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6 月 20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2016-17 年度研發中心進度報告  
 
 
目的  
 

本文件匯報創新科技署轄下五所研發中心在 2016-17 年
度的營運情況。  
 
 
背景  
 
2. 政府在 2006 年 4 月成立五所研發中心，負責推動和統
籌選定重點範疇內的應用研發。五所研發中心是－  
 

(a)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應科院」 )轄下的資訊及通訊技
術研發中心；  

 
(b)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c)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d)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以及  
 
(e)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  

 
3. 2015 年 12 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批准從
「創新及科技基金」額外撥款 6 億 7,760 萬元，支持各研發中心
營運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撥款並不包括應科院，因其營運開支是
另由政府通過經常資助金支付 )。自 2006 年起，政府已批出總承
擔額 16 億 9,660 萬元，資助四所研發中心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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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發中心在締造蓬勃的創新及科技生態環境方面擔當

重要的角色，凝聚「官產學研」進行科技合作。研發中心不僅在

重點範疇的應用研發作出貢獻，亦與業界緊密合作，從而鼓勵本

港的研發投資，推動應用研發，以及促進研發成果商品化。  
 
5. 此外，研發中心亦透過「公營機構試用計劃」，推動使

用本地科技產品和服務。歷年來，研發中心孕育了不少科研人才，

並憑藉其創新發明在國際屢獲殊榮，鞏固本地科研團隊的實力，

貢獻良多。  
 
 
研發中心在 2016-17 年度的工作  
 
6. 研發中心是本港科技基建的重要一環。各研發中心的工

作情況，載於下文各段及附件 A 至附件 E。  
 
 
營運開支  
 
7. 各研發中心在 2016-17 年度的營運開支及人手情況 (截
至 2017 年 3 月底 )摘列如下－  
 

表 1：營運開支及員工人數  
 

 
營運開支 (百萬元 ) 

增減百分比  
截至 2017 年  

3 月底的  
員工人數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應科院  145.8 144.8 -1% 593 
納米及先進  
材料研發院  54.3 52.7 -3% 216 

香港物流及供

應鏈管理應用

技術研發中心  
25.1 27.1 +8% 77 

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心  29.6 31.4 +6% 47 

汽車零部件  
研發中心  15.8 17.7 +1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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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100% 

8. 在 2016-17 年度－  
 

(a) 應科院和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的營運開支，均與
2015-16 年度大致相若；  
 

(b)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和香港紡織
及成衣研發中心的營運開支分別增加 8%及 6%，原因是
兩間中心填補了部分研發職位空缺；以及  
 

(c)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的營運開支增加 12%，主要原因是
中心把部分研發設備升級，並填補了部分研發職位空

缺。  
 
 
業界贊助水平  
 
9. 由於研發中心是統籌應用研究和推動技術轉移至業界

的平台，因此業界贊助水平是反映業界對各中心工作的支持度的

重要指標之一。  
 
10. 各研發中心在 2016-17 年度相對 2015-16 年度的表現，
摘列如下－  
 

表 2：業界贊助水平 (註 )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增減  
(百分點 ) 

應科院  21.7% 21.3% -0.4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28.9% 38.6% +9.7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23.5% 21.8% -1.7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34.4% 26.4% -8.0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  42.5% 21.8% -20.7 

 
註 :  業界贊助水平的計算方法如下－  

  承諾的業界贊助額    
獲批的項目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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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 2016-17 年度－  

 
(a) 應科院和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的

業界贊助水平與 2015-16 年度大致相若；  
 

(b)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的業界贊助水平增加 9.7 個百分
點，原因是該院開展了多個由市場主導的合作研究項

目；  
 

(c)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的業界贊助水平下跌 8個百分
點，原因是該中心在 2015-16 年度開展了兩個較大型項
目，每項涉及款項超過 1,000 萬元，以致業界贊助水平
在該年度較高；以及  
 

(d)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的業界贊助水平下跌 20.7 個百分
點，主要原因是中心開展了更多種子項目 1，以增強其

研發能力。  
 
12. 整體而言，全部研發中心取得的業界贊助均高於 20%的
目標水平。我們認為在這方面，各中心在 2016-17 年度的表現令
人滿意。  
 
 
研發項目及開支  
 
13. 五所研發中心於 2015-16 及 2016-17 年度的研發項目數
目摘列如下－  
 
  

                                                 
1 種子項目較具前瞻性及探索性，旨在為日後進行的平台／合作項目建立基礎。種子

項目無須取得業界贊助。每個種子項目的資助上限為 28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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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新項目及截至 2017 年 3 月底仍在進行的項目數目  
 

 開展的新項目數目  仍在進行的項目數目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增減  
百分比  

截至  
2016 年  

3 月  

截至  
2017 年  

3 月  

增減  
百分比  

應科院  42 38 -10% 69 62 -10% 
納米及先進  
材料研發院  45 45 0% 82 86 +5% 

香港物流及供

應鏈管理應用

技術研發中心  
16 18 +13% 35 37 +6% 

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心  21 18 -14% 62 59 -5% 

汽車零部件  
研發中心  13 16 +23% 36 44 +22% 

總計  137 135  -1% 284 288 +1% 
 
14. 在 2016-17 年度–  

 
(a) 應科院開展了 38 個新項目，較上年度減少 10%，主要

原因是業界伙伴修訂計劃，致使部分項目在 2017-18 年
度初才能開展；  

 
(b)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開展了 45 個新項目，與 2015-16

年度相同；  
 

(c)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開展了 18 個
新項目，較上年度增加 13%；  
 

(d)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開展了 18 個新項目，較上年
度減少 14%，原因是該中心更着力進行跨領域項目及較
複雜的項目；以及  
 

(e)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開展了 16 個新項目，較上年度增
加 23%，原因是該中心更着力進行種子項目，以增強其
研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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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以上項目當中包括不少合作項目，須取得佔項目成本最

