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6 月 19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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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 年度的營運情況。  

 

 

背景  

 

2 .  政府設有五所研發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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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指定為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的香港應用科技

研究院（「應科院」）；  

 

(b )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c)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前稱香港物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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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開支是由政府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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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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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中心透過積極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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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 年度的工作  

 

6 .  在 2016 年 6 月 21 日和 2017 年 6 月 20 日的事務委

員會會議，我們向委員簡介了一些新的表現指標，用以評估研

發中心的表現。我們已於 2017-18 年度採用這些新指標。各研

發中心的工作情況及表現載於下文及附件 A至 E。  

 

 

營運開支  

 

7 .  各研發中心在 2017-18 年度的營運開支及人手情況

（截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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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底的  

員工人數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應科院  144.8  139.6  -4% 617 

納米及先進  

材料研發院  
52 .7  65.6  +24% 223 

物流及供應鏈

多元技術研發

中心  

27 .1  29.5  +9% 96 

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心  
31 .4  34.3  +9% 59 

汽車零部件  

研發中心  
17 .7  16.4  -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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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100% 

8 .  在 2017-18 年度－  
 

(a)  應科院的營運開支與 2016-17 年度大致相若；  
 

(b )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的營運開支增加 24%，原因

是該研發院把辦事處及實驗室搬遷至香港科學園而

引致額外開支；  
 

(c)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和香港紡織及成衣

研發中心的營運開支各增加 9%，原因是兩間中心填

補了部分研發職位空缺；以及  
 

(d )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的營運開支減少 7%，原因是中

心的人手及設備開支較去年低。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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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衡量業界對各中心工作的支持度至為重要。除

了業界就研發項目所提供的贊助外，我們亦由 2017-18 年度起

採用一項按研發中心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訂定的新指標。該指

標亦包括特許授權／特許權使用費及合約服務的收入和其他

收入，目標水平定為 30%
1。  

 

10.  各研發中心在 2017-18 年度相對 2016-17 年度的表

現，摘列如下－  
 

表 2：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註 )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增減  

(百分點 )  

應科院  39% 33% -6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55% 53% -2  

物流及供應鏈  

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28% 
40% +12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29% 30% +1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  54% 47% -7  
 

註：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的計算方法如下－  
 

 

承 諾的業 界贊助 額  +  承諾 的 其他 來源 財務 贊助 額  +  所 得 商品 化收入  

                   獲批 的項目 開支  

                                                 
1
 在 2 0 1 7 - 1 8 年度以前 ，業界 贊助的 目標水 平定為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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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 2017-18 年度－  

 

(a)  應科院和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分別下跌 6 和 7 個百分點，原因是兩間中心開展了

多個較大型的平台項目 2，以惠及整體業界；  

 

(b )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和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與 2016-17 年度大致相若；以

及  

 

(c)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來自業界的收入水

平增加 12 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中心收到較多商品

化收入。  

 

12 .  整體而言，所有研發中心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均達

到 30%的目標水平。我們認為在這方面，各中心在 2017-18

年度的表現令人滿意。  

 

13.  2018 年 3 月 20 日事務委員會討論「注資創新及科

技基金」時，我們建議放寬研發中心的商品化收入必須撥回「創

新及科技基金」的規定。我們將於本立法年度就建議尋求財委

會支持。如獲財委會通過，我們計劃讓研發中心保留其商品化

收入，用以進行策略性活動，例如科技及市場分析、基礎建

設、員工發展或實驗項目等，藉此進一步鼓勵研發成果商品

化。  

 

  

                                                 
2
 平 台項目 的業界 贊助 應 佔項目 成本最 少 1 0 %。 業界贊 助者不 會擁 有項目 的知識

產 權。自 2 0 1 4 年 2 月起，由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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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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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項目及開支  

 

14 .  五所研發中心於 2016-17 及 2017-18 年度的研發項目

數目摘列如下－  

 

表 3：新項目及截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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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6 -1 7  

年度  

2 0 17 -1 8

年度  

增減  

百分比  

截至  

2 0 17 年

3 月  

截至  

2 0 18 年

3 月  

增減  

百分比  

應科院  38 45 +18% 62 63 +2% 

納米及先進  

材料研發院  
45 41 -9% 86 78 -9% 

物流及供應  

鏈多元技術  

研發中心  

18 21 +17% 37 38 +3% 

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心  
18 21 +17% 59 52 -12% 

汽車零部件  

研發中心  
16 13 -19% 44 47 +7% 

總計  135  141  +4% 288 278 -3% 

 

15 .  在 2017-18 年度－  

 

(a)  應科院開展了 45 個新項目，較去年增加 18%，原因

是該院進行更多平台項目，以惠及整體業界；  

 

(b )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和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分別

開展了 41 和 13 個新項目，較去年分別減少 9%和  

19%，原因是兩間中心更着力進行較大型的項目，以

開發和驗證業內的技術；以及  

 

(c)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和香港紡織及成衣

研發中心均開展了 21 個新項目，較去年增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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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各研發中心在 2017-18 年度開展的新項目的總項目

成本約為 8 億 3,900 萬元，較 2016-17 年度的 6 億 1,200 萬元

增加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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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底仍在進行的合作項目數目  

 
 開展的新合作項目數目  仍在進行的合作項目數目  

2 0 16 -1 7  

年度  

2 0 17 -1 8  

年度  

增減  

百分比  

截至  

2 0 17 年

3 月  

截至

2 0 18 年

3 月  

增減  

百分比  

應科院  4  2  - 5 0 % 7  6  - 1 4 % 

納米及先進  

材料研發院  
3 3  2 0  - 3 9 % 5 1  4 1  - 2 0 % 

物流及供應鏈  

多元技術研發

中心  

3  3  0 % 4  5  +2 5 % 

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心  
5  5  0 % 1 5  1 3  - 1 3 % 

