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 Sector Petition for Immediate Establishment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Bureau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re the keys to sustainable and diversifi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ssential in enhancing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as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s well as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benefiting 
our society as a whole.  Our neighboring economies highly value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by formulating comprehensive and long-term strategy, and 
setting up designated departments to facilitate implementations.  Establishing the 
new Bureau not only helps to promote local research & development, but also brings 
about more career opportunities to our next generation. 
 
Until now, we have achieved 43 IT organizations and about 700 practitioners joining 
our petition, showing collective consensus among the sector over the ne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Bureau.   
 
Hon Mok believes i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ureau will continually be postponed, it 
will give publics, overseas investors and local sectors a negative impression: Hong 
Kong is not concerned abou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t will 
definite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tor and the youth. 
 
Som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also wonder that Hong Kong will lag behind our 
neighboring competitors, such as Singapore and Korean, unless there is advance 
action by Hong Kong Government.  Hon Mok wishes to show the expectation of the 
sector to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Chief Executive, and urge the support of all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List of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In alphabetical order) 
 

1. AAMA Pearl River Delta Chapter (AAMA PRD) 
2. Asia Cloud Computing Association 

3.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s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BPF) 
4. Chamber of Hong Kong Computer Industry (CHKCI) 
5.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AHK) 
6. Data Center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DCPA) 
7. DotAsia Organisation 

8. e-Learning Consortium (eLC) 
9. GS1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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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KC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ource Centre (ITRC) 
11.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HKAIM) 
12. Hong Kong Civic Association (HKCA) 
13. Hong Kong Computer Association (HKCA) 
14. Hong Kong Computer Society (HKCS) 
15. Hong Kong Consumer Electronics Alliance (HKCEA) 
16. Hong Kong Electronics & Technologies Association (HKETA) 
17. Hong Kong Game Industry Association (HKGIA) 
18. Hong K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ederation (HKITF) 
19. Hong Ko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Preferred (HKITP) 
20.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vision 

(HKIE-ITD) 
21. Hong Kong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ssociation (HKISPA) 
22. Hong Ko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T Management Club 

23. Hong Kong Retail Technology Industry Association (RTIA) 
24. Hong Kong Society of Medical Informatics (HKSMI) 
25. Hong Kong Wireless Technology Industry Association (WTIA) 
26. IEEE Hong Kong Section Computer Society Chapter (IEEE HK Comp) 
27.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ITA) 
28. Institute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Hong Kong 

29.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reativity and Technology (IFOCAT) 
30. Internet Society Hong Kong (ISOC HK) 
31. Invotech 

32. IT Service Management Forum (itSMF) Hong Kong Chapter 

33. IT Voice 

34. Open Computing Alliance 

35. Open Data Hong Kong (ODHK) 
36. Open Source Hong Kong (OSHK) 
37. Professional Commons 

38.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Association (PISA) 
39.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Hong Kong Chapter (PMI HK) 
40. Society of Hong Kong External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Providers 

(HKETS) 
41. Technology Incubation Network (TIN) 



      

 

   

 

42. Valkyrie-X Security Research Group 

43. VTC IT Alumni Association 

 

Individual List： 

http://www.ipetitions.com/petition/tech-bureau-now 

http://www.ipetitions.com/petition/supportITBnoFilibusterPress 

 

 

 

 

 

 

 

 

 

 

 

 

 

 

 

 

 

 

 

 

 

 

 



      

 

創科局宜兼顧科研及資訊科技 
2014.2.24 刊於信報 
 
政府正着手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不少人關注它的架構和政策範疇為何、工作

優先次序、由誰領導、新政策局能否真的提升商界投資研發、促進技術轉移、培

育人才和創業文化？ 
 
當前發展趨勢是「創新經濟」，下一波經濟發展將以知識和科技推動。無可置疑，

香港須要提升技術研發和創新能力，強化學術研究與產業接軌。區內的新加坡、

南韓、台灣、日本等地均積極提升科技研發地位，通過高層次部門進行規劃，並

視之為國策執行。政府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應就人才發展、科研規劃及鼓勵企業

投入研發等各方面提出政策。在籌備創新及科技局的同時，不妨參考其他地區的

經驗。 
 
【新加坡經驗】新加坡政府九十年代初成立國家科技局，以政策促進科技產業化

發展，並開始實施第一個「國家科技五年計劃」，集中國家資源引進國際資源，

培育人才，以配合經濟多元化及發展知識經濟，至今成績斐然。1999 年該局改

組為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加強整合和支持科研、人才和產業；2006 年新加坡國