少 30%的業界贊助。贊助企業可在指定時間內享有相關項目的知
識產權獨家使用權，或擁有項目的知識產權。有關項目摘列如下

－  
 

表 4：新合作項目  
及截至 2017 年 3 月底仍在進行的合作項目數目  

 
 開展的新項目數目  仍在進行的項目數目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增減  
百分比  

截至

2016 年  
3 月  

截至

2017 年  
3 月  

增減  
百分比  

應科院  4 4 0% 8 7 -13% 
納米及先進  
材料研發院  27 33 +22% 40 51 +28% 

香港物流及供

應鏈管理應用

技術研發中心  
2 3 +50% 3 4 +33% 

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心  5 5 0% 17 15 -12% 

汽車零部件  
研發中心  6 3 -50% 15 16 +7% 

總計  44 48 +9% 83 93 +12% 
 
16. 在 2016-17 年度，各研發中心共開展了 48 個合作項目，
較 2015-16 年度的 44 個增加 9%。  
 
17. 有關研發開支的情況如下－  
 

表 5：研發開支 (百萬元 )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增減百分比  
應科院  243.7 268.0 +10%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63.2 92.4 +46%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67.4 83.3 +24%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  
中心  51.1 41.8 -18%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  54.6 34.2 -37% 
總計  480.0 519.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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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 2016-17 年度，研發中心的總研發開支增加 8%。截
至 2017 年 3 月底，五所研發中心共有 288 個項目仍在進行，與
2015-16 年度大致相若。  
 
19.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某個年度的數字有助了解各

研發中心的工作，但按年的變動無可避免，因為－  
 

(a) 研發中心與業界伙伴／贊助者之間的協商／討論，或會
受市場需求及經濟狀況的短期波動影響；   
 

(b) 研發中心需不時進行種子項目，以增強其研發能力；以
及  
 

(c) 研發中心有意履行某些公共使命，例如把所開發的技術
應用於公營機構，因而可能影響其短期收入指標。  

 
 
自 2017-18 年度起採用新表現指標  
 
20. 財委會在 2015 年年底討論向研發中心額外撥款時，有
意見認為政府應訂立新的表現指標，以評估研發中心在與業界合

作進行研發方面的表現，從而提升業界的整體技術水平。就此，

我們在 2016 年 6 月 21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向委員簡介用以評
估研發中心表現的新表現指標，其中一項是「來自業界的收入水

平」。該指標將主要包括業界就研發項目所提供的贊助、特許授

權／特許權使用費、合約服務及其他收入等。我們計劃由 2017-18
年度起，把該指標的目標水平定為 30%。   
 
21. 此外，我們亦會採用其他表現指標，例如涉及業界參與

的研發項目數目、參與研發項目的公司數目、受惠於「公營機構

試用計劃」的機構數目、聘用的實習研究員數目，以及提交的專

利申請數目等。由 2018 年起，我們會在匯報各研發中心的工作進
度時，羅列這幾方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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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中心的報告 
 
22. 下文各段重點載述各研發中心的主要活動。  
 
應科院 

 
23. 在 2016-17 年度，應科院開展了 38 個新項目，包括 13
個平台項目 2、四個合作項目 3、20 個種子項目及一個公營機構試
用計劃項目。商品化收入由 2015-16 年度的 2,006 萬元，增至
2016-17 年度的 2,927 萬元，增幅達 46%，反映應科院在商品化及
技術轉移方面持續取得進展。  
 
24. 應科院一直與業界在以下範疇緊密合作－  
 

(a) 金融科技：  在2016-17年度，應科院在網絡保安、區塊
鏈、大數據及移動運算範疇取得重大進展。2016年7月，
應科院與香港警務處成立「網絡安全研究與培訓中心」，

監察及模擬網上攻擊，作培訓用途。另外，應科院亦與

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及香港銀行公會合作，於
2016年12月推出「網絡情報共享平台」，及時共享情報，
應對網絡攻擊。  
 
一間大型本地銀行於 2016年 11月採用應科院的區塊鏈
技術，加快評估按揭申請，並於 2017年 1月應用於「智
能投資平台」，以分析大量財務數據。  
 
應科院與金管局合作，於2016年11月成立「金融科技創
新中心」，以試用和展示金融科技方案，並於2016年12
月推出「金融科技人才培育計劃」，讓銀行及金管局為

大學生提供與金融科技相關的實習職位；  
 

(b) 智能製造：  應科院把研發重點集中於智能能源和功率
電子、機械視覺、信息物理系統及環境物聯網傳感的範

                                                 
2 平台項目的業界贊助須佔項目開支最少 10%。業界贊助者不會擁有項目的知識產權。自

2014 年 2 月起，由政府決策局／部門及／或法定機構發起並對社會有明顯裨益的項
目，可獲豁免業界贊助要求。  

3 合作項目的業界贊助須佔項目開支最少 30% （研發中心項目）或 50%（非研發中心項目）。業界
贊助者可在指定時間內享有相關項目的知識產權獨家使用權，或擁有項目的知識產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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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應科院與頂尖的製造企業合作，開發可供重新配置

和採用高度自動化製造工序的軟件系統，以及在「2016
香港工商業獎」中獲獎的觸控面板玻璃缺陷檢測儀。應

科院亦批出其三維機械視覺技術的特許授權予一間製

造公司，以優化實時製造工序；  
 

(c) 新一代通訊網絡：  應科院一直積極開發各項先進的
4G+/5G技術和把有關技術商品化，支持其業界伙伴在
商業上應用獲批特許授權的4G+私人端對端網絡，以及
改良其「無線寬頻創新平台」，以支援新一代無線及應

用技術。舉例說，應科院把其商用級先進無線系統，應

用於 2016年12月開通的武漢地鐵 6號線的列車控制訊號
網絡系統；  
 

(d) 醫療科技：  應科院繼續進行醫療成像及健康監察設備
的研發工作，並利用大數據分析和深度學習技術，提升

病理成像診斷及內窺鏡應用的效果。此外，應科院的微

型血氧檢測儀技術已商品化，並開發為智能手錶產品及

於2016年推出市場；以及  
 

(e) 智慧城市： 應科院一直為智慧城市計劃開發各項技術，
包括用於電纜數據傳輸的寬頻智能電錶系統芯片，有助

監察用電量和計算電費。此外，應科院正把其平視顯示

裝置的技術轉化為商品。該技術利用透視視像顯示，加

強駕駛安全及操控。應科院亦開發了用於智能室內和室

外的地理信息系統的物聯網軟件系統，並將於東九龍區

試用。應科院現正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合作，成立「智慧

城市創新中心」，促進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  
 
25. 此外，在 2016-17 年度，應科院亦與主要業界伙伴和本
地大學 (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 )成立聯合
研發中心及實驗室，以培育人才和在金融科技、智能製造及新一