汽車零部件  

研發中心  
3  3  0 % 1 6  1 5  - 6 % 

總計  4 8  3 3  - 3 1% 9 3  8 0  - 1 4% 

 

17 .  在 2017-18 年度，各研發中心共開展了 33 個合作項

目，較 2016-17 年度的 48 個減少 31%，主要原因是應科院和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在 2017-18 年度專注進行多個較大型

的平台項目，以惠及整體業界。  

 

18 .  許多仍在進行的項目均涉及業界的贊助（包括現金

或實物贊助）和參與，證明有關項目能配合業界所需。兩項新

指標（即涉及業界參與的仍在進行研發的項目數目，以及參與

仍在進行研發項目的公司數目）摘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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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截至 2018 年 3 月底涉及業界參與的仍在進行項目  

和參與仍在進行項目的公司數目  

 
 涉及業界參與的  

仍在進行的項目數目  

參與仍在進行項目  

的公司數目  

截至

2 0 17 年

3 月  

截至

2 0 18 年

3 月  

增減百

分比  

截至

2 0 17 年

3 月  

截至

2 0 18 年

3 月  

增減百

分比  

應科院  33 42 +27% 69 91 +32% 

納米及先進  

材料研發院  
64 51 -20% 81 68 -16% 

物流及供應鏈

多元技術研發

中心  

17 15 -12% 55 56 +2% 

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心  
39 41 +5% 93 89 -4% 

汽車零部件  

研發中心  
23 24 +4% 38 41 +8% 

總計  176 173 -2% 336 345 +3% 

 

19 .  兩項指標的表現均與去年大致相若。  

 

20 .  有關研發開支的情況如下－  

 

表 6：研發開支（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增減百分比  

應科院  268.0  315.3  +18% 

納米及先進  

材料研發院  
92 .4  105.5  +14% 

物流及供應鏈  

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83 .3  90.6  +9% 

香港紡織及成衣  

研發中心  
41 .8  65.1  +56% 

汽車零部件  

研發中心  
34 .2  47.6  +39% 

總計  519.7  624.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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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 2017-18 年度，研發中心的總研發開支增加 20%，

原因是中心開展了更多較大型的項目，涉及較高的項目成本。

截至 2018 年 3 月底，五所研發中心共有 278 個項目仍在進行，

數字與 2017-18 年度大致相若。  

 

22 .  研發中心其他表現指標（即受惠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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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字載於附件 A至 E。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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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按年的變動亦屬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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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項目和種子項目 3，以支援

整體業界或增強其研發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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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中心的報告  

 

24 .  下文各段重點載述各研發中心的主要活動。  

 

 

應科院  

 

25.  在 2017-18 年度，應科院開展了 45 個新項目，包括

23 個平台項目、兩個合作項目及 20 個種子項目。來自業界的

收入由 2016-  17 年度的 8,990 萬元，增至 2017-18 年度的 1 億

1 ,770 萬元，增幅約 31%，反映應科院在商品化和技術轉移方

面持續取得進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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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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應科院一直與業界在以下範疇進行緊密合作－  

 

(a)  金融科技：在 2017-18 年度，應科院在網絡保安、區

塊鏈及大數據分析範疇取得重大進展。舉例而言，

應科院與香港銀行公會於 2018 年 3 月推出經優化的

「網絡風險資訊共享平台」，供香港銀行公會成員、

香港警務處和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分享

最新的網絡風險情報及防禦方案。  

 

在區塊鏈技術方面，應科院開發了一個以分布式分

類帳技術為基礎的「認識你的客戶」銀行服務應用

技術，並示範進行概念驗證。應科院亦協助金管局

在 2017 年 10 月出版第二份《分布式分類帳技術白

皮書》；  

 

(b )  智能製造：應科院把研發重點集中於 智能機器視
覺、智能電力及能源、信息物理系統和物聯網傳感

範疇。在 2017-18 年度，應科院開發三維掃描及三維

物體識別技術，實現由工業機器人進行隨機堆疊取

放的功能。這些技術已應用於一個用作自動質量檢

測和機器人導引的影像系統，並獲得「 2017 香港工

商業獎」。此外，應科院亦開發全球首個三維集成

電源模塊，不但能源轉換效率極高，而且輸出電壓

穩定，業內若干龍頭企業正考慮將其進一步商品化； 

 

(c)  下一代通訊網絡：在 2017-18 年度，應科院繼續開

發先進的 4G+/5G技術，協助其合作伙伴推動商品化

工作。例如，一間電訊業界的龍頭企業採用應科院

的先進寬頻無線通訊技術，建立新一代飛行基站，

用於應急流動通訊。另一方面，應科院與一間香港

主要電訊服務供應商和一間國際知名電訊設備商合

作，共同研發流動車聯網技術。相關系統能以低延

遲技術偵測道路的危險狀況，以改善香港的道路安

全情況。此外，應科院亦與一間全球領先的電訊設

備公司合作，支援通訊事務管理局就日後的 5G服務

開展頻譜編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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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健康技術：應科院繼續利用深度學習技術進行醫療圖
像分析的研發工作。在 2017-18 年度，應科院與全球

其中一間最大的醫療設備製造商合作開發手持視頻

喉鏡。此外，應科院亦開發用於子宮頸癌細胞篩驗的

電腦輔助診斷系統，並已將其轉移予客戶進行商品

化；以及  

 

(e)  智慧城市：應科院的「智慧水務平台」已於內地應
用，目前正由水務署在香港進行測試。此外，應科

院亦開發生物信息認證系統，應用掌紋／掌靜脈混

合生物識別裝置於保安用途。這兩個系統分別獲得

「 2017 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和「 2018 香港資

訊及通訊科技獎」。  

 

應科院開發用於「智能室內和室外地理信息系統」

的物聯網軟件系統，支援智慧泊車及無縫式行人導

航，並已於 2017年年中在東九龍區完成測試。此外，

應科院亦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合作，於 2017年 7月成立

「智慧城市創新中心」，建立創新合作網絡，促進

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  

 