家研究基金會（NRF）成立，直屬新加坡總理辦公室，管理 50 億坡元的新加坡

國家研究基金，支持科研、創新和企業發展。 
 
【台灣經驗】台灣早於 1959 年設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至 1967 年更名

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國科會是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最高專責機

構，推動全國整體科技發展。台灣當局剛通過改組，將在本年 3 月把國科會正式

升格為科技部，掌管科技發展政策、推動重大科技研發計劃、支持學術研究及前

瞻技術研發等。 
 
【南韓經驗】南韓政府早就有專責科技發展的高層次部門。2001 年將「韓國科

技評估及計劃研究院」職能擴大，協助制訂國家科技政策。掌管科技的部門隨

2013 年新政府上場已易名為「科學、資訊及通訊科技及未來規劃部」，把以往

兼顧工業貿易的部門分拆重組，以提升創新能力為目標，2014 年部門預算增至

120 億美元，更有法例規定南韓政府必須每五年為科技界制訂基本計劃。 
 
【日本經驗】2013 年 6 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科學技術創新綜合戰略》作為

創新科技發展的藍圖，視科技創新為日本經濟再生的引擎，勾劃出未來社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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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應有面貌和科技創新需解決的挑戰。日本政府將強化綜合科學技術會議的

指揮作用，日本國會亦在 2013 年 12 月通過旨在提高產業競爭力、促進企業投

資和技術開發的「產業競爭力強化法案」。 
 
以上例子說明科技政策均由上而下制訂和推動。據報道，香港政府傾向把創新科

技署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納入創新及科技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

工作涵蓋產業促進、政府資訊科技策略、營運和項目管理等，而創新科技署主要

管理各項資助計劃、研發中心和科技基建等。政府應說服社會，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不只是將創新科技署「局署合一」，而該局的使命、工作計劃和架構須反映政

府有心預留足夠人力和資源推動高層次、跨界別、中長期的科技政策規劃。其實，

通訊及廣播事務亦與科技應用和發展息息相關，例如無線電頻譜管理政策便關係

到新一代無線網絡科技應用。通訊局雖屬於監管機構，但關乎法規制度，故將之

納入創新及科技局亦有道理。 
 
除了支援應用研究及科技轉移外，政府也不應忽視資訊及通訊科技。政府資訊科

技總監辦公室負責多項重要工作，推動政府和社會應用資訊科技、促進業界發展

等，如何透過新政策局與其他政策局協調，以落實 2014 年「數碼 21 策略」提

出的願景便十分值得探討。科研和資訊科技互通互補，方有望成為香港未來經濟

成長的「雙引擎」，增進創新和競爭力。 
 
 
撰文:  莫乃光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 
 
 
 
 
 
 
 
 
 

 



      

 

創科局欲辦實事 棄官僚交貨思維 

2014.1.22 刊於香港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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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努力游說社會支持的「創新及科技局」終於有機會成真。 
 
創新及科技局任重道遠，我們希望為香港經濟注入動力，改善生活質素，為年輕

人開拓出路。這只是漫長工作的開始，因為推動科技產業不是改個名字、調動一

下架構便大功告成。 
 
須有執行力 莫「雷聲大雨點小」 
 
政府要成功得到立法會各黨派支持，交甚麼功課才最重要。若政府在毫無執行細

節之下就期望立法會齊心支持，亦未免妙想天開。所以與其說「成功爭取」，倒

不如思考如何令創新及科技局達到其目標，而不是枉花公帑和人力資源。 
 
政府高調推動科技業已非首次，但雷聲大雨點小。政府過去十多年多次推動科技

產業，然而至今本港經濟繼續由傳統行業支撑。董建華年代提出發展知識型經濟，

成立創新科技委員會，1998 年起設立創新科技署，並投資科研基建；事實證明，

今日不少對業界有用的措施和計劃，都在「資訊科技及廣播局」時期奠定。曾蔭

權政府則重新包裝，推動包括創新科技的所謂六大優勢產業，錢用了不少，但未

見實際成效。 
 
創新及科技局只是方法，不是最終目標。謹藉本文提出我對創新及科技局的三個

期望、兩個關注和一個要求。 
 
三個期望：規劃制度化、突破官僚思維、促進跨界別創新 
 
「執位」、「重新洗牌」並不足夠，重要的是以甚麼思維推動科技。我們需要一

個從大局着眼、有執行力的政策局，而不是另一個官僚架構。 
 
效星日韓台 設中長期規劃機制 



      