代通訊網絡方面進行研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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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26. 在 2016-17 年度，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開展了 45 個
新項目，包括六個平台項目、33 個合作項目、四個種子項目及兩
個公營機構試用計劃項目。其新合作項目數目，由 2015-16 年度
的 27 個增加至 2016-17 年度的 33 個。來自業界的收入由 2015-16
年度的 3,158 萬元，增至 2016-17 年度的 5,682 萬元，增幅達 80%，
反映研發院在商品化及技術轉移方面持續取得進展。  
 
27. 研發院將會繼續開發其核心平台技術，包括納米纖維、

功能塑料、柔性電池、動力電池、納米塗層、納米氣泡、超級混

凝土和納米膠囊，把尖端技術轉化為產品。  
 
28. 研發院開發的多項技術，於 2016-17 年度榮獲多個國際
獎項。例如，在 2017 年「第 45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研發院
共獲得九個金獎 (其中四個屬評審團嘉許金獎 )、一個銀獎及三個
特別獎項。  
 
29. 研發院在 2016-17 年度的研發工作包括－  
 

(a) 應用於可穿戴電子產品的高柔性及超安全電池：  研發
院利用納米纖維海綿電解質，開發出高柔性、高安全度、

高強度及可充電的鋰離子電池。柔性電池可裝嵌於智能

手錶可拆卸的錶帶內，能提高電池容量及延長操作時  
間。此技術已成為本地業界開發各種可穿戴產品 (如智
能電子配件電池）的平台技術，並在「2016 香港工商業
獎」中獲頒科技成就獎；  

 
(b) 運動用透氣納米纖維 PM2.5 口罩：  運動用納米纖維口

罩結合手術用口罩和 N95 口罩的優點，透過有效過濾
PM2.5、細菌及病毒來提供保護，同時能保持高透氣度。
該口罩適合體育活動使用，能保護佩戴者免受空氣傳播

感染並保持舒適。另一個由合作項目開發的殺菌防護口

罩亦已成功商品化，並於本地藥房有售；  
 

(c) 嶄新蛋殼循環再造技術以變廢為寶：  蛋殼循環再造技
術只需單一步驟，便能循環再造整個蛋殼，即時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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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高價值養分例如骨膠原和彈性蛋白和加快提取過
程；以及  

 
(d) 在極端溫度下驅動電子器材的電池：  可充電鋰離子電

池在 -40°C 至 85°C 的極端溫度下，仍具備高脈衝放電能
力，為全天候和遙距智能設備運作提供理想的儲能方案。

業界伙伴已成功把產品推出市場，包括電子道路收費、

自動水錶等。  
 

30. 此外，研發院開發納米水泥基防水物料，是一種具卓越

延伸和防水性能的塗層，可廣泛應用於屋頂、廁所及水箱。研發

院的業界伙伴已於 2016 年 6 月在香港設立生產線。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31. 在 2016-17 年度，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
中心開展了 18 個新項目，包括六個平台項目、三個合作項目、四
個種子項目及五個公營機構試用計劃項目。來自業界的收入由

2015-16 年度的 787 萬元，增至 2016-17 年度的 1,136 萬元，增幅
逾 40%，顯示業界日益支持中心的工作。  
 
32. 在 2016-17 年度，中心在推動研究及商業應用方面的例
子包括－  
 

(a) 智能機場：  中心與香港機場管理局合作，開發條碼及
無線射頻識別掃描儀，方便乘客在家列印行李標籤，自

行辦理行李託運手續，有助減省於登機櫃位的輪候時間。

該系統已獲 31 間航空公司採用，包括一間本地大型航
空公司。  
 
中心進一步開發機械標籤標貼系統，以減少依賴人手標

貼無線射頻識別標籤。機械手臂自動化系統能拿取標籤，

並將其標貼於不同形狀、大小和物料的行李上。香港國

際機場目前正試用該系統；  
 

(b) 電子商務行業：  中心與香港郵政合作，開發具無線射
頻識別功能的包裹儲物櫃系統，方便在辦公時間以外於

全港各區的「智郵站」領取包裹。此外，該系統讓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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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能獲取個別儲物櫃使用情況的實時資料。這項發明

於 2017 年「第 45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金獎；  
 

(c) 智能社區服務：  中心與香港盲人輔導會合作，為視障
人士開發多項智能社區應用系統，有助他們在室內和室

外更易辨識方向。這些應用系統已於一間盲人安老院應

用，而一間社會企業正向三個本地商場推廣有關應用系

統；  
 

(d) 航空貨運業：  中心與一個大型空運站合作，以商用貨
機的三維模型為基礎，開發一套虛擬實境訓練系統。航

空貨運業現時可透過這個培訓平台，提供更具成本效益

和效率的培訓計劃；  
 

(e) 電子倉庫自動化：  中心開發全自動的機械人移動貨架
儲存系統。由於本地倉庫多在稠密環境營運，該系統提

供價格相宜的自動化方案，以滿足對電子商務物流持續

增長的需求。2017 年 3 月，中心就該項目批出五項特許
授權予兩間本地公司，進一步把這項技術轉化為商品；

以及  
 

(f) 電子物流及電子商務基建的網絡保安：  中心與香港警
務處和金管局合作，開發了智能黑客入侵誘捕及合法檢

測 (「神盾」 )系統。該系統保護企業免受網絡攻擊，例
如分散式拒絕服務攻擊及相關的勒索攻擊。目前，中心

正在數碼港的 Smart-Space 金融科技專區試行神盾系
統。  

 
33. 此外，中心正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開發應用物聯網技

術的智能排水監察系統。為支援政府的智慧城市計劃，中心將會

開發更多應用技術，例如室內／室外定位及導航，以及香港地貌

三維地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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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34. 在 2016-17 年度，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開展了 18
個新項目，包括 10 個平台項目、五個合作項目、一個種子項目及
兩個公營機構試用計劃項目。來自業界的收入由 2015-16 年度的
576 萬元，增至 2016-17 年度的 1,853 萬元，增幅達 220%，顯示
業界日益支持中心的工作，以及中心在商品化及技術轉移方面取