27 .  此外，在 2017-18 年度，應科院與主要伙伴成立了兩

個新的聯合研發中心及實驗室，以培育人才、進行研發工作及

把項目成果商品化。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28 .  在 2017-18 年度，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開展了

41 個新項目，包括六個平台項目、 20 個合作項目、 12 個種子

項目及三個「公營機構試用計劃」項目。新開展研發項目的總

成本由 2016-17 年度的 1 億 2,520 萬元，增至 2017-18 年度的

1  億  4 ,190  萬元，增幅為 13%。  

 

29 .  研發院繼續開發其核心平台技術及推動商品化的工

作，以支持業界開發新應用技術。例子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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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納米纖維技術︰納米纖維能有效阻隔污染物，是一
種卓越的過濾物料。在 2017-18 年度，研發院的納

米纖維技術獲業界贊助商採用，開發用作空氣過濾

的多功能高效空氣微粒媒介和高過濾效能的飲水機

濾芯；  

 

(b )  納米氣泡技術︰納米氣泡是液體中極微小而穩定的
氣穴。在 2017-18 年度，研發院的納米氣泡技術獲

業界贊助商採用，開發應用於冷卻塔、噴水池及游

泳池的水消毒系統，以及配置多重氣體輸入的水處

理系統；   

 

(c)  斥菌技術︰研發院開發了一套製造斥菌塑膠材料的
創新方法，過程無須使用可釋出生物殺滅劑。在

2017-18 年度，這個方法獲業界贊助商採用，以開發

斥菌聚乙烯樹脂，適用於注塑和吹塑成型工序，並

可應用於紙質物料，例如斥菌書籍和食品紙盒等。

贊助商最近已推出產品，現時市面上已有數種斥菌

塑料發售；  

 

(d )  應用於可穿戴電子產品的高柔性及高度安全電池技
術︰研發院利用納米纖維海綿電解質，開發出高柔
性、高度安全、高強度及可充電的鋰離子電池。這

項技術獲業界贊助商採用，以開發可快速充電的高

柔性鋰離子電池。該業界贊助商已開設生產線，而

產品原型亦已準備推出市場；以及  

 

(e)  應用於皮膚護理的納米技術︰研發院的納米載體技
術獲業界贊助商採用，所開發的護膚配方能提升活

性成分滲進皮膚的滲透度。兩條生產線合共四款產

品已於早前推出市場。  

 

30 .  研發院的技術榮獲多項國際及本地殊榮，包括 2018

年舉行的「第 46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 2018 日內瓦發明

展」)中獲頒 11 項金獎（其中四項為評審團嘉許金獎）和一項

特別獎，以及一項「 2017 建造業議會創新獎」。在 2017 年，

研發院開發的 18 項技術已獲業界贊助商品化或試行生產。研

發院將會繼續在商品化及技術轉移方面與業界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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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31.  在 2017-18 年度，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開

展了 21 個新項目，包括六個平台項目、三個合作項目、五個

種子項目及七個「公營機構試用計劃」項目。已開展的新項目

總數由 2016-17 年度的 18 個，增至 2017-18 年度的 21 個。  
 

32.  在 2017-18 年度，中心在研究及技術應用方面的工作

的例子包括－  
 

(a)  智能機場：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機場管理局
合作，開發用以監控機場資源的視頻分析系統。該

系統會監控行李手推車的供 應情況，實時發出提

示，從而提高香港國際機場管理手推車的效率。這

項創新發明於 2018 日內瓦發明展獲得金獎；  
 

(b )  智慧出行：為配合政府的智慧出行措施，中心與香
港科技大學開發智能無線網絡接入點系統，用以追

蹤使用者的室內位置。該系統不但能讓使用者享受

更佳的無線網絡服務，還能更有效地分析及管理公

共建築物或商業大廈內的網絡流量。這項創新發明

於 2018 日內瓦發明展獲得銀獎；  
 

(c)  智能政府：中心與香港理工大學和地政總署合作，
開發用以繪制室內及室外環境空間資訊的三維地理

數據庫架構。該架構可應用於土地和資源測量、土

木工程及城市規劃等多個範疇。  
 

此外，中心與香港大學和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

會」）合作，開發以物聯網為基礎的實時預製房屋

建設管理系統。這個平台能讓各持份者無縫溝通和

協調，從而提高房屋建設生命周期的效率。相關系

統已於房委會的施工地盤成功試用，目前正於香港

房屋協會的地盤作進一步試用；  
 

(d )  智能生活社區服務：中心與一間社會企業合作，開
發低成本的長者追蹤及定位平台，提供全天候室內

及室外追蹤和實時監控功能，專供長者或腦退化症

患者的看護人員和家人使用。該社企於 2018 年 1 月

向公眾推出相關追蹤平台的先導計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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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與大灣區城市的合作：隨着港珠澳大橋即將開通，
中心正與珠海的貿易報關機構合作，開發跨境貿易

報關資訊服務平台。該平台將有助提高進出口商於

貿易報關時處理貨物分類的效率。  
 

33.  此外，中心開發了一項應用於獨居活動監測和無創

物體檢測的創新超寬帶技術。兩個應用項目於 2018 日內瓦發

明展分別獲得金獎及銀獎。展望未來，中心會繼續於公私營機

構推廣科技應用。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34.  在 2017-18年度，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開展了

21  個新項目，包括九個平台項目、五個合作項目、一個種子

項目及六個「公營機構試用計劃」項目。來自業界的收入由

2016-17年度的 1,900萬元，增至 2017-18年度的 2,740萬元，增

幅超過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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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紡織及成衣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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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 年度，中心繼續加強其紡織物循環再造和

