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6月13日  
討論文件  
 

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為建設香港成為智慧城市擬

定發展藍圖的計劃，以及就此進行有關顧問研究的範圍。  
 
 
背景  
 
全球發展  
 
2. 過去數年，世界各地的政府、商界和一般市民就「智慧城

市」的概念愈見關注。智慧城市的發展不僅提供機會改善城市和

提高生活素質，更預期可促進本地及國際的科技發展和商業增長。 
 
3. 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正推動智慧城市發展，並因應各自的

情況和優先次序致力優化城市管理和改善公眾生活，並制訂具體

的政策和策略。例如，哥本哈根期望建設成為一個綠色城市，致

力在相關領域成為技術解決方案的領導者，並輸出相關技術到其

他國家。就維也納而言，市政府致力透過創新，在各個領域達致

增長，同時減少資源消耗和改善生活素質。新加坡的智慧國策略，

旨在通過資訊及通訊行業的發展，建立一個連通城市。獲公認為

全球智慧城市發展領導者的巴塞隆拿積極綜合城市規劃，廣泛應

用資訊和綠色科技，涵蓋共 22 項重點範疇的項目和解決方案。  
 

4. 在技術層面方面，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英國標準協會

(BSI)、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 (IEC)及國際電訊聯會 (ITU)等國際標

準組織正制訂智慧城市標準，以支援在推行智慧城市措施及服務

時的常用做法可廣泛應用。內地已成立國家智慧城市標準化協調

推進組，在國家層面規劃、督導和推廣智慧城市標準的發展。這

些標準在推動不同城市及國家應用和轉移技術及解決方案上，擔

當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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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了連通性外，開放數據共享是大多數國家或城市，如紐

約市、倫敦和愛沙尼亞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環節。開

放數據共享可推動公眾及商業機構 (尤其是初創企業 ) 開發智慧

城市解決方案和應用，有助持續改善現有公共服務，甚或採納創

新的服務模式。有關數據一般來自城市基建設施中的感應器及其

他數碼裝置，以及由相關公私營機構開放的數據集。  
 
政府政策   
 
6. 在 2015 年《施政報告》中，政府宣布計劃以九龍東為試

點，研究發展智慧城市的可行性。發展局轄下的起動九龍東辦事

處最近委託顧問就九龍東試驗計劃進行可行性研究。  
 
7. 行政長官在 2016 年《施政報告》重申政府致力把香港構

建為智慧城市，而創新及科技局 (創科局 )將與科研及公私營機構

共同研究智慧城市的發展，並制定發展智慧城市的數碼架構及技

術標準。因應大數據分析的全球發展趨勢，創科局將會制訂有關

大數據應用的政策。  
 
8. 把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的整體目標是：  

 
(a) 利用創新及科技解決面對的都市挑戰，並提升城市管理

和改善市民生活質素，以及增強香港的可持續發展、效

率及安全；  
 

(b) 提升香港對環球企業和人才的吸引力；以及  
 

(c) 激發城市不斷創新和持續的經濟發展。  
 
現況  
 
9. 香港具備發展智慧城市的條件，因我們擁有先進的資訊及

通訊科技基建設施，並於早期開始採用物聯網技術。政府部門和

各公私營機構已在多個範疇上採用感應器及相關技術，以達到各

自的政策目標。例如運輸署在繁忙的路段安裝感應器，收集實時

交通資料；渠務署利用智能超聲波感應器探測各類水渠沙井的水

位，以訂定維修保養及清潔工程的優先次序，從而減低水浸的風

險；土木工程拓展署利用感應器監察斜坡的情況，防止山泥傾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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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香港海關採用電子關鎖系統，通過全球定位系統追蹤貨車

位置，大大縮減海關檢查和清關的時間，是香港與內地的一個既

有效率、又安全及可追查貨物的清關程序。於 1997 年推出，初期

主要為公共交通支付系統的八達通卡收費系統，則是電子現金付

款系統的先驅。  
 
10. 為了加強城市的連繫，政府承諾在三年內，逐步擴大

「Wi-Fi.HK」的覆蓋率至一倍，熱點增至 34 000 個，場地包括公

共租住屋邨、公立醫院、街市、公園、休憩處、海濱長廊、旅遊

景點、公共交通交匯處及陸路口岸等。在政府場地的 Wi-Fi 速度

將逐步提升一倍至 3 - 4 兆比特，資訊保安方面也會進一步提高。

同時，我們將在政府和非牟利機構營運的所有青少年服務中心及

自修室提供免費 Wi-Fi 服務。此外，我們將與公私營機構合作，

擴大「Wi-Fi.HK」的覆蓋範圍至人流暢旺的地方，如繁忙街道、

巴士站及商場等。  
 

11. 政府於 2011 年推出，並於 2015 年全面革新的公共資料入

門網站「資料一線通」(data.gov.hk)，提供一站式平台，以數碼及

機器可讀格式免費發放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及私人機構的資料

集。現時，公共資料入門網站提供超過 6 000 個供免費使用的資

料集。  
 
 
顧問研究  
 
12. 因應其政策、當地的環境和資源，不同城市在制訂發展智

慧城市時會採用不同的策略。因此，我們首要先為香港制訂一個

整體框架作為智慧城市發展藍圖。這框架包括政策目標和策略、

發展計劃、管治安排、數碼基礎設施、開放數據共享，和公私營

合作。就此，我們將於 2016-17 年度進行一項顧問研究，研究範

圍列於下文各段。  
 
政策目標和策略  
 
13. 為了制定一個適合本地環境，並能大大改善我們的生活質

素，以及實現上文第 8 段所述整體目標的發展藍圖，顧問公司會

就智慧城市策略和措施提出建議，以應付香港所面對的主要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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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顧問公司將會擬定一套指標／參數作評估進度和後期改