得進展。  
 
35. 中心繼續與本地科研機構合作，開發新物料和先進生產

技術，以及進行更多跨領域及業界主導的研究項目。  
 
36. 在 2016-17 年度，中心專注進行紡織品循環再造及高性
能紡織品的研發工作，其中兩個例子包括－  

 
(a) 把舊衣物循環再造成纖維： 項目正開發一個安全乾式密

閉系統，能有效把舊衣物再造成經消毒的纖維，有助推

動香港的紡織品減廢及再工業化；以及  
 
(b) 改良聚合工序及聚合物料作智能生產： 中心與一個知名

國際時裝品牌就創新產業方案簽訂一項為期四年的全球

合作協議，現正開發先進的聚合工序，以提升聚合物料

的基本性能和加快熔融紡絲工序。  
 
37. 中心開發的技術，在 2016-17 年度贏得多個國際獎項。
中心在 2017 年「第 45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共獲三個金獎、四
個銀獎和兩個特別獎。金獎項目中的兩項技術 (「新型生物可降解
功能紡織品」和「細支牦牛絨紗線及織物紡紗研發」)更榮獲評審
團嘉許金獎。另一項已商品化的技術織物觸感測試儀，利用織物

特性制定公式來客觀評估織物觸感，這項技術亦在「2016 香港工
商業獎」中贏得設備及機器設計大獎。  
 
38. 中心繼續推動在公營機構應用研發成果。中心已與香港

體育學院合作開展數個項目，協助精英運動員為 2018 年亞洲運動
會及 2020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作好準備。其中一個項目是設計高性
能輪椅坐墊，為硬地滾球運動員提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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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在 2016-17 年度，中心致力推動商品化，把技術轉移至
業界。中心在這年度與業界簽訂了八份特許授權協議。中心亦透

過與製衣業訓練局合作，成功把碳足跡模型的製造工序轉移至 21
間公司，並為參與一項元創方時裝活動的 11 位新進香港時裝設計
師，提供以八項嶄新技術製造的創新物料。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 

 
40. 在 2016-17 年度，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開展了 16 個新
項目，包括一個平台項目、三個合作項目、八個種子項目及四個

公營機構試用計劃項目。開展的新項目總數，由 2015-16 年度的
13 個，增至 2016-17 年度的 16 個。  
 
41. 中心在這年度專注加強在汽車節能及安全技術方面的

內部研發能力，這些內部研究項目為將來的合作項目建立所需基

礎。  
 
42. 近年，中心更着重把研發成果商品化和把技術轉移至業

界，例子如下－  
 

(a) 多制式流動智能電動車充電裝置：  為解決電動車快速
充電站不足的情況，中心開發了流動智能電動車充電裝

置，在未能找到電動車充電站時，提供高度靈活的快速

充電方案。中心會與香港汽車會合作進行試用項目，以

研究其市場潛力；以及  
 
(b) 巴士資訊娛樂系統：  中心已開發第二代的巴士資訊娛

樂系統。隨着超過 80 輛往來香港及廣東的巴士已安裝
第一代系統，業界伙伴已開始並將於三年內完成在 400
輛跨境巴士上安裝第二代系統。  

 
43. 因應業界的技術趨勢，中心正開發防磁通洩漏的中型無

線電動車充電器，以確保運作安全。中心亦正開發一項智能電動

車向住家供電系統，便利智能汽車與家居之間的能源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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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心一直利用公營機構試用計劃，在社區應用其研發成

果。例如，香港國際機場、水務署、香港警務處和香港房屋協會，

均正試用中心的雙通道電動車快速充電站，對有關裝置的反應正

面。  
 
 
徵詢意見  
 
45. 請委員察悉各研發中心的最新工作進度。  
 
 
 
創新及科技局  
創新科技署  
2017 年 6 月  



附件 A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 
2016-17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        
贊助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        
贊助 

平台 14 239.1 49.7 (24.3%) 13 196.7 42.8 (21.8%) 
合作 4 27.5 14.1 (51.2%) 4 36.4 18.3 (50.2%) 
種子 23 61.5 不適用 20 53.9 不適用 

總計: 41 328.1 63.8 (21.7%) 37 287.0 61.1 (21.3%) 

公營機構試用

計劃項目 1 6.1 不適用 1 5.4 不適用 

註:     括號內的數字為業界贊助水平。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員工 73.6 77.6 
租金 30.2 24.0 
設備 3.9 3.1 
其他 38.1 40.1 

總計: 145.8 144.8 
   

 
 
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項目贊助 61.37 48.73 
特許授權/特許權使用費 2.99 4.20 

合約服務 16.69 24.67 

其他 0.38 0.40 

總計: 81.43 78.00 
  



 
 

IV. 選定項目在研發、商品化及公營機構應用研發成果方面的工作進度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成立中銀香港-應科院金融科技聯合創新
中心 

 

 
中銀香港物業估值區塊鏈應用系統 

 
 
智能投資平台 

 

應科院與金融界緊密合作，推動香港的金

融科技發展。應科院與中國銀行(香港)有
限公司(「中銀香港」)於 2016年 7月共同
成立「中銀香港－應科院金融科技聯合創

新中心」，以開發能應用於銀行業的嶄新

金融科技。 
 
此外，應科院與中銀香港合作推出區塊鏈

技術，以評估物業按揭貸款申請。該應用

系統於 2016 年 11 月由中銀香港正式推
出，使物業估值過程更快捷簡易。 
 
中銀香港亦採用應科院和一個業界伙伴

共同開發的智能投資平台，與應科院於

2017 年 1 月合辦智能投資大賽。參賽者
可使用該透過分析大量財務數據來提供

投資方案的平台，以制定投資策略。 
 
 
 
 
 
 
 
 
 

網絡安全研究和實習平台及網絡安全研

究與培訓中心 
 

  

 
 