高性能紡織技術的內部研發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心與全球

其中一間最大型的時裝設計公司正進行為期四年的合作，促成

一系列紡織物循環再造項目。其中一個項目開發出一項突破性

方案，通過水熱處理把混雜紡織物回收，再轉化成新織物及紗

線。該項目在「香港環境卓越大獎頒獎禮」中獲頒 2017「香

港綠色創新大獎 –銀獎」。有關技術將會經由內部研發加以提

升，以供全球時裝界應用。中心研發工作的其他例子包括 –  
 

(a)  利用生物科技把紡織廢料循環再造︰中心開發了一
項嶄新生物程序，利用紡織廢料（通過前處理、酶

促水解和熔融紡絲等工序）持續生產不同的增值產

品（例如葡萄糖漿、人造纖維、生物塑料、生物化

工品和生物表面活性劑），有關物料可應用於不同

的工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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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開發可阻擋微生物的可重用舒適口罩︰中心開發了
一項獨特技術，在口罩中加入弱磁場，藉以提供有

效的抗菌功能。口罩符合人體工學設計，能為使用

者提供更佳的溫度舒適感和皮膚觸感；其可水洗的

結構及設計亦大大延長了口罩的使用壽命。  

 

37 .  在 2018 日內瓦發明展中，中心榮獲七項殊榮，包括

五項金獎和一項銀獎；並憑人工智能預測時裝生產訂單系統的

新技術獲頒「泰國國家研究評議會特別獎」。  

 

38 .  中心繼續推動在公營機構應用研發成果。中心一直

與香港體育學院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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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設計高性能輪椅坐

墊，為硬地滾球運動員提供保護外，中心現正進行一項試驗研

究，為香港體育學院運動員研發具溫適度的床品紡織物，讓他

們在海外訓練及比賽時得到更好的休息。  

 

39 .  在 2017-18 年度，中心致力推動商品化，把技術轉移

至業界。年內，中心與業界簽訂了七份特許授權協議，並為本

地公司、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開展或推動超過 25 項技術轉

移活動。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  

 

40 .  在 2017-18 年度，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開展了 13 個

新項目，包括三個平台項目、三個合作項目、兩個種子項目及

五個「公營機構試用計劃」項目。來自業界的收入由 2016-17

年度的 970 萬元，增至 2017-18 年度的 2,670 萬元，增幅達

175%，顯示業界日益支持中心的工作。  

 

41 .  中心一直積極與業界伙伴合作，支持中小型企業為

本地電動車業界開發技術。中心的研發工作例子包括 –  

 

(a)  插電式混合動力電動客車︰中心與業界贊助商合
作，開發了一款 12 米插電式混合動力電動客車，配

備高質量、更安全的快速充電鋰鈦電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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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16 噸全電動卡車︰中心與業界贊助商合作，開發配
備高性能動力系統的 16 噸全電動車。該系統由永磁

同步電機和自動變速箱組成，適合在香港的山路行

駛；以及  

 

(c)  電動車便攜式充電器套件：中心開發了一套電動車
便攜式充電器套件。套件插座的安裝及維修成本僅

為傳統電動車充電器的十分之一，令在停車場安裝

這款插座更為經濟實惠。  

 

42 .  中心致力推動研發成果商品化，並將技術轉移至業

界。舉例而言，中心完成了一個電動巴士項目，成功通過運輸

署的類型評定，贊助商亦已接獲訂購超過 60 部巴士的訂單。  

 

43 .  2017-18 年度，中心開發的多項技術均榮獲國際殊

榮。在 2018 日內瓦發明展中，中心的「智能安全座椅安全帶」

和「電動車便攜式充電器套件」獲頒兩項評審團嘉許金獎。此

外，中心的「流動智能電動車充電器」在 2017 年「世界華人

發明博覽會」獲頒金獎，其「超級電容電動汽車」亦於 2017

年榮獲「香港創新發明獎」金獎。  

 

44 .  中心亦為公營機構和業界組織開發電動車充電器和

智慧城市相關技術。以下是其中兩個例子 –  

 

(a)  多制式流動電動車智能充電裝置︰這個試驗項目專
為香港汽車會而設，提供全港首項路邊緊急充電服

務，供耗盡電源的電動車使用；以及  

 

(b )  智能電動車住宅相互供電系統︰系統利用電動車電
池作為家居儲能裝置，既可節省電費，亦有助舒緩

高峯時段的用電需求。此系統可支援中華電力香港

有限公司於 2017 年 6 月推出的按時段收費「智醒用

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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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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附件 A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2017-18 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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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96.7 42.8 23 342.7 83.2 

合作  4 36.4 18.3 2 13.0 6.5 

種子  20 53.9 不適用  20 54.9 不適用  

總計: 37 287.0 61.1 45 410.6 89.7 

公營機構試用

計劃項目  
1 5.4 不適用  0 0.0 不適用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員工  77.6 75.4 

租金  24.0 26.6 

設備  3.1 7.2 

其他  40.1 30.4 

總計: 144.8 139.6 

 

 

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來自業界的收入  來自業界的收入  

業界贊助  61.1 89.7 

特許授權/特許權使用費  4.2 7.4 

合約服務  24.7 20.6 

其他  0.4 0.2 

總計: 90.4 (89.9) 117.9 (117.7) 

項目成本  287.0 (233.1) 410.6 (355.6)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39% 33% 

註：  括號內的數字不包括無須贊助的項目，以計算業界的收入水平。  

 

 

 



 

IV. 其他表現指標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受惠於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機構數目  

 

9 3 

聘用的實習研究員數目  

 

提交的專利申請數目  

38 

 

60(59) 

47 

 

64(53) 

註：  括號內的數字為獲批的專利數目。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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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窄帶物聯網（NB-IoT）收發器技術  

 

 

 

應 科 院 開 發 了 一 套 窄 帶 物 聯 網

（「NB-IoT」）收發器技術，能支持低功

耗運行模式，成為實現智慧城市的關鍵

技術之一。  

 

應科院於 2017-18年度批出 NB-IoT 收發

器技術的特許授權予一間國際集成電路

公司。  

2. 流動車聯網（C-V2X）系統  

 

 