 

 
 

有人覺得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只為業界利益，又有人認為現屆政府能力低下，對新

政策局成效存疑。我理解這些看法，推動科技短期未必看到成果，亦不及派福利

吸引。不過，全球向創新經濟方向競爭，香港沒有條件浪費時間，亦不宜因短期

的政治考慮而卻步。 
 
新加坡、日、韓、台等地都展開國家級的科技業規劃，並設中長期規劃機制，規

定政府需定期評估未來需求，制定科技產業政策，並撥出資源執行。希望未來政

府能商界、學者等參與規劃，將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制定的「數碼 21 策略」

升格，有系統地探索香港科技業與其他範疇的合作，創造更多機會。 
 
衡工量值計績效 難鼓勵科研 
 
過往不少從事科研人士反映，政府雖然撥出資源，但資助制度煩瑣僵化，事事以

行政和會計考慮為先。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時，應加強靈活性讓研究人員靈活運用

資源，重視跨界別創新，除推動技術研發亦不要忽視資訊及通訊科技，善用雲端

運算、物聯網等的科技，助業界拓展本地和海外市場，創造就業和社會效益。 
 
兩個關注：評估績效、維護網絡自由 
 
過往不少推動科技產業的計劃分散不同部門執行，加上官僚「交貨思維」，結果

空說推動科技，但卻不肯承擔長遠投資的風險，例如應用研究基金成立幾年便因

為項目無法回本而被開刀。審計署主要以衡工量值方式量度績效，未必完全適合

科研工作性質。希望政府衡量產業政策時能增加更多指標，定期檢討科技政策。 
 
另外，新政策局亦不可以任何方式影響網絡表達自由。今次施政報告中較少人提

及的一項新措施是警隊的科技罪案組將升格為「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我關注政府會否藉預防罪案為名監控網絡，這點必須多加留意，斷不能為資訊安

全而藉故打壓網上言論。 
 
一個要求：局長不能只找梁粉 
 
對於局長人選，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由一位有長遠目光、熟悉科技的業界人士

出任，有能力調動資源，協調現有的相關政府部門，並得業界廣泛認同，可以與

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當然絕對不能只找「梁粉」出任。 



      

 

 
今次政府願意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發展科技產業，至少方向正確，但我希望政府今

次落實重視科技，盡快制定具前瞻性的產業政策，並改善僵化煩瑣的執行和評估

績效，靈活地推動科學、技術和創新，為香港經濟、社會和下一代發展創造效益。 
 
雖然我們擔憂特首空有願景但力有不逮，但香港總不能繼續空等，競爭力不斷下

降。若然擔心是否做得到，惟有多加監察和鞭策，幫助香港把握創新及資訊科技

帶來的機遇。 
 
 
撰文:  莫乃光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 
 
 
 
 
 
 
 
 
 
 
 
 
 
 
 
 
 
 
 
 
 
 
 
 
 



      

 

 
創新科技須勇往直前 

刊於《信報財經新聞》2014.4.2 

 