應科院開發了一個網絡安全研究和實習

平台，調查網絡罪案、研究網絡安全方案

及培訓網絡安全專業人員。 
 
應科院與香港警務處於 2016年 7月成立
「網絡安全研究與培訓中心」，監察和模

擬網上攻擊，並為執法機構和金融機構的

網絡安全從業員提供最先進的培訓。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成立金管局－應科院金融科技創新中心 
 

 
 

 
 

 
 
 

應科院與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於
2016年 11月共同成立「金管局－應科院
金融科技創新中心」。該中心為業界參與

者(例如銀行、支付服務提供者和金融科
技初創企業)提供中立平台，在把不同的
金融科技方案和概念推出市場前，進行測

試和評估。部分概念驗證項目(例如光學
字元辨識、分布式分類帳技術(「DLT」)
和軟權杖認證)已在該中心進行。 
 
應科院亦為金管局就 DLT 進行全面研
究，並於 2016年 11月發布 DLT初步研
究結果的白皮書。根據這些結果，應科院

與金管局、銀行及其他可受惠於 DLT 的
金融機構，已於最近開發數個概念驗證的

應用技術。上述獲中銀香港採用的物業估

值區塊鏈技術便是以 DLT 為基礎。應科
院現正研究其他具潛力的應用範疇，包括

貿易融資和數碼身份識別。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成立滙豐－應科院聯合研發創新實驗室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滙豐」)與應科院於
2016年 10月共同成立「滙豐－應科院聯
合研發創新實驗室」(「RDI實驗室」)。 
 
RDI實驗室應用應科院的最新技術，針對
滙豐各種業務領域的特定要求，以提高其

生產力和安全性。其中一個應用範疇是有

關書寫中文辨識的人工智能技術，能提高

處理手填文件的效率。 

 
 

分時長期演進技術 
 

 

應科院成功研發商用級的先進無線系統

(分時長期演進技術)，應用於 2016 年 12
月開通的武漢地鐵 6 號線的列車控制訊
號網絡系統。 
 
該列車控制訊號網絡系統的設計可優化

作實時監察用途，能減少訊號干擾和縮短

列車與控制中心之間的訊號通訊，從而提

升地鐵線路運作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效

率。 
 
 

智慧水務平台 
 

 

應科院建立了具有高性能數據處理和事

件建模等功能的核心複雜事件運算平台。 
 
該平台可應用於不同領域。例如應科院應

用有關技術開發了智慧水務平台，能監察

水務系統，解決漏水問題及提高運作效

率。 
 
智慧水務平台榮獲 2017 年香港資訊及通
訊科技獎：最佳商業方案銅獎。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智能視覺檢測技術 

 

 
 

應科院開發了針對不同特質表面的智能

表面缺陷檢測技術平台。透過自動化，製

造商可於檢查產品的品質和外觀上節省

人力資源。  
 
首個缺陷檢測技術平台原型的試用結果

顯示，該平台可成功檢測識別多種缺陷

(例如劃痕、斑點缺陷、邊緣裂紋等)。該
技術的特許授權已批予一間本地製造商。 

 
蓋板玻璃及觸控面板玻璃自動缺陷檢測

系統在 2016 香港工商業獎：設備及機器
設計類別中獲獎。該技術於亞太創新峰會

2016及 2016華南國際工業自動化展覽會
中展示。 

三維成像技術 

 

 

應科院成功開發三維轉換技術，為不同類

型的裸眼三維顯示器製作內容。 
 
應科院於 2016 年與一間本地電子策略伙
伴成立聯合創新中心，以進一步發展多媒

體技術。該中心專注開發三維技術，以提

升電視畫質的電影和電視劇，以及轉換電

視節目內容。 
 
這項多媒體技術可應用於不同領域，包括

零售和廣播業，為觀眾帶來非一般的視覺

體驗。 
 

 



附件 B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2016-17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贊助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贊助 

平台 6 21.3 2.1 (10.0%) 6 29.3 5.7 (19.4%) 

合作 27 60.6 28.6 (47.2%) 33 83.1 42.0 (50.5%) 

種子 9 24.3 不適用 4 11.1 不適用 

總計： 42 106.2 30.7 (28.9%) 43 123.5 47.7 (38.6%) 

公營機構試用

計劃 
3 4.7 不適用 2 1.7 不適用 

註：括號內的數字為業界贊助水平。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員工 29.5 30.3 

租金 7.9 5.9 

設備 6.4 7.2 

其他 10.5 9.3 

總計： 54.3 52.7 
 
 
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項目贊助 25.63 40.86 

特許授權/特許權使用費 0.69 1.89 

合約服務 5.07 13.56 

其他 0.19 0.51 

總計： 31.58 56.82 



 
IV. 選定項目在研發、商品化及公營機構應用研發成果方面的工作進度 
 

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度 

應用於可穿戴電子產品的高柔性及超安

全電池 
研發院利用納米纖維海綿電解質，開發出

高柔性、高安全度、高強度及可充電的鋰

離子電池。研發院與業界伙伴合作，把此

柔性電池裝嵌於智能手錶可拆卸的錶帶

內, 以提高電池容量及延長操作時間。 
 
該技術亦已應用於開發各種創新可穿戴的

智能產品，例如智能電子配件電池。  
 
這項技術於 2017年第 45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金獎、中國代表團發明與創新特

別大獎，以及羅馬尼亞創新科技協會特別

大獎。  
 
這項技術亦於 2016 香港工商業獎中獲頒
科技成就獎 。 
 

斥菌塑料 研發院與業界伙伴合作，研發出斥菌塑

料。該塑料具抗菌功能，但不含可損健康

的生物殺傷劑，並對益菌無害及能配合現

有的製造工序(例如注塑)。 
 
這項技術已進一步發展至改良食品級及醫

療級的塑膠產品。 
 
這項技術於 2017年第 45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頒金獎。 
 



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度 

運動用透氣納米纖維 PM2.5口罩 
 

研發院與業界伙伴合作，開發出一款高透

氣度、能過濾 PM2.5 以提供高效保護的
口罩。這款口罩特別適合體育活動使用。 
 
研發院亦與該業界伙伴合作進行另一個項

目，研發殺菌及阻隔病毒的防護口罩。有

關項目已成功商品化，現於本地藥房及連

鎖店有售。 
 
這項技術於 2017年第 45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頒金獎。 
 

嶄新蛋殼循環再造技術 研發院與業界伙伴合作，研發蛋殼循環再

造技術，只需單一步驟，便能循環再造整

個蛋殼，即時提取 99%高價值養分(例如
骨膠原和彈性蛋白)和加快提取過程。 
 
此項目預期於 2017 年下半年完成，該業
界伙伴已計劃把這項嶄新循環再造技術轉

化為商品。 
 
這項技術於 2017年第 45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頒金獎，以及獲頒波蘭科學學院獎