 

 

 

應 科 院 開 發 了 一 套 流 動 車 聯 網

（「C-V2X」）技術，使汽車可進行車與

車、車與行人及車與路邊基建的通訊，

以提升道路安全及提供更佳的駕駛體

驗，以及支持車聯網的發展。  

  

獲「智慧交通聯盟」的支援，應科院於

「2017 亞太智慧交通系統論壇」舉行期

間，在香港科學園成功進行了該技術的

演示。應科院於 2017 年 12 月，將 C-V2X

系統的特許授權批予一間本地電訊公

司。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3. 區塊鏈技術  

 

 

HSBC Safeguard 應用程式比賽  

2017 年 12 月，為支援「HSBC Safeguard

應用程式比賽」，應科院建立了一個區塊

鏈虛擬平台，並提供一套應用程式介

面，讓參賽者設計 iOS 或 Android 應用

程式原型。  

 

基於區塊鏈的房地產貸款系統  

在 2017-18 年度，應科院為一間本地金

融服務公司建立了一套基於區塊鏈的房

地產貸款系統。  

 

保險索償  

2018 年 1 月，應科院支援一間本地技術

公司，運用區塊鏈技術為保險業提供處

理賬單、索償和發還款項紀錄的技術服

務。  

 

4. 生物信息認證系統  

 

   

 

 

 

應科院和其瑞典研究夥伴合作開發了一

套掌紋／掌靜脈混合生物信息認證系

統，實現安全的用戶身份驗證。該系統

備有傳感裝置，透過捕捉用者的掌紋和

手掌靜脈特徵進行認證，提供更高安全

水平和有效地保障個人資訊安全的方

案。  

 

該系統於「2018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中榮獲金獎。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5. 下一代應急通信系統  

 

 

應科院開發了一套基於長期演進技術的

寬帶集群通信系統，提供非常可靠的應

急通信服務。該系統提供單對多通話容

量、低延遲、靈活的帶寬部署和多媒體

或高速數據傳輸以加強鐵路信號、公眾

保障、救災及其他應急通信。此技術於

「2017 香港工商業獎」中榮獲科技成就

優異證書。  

 

6. 應用於工業機器人的三維隨機堆

疊取放技術  

 

 

為增強機器人的三維視覺感知功能，應

科院開發了一套能應用於機器眼的高精

度和高速的三維掃描技術，此技術可以

廣泛地應用於三維隨機堆疊取放、抓

取、裝配、導航、用以製造衣物的人體

掃描和三維打印等。應科院研發的基礎

三維電腦影像技術於「2017 香港工商業

獎」中榮獲「設備及機器設計獎」。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7. 裸眼實時三維轉換技術  

 

 

應科院作為萬維數碼的關鍵策略合作

夥伴獲邀出席及見證儀式。  

 

應科院開發了一套三維實時轉換技術，

可為不同種類的裸眼三維顯示器製作內

容。透過與萬維數碼的合作，所開發的

裸眼三維技術已成功應用於某些產品，

例如三維拼接牆、三維電話、三維平板

計算機和超高清 4K 裸眼顯示屏。應科

院作為萬維數碼的關鍵策略合作夥伴，

有助其控股公司於 2017 年 8月在美國納

斯達克股票市場成功上市。  

 

 

 

 

8. 成立工銀亞洲－應科院金融科技

創新實驗室   

 

 

應科院與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

司（「工銀亞洲」）於 2017 年 6 月共同成

立「工銀亞洲－應科院金融科技創新實

驗室」，旨在研發應用於銀行業務的嶄新

金融科技，推動香港金融科技發展。  

 

9. 成立應科院－INL聯合創新實驗室  

       

 

應科院與伊比利亞國際納米技術實驗室

（「INL」）於 2018 年 3 月共同成立聯合

創新實驗室，為智慧城市的發展進行嶄

新和跨領域技術研究。應科院－ INL 聯

合實驗室將致力於推動智慧城市和智能

製造等領域的創新研發工作。此外，雙

方亦會重點合作培育新一代研究人員。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10. 成立智慧城市創新中心  

 

    

應科院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共同成立智慧

城市創新中心（「中心」），中心擁有先進

的通訊基建以助發展智慧城市的科研及

創新方案。  

 

中心為研發人員、科技公司、商業企業、

初創企業及公共服務供應商提供一個共

用平台，利用物聯網、金融科技、5G 通

訊和其他資訊及通訊科技，研發、測試

及示範創新和智慧城市的解決方案。  

 

 

 

 



附件 B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2017-18 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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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5.7 6 42.6 10.1 

合作 33 83.1 42.0 20 62.9 31.7 

種子 4 11.1 不適用 12 33.5 不適用 

總計: 43 123.5 47.7 38 139.0 41.8 

公營機構試用

計劃項目 

2 1.7 不適用 3 2.9 不適用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員工 30.3 34.0 

租金 5.9 11.0 

設備 7.2 6.3 

其他 9.3 14.3 

總計: 52.7 65.6 

 

 

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來自業界的收入 來自業界的收入 

業界贊助 47.7 41.8 

特許授權/特許權使用費 1.9 1.3 

合約服務 13.5 12.4 

其他 0.5 1.4 

總計: 63.6 (62.0) 56.9 (56.1) 

項目成本 123.5 (112.4) 139.0 (105.5)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55% 53% 

註： 括號內的數字不包括無須贊助的項目，以計算業界的收入水平。 

 

  



   

 

 

 

IV. 其他表現指標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受惠於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機構數目 

 

17 20 

聘用的實習研究員數目 

 

提交的專利申請數目 

33 

 

53(28) 

11 

 

51(46) 

註： 括號內的數字為獲批的專利數目。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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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應用於便攜式電子設備的可印刷柔

性鋰離子電池 

 

 

 

研發院利用納米纖維海綿電解質，研發

出高柔性、高度安全、高強度及可充電

的鋰離子電池。 

 

