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2月20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目的  
 
 2016-17 年 度 《 財 政 預 算 案 》 宣 布 ， 政 府 會 繼 續 推 行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計劃 ”)，協助由大學團隊 1成立

的科技初創企業，將其研究及發展 (“研發 ”)成果商品化。本文件尋

求委員支持有關建議。  
 
 
背景  
 
2. 大學是培育創新、發明及科技進步的主要基地。研究過程

有助培訓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範疇 (STEM)的年青人才，為創

新及科技發展提供新血。然而，把這些發明和創新意念進一步開

發成新產品或服務，從而創造經濟價值，亦同樣重要。因此，我

們認為有需要積極協助及推動大學初創企業發展。  
 
3. 在2014年3月1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委員支持在創新及

科技基金下設立計劃 2，由2014-15年度起向大學提供資助，以支援

大學團隊成立初創企業，並將其研發成果商品化，初步為期三年。

計劃以發還款項的方式，向每所大學提供每年上限為400萬元的資

助。每間初創企業每年可獲上限為 120萬元的資助，為期不超過   
三年。計劃的資助金額及範圍、申請資格、申請及評審安排，以

及發還款項和監察機制等實施細節，載於附件A。計劃在 2014年
9 月推出，其啟動資金的使用期將於2017年3月31日屆滿。  
 
                                                      
1  企業團隊須與六所本地大學相關。該六所大學為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
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  

2 2014 年 3 月 18 日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的立法會 CB(1)1072/13-14(07)號文
件「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新措施」，支持成立「科技創業資助計劃」。計劃在 2014 年
9 月推出時，已易名為「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立法會 CB(1)311/16-17(07)號文件 



- 2 - 
 

建議  
 
4. 我們建議在 2017-18年度至 2019-20年度繼續推行計劃，  
為期三年。  
 
 
最新發展  

 
5. 計劃自推出以來，共接獲505宗申請，其中169宗獲批，並

向122間初創企業 3撥出共約6,557萬元。個別初創企業獲得的資助

額由 10萬元至 328萬元不等，而每間初創企業的平均資助額約為

54 萬元。分項數字如下︰  
 

財政年度  接獲申請宗數  獲批申請宗數  獲批資助額  

(百萬元 )  
2014-15 100 36 19.00 
2015-16 227 66 22.57 
2016-17 178 67 24.00 
總計  505 169 65.57 

 
6. 獲計劃資助的122間初創企業涵蓋多個科技範疇，包括資

訊及通訊科技 (48.36%)、生物科技 (22.95%)和電子 (13.11%)。詳情

載於下表︰  
 

科技範疇  初創企業  

數目  
初創企業  

百分比  
獲批資助額  

(百萬元 )  
資訊及通訊科技  59 48.36% 22.53 
生物科技  28 22.95% 23.03 
電子  16 13.11% 7.00 
納米及材料科學  6 4.92% 6.92 
先進生產／過程研發  3 2.46% 1.20 
其他  (例如環境保護等 ) 10 8.20% 4.89 

總計  122 100% 65.57 
 
 

                                                      
3 由於有 39 間初創企業曾在多於一個財政年度獲得資助，因此獲批申請總數大於獲資

助的初創企業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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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  

 
7. 各大學表示自計劃推出以來，學院及學生對於把研究成果

商品化，以及開發新產品、方案或業務模式的興趣越見濃厚。此

外，計劃提供的撥款在大學內產生強大的協同效應。由於營運企

業涉及不同的專業知識 (包括法律、會計、市場推廣、融資、公司

管治等 )，各大學亦籌辦了更多跨學院的創業活動 (例如有關商業

管理、提案簡介技巧、談判技巧、合約管理及知識產權管理等範

疇的研討會及工作坊 )，以提升獲資助初創企業及有意申請計劃人

士的能力。  
 
8. 各大學亦與校外的持份者加強合作，積極聯繫業界人士、

投資者、公營及私營培育機構／加速器，以及本地以至內地和海

外的研發界人士。例如，各大學鼓勵其初創企業積極參與提案簡

介活動、發明比賽、貿易展等，亦協助合資格的初創企業參加由

香港科技園公司 (“科技園公司 ”)及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數
碼港 ”)推行的培育計劃。以上合作對進一步推動大學將其發明開

發成商品，把研發成果從實驗室引進到現實環境，至為重要。  
 
9. 截至 2016年 10月 31日，在獲計劃資助的 122間初創企業

中，有60間已從其研發工作產生知識產權，有65間已在市場上推

出其產品／服務，48間已開始從業務取得收入，金額介乎每年大

約5千元至120萬元。另外，有37間初創企業贏得多個本地或國際

獎項，54間初創企業成功獲注資，總投資金額約為1.15 億元，當

中7,300萬元 (63%)屬私人投資。  
 
10. 另一方面，該122間初創企業創造了約530個職位／培訓機

會，其中64%為技術職位。在122間初創企業中，有41間和四間分

別獲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接受參加其培育計劃。  
 
11. 計劃的主要成果載於附件B。  
 
12. 部分初創企業例子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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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推售的產品  
 