狀。 
 

創新膠囊技術 
 
 
 
 
 
 

研發院與業界伙伴共同研發一項膠囊技

術，可生產超強輕質混凝土，提供卓越的

隔熱及隔音效能。  
 
研發院與香港房屋委員會緊密合作，在兩

個模擬單位內試用此項技術，其中一個單

位使用研發院的輕質混凝土建造，而另一

個則以普通混凝土建造。試用結果顯示，

以研發院輕質混凝土建造的單位可節省最

少 50%的用電量。 
 
這項技術於 2017年第 45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頒金獎。 
 



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度 

在極端溫度下驅動電子器材的電池 
 

 

研發院與業界伙伴合作，研發出極端溫度

電池，作為在極端溫度（-40°C 至 85°C）
下為全天候及遙距智能應用提供能源儲存

方案。 
 
這項技術已擴大生產規模至新的生產線，

並已推出市場，用於電子道路收費、自動

水錶，以及共享單車的智能自動鎖。業界

贊助商至今已成功出售超過 10 萬件產
品，而對有關產品的需求正在增長。 
 
這項技術於 2017年第 45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頒金獎。 
 

納米氣泡技術 
 

研發院研發的納米氣泡技術，能以細小的

納米氣泡生產器，在一毫升的水內製造逾

4 000 萬個納米氣泡。這項技術提供高效
的氣體溶解及穩定的氧化特性，可在多個

領域上應用。 
 
業界伙伴會利用這項技術，為噴水池、泳

池及淡水冷卻塔開發消毒系統。該業界伙

伴已確定一個噴水池作測試用途。 
 
這項技術於 2017年第 45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頒金獎。 
 



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度 

納米水泥基防水塗層 
 

研發院研發了新技術，能把納米粒子平均

分布在聚合物水泥基塗料中，可提升其延

伸和粘附特性，從而達至高柔性及卓越的

防水功效。此塗料可應用於屋頂、廁所、

建築物外牆及水箱等。 
 
項目的業界贊助商已在香港設立生產線，

以生產這種塗料。此塗料已應用在超過

6  000 平方米的工程面積上，用家反應正
面。 
 
這項技術於 2017年第 45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頒銀獎。 
 

用於阿爾茨海默氏症早期檢測及藥物開

發的嶄新納米粒子 
 
 
 
 
 
 
 

研發院與業界伙伴正開發一種用於早期檢

測阿爾茨海默氏症及能縮短該症的藥物篩

選周期的嶄新技術。業界伙伴已開始產品

和生產設計工作。 
 
這項技術於 2017年第 45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頒金獎。 

 



附件 C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2016-17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新項目

數目 
項目成

本 
業界贊助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贊助 

平台 6 48.4 7.6 (22.1%) 6 47.8 11.1 (23.2%) 

合作 2 3.2 1.6 (51.6%) 3 5.2 2.7 (51.9%) 

種子 2 5.7 1.0 (16.8%) 4 10.4 0 (0%) 

總計: 10 57.3 10.2 (23.5%) 13 63.4 13.8 (21.8%) 

公營機構試用

計劃項目 6 21.7 不適用 5 14.7 不適用 

註：括號內的數字為業界贊助水平。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員工 14.5 16.0 

租金 4.9  4.9 

設備 0.8  0.7 

其他 4.9  5.5 

總計: 25.1 27.1 
 
 
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項目贊助 7.44 10.39 

特許授權/特許權使用費 0.40 0.37 

合約服務 0.03 0.60 

其他 - - 

總計: 7.87 11.36 

 
  



 

IV.  選定項目在研發、商品化及公營機構應用研發成果方面的工作進度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為在家列印行李標籤服務而設的混合式閱

讀器與通用機械標籤標貼系統 
 

 

 
 

中心與香港機場管理局合作，開發條碼

及無線射頻識別混合式掃描儀，以提供

在家列印行李標籤服務。 
 
利用可重複使用的無線射頻識別行李標

籤，乘客可提前在家列印行李標籤和自

行辦理行李託運手續，有助減省於登機

櫃位的輪候時間，從而提升乘客體驗。

31間航空公司(包括一間本地大型航空公
司)已於其自助登機櫃位採用這項技術。 
 
此外，中心為機場行李系統開發了一項

通用機械標籤標貼系統。這個自動化系

統能拿取標籤，並將其標貼於不同形

狀、大小和物料的行李上。香港國際機

場目前正試用該系統。  
 
  

智郵站－具無線射頻識別功能的包裹儲物

櫃系統 

 
 

中心與香港郵政合作，為智郵站開發了

具無線射頻識別功能的包裹儲物櫃系

統。這項創新服務提供嶄新方便的方

案，供客戶領取包裹。 
 
該無線射頻識別系統讓香港郵政能獲取

儲物櫃使用情況和包裹提取狀況的實時

資料，以應付對電子商務物流持續增長

的需求。該系統已在選定的智郵站實

施。此項目於 2017 年第 45 屆日內瓦國
際發明展獲得金獎。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電子倉庫自動化－自動導航車工業應用技

術 

 
 

 

中心為本地中小型企業(「中小企」)開發
全自動的機械人移動貨架儲存系統、自

動導航車和智能調度應用系統。  
 
該低成本的自動導航車能協助多在稠密

環境營運的本地倉庫和物流業中小企解

決面對的問題。該系統完全自動化，而

且可 24小時運作，有助提升整體營運效
率。該自動導航車結合低成本安全傳感

器，確保提供安全的人機協作環境。 
 
兩間本地系統集成商/技術供應商於 2017
年獲得該項目的特許授權，為本地、內

地和海外客戶提供整體解決方案。 
 

虛擬實境航空貨運物流業務培訓系統 
 

 