此技術已獲採納於開發各種產品，例如

可快速充電的高柔性鋰離子電池，可印

刷高度安全柔性電池，以及應用於無線

資產追蹤標籤的可充電電池。一個業界

贊助商已設立一條生產線，並製成第一

批產品原型供客戶訂購。 

2. 開發納米改良水泥基防水塗層 

 

 

 

研發院開發了一種經納米技術改良的水

泥基防水塗層。此塗層具備卓越的高柔

性防水效能及對水泥基體具超卓的粘附

效能，可直接應用於潮濕的表面，而不

會影響混凝土表面的黏合強度。 

 

此防水塗層已成功商品化。自業界贊助

商採用上述技術以來，此塗層已應用於

多個場地，工程面積合共逾 7 000 平方

米。 

3. 納米氣泡技術 

 

 

研發院開發了納米氣泡技術，並於

2017 年「第 45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獲頒金獎。納米氣泡是液體中極微小而

穩定的氣穴。它們可以長時間浸沒在水

中，使氣泡內的氣體維持效用。於

2017-18 年度，數個業界贊助商已採用

此項技術，並開發應用於冷卻塔、噴水

池和游泳池的水消毒系統，以及配置多

重氣體輸入的水處理系統。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4. 橡膠地磚 

 

研發院與一個業界贊助商合作，開發了

採用較多回收輪胎物料的地磚。  

 

該業界贊助商現正試行生產相關地磚，

並將於觀塘工業文化公園進行實地試

驗。 

5. 適用於注塑成型工序的內置無添加

生物殺滅劑的塑膠材料 

 

 

在沒有使用可釋出的生物殺滅劑的情況

下，研發院開發出一種創新的製造斥菌

塑膠材料的方法。它能配合傳統製造過

程，例如注塑成型，以應用於食物容器

以至醫療產品等廣泛領域。 

 

此技術獲採用於開發食品級斥菌產品、

適用於注塑和吹塑成型的斥菌塑膠樹

脂、斥菌呼吸管，以及適用於紙製品的

斥菌清漆等產品。 

 

目前有數種斥菌塑膠樹脂於市場上銷

售，包括食品級斥菌塑膠，及適用於注

塑和吹塑成型的斥菌塑膠樹脂。 

 

6. 應用於皮膚護理產品的納米技術以

增強皮膚對水溶活性成分的吸收 

 

 

 

研發院利用其專利納米載體技術，開發

出四種護膚配方，能增強活性成分的皮

膚滲透度。納米乳液滲透皮膚最外層的

死皮層，並將活性成分導入皮膚深層，

使其發揮最大功效。 

 

兩條生產線合共四款產品已推出市場。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7. 新型聚乙烯—醋酸乙烯酯納米膜 

 

 

 

研發院開發出嶄新的納米配方，應用較

高比例的廢棄再生材料，製成聚乙烯—

醋酸乙烯酯納米膜，成功為業界贊助商

降低現有浴簾和桌墊產品的成本達

20%。研發院已成功將此技術轉移至該

贊助商。產品已於 2017 年底投產，目

標是進入美國市場。 

 



 

 

附件 C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2017-18 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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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11.1 6 68.1 7.1 

合作  3 5.2 2.7 3 7.3 3.5 

種子  4 10.4 不適用  5 13.7 不適用  

總計: 13 63.4 13.8 14 89.1 10.6 

公營機構試用

計劃項目  

5 14.7 不適用  7 28.0 不適用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員工  16.0 18.8 

租金  4.9 7.2 

設備  0.7 0.4 

其他  5.5 3.1 

總計: 27.1 29.5 

 

 
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來自業界的收入  來自業界的收入  

業界贊助  13.8 10.6 

特許授權/特許權使用費  0.4 0.3 

合約服務  0.6 4.0 

其他  - - 

總計: 14.8 (14.7) 14.9 (14.8) 

項目成本  63.4 (53.0) 89.1 (37.0)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28% 40% 

註：  括號內的數字不包括無須贊助的項目，以計算業界的收入水平。  

 

 



 
 

IV. 其他表現指標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受惠於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機構數目  

 

25 27 

聘用的實習研究員數目  

 

提交的專利申請數目  

18 

 

16(1) 

20 

 

17(2) 

註：  括號內的數字為獲批的專利數目。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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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視頻分析應用於資源管理  

 

 

 

中心聯同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機場管

理局合作，利用視頻內容分析技術開

發了一套資源管理系統。  

 

通過機器學習和數據挖掘，該系統能

處理視頻和圖像，以識別香港國際機

場行李大堂內可供使用的手推車數

量。該系統可以在手推車短缺時為地

勤職員提供實時預報。  

 

該技術應用於 2018 年第 46 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展上獲得金獎。  

2. 智能接入點：無線網絡定位及優化技

術塑造智慧城市  

 

 

中心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開發了智能

無線網絡接入點（Smart AP）系統，

用於追蹤用戶的室內位置。  

 

Smart AP 系統利用手機產生的無線網

絡信號精確地取得手機位置，為智慧

城市提供真正智能的無線網絡解決方

案。  

 

該系統已商品化並應用於購物中心內

進行流量分析和管理。有關技術應用

於 2018 年「第 46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

展」獲得銀獎。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3. 發展香港的三維地理數據庫架構—

輕量化無縫三維空間數據搜集系統  

 

 

 

中心與香港理工大學和地政總署合

作，為香港開發輕量級的三維空間數

據搜集系統和三維地理數據庫架構。  

 

借助地理數據庫架構和空間數據搜集

系統，室內或是室外的城市空間都可

在三維格式中進行數碼化處理，支援

不同的智慧城市應用，例如城市規

劃、智能交通、城市熱量分析等。  

 

中心正與各個政府部門和建築公司合

作，進行技術評估並探索商品化潛力。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4. 為長者、殘疾人士和腦退化患者而設

的實惠定位追蹤系統  

 