例一：  
 
一間與香港理工大學有關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為

長者開發了「自助互動認知評估系統」，能透過互動遊戲

自動評估長者的認知狀態。該系統已於部分大型網上應用

程式商店推出。  
 

例二：  
 
一間與香港科技大學有關的初創企業利用成本較低、可吸

收低頻範圍噪音的新物料，為建築及運輸業界客戶開發了

一系列降低噪音的產品和特製隔音板。  
 
例三：  
 
一間與香港城市大學有關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開

發了超薄實體按鈕，可附貼在流動電話外殼和執行多項預

設功能。該產品已於部分網上平台推出。  
 

(b) 可供試用的產品  
 

例四：  
 
一間與香港中文大學有關的生化初創企業現正開發「神經

外科手術規劃及導航系統」，可以減低手術風險、縮短手

術時間，以及提高手術成功率。該系統現正在威爾斯親王

醫院進行試用。  
 

(c) 具潛力的產品  

 
例五：  
 
一間與香港大學有關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專門研

究網絡情報及網絡安全，為版權擁有人提供方案及諮詢服

務，以防止經互聯網銷售盜版產品及偵查非法下載侵犯知

識產權作品的活動。有關的初創企業已向私人投資者成功

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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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六：  
 
一間與香港浸會大學有關的初創企業開發了超硬、強韌及

抗刮的亞微米薄膜，可應用於輕觸式裝置，提供極佳的抗

刮保護。該項技術贏得2016年第44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最

高榮譽大獎，並成功吸引一家創投公司作出投資。有關的

初創企業現時市值約2億元。  
 
 
持續支援大學企業  

 
13. 獲計劃資助的初創企業能在短期內取得成就，實在令人鼓

舞。計劃的撥款為初創企業提供啟動資金，並締造更佳的生態環

境 ， 讓 初 創 企 業 茁 壯 成 長 ， 蓬 勃 發 展 。 因 此 ， 我 們 建 議 由     
2017-18年度起繼續推行計劃，為期三年，向六所本地大學提供每

所每年上限為 400萬元的資助，以支援各大學推薦的初創企業發

展。  
 
14. 所有獲計劃資助的初創企業會繼續就其業務進展提交報

告，而各大學亦會就其初創企業的表現提交報告。此外，我們會

定期檢討計劃的資助安排，確保資助款項得以妥善發放。  
 
 
徵詢意見  

 
15. 請 委 員 支 持 在 2017-18 年 度 至 2019-20 年 度 繼 續 向 計 劃   
撥款的建議。  
 
 
 
創新及科技局  
創新科技署  
2016 年 12 月  



 

附件 A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實施細節  
 
 
資助金額  

 
 在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計劃 ”)下，六所本地大

學可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獲提供每所每年上限為400萬元

的資助。有關準則如下︰  
 

(a) 每所大學推薦的初創企業數目不限，惟每所大學每年的

資助上限為400萬元；以及  
 

(b) 每間獲資助的初創企業每年的資助上限為120萬元，為

期不超過三年 1。如獲資助的初創企業在研究及發展  
(“研發 ”)及／或業務表現上取得合理進展，相關大學可

推薦該初創業企業繼續獲計劃資助。  
 
申請資格  

 
2. 提出申請的初創企業不論規模大小，必須是根據《公司

條例》 (第622章 )註冊成立的公司，並在創新科技署訂明的截止

申請日期當日，成立不超過兩年。成立初創企業的團隊可由大

學的學生及教授自由組合而成︰  
 

(a) 本科生、研究生或校友；以及／或  
 

(b) 以顧問身分就技術知識及研發方向提供意見的教授。  
 
3. 各大學可自行決定是否需要因應本身情況，就申請資格

訂定其他規定 (例如應否就校友畢業於該大學的年期設定上限

等 )。  

                                                      
1 三年期應由初創企業獲批計劃資助的第一年開始連續計算。舉例說，如企業在

2014-15 年度 (第一年 )首次獲批資助，但在 2016-17 年度 (第三年 )才申請接續的資
助，則該初企業並不符合資格在 2017-18 年度 (第四年 )申請進一步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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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創企業的團隊須委任一名負責人。該負責人須為上文