 
 
  

中心與香港大學和一個大型空運站合

作，為香港國際機場培訓中心設計和建

造一個訂製的虛擬實境培訓系統，應用

於飛機裝卸貨物的訓練。 
 
該培訓系統的設計以貨運飛機的三維模

型為基礎。與傳統方法相比，虛擬實境

培訓成本效益高，可減少人員受傷和設

備損壞的風險。 
 
中心與各政府部門和私營公司合作，設

立虛擬實境培訓平台，充分發揮該項目

的商品化潛力。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智能手杖－具無線射頻識別功能的視障人

士導航系統 

 
 

 

中心與香港盲人輔導會合作，為視障人

士開發多個智能社區應用系統，包括智

能手杖、可穿戴式閱讀器、流動應用程

式和具無線射頻識別功能的服務記錄設

備。  
 
應用系統透過內嵌無線射頻識別標籤的

導盲磚、智能手杖和流動應用程式，為

視障人士提供語音導航信息，使他們能

在室內和室外更易辨識方向，以及識別

日常使用的物件。 
 
這些應用系統已在一間盲人安老院應

用，並將於鐵路車站進一步試用，以期

在開放的環境下提供導航信息。一間社

會企業(香港盲人輔導會的子公司)現正
向三個本地商場推廣有關應用系統。 
 

智能黑客入侵誘捕及合法檢測(「神盾」)系
統 

 

 

中心與香港警務處合作，開發了智能黑

客入侵誘捕及合法檢測(「神盾」)系統。 
 
網絡攻擊出現時，「神盾」系統會向香港

警務處和業界發出警報，以採取及時應

變措施。該技術能協助所有相關主要持

份者為潛在的網絡攻擊(例如分散式拒絶
服務攻擊及相關的勒索攻擊)作更佳準
備，並提高應變速度。「神盾」系統為電

子商務公司提供符合經濟效益的信息安

全平台。 
 
中心正在數碼港的 Smart-Space 金融科
技專區試行「神盾」系統。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電子支票錢包應用系統 
 

 

 
 
 

中心與金管局合作推行電子支票錢包應

用系統，透過電郵或雲端伺服器，於不

同的錢包儲存和傳輸電子支票。電子支

票的傳輸透過區塊鏈技術進行記錄，能

獨特地追踪時間、來源和目的地。 
 
該技術具備追溯功能，能加強電子支票

的安全性，並增強公眾對這項創新付款

工具的信心。 
 
這項應用系統於 2017 年第 45 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展獲得銀獎。 
 

使用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的嬰兒標籤 
 

 

 

中心開發防篡改手帶鎖和無線射頻識別

標籤控制系統（「嬰兒標籤」），用以監察

嬰兒和匯報事件。 
 
這些嬰兒標籤技術已成功商品化，並獲

一間本地私立醫院採用。  
 
此外，中心已把該技術的特許授權批予

兩間本地系統集成商。其中一間集成商

與醫院合作，在產科病房提供嬰兒監察

服務。 
 
 
 
 

 
 
 



 
 

附件 D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2016-17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 (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贊助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贊助 

平台 8 30.4 8.3 (27.5%) 10 45.8 7.8 (17.1%) 

合作 5 24.1 12.3 (51.0%) 5 20.1 10.3 (51.0%) 

種子 2 5.6 不適用 1 2.7 不適用 

總計: 15 60.1 20.6 (34.4%) 16 68.6 18.1 (26.4%) 

公營機構試用

計劃項目 6 6.8 不適用 2 2.7 不適用 

註: 括號內的數字為業界贊助水平。 
 
 
II. 營運開支 (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員工 16.9 18.6 

租金 3.0 3.9 

設備 3.5 2.1 

其他 6.2 6.8 

總計: 29.6 31.4 
 
 
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 (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項目贊助 4.63# 17.52# 

特許授權/特許權使用費 0.40 0.32 

合約服務 0.09 0.25 

其他 0.64 0.44 

總計: 5.76 18.53 
# 不包括本地研發機構直接從贊助者收取的贊助費 

  



 
 

IV.  選定項目在研發、商品化及公營機構應用研發成果方面的工作進度 
 

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度 

創新殼聚醣紡紗系統的研究 
 

 
 

中心在混紡織造技術中採用靜電和抗靜電

原理，開發創新的紡紗工序，製作具抗菌

性能的殼聚醣紗線，有助製造商提高殼聚

醣紗線的生產力及節省成本。 
 
中心將試用該系統生產一系列由殼聚醣紗

製成的手帕、圍裙和床上用品，提供予 100
名東華三院轄下長者中心的長者使用。此

外，該技術的特許授權已批予兩個業界伙

伴。 
 
這項技術於 2016年第 44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金獎。 
 

為紡織品開發睡眠溫度及濕度舒適評價系

統 

 

 

中心與日本信州大學合作開發一套系統，

客觀評估睡眠環境的舒適度，協助業界開

發睡衣和牀上用品。 
 
該系統包括可控的睡牀微環境溫度及濕度

設備和睡眠舒適性評價系統，提供穩定及

可控的環境，以量度人的生理和心理反

應，從而收集可靠數據，並就舒適性進行

評估。 
 
該技術的非專用特許授權已批予一間公

司。 
 
這項技術於 2017年第 45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金獎。 
 
 



 
 

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度 

「綠色」紡織品生產技術提升 
 

 
 

中心提升了生物和環保聚合物／纖維的生

產技術，以生產「綠色」紡織品。提升的

技術能－ 
（i） 開發新的紡紗、針織、漂染和整理

工序，製造一系列頂級絲綢質感的

「綠色」針織物； 
（ii） 開發用於治療靜脈曲張的生物醫

療用壓力襪；以及 
（iii） 開發具複雜紡織結構的可降解生

物材料的製造技術。 
 
這項技術於 2017年第 45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評審團嘉許金獎及羅馬尼亞科學

部特別獎。 

香港奧運劍擊隊非對稱比賽鞋 
 

 

 

