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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六項優勢產業的小組研討會討論摘要 

 

競爭優勢和潛力  局限發展的因素或關注  與會者提出的建議  

1. 教育服務    

 香港具備發展教育服務的潛力和

競爭優勢。發展私營院校或自資課

程，可令香港有能力錄取更多本地

和海外學生。  

 本港有世界級的高等教育院校、學

術自由和兩文三語的環境，能吸引

區內（特別是內地）學生來港求

學。   

 本港和內地（特別是珠三角）對高

等教育服務需求甚殷。  

 香港具備潛力吸引區內學生來港

就讀專上和中學程度課程。  

 香港具備潛力滿足珠三角對教育

服務和學術研究的需求。  

 對於教育服務應視作產業還是服

務的爭論。  

 以納稅人的金錢資助非本地學生

來港就學所引起之關注。  

 缺乏土地興建新的校舍和學生宿

舍。  

 現行的法例和評審機制，未必有利

於設立擁有學位頒授權的自資院

校 (即私立大學 )。  

 新成立的大學，甚或本地歷史悠久

的院校所設的分校，都需要時間建

立聲譽和確保教學質素優良。  

 本地和海外教師供應均不足。  

 提高非本地學生名額，但必須不能影

響本地學生的就學機會。  

 政府應在發展私營院校方面，訂立明

確的政策和方向；這些院校應主要以

非牟利方式營辦。  

 政府應致力推動自資院校的發展，例

如應檢討關於設立私立大學以及制訂

適當評審機制的法律和體制架構。  

 政府應考慮在落馬洲河套區和本港其

他地方預留土地，專供興建教育院校。 

 與大學合辦更多交流和推廣活動，吸

引更多外地學生來港升學。  

 加 強 發 展 本 港 的 專 上 教 育 、 職 業 訓

練、持續教育和中學教育；長遠而言，

把香港發展為區內的職訓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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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採取措施，方便更多內地學生來

港升學，以及協助香港現有院校在深

圳或珠三角設立分校。  

 

2. 檢測和認證    

 本港業界聲譽卓著，誠信可靠，深

受海外和內地客戶信任。  

 具備完善和可信賴的本地實驗所

認可計劃。  

 市場發展潛力龐大，尤其是食物和

藥物業對服務的需求與日俱增。  

 消費者日益關注食物和消費品安

全，環保意識亦日漸提高，因而帶

來市場機會。  

 隨內地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

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 年 )》
(《綱要》 )，香港具潛力發展為檢

測樞紐。  

 與內地同業比較，香港公司的專長

是提供高增值服務，例如設計檢測

準則和生產工序。  

 

 產業現時的規模仍較細小。由於服

務性質專門，並非所有實驗所都能

提供全面的檢測服務。  

 本港業界須與已在珠三角開設業

務的國際檢測實驗所或品牌競爭。

 本港實驗所的檢測報告未獲內地

當局接納。  

 大學和專上程度的技術人員供應

均短缺。現有的教育或培訓課程未

必能滿足業界需要。  

 由於缺乏專業資格認可的機制 (例
如沒有為技術從業員而設的專業

註冊計劃 )，難以挽留人才。   

 營運成本和設備的資本投資高昂。

 某些產品的檢測實驗所通常須設

於生產基地附近，例如在珠三角。

 政府應協助業界爭取內地當局接納

本港實驗所的檢測報告，例如可透過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 (《安排》 )進行。  

 藉職業訓練和大學課程，加強培訓合

適人才；以及提高檢測和認證專業在

社會上的形象和地位。  

 政府應協助業界向海外客戶推廣本

港的檢測實驗所，例如在國際層面尋

求更廣泛的相互認可安排。  

 政府以更相宜的地價，向業界提供合

適的土地／樓房。  

 初期先集中於發展食物檢測服務，並

開拓新的檢測服務，例如高級食品 (如
燕窩 )的真偽檢測、能源效益檢測，以

及支援研發、設計和產品開發的高增

值檢測或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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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新科技    

 具備優良的基本因素，有利創新科

技發展，例如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

制度、簡單及低稅率稅制、獨立司

法制度，以及資金、資訊和人才可

以自由流動。  

 金融服務發展完備，有利產業融

資。  

 具有高質素的基本研究人員和大

學。  

 香港的科技公司具備潛力為珠三

角的龐大製造業基地提供服務。  

 香港的公司擅長應用高科技系統

管理如物流和生產等程序。  

 金融海嘯令海外經濟體系投資萎

縮，海外人才或會更願意前來香

港。  

 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系比較，本港私

營機構在研發工作和高科技項目

方面的投資額較小。  

 大學研究人員較重基本研究，相

對地較少把研究成果轉化為商品。

 金融海嘯當前，缺乏風險資本和願

意資助新成立科技公司的投資者。

 土地限制。  

 與 其 他 經 濟 體 系 或 內 地 城 市 比

較，香港缺乏由政府提供用以吸引

主要投資者來港的優惠計劃 (例如

稅項、土地優惠 )。  

 對於政府在促進產業發展方面所

扮演的角色的爭論。  

 政府訂立明確的方向和政策，以吸引

更多私人投資。  

 政府應提供優惠，並理順對科技研發

和商品化的資助，以鼓勵私營機構增

加研發及科技商品化方面的投資。  

 吸 引 大 型 跨 國 公 司 投 資 於 地 標 項

目，藉以促進相關科技和公司的發

展。  

 鼓勵大學與業界加強合作，集中研究

較容易轉化為商品的科技。  

 提供更佳的環境，吸引非本地人才和

企業家帶同家人來港。  

 政府帶頭採用創新和高科技產品。  

 專注於發展香港具有優勢而且能夠

迎合內地市場需求的技術，例如環保

技術和電動車。  

 為科技公司提供合適的土地和樓房

(例如空置工業大廈 )，以及把科學園

和工業邨發展成為科技。  

 在學校課程中增加創新科技元素，以

及加強年輕人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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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療服務    

