錢支出的無形服務申報。

葛珮帆憂選舉主任能否判斷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亦指，有參選人疑似虛報選舉開

支，申報天價服務費，並點名參選人之一、元朗區議
員王百羽450萬元選舉開支均來自同一間公司的服務
贊助，更以數十萬元做形象設計，實聞所未聞，更看

不到王百羽在接受設計後的形象有
何分別，要求局方交代是否有單據
及圖片就能申領公帑，擔心選舉主
任難單憑經驗判斷其是否合理。
陳潔玲表示，選舉事務處會小心
謹慎核實有關選舉開支，會要求參
選人提供相關開支證明。就一些申
報過往未有先例，局方會比較不同
公司所提供的類似服務的市價，判

斷參選人的申報金額是否合理。她強調，若發現參選
人有失實申報、非法行為，局方會第一時間將個案轉
介廉政公署調查。
會議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稱，新加坡、美

國的疫情比香港嚴重，仍進行選舉，質疑特區政府以
疫情為「藉口」延遲選舉。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反
駁，新加坡早前特意就疫情下進行選舉，作出延長投
票時間、為65歲以上長者於中午優先投票、安排所
有選民分段投票等措施；美國大選亦設有海外投票、
郵寄投票，都是香港立法會選舉未能提供，不應一概
而論。
陳潔玲回應說，除了選民在票站排隊會帶來疫情風

險，點票安排亦涉很多工作人員，風險亦很高。她又
指，現時疫情仍然反覆，不知何時結束，局方會考慮
選管會今年10月提交的建議，研究境外投票、關愛
隊、票站當場點票等彈性方案。

政制局：虛報選舉開支將交廉署調查教局研增不同罰則阻嚇失德師

七大建議
一：優化評核框架，並將撥款分配與大學表現掛

鈎，以培育大學的知識轉移文化

教資會應仿效英國的高等教育統計局及知識轉
移框架，設立全面的數據庫管理數據，建立評核
大學技術轉移的關鍵績效指標（KPI），並按有
關表現來分配其技術轉移的資助金額。

二：增加研究人員在科研成果商品化的靈活性與
選擇，以提升知識產權的流動性

技術轉移的文化頗受限於大學保守的政策，例
如在專利權政策方面，除非本港的發明者支付昂
貴的經費買斷，否則專利屬大學所有；在校外執
業方面，目前大學教職員每周不能花超過一天來
從事校外工作，故建議大學放寬規定，讓教職員
有更大動力將科研成果商品化。

三：透過技術轉移辦公室和技術轉移聯盟促進大
學研究商品化

大學應邀請更多專業人士加入技術轉移委員
會，並吸納來自業界和學界的人士加入大學的技術
轉移辦公室；同時各間大學的技術轉移辦公室可組
成技術轉移聯盟，建立連接大學與業界的平台。

四：加強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政府應改進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若初
創企業成功獲得私人投資，政府應提供額外資
金，並放寬稅收規定；同時應促進該資助計劃與
香港科學園和數碼港合作，透過與私營孵化器及
加速器的結合，使初創企業能充分享用其資源及
網絡。

五：善用未來基金，提供「耐心資本」和「深科
技」投資策略，以培育本地衍生公司

早前政府宣布將從「未來基金」撥出部分資金
成立「香港增長組合」，若有關組合能效仿英國
IP Group的做法，使用「耐心資本」投資本地大
學的「深科技」，可擴大院校科研成果的影響，
帶來新的產業機會。

六：成立高層次的科學和發展辦公室，並制定公
共研發撥款的整體策略

政府應借鑑美國和新加坡，成立科學和發展辦
公室，為政府官員提供建議，制訂公共研發撥款
的整體策略，並推動公營機構試用本港的科創成
果。

七：將九龍灣行動區發展為世界一流的創新園區

政府應劃出九龍灣行動區三分一至二分一的面
積，建立世界級的創新園區，為擴建科學園和數
碼港提供場地，並吸引人工智能及金融科技等公
司進駐。

資料來源：團結香港基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團結香港基金
昨亦邀得創科局
局長薛永恒、中
大醫學院副院長
（研究）盧煜

明、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黃錦輝、建峰資本管理合夥人湯復
基等，就香港創科發展分享意見。
薛永恒強調，香港需要把握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勢頭，由昔日重視金
融、物流的城市轉化為國際創科中
心。多名專家學者則強調，應確保
學者的知識產權受到保護，亦應好
好利用大灣區市場，將產品打進內
地、甚至國際市場。
薛永恒表示，特區政府一直透
過創科基金下不同的資助計劃，
為產、學、研持份者提供財政支
援，開發科研成果並將其商品
化，其中「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
助計劃（TSSSU）」至今為 293
間初創企業發放超過 2億元。今
個財政年度起，每所大學資助額
亦由400萬元翻倍至800萬元，每
所初企資助上限則上調至 150萬
元。
他續說，香港的科創生態日漸蓬

勃，過去5年本地初創企業數目增
長兩倍，聘用人數則增加四倍。至
今，香港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生物
科技融資中心，數年前開始建立的
金融科技集群亦已經成為亞洲最大

的集群。
薛永恒強調，香港需要把握大灣

區發展勢頭、「一國兩制」下的獨
特優勢，由重視金融、物流的城市
轉化為國際創科中心。

盧煜明倡建法律配套
在互動論壇上，盧煜明提到科

研轉化的看法，他認為香港應該
鼓勵大學學者、教授等成立公
司，如只是單純申請專利並將技
術授權出去，有如技術只是為了
他人而研發，不利於本地的科技
發展。
過往曾捲入知識產權專利有關官

司的他並指出，對初創公司來說，
實難以承擔數以千萬元計的法律費
用去爭奪專利，而本港能夠處理相
關官司的律師亦是寥寥可數，若香
港想要成為創業樞紐，必須建立起
相關法律配套。

黃錦輝倡赴內地生產
黃錦輝則認為，香港應該趁着

「十四五」規劃出台，好好利用
「一國兩制」的優勢，將香港本
地的科研技術在內地落地生產，
「大灣區的人口是香港的七八
倍，可以將適合當地的產品量
產，藉此打入全國，乃至國際市
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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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分享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就香港「知識轉移」情況發表研究報告。 團結香港基金供圖

■何俊賢（右）和葛珮帆在會議上
提出質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