香港的創新之路 

 
創新及科技局的政府文件即將提交立法會，梁振英一直隻字未提科技局的願景和

策略，但每每對外稱希望建議能夠在立法會『順風順水』。若以航海冒險來比喻

特區政府發展創新和科技的過程，香港的『創新及科技號』十幾年前經已決定尋

找寶藏，但下海之後幾年海面風高浪急，其後為求安穩，少有冒險勇進。到了今

天，我們的創新和科技產業尚在海上漂浮打轉。 

政府即將換上新的船長重新起航，但我擔心若船長出海前方向未明，繼續因循舊

航道，或者『只見大陸，不見全球』，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產業不知何時才可追上

全速發展創新經濟的地區。 

我曾經多次撰文提倡制訂長遠的科技產業政策，適逢政府與財政預算案提出多項

科技相關措施，本文參考其他國家政府對創新的視野，制訂、推動和量度創新的

方式，以及提出本港可借鑒之處。 

創新：不斷演變的概念 

 
一直以來創新多數指將發明本身商品化，或將研究成果或創意轉為產品或服務。

環視全球，各地政府都有定義創新定義和制訂可量度的指標，進行系統化的『創

新審核』(Innovation Audit)，將創新表現化成可衡量和追踪的指標，監察政府投

入在創新方面所創造的效益。 

歐盟委員會自 2000 年起量度有關 27 個歐盟國家的研究和創新表現，以及各國制

度的相對優劣。最近公佈的 2014 年《歐盟創新計分牌》報告(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 indicators) 以 25 項指標評價各成員國的表現。指標分為三大類：驅

動因素、企業活動和產出。指標共涵蓋八個範圍：人力資源、開放和吸引的研究

體系、財務資源和資源、企業投資、串連與創業活動、知識產權、創新、經濟效

果。 

香港有關研發的統計數字主要來自政府統計署定期進行的《香港創新活動統計》，

當中包括工商界、高等教育界和公營機構進行的技術創新和非技術創新活動的資

料。創新及科技局成立後，是否應該檢視現有的統計，和研究一套更全面的創新

活動指標？整合和追踪創新活動各環節的進展之餘，也方便和外國進行比較。 



      

 

 

 

全球趨勢：重視非技術創新 
 
不少科技界朋友殷殷企盼創新及科技局能打破困局，開創新景象。觀察所得，政

府成立的新政策局傾向從經濟、技術、科研、產業的角度看待創新活動。但值得

留意創新不能局限於科技，而應該是推動全社會發展。提高創新和競爭力的關鍵，

還有非技術層面的創新。 

各國經濟體系的創新活動已經不再只集中於科技和技術，逐漸注重社會創新和以

更開放的方式進行、注重創新方向多於速度的『需求方創新』。根據《奧斯陸手

冊》，技術性創新包括產品與服務的創新、流程與製作過程的創新，而非技術性

創新則包括組織創新和營銷創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於 2011年出版《需

求方創新政策》，則將需求方創新政策分為六類：政府採購、法規、標準、消費

者政策、用戶導向型創新計劃和領先市場的行動計劃。 

歐盟各國對於創新的官方定義各有不同，而對創新的理解直接影響政府的政策和

措施。例如歐盟在的創新方面的領先地區如丹麥、芬蘭、德國和瑞典，政策近年

從注重科技改變為重視政府、公共領域和社會創新活動。 

丹麥政府正在公共採購領域大力推動創新，頒發政策規則，促使公共部門節省開

支和購買更多環保產品。芬蘭的十大創新策略中包括以『提高創新解決方案需求』

為指導制定公共採購的原則和慣例等。流動電視風波已經揭示電訊條例和廣播條

例的落伍過時。政府的角色除了資助技術研發，更重要是認真檢討一些明顯地落

後的法例和引入獎勵創造社會效益的創新政策，而不是在法例局限創新的時候辯

說法例『有前瞻性』。 

創新及科技局的視野 

 
在香港，政府投資科技基建、資助大學和研發中心、資助各種研發項目、促進大

學與產業合作等，但自從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和不同的研發中心，政府較少檢討

政府介入產業研發創新活動的原則、效益。至於政策是否達到產業發展的目的，

亦沒有一套完整的指標能夠展示和追踪成果。缺乏恆常的創新政策研究和調查，

靠多年才檢討資助計劃小修小補，在科技發展迅速的環境下，難以支持制訂和改

良政策。 

創新及科技局應促進多元化、跨行業和非技術層面的創新，為香港各項各業注入

創新的文化，而不是只用硬件和資金繼續過去十幾年的模式。政府在鼓勵創業的 



      

 

 

同時，不妨亦借鑒成功企業為服務和產品不斷進行測試，透過有系統的方式偵測

錯誤，重視反饋和全面量度成效，累計經驗並加快改良政策措施的週期。 

 

撰文:莫乃光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