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究及發展中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應科

院 )成立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究及發展中心 (研發中心 )的進度。  

 

 

背景  

 

2 .   在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的會議上，本委員會的成員獲悉

當局計劃成立五所研發中心，以推行創新及科技發展新策略，當

中包括由應科院承辦的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  

 

3 .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成立四所

研發中心。就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而言，我們已告知財務委

員會，由於中心將會納入應科院的組織架構內，而政府一直有向

應科院提供經常資助金，以資助其營運開支，我們會就應科院如

何協調與研發中心有關的額外運作開支及經常資助金，作出審慎

檢討，以確保公共資源運用得宜。如有需要，我們會提請委員會

批准撥款，應付應科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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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的進度  

 

組織架構及財務安排  

 

4 .   應科院其後已審慎檢視其組織架構安排，務求能充分運用

現 有 的 組 織 架 構 ， 並 以 最 少 的 額 外 開 支 有 效 履 行 研 發 中 心 的 職

能，符合經濟效益。  

 

5 .   應 科 院 已 決 定 由 其 行 政 總 裁 負 責 監 察 和 管 理 中 心 的 運

作，並會加強與資訊及通訊技術業界聯繫、項目選定和評審過程、

技術轉移和商品化職能，以及相關的法律和其他支援服務。  

 

6 .   應科院已成立了一支新的巿場研究小組，為研發中心和資

訊及通訊技術業界提供巿場資訊和產業分析服務。此外，應科院

稍 後 亦 會 擴 大 負 責 商 品 化 和 技 術 發 布 職 能 的 技 術 轉 移 小 組 的 架

構。至於項目選定和評審過程，應科院已推行一套更完善的新機

制，以選定、評審和監察項目，而為了推行這個新機制 (詳情見下

文第 13 至第 16 段 )，研發項目管理小組亦已擴大架構。應科院亦

會與全球研究機構和相關行業的公司加強國際合作，並會為業界

和公眾提供教育和培訓。  

 

7 .   應科院的組織功能分佈圖 (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 )載於附

件。應科院會繼續增強其架構，為資訊及通訊技術中心的新職能

提供支援。  

 

8 .   當局與應科院已審慎研究為支援應科院新職能的架構改

變而引至的財政影響。預計應科院每年的運作開支將由 2005-06

年度原來的 9 ,330 萬元增加至 2006-07 年度及其後四年每年 1 .199

億元。開支增加是由於須要增聘研發人員 (由 2 0 0 5 - 0 6 年度的約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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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增至 2 0 0 6 - 0 7 年度的約 350 人 )及財務、業務策略、巿場研究、

人力資源、項目和計劃統籌等支援人員。  

 

9 .   應科院的目標，是於 2 0 0 5 - 0 6 財政年度內完成成立通訊及

資訊技術研發中心的一切籌備工作，並以現有資源進行有關的籌

備工作。  

 

10 .   當局在擬訂 2 0 0 6 - 0 7 年度應科院經常資助金的預算時，會

考慮應科院的額外財政需求 (詳情載於上文第 8 段 )。  

 

五年計劃及研發計劃  

 

11 .   資訊及通訊技術範疇瞬息萬變。根據最新的巿場分析，且

經過諮詢相關者的意見後，應科院現時的計劃著重於以下四個科

技範疇：  

 

( a )   通訊技術  

致力開發具有多模式和多功能的新一代移動設備，將使用

第三代／第四代數碼流動電話、全球微波接入互通作業系

統 ( Wi M A X )、先進無線區域網絡 ( Wi F i )、數碼音頻廣播／

數碼視頻廣播 (DAB/DVB)和超寬頻無線通訊 (U WB)核心

技術。這些設備和相關基礎技術將會用於個人和家庭網

絡、寬頻無線接入移動平臺、蜂窩式通訊和數碼電視廣播； 

 

( b )  電子消費品  

致力開發家庭媒體網絡、便攜式媒體、多媒體通訊、普及

化服務和數碼廣播。研發的技術包括無線／寬頻、數碼化、 

3C(即通訊、計算和消費電子 )融合／三重播放服務和微型

化／移動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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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集成電路設計  

致力開發 H. 2 6 4 影像壓縮、 J a v a 運算、數據轉換編解碼、

模擬混合信號 (AMS)單元庫、射頻結構、生物醫學、數碼

電視接收器和用於消費電子的知識產權和集成電路、電子

通訊和其他應用。研發的技術包括電源管理、模擬／混合

信號、嵌入式軟件、集成和測試等；以及  

 

( d )  光電子  

致力於低成本的光互連、光傳輸媒體、嶄新傳輸設備、光

傳感器和採用發光二極體的固體照明。研發的核心技術包

括塑膠光纖、光電子集成電路、關鍵光設備、封裝和光傳

感器等。  

 