 具備優秀、可以信賴和具專業操守

的醫療專業人員。   

 具備培訓和管理服務方面的專才。

 具備先進的醫療技術。  

 很多內地居民希望來港接受治療。

 有潛力發展結合中西醫學的醫院。

 

 對於發展私營醫療服務可能會導

致公共醫護服務水平下降的關注。

 可供興建新醫院的土地有限。  

 現 有 醫 護 服 務 過 於 倚 賴 公 營 系

統，限制了私營醫療機構的發展。

 服務量方面的限制，包括醫生和輔

助醫療專業人員 (如護士和物理治

療師 )的供應。  

 就醫療成本而言，難與區內其他經

濟體系競爭。購置醫療設備的投資

額龐大，服務營運成本亦高昂。  

 內地醫療服務市場仍未全面對香

港的從業員開放。  

 提供更多適合興建私營醫院或診所的

土地。  

 加 強 醫 生 和 輔 助 醫 療 專 業 人 員 的 培

訓，以及為畢業生提供更多就業和培

訓機會。  

 透過《安排》，推動本港與內地醫療專

業人員資格互認。  

 推動更多公私營機構合作 (例如合辦

卓越醫療中心 )提供醫護服務。  

 與私營界別的從業員共同探討如何在

內地更有效推廣他們的服務。  

 與內地專家合作，提供結合中西醫學

的醫療服務。  

 

5. 文化及創意產業    

 香港擁有適合發展文化及創意產

業的環境：中西交融的文化、表達

自由、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內地有不少觀眾樂意來港欣賞文

化節目，形成一個龐大的潛在市

場。  

 需更好培育下一代的觀眾，並發展

本地文化軟件。  

 演藝團體缺乏專用的表演場地。  

 學校課程中的文化及創意元素比

重需予提高。  

 加強學校教育的文化及創意元素，以

加強培育下一代的觀眾。  

 在《安排》下實施進一步開放措施，

方便更多香港公司進入內地市場。  

 把握西九文化區發展所帶來的機會，

提供更佳的表演場地和發展本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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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成功舉辦大型活動 (例如設計

營商周、香港影視娛樂博覽和書展 )
的經驗，可加以利用。  

 西九文化區為本港締造更多改善

文化硬件及軟件的機會。  

 內地的電影、音樂、電子遊戲、動

漫等市場龐大，並對香港的創意人

才求之若渴。  

 

 部分演藝團體可能較重提高藝

術或專業水平多於擴大觀眾來源。

 政府的採購政策可能沒有充分顧

及工務計劃的創意元素，而且可能

不利本地中小企競投有關項目。  

 現行管理本港文化政策及創意產

業的體制安排或許未能有利文化

及創意產業發展。  

 雖然某些市場開放措施已根據《安

排》實施，但遊戲業 (電子遊戲機、

電腦及網上遊戲 )和動漫業界在進

入內地市場方面仍然遇到困難。  

軟件。  

 政府應更着重工務工程計劃的設計及

創意元素，帶頭採用創意設計；並提

供更多機會，讓更多富創意的本地公

司參與這些計劃。  

 在本港及內地舉行大型展覽、博覽會

或展銷會，加強宣傳本港的文化及創

意產業，並促進兩地業界交流。  

 更有效統籌政府各局／部門推動本港

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工作。  

 針對香港具有競爭優勢的範疇 (例如

電影及電視製作、數碼動畫及電子遊

戲 )，加強人才培訓和教育。  

 

6. 環保產業    

 市民日益支持和期望政府改善環

境及生活質素。   

 本港公司具備專業知識，信譽良

好，能向內地公司提供顧問服務，

協助他們提高環保標準。  

 內地的環保項目公共開支預期會

增加，將為香港公司帶來商機。  

 市民對環保產業認識不多，通常只

限於廢物循環再造。“綠色生活”

的概念仍未廣為社會及其他產業

接受。  

 土地供應有限。  

 私營及國際機構在環保產業方面

的投資額以及私營機構的研發開

支有限。  

 政府應通過《安排》，協助本港公司參

與更多內地環保及基建項目；以及更

有效協助業界向內地市場推廣本港公

司的服務。  

 配合《綱要》的建議，發展「綠色大

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  

 加 強 公 眾 及 學 校 教 育 ， 推 廣 綠 色 生

活，並鼓勵在社會其他界別注入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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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環保產業（例如廢物處理）現

時倚重公帑資助。  

 本港公司參與內地環保項目，在申

請批准及資格認可方面遇到困難。

 

元素。  

 政府訂定有關節能及碳排放量的清晰

目標及路線圖，以及制訂綠色設計指

引和認可計劃，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 

 政府帶頭在政府建築物及公共工程中

採用綠色技術，並善用西九文化區及

啟德發展計劃等大型項目所帶來的機

會。  

 集中發展迎合內地市場需求的範疇，

例如電動或混合動力車輛，以及程序

設計及顧問服務。  

 政府提供誘因以刺激私人投資，以及

提供更多撥款資助環保研發工作。  

 

 

經濟機遇委員會秘書處  
二零零九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