中心與一間社會企業合作，為長者、

殘疾人士和腦退化患者開發實惠的定

位追踪系統。  

 

該系統可以追蹤用戶在室內和室外的

活動。照顧者可以通過流動應用程式

監控他們實時和過往的活動地點。追

蹤器還可以發送緊急警報給照顧者，

並記錄資料於醫療保健裝置。  

 

該社企已於 2018 年 1 月推出試用計

劃，為有需要人士提供 1 000 個免費

配額。  

 

5. 香港－珠海貿易便利平台  

 

 

中心與珠海市貿易報關機構合作，開

發一套將香港物流業與珠海電子口岸

連接起來的貿易便利化平台，以方便

進出口貿易申報。  

 

該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

建議交易貨物的分類代碼。它將減少

貿易申報的處理時間，並提供更準確

的稅率估算。  

 

該平台將促進大灣區的進出口貿易。

中心正與各物流協會合作尋求商品化

機會。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6. 利用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的建築信息

模擬平台  

 

 

中心聯同香港大學與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合作，共同開發了一套

以物聯網為基礎的實時預製房屋建設

管理系統。  

 

該系統提供實時施工數據和更高效的

跨境預製物流和供應鏈管理服務，更

有效協調各持份者。  

 

該系統已在房委會的施工地盤成功試

用，目前正在香港房屋協會的地盤作

進一步的試用。  

 

 



 

 

附件 D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2017-18 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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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45.8 7.8 9 77.8 19.0 

合作  5 20.1 10.3 5 14.7 7.5 

種子  1 2.7 不適用  1 1.9 * 

總計: 16 68.6 18.1 15 94.4 26.5 

公營機構試用

計劃項目  
2 2.7 不適用  6 6.1 不適用  

* 收入在 50,000 元以下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員工  18.6 21.0 

租金  3.9 4.4 

設備  2.1 2.6 

其他  6.8 6.3 

總計: 31.4 34.3 

 

 

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I.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來自業界的收入  來自業界的收入  

業界贊助  18.1 26.5 

特許授權/特許權使用費  0.3 0.5 

合約服務  0.3 0.1 

其他  0.4 0.7 

總計: 19.1 (19.0) 27.8 (27.4) 

項目成本  68.6 (65.9) 94.4 (92.5)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29% 30% 

註：  括號內的數字不包括無須贊助的項目，以計算業界的收入水平。  

 

  



 
 

IV. 其他表現指標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受惠於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機構數目  

 

32 26 

聘用的實習研究員數目  

 

提交的專利申請數目  

51 

 

15(13) 

53 

 

38(9) 

註：  括號內的數字為獲批的專利數目。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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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棉和滌綸混紡中回收及重用滌綸／

纖維素的水熱處理和溶解處理  

 

 

 

 

為了提升衣服的合身度、款式、舒適度和

耐用程度，衣服通常會使用不同的纖維混

合而成，如最常見的滌棉混紡織物；然而，

市場尚未有有效的分離和回收方法。  

 

此項目開發了水熱反應處理，透過把棉分

解為纖維素粉末，有效地把滌綸從混紡中

分離。這個水熱反應過程只需用熱能、水

和少於 5%的環保化合物，便可於 30 分鐘

至兩小時內回收超過 98%的滌綸，並無損

其素質，實踐纖維循環再用的概念。  

 

此項技術於 2018 年「第 46 屆日內瓦國際

發明展」獲得金奬。  

 

https://www.itf.gov.hk/l-tc/prj_Profile.asp?code=62C161D38C92F7D4AF5B964610589AF36E3878D2CB4324769C64A9D3F18A9CB1
https://www.itf.gov.hk/l-tc/prj_Profile.asp?code=62C161D38C92F7D4AF5B964610589AF36E3878D2CB4324769C64A9D3F18A9CB1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2. 再造加工舊混紡服裝成纖維  

 

 

 

 

 

中心開發了安全及乾燥密封的工業系統，

經過消毒處理過程，用機械方法把舊衣循

環再造成纖維，令纖維保持良好的物理特

性，可再用於紗線、布料和服裝等生產。   

 

整個循環再造過程高度自動化，採用無人

搬運車及智能輸送帶進行生產。經過顏色

分類的纖維無需染整便可再直接進行紡

紗。跟據 ISO 11737-1:2018 測試方法，系

統中的消毒處理程序可有效減少舊衣物中

最少九成的微生物。  

 

此項技術於 2018 年「第 46 屆日內瓦國際

發明展」獲得金奬。  

  

3. 利用生物科技把紡織廢料再造的研究  

 

 

 

 

中心透過這項新型生物技術，將紡織廢料

轉化成葡萄糖、人造纖維、生物塑料、生

物化工品及生物表面活性劑等生產原料。   

 

研究過程包括前處理、酶促水解和熔融紡

絲。酶可有效降解紡織廢料中的天然纖維

（棉質）成為葡萄糖，而剩下的高純度聚

酯纖維可以再投入紡絲生產。  

 

此項技術於 2018 年「第 46 屆日內瓦國際

發明展」獲得金奬。  

 

 

 

https://www.itf.gov.hk/l-tc/prj_Profile.asp?code=1F8D83E97798D84D2A134F049E04D52E2025F98563BF6F1ADC5894B6A95BF195944A789098AD12FACEA7B5D49D9DA56C8D3B4BA77179FCE86746A8A2A24B0E89
https://www.itf.gov.hk/l-tc/prj_Profile.asp?code=3B9285A1EB5E2F39C33ACDD4EA8A25B2EFE0AA8649FD23FF99CAD897B6FAB362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4. 社交媒體對服裝色彩偏好的影響  

 

 

 

這項研究開發了預測產品顏色生產量的計

算模型，透過綜合時裝產品的銷量、價格

及品牌定位進行預測，從而滿足營運需

要，包括產品訂單規劃及庫存管理等。模

型透過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利用時裝品

牌、雜誌、設計師及網絡紅人在面書和微

博發出與時裝顏色有關的貼文、產品價

格、市場活動及品牌定位來預測時裝產品

不同顏色的銷量，並再由先進的機器學習

方法去提升預測的準確度。   

 