進，和在適當情況下與其他智慧城市作比較。  
 

發展計劃  
 
14. 顧問公司將要為香港制定至 2030 年的智慧城市長遠發展

計劃，以配合整體策略和有關措施。這些計劃應以人為本，同時

應利用科技和開放數據，解決香港所面對的獨特都市挑戰，從而

提高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效率和安全。  
 
15. 為推動更多數據集通過公共資料平台開放，我們會要求顧

問公司制定有效策略，以促進公私營機構開放更多數據集，例如

哥本哈根最近推出的「城市數據市場」項目。在適當情況下，顧

問公司應制定開放公私營機構數據集優先排序列表，包括應在發

展智慧城市初期開放的數據集。  
 

管治安排  
 

16. 從其他城市經驗所得，鑑於智慧城市發展的性質和規模廣

泛，我們需要堅定的領導和承擔以確保公私營機構大力及持續參

與。我們認為必須成立一個高層次的政府協調委員會，負責監督

香港智慧城市的發展。我們將要求顧問公司擬定適當的委員會結

構，為個別政策局或個別界別制定智慧城市行動計劃，並監督計

劃的推行。  
 
數碼架構  

 
17. 我們將會要求顧問公司制訂適合的數碼架構，包括下列事

宜– 
 

(a) 支援數據收集 (通過感應器和其他數據相關的智能裝

置 )、儲存、分發、傳送、分享、分析及應用的數碼平

台及基礎設施。顧問會參考海外及內地的數碼架構，如

愛沙尼亞的 X-Road、巴塞隆拿智慧城市資訊科技架構、

中國內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智慧城市標準體系

框架；  
 
(b) 適合香港的技術標準 (參考國際及內地標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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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支援智慧城市發展所需的通訊及網絡基礎設施；以及  
 
(d) 制訂機制以確保資訊保安及私隱保障，以及基礎設施技

術組件的可擴展性 (包括技術和商業上 )和互用性，並可

應付未來科技的轉變。  
 

法律架構  
 

18. 顧問公司會研究其他城市／國家有助推行智慧城市措施

的法律架構和參考海外的相關經驗，並探討立法建議 (如有需

要 )，支援智慧城市的發展。  
 

公私營協作  
 

19. 在實施智慧城市措施方面，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均致力與

學術界和業界合作。除了可解決公帑限制的問題外，這有助發掘

學術界的創造力和卓越研究，並可鼓勵工商界致力在智慧城市解

決方案創新和投資。    
 
20. 顧問公司會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研究不同可行的合作模

式，例如較常用的「建造－營運－轉讓」模式、阿姆斯特丹採用

的「開放式商業模式」和哥本哈根採用由政府、學術界和業界三

方的伙伴合作模式。擬議的商業模式和合作架構應有助香港制訂

智慧城市措施及解決方案，亦可推動創新科技發展。  
 
羣眾意念採集  

 
21. 我們將會在展開顧問工作初期，建立一個特定的入門網

站，以整合持份者及市民的初期回應及意見。  
 
試驗計劃  
 
22. 我們會要求顧問公司選定一個或多個地點，擬定一套智慧

城市措施的試驗方案，以測試有關技術及解決方案。因應起動九

龍東辦事處的最新研究，我們會優先考慮九龍東地區。顧問公司

在制訂這些方案時須提供下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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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個試驗計劃的性質及規模；  
 

(b) 粗略估算費用 (工程成本及經常性開支 )，以及對政府

可能帶來的財政影響；  
 

(c) 執行機構及時間表；以及  
  

(d) 就推行及／或營運這些試驗計劃，私營機構可以參與

的機會。  
 
 
下一步計劃  
 
23. 我們預計該顧問研究將於 2016 年下半年開展並於 2017 年

3 月／4 月完成。  
 
24. 因應顧問研究的建議及其他意見，如透過入門網站收集公

眾的想法，我們會諮詢相關政策局及部門，以確定發展計劃在不

同範疇的先後次序，界定政府、學術界及業界的角色，在推動大

數據分析措施下如何保障資料私隱等。我們屆時會向委員匯報有

關詳情。  
 
 
徵詢意見  
 
25. 我們邀請委員為擬定香港智慧城市發展藍圖的計劃及上

文第 13 至 22 段所述的顧問研究範圍提供意見。  
 
 
 
創新及科技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2016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