中心根據劍擊運動的生物力學特性，設計

和開發有緩衝軟墊/嵌入物的非對稱比賽
鞋。 
 
該運動鞋根據弓步的不同動作，為足部提

供支持，並在劍擊時，提供更佳的保護和

提升表現。該運動鞋亦能保持穩定和平衡

的着地反應，以確保每個動作的精準度。

香港劍擊運動員在 2016 年里約奧運會上
穿着該非對稱劍擊鞋。 
 
這項技術於 2017年第 45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銀獎。 
 
 
 
 



 
 

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度 

紡織及服裝成像顏色測量系統 
 

 

中心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開發一項領先業

界的紡織及服裝成像顏色測量系統，為各

種複雜顏色和圖案組合的織物提供高度精

密、準確和可重複的色彩測量。該系統為

零售商、供應商和買家之間的供應鏈提供

客觀的顏色評估。 
 
目前，已有一間著名的紡織及服裝集團向

中心購買第二代紡織及服裝成像顏色測量

系統原型，並繼續與中心合作進一步提升

系統。中心亦於 2017年 2月與此項目其中
一個業界贊助商簽訂合作備忘錄。 
 

紡織廢料循環再生 
 

 
 

 

中心就以生物和化學方法回收紡織廢物的

可行性進行多個研究項目，以開發處理紡

織廢物的新方法。 
 
這些技術旨在透過生物、水熱和溶解過

程，從紡織廢料中回收棉和聚酯纖維。回

收的纖維可在紡織業中重用。 
 
目前，中心已與一個知名國際時裝品牌簽

訂一項為期四年的合作協議，開發技術把

混雜紡織物回收，再轉化成新織物及紗線。 
 
中心同時亦與香港城市大學及日本信州大

學合作，開發有效回收消費後紡織品的方

法。 



 
 

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度 

開發精梳細支牦牛絨紗線及織物紡紗 
 

 

 
 

中心透過解決牦牛絨紗線纖維短小、分散

度大及低聚力等問題，成功開發了輕、薄

及優質的精梳牦牛絨織物。項目除了開發

先進的紡紗方法及生產細支牦牛絨紗線的

設備外，亦設計及優化針織機的設置和參

數，以製造輕便、保暖和柔軟的牦牛針織

物。  
 
此外，研發團隊亦分析及比較牦牛與美利

奴羊毛、羊絨和羊駝等其他動物纖維的物

理和功能特性，以促進高質牦牛絨織物和

紡織品的開發。 
 
這項技術於 2017年第 45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評審團嘉許金獎。 

 



附件 E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 

2016-17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 

贊助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 

贊助 

平台 1 4.2 0.4 (10.0%) 1 4.5 0 (0%) 

合作 6 54.7  27.7 (50.6%) 3 18.1 8.2 (45.1%) 

種子 3 7.9 0.3 (3.5%) 8 19.2 0 (0%) 

總計: 10 66.8 28.4 (42.5%) 12 41.8 8.2 (21.8%) 

公營機構試

用計劃項目 

3 3.3 不適用 4 3.5 不適用 

註： 括號內的數字為業界贊助水平。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員工 10.5 11.6 

租金 2.2 2.3 

設備 0.8 1.3 

其他 2.3 2.5 

總計: 15.8 17.7 

 

 

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項目贊助 22.65 6.40 

特許授權/特許權使用費 - 0.02 

合約服務 0.61 1.55 

其他 0.14  0.09 

總計: 23.40 8.06 



 

IV. 選定項目在研發、商品化及公營機構應用研發成果方面的工作進度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雙通道 2-50千瓦電動車快速充電站 

 

 

 

中心開發的雙通道快速充電站，是綠色

運輸的一項重要發展。該充電站能同時

為兩輛電動車充電(每輛 50kW)，把充電

時間由平均 7 至 8 小時縮短至約 20 分

鐘。 

 

充電站已進行四次試用，場地包括香港

國際機場、水務署龍翔道機電工場、香

港警務處小瀝源行動基地及香港房屋

協會轄下的黃大仙啟德花園。 

 

中心將會在不同地點進行更多試用計

劃，並正開發更高功率及充電速度更快

的充電站。 

 

多制式流動電動車快速充電裝置  

 Development of Mobilized EV Charging Service Vehicle and Combo Fast Charging Station 

 

 

中心成功開發全港首台多制式流動電

動車快速充電裝置。此裝置只需 20 分

鐘，便能為電動車充電至 50%電量。該

裝置為路邊緊急充電及在沒有充電站

可供使用時提供高度靈活的方案。 

 

中心將於 2017 年與香港汽車協會進行

試用計劃，以進一步開拓該裝置的市場

潛力。 

 

這項技術於 2016年第 44屆日內瓦國際

發明展獲得銀獎。 

 

https://zh.yelp.com.hk/biz/%E5%B0%8F%E7%80%9D%E6%BA%90%E8%A1%8C%E5%8B%95%E5%9F%BA%E5%9C%B0%E6%9A%A8%E5%A0%B1%E6%A1%88%E4%B8%AD%E5%BF%83-%E9%A6%99%E6%B8%AF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智能電動車向住家供電系統 

 

 Development of Mobilized EV Charging Service Vehicle and Combo Fast Charging Station 

 

 

中心正開發智能電動車向住家供電系

統，便利把智能汽車與家居的電能互傳

轉換。 

 

該系統可以兩個模式操作：一個模式是

電動車直接向電子器材直接供電；另一

個模式是汽車向家居儲電裝置傳輸電

能。該系統會採用不同的雙向傳輸模

式，方便電動車、家居、家居儲電裝置

之間的電能互換。 

 

中心正與非政府機構探討試用這項技

術的潛力。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巴士資訊娛樂系統(第二代) 

 

 

 

 

中心成功開發第二代的巴士資訊娛樂

系統。這個升級系統能把一台伺服器連

接數百個顯示屏，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功

能，例如網上軟件內容更新、網上購物

功能，以及經改良的人機界面，從而提

升乘客在各種集體運輸工具的體驗。 

 

這個新系統已通過運輸署的裝置類別

認可。合作伙伴於 2017 年 3 月開始把

系統安裝在跨境巴士的工作，以期於三

年內在 400輛跨境巴士上安裝該系統，

並正探討在高速列車安裝系統的市場

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