12 .   根據最新的工作計劃，創新及科技基金在未來五年將為資

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提供約 14 億元的研發資助，現金流量需求

會由第一年的 2 .13 億元增至第五年的 3 .32 億元。  

 

項目選定、評審和管理  

 

13 .   應科院已設立嚴格的項目評審和管理機制，以確保其項目

符合需要且達到相當水平。這個機制包括三個主要部分，分別為

年度規劃周期、個別項目評審和定期監察。  

 

14 .   應科院的董事局已批准一項五年策略計劃。在每個財政年

度初，應科院會按照已核准的五年策略計劃，制訂詳細的年度計

劃。在制訂年度計劃時，應科院會先透過不同工作坊和研討會，

就科技發展大綱諮詢業界和學術界的意見。應科院會因應收集得

的建議和意見，草擬年度計劃初稿，然後提交技術顧問委員會 (成

員包括國際專家 )和四個領域顧問委員會 (每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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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相關科技範疇的本地學術界和業界領袖 )，諮詢他們的意見。

應科院會按照他們的建議，適當修訂年度計劃，然後把計劃提交

董事局批准。  

 

15 .   此外，每個研發項目均須接受連串審核，有關工作會先後

透過應科院內部審核人員及外界審核人員 (包括業界領袖和準客

戶 )進行。在綜合內部和外界審核人員的意見後，每份項目建議書

都會交由技術委員會評審小組審議，小組成員包括應科院的技術

顧問委員會成員、相關領域的產業專家和學術界人士。經技術委

員會評審小組批准後，有關項目建議書便會提交創新科技署，由

該署決定是否由創新及科技基金批出撥款。創新科技署在批出撥

款前，會詳細審核項目的技術優點和財政預算。  

 

16 .   應科院會依據時間表和競爭趨勢，每月檢討核准項目的進

度，以進行監察。應科院每半年亦會向創新科技署提交一次進度

報告，讓該署按照項目既定的階段成果審核其進度。各研究小組

亦須接受有關科技和策略的季度檢討。總括而言，應科院會不斷

監察研究領域的競爭情況，以確保項目能與時並進，符合業界的

需要。  

 

業界支援與合作  

 

17 .   應科院多年來一直致力在資訊及通訊技術方面建立核心

能力，透過特許安排，提供服務合約及分拆項目成立新的科技公

司，向本港產業轉移技術。隨著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的成立，

應科院會進一步加強其工作，藉以提升業界的科技水平和擴大科

技基礎，在高科技領域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在科技方面培育更

多本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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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研 發 中 心 鼓 勵 業 界 以 現 金 或 實 物 資 助 (例 如 現 有 知 識 產

權、研發人員、儀器等 )，參與中心的工作。與中心合作的形式亦

包括組成專家小組、參與個別項目、成為贊助機構或聯盟成員，

或以合約方式進行研究工作。應科院會透過特許安排，向參與的

產業授予技術和知識產權，有關產業日後或可以折扣價格支付特

許費用、享有專用特許的優先使用權、分配知識產權或其他由項

目衍生的收益等。有關安排的詳細條款將由董事局作個別考慮。  

 

19 .   此外，應科院會繼續為業界人士主辦研討會和工作坊。透

過這些研討會和工作坊，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業界人士將獲

悉最新的科技趨勢，同時應科院亦可藉著這些機會，聽取業界的

意見和瞭解他們的需要，從而為業界訂出技術方案。  

 

20 .   除了業界參與外，應科院歡迎且積極尋求與主要科技公

司、大學及其他研發機構合作，邀請他們參與資訊及通訊技術研

發中心的工作。在專門技術和商業觸覺上，這些研究夥伴可與應

科院互補不足。  

 

未來路向  

 

21 .  應科院正確立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的詳細運作制度及制

訂詳細預算，預計該中心將於二零零六年四月開始運作。  

 

 

 

 

工商及科技局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四日  



附件  
 

應科院組織功能分佈圖  
(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 )  

 
 
 
 

 
 

 

•  會計  
 

•  公司秘書  
 

•  產業拓展  
 

•  法律  
 

•  市場資訊  
 

•  技術轉移  

財務及發展策略  

•  企業傳訊  
 

•  設施管理  
 

•  人力資源  
 

•  資訊科技  
 

•  內部審計  
 

•  採購  
 

•  質量管理  

•  競爭能力分析  
 

•  知識產權管理  
 

•  國際性合作研究  
 

•  項目組合監管  
 

•  策略計劃  

科研及發展  行政  策劃  

行政總裁  

•  通訊技術  
 

•  消費電子  
 

•  集成電路設計  
 

•  光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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