第2段所訂與大學有關，並投身公司業務的人士。負責人需負責

監督企業的運作，以及就計劃撥款的相關事宜與有關大學聯

絡。獲委任的負責人不得加入其他同期運作並獲計劃資助的初

創企業團隊。  
 
資助範圍  

 
5. 計劃撥款須以合理、相稱及妥善的方式用於下述範疇，

以達到計劃的目的︰  
 

(a) 成立和營運初創企業的必要開支項目 (例如家具及設

備、法律和會計服務、租用所需的合適處所、人手等 )； 
 
(b) 研發開支 (例如人手、設備、其他直接費用等 )；以及  

 
(c) 宣傳活動及其研發成果、產品或服務的市場推廣工作。 
 

6. 任何已獲政府、政府補助團體／機構或相關大學資助的

任何開支或其部分，將不會再獲計劃資助，即初創企業不得就

開支項目的同一部分享有雙重資助。創新科技署不會持有獲資

助初創企業的股份，或申索其業務所得的知識產權。  
 
申請及評審安排  

 
7. 有意申請計劃的初創企業，應向相關的大學提交申請。

每所大學已訂立適當的評審及甄選機制，並應以公平、公開及

客觀的方式運作。各大學成立的甄選委員會，由適當的評審員

組成，包括科技專才、學者、業界專家、相關範疇 (例如會計、

財務或法律 )的專業人士、公營或私營培育機構、創業投資者

等。評審員需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及經驗。  
 
8. 甄選委員會在評審申請時，應考慮初創企業的以下各

項︰  
 

(a) 業務的創新及科技內容；  
 
(b) 業務的商品化機會；  
 



- 3 - 
 

 

(c) 其團隊是否有能力推行擬議的研發工作及管理公司；  
 
(d) 業務及研發工作對社會及／或社區的影響；以及  
 
(e) 有關大學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準則。  

 
經各大學甄選委員會評審及推薦的申請會送交創新科技署徵求

同意。  
 
發還款項安排  

 
9. 我們會在每個政府財政年度結束後，以發還款項方式向

大學發放計劃撥款。就此，大學須就上一個財政年度產生的開

支，提交經核證的資助申領書，以及由各初創企業提交的開支

表和審計師報告。所需文件及資料一經核實 (例如開支用於核准

範圍、開支合理／相稱、以妥善方式管理開支等 )，便會向大學

發放款項。  
 
監察及檢討  

 
10. 上述發還款項安排旨在確保初創企業以合理、相稱及妥

善的方式使用計劃撥款。初創企業須在每個財政年度向大學提

交年度報告及進度報告 (例如半年度報告 )，匯報其業務發展情

況。大學亦須每年向創新科技署匯報對其初創企業表現的觀察

所得及評核結果。大學如發現初創企業有任何違規情況，須立

即採取適當行動及向創新科技署匯報。  
 
11. 為確保大學遵照撥款規定及安排推行計劃，每所大學須

在每年開始接受申請前，向創新科技署提交其運作方案，以徵

求同意。過去三年，創新科技署一直就計劃的推行事宜與六所

本地大學保持緊密聯繫，並在需要時採取改善措施。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2014-15 年度至 2016-17 年度取得的主要成果  
(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 ) 

 
 

表現指標  2014-15 
年度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 )  

總數  

1.  獲資助的    
初創企業數目  

36 66 67 122 1 

2.  已產生知識產

權的初創企業

數目  

(產生的知識產
權總數 ) 

18 

(206) 

33 

(263) 

32 

(98) 

60 2 

(567) 

3.  已在市場推出

產品／服務的

初創企業數目  

17 42 31 65 3 

4.  獲注資的    
初創企業數目  

(融資總額 ) 

14 

(3,420 萬元 ) 

30 

(5,532 萬元 )  

21 

(2,506 萬元 )  

54 4 

(1.1458 億元 ) 

5.  取得收入的   
初創企業數目  

(所得收入總額 ) 

7 

(219 萬元 )  

31 

(663 萬元 )  

21 

(456 萬元 )  

48 5 

(1,338 萬元 )  

                                                      
1 39 間初創企業曾在多於一個財政年度獲得資助。  
2 由 2014-15 年度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23 間初創企業在多於一個財政年度內產生知
識產權。  

3 由 2014-15 年度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25 間初創企業在多於一個財政年度內在市場
推出其產品／服務。  

4 由 2014-15 年度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11 間初創企業在多於一個財政年度內獲注資。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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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指標  2014-15 
年度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 )  

總數  

6.  獲頒本地或   
國際獎項的  
初創企業數目  

7 18 20 37 6 

7.  已創造的職位

／培訓機會  
132 230 170 532 

- 技術性  76 155 108 339 

- 非技術性  56 75 62 193 

8.  獲接受參加   
培育計劃    
(例如香港科技

園有限公司、香

港數碼港管理

有限公司 )的  
初創企業數目  

3 30 19 52 

 

                                                                                                                                                                
5 由 2014-15 年度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 11 間初創企業在多於一個財政年度內取得    
收入。  

6 由 2014-15 年度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八間初創企業在多於一個財政年度內獲頒    
本地或國際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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