這個計算模型可以因應不同用家的市場定

位及生產週期而調整。  

 

此項技術於 2018 年「第 46 屆日內瓦國際

發明展」獲得金奬及泰國國家研究評議會

特別獎。  

 

5. 開發可阻擋微生物的可重用舒適口罩  

 

 

 

中心開發獨特技術在口罩中加入弱磁場，

從而提升過濾功能而不會增加空氣阻力。

口罩的人體工學設計能改善口罩帶來的熱

濕感覺及佩戴時的舒適性，並貼合面形。

口罩具備高效抗菌功能，即使經過 10 次以

上的洗濯仍能有效保持其抗菌功能。  

 

此項技術於 2018 年「第 46 屆日內瓦國際

發明展」獲得金奬。  

 

https://www.itf.gov.hk/l-tc/prj_Profile.asp?code=6D74E442234F2509890B0EF855180927C3BFC7689F95831498519FBD3324B9E0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6. 高性能運動服與裝置（輪椅坐墊）  

 

 

相片由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
育協會提供  

 

 

 

 

中心為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

協會的硬地滾球運動員開發高性能輪椅坐

墊。  

 

高性能輪椅坐墊擁有多層功能結構，表面

材料具適當的摩擦能力，確保運動員在坐

墊上既能靈活移動，又有足夠的穩定性。

坐墊材料由立體功能性紡織面料及特種海

綿組成，有效卸除壓力，又能提供適當的

承托。產品更在支撐坐骨結節等特殊部位

採用不同材料，令使用者更舒適自如。  

 

坐墊能提供更舒適的體驗和減低受傷機

會，協會的部份硬地滾球運動員現正於訓

練和比賽中使用。  

 

 

 

 

 

https://www.itf.gov.hk/l-tc/prj_Profile.asp?code=7E51E327448D74E7143B3990D5CE0220ABF14D935D40A6708FFF508A5EDC6D62


附件 E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  

2017-18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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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不適用  3 9.1 1.2 

合作  3 18.1 8.2 3 48.0 24.3 

種子  8 19.2 不適用  2 5.1 不適用  

總計: 12 41.8 8.2 8 62.2 25.5 

公營機構試用

計劃項目  

4 3.5 不適用  5 6.9 不適用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員工  11.6 9.7 

租金  2.3 2.7 

設備  1.3 0.9 

其他  2.5 3.1 

總計: 17.7 16.4 

 

 

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來自業界的收入  來自業界的收入  

業界贊助  8.2 25.5 

特許授權/特許權使用費  * - 

合約服務  1.5 0.7 

其他  0.1 0.5 

總計: 9.8 (9.7) 26.7 (26.7) 

項目成本  41.8 (18.1) 62.2 (57.1)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54% 47% 

* 收入在 50,000 元以下  

註：  括號內的數字不包括無須贊助的項目，以計算業界的收入水平。  



 

IV. 其他表現指標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受惠於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機構數目  

 

15 16 

聘用的實習研究員數目  

 

提交的專利申請數目  

21 

 

9(6) 

21 

 

5(5) 

註：  括號內的數字為獲批的專利數目。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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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超級電容電動汽車  

 

 

 

中心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研發了一部備

有超級電容的電動汽車。系統能瞬間輸出

高功率電能給電動汽車馬達，回收高功率

製動回饋電能，提高汽車系統效率。該項

目已經完成，團隊正在進行技術商品化的

工作。  

 

此系統於 2017年 12月榮獲香港創新科技

及製造業聯合總會頒發的「2017 香港創

新發明獎」金獎。  

2.  插電式混合動力電動客車  

 

 

 

 

 

中心於 2017年開發了一款 12米插電式混

合動力電動客車。  

 

這款客車是在香港設計和製造的。在混合

動力駕駛模式下，客車可以連續運行而不

需要停駛充電，非常適合香港繁忙的商用

車車隊採用。與普通柴油客車相比，它還

可以提供達 30%以上的節油和減少 50%

以上的排放。  

 

插電式混合動力電動客車可以切換到純

電動駕駛模式。在此模式下，客車可實現

零排放及行車距離可達 40 公里。電動客

車配備了高質量、更安全和超高速的可充

電鋰鈦電池組。車輛利用插入式充電功能

可以在 24 分鐘內充電至 80%。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3.  16噸全電動勾斗式固體廢物收集

電動車  

 

 

 

 

 

中心於 2017 年開發了一款設有固體廢物

收集勾斗式升降機的 16 噸全電動車。該

電動車在香港設計並在內地製造。該車配

備了高性能動力系統，由永磁同步電機和

自動變速箱組成，可在香港大部分山路行

駛。  

 

此外，由於它採用全電動設計，與普通柴

油車相比，可實現零排放。電動車上使用

的鋰離子電池組每次充電能提供足以行

駛 200 公里以上。另外，通過外置快速充

電裝置，車輛可在 80 分鐘內充電至 70%。 

4.  智能安全座椅安全帶  

 

 

駕駛者昏昏欲睡是交通事故的常見原

因。為解決這個問題，中心開發了一個嵌

入了傳感器的「智能安全座椅安全帶」，

以監測司機在整個旅程中的生理信號和

困倦程度，並將其傳送到智能手機或智能

手錶等智能設備。若檢測到駕駛者陷入困

倦狀態，智能設備將以聲音、語音、閃光

燈或振動形式發出警報以提醒駕駛者，直

至駕駛者被喚醒以確保安全為止。  

 

此項目在 2018 年「第 46 屆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評審團嘉許金獎。  

 



 

項目／科技  狀況／進度  

5.  多制式流動電動車智能充電裝置  

 

 

 

中心於 2017年 12月在香港汽車會油麻地

車廠安裝了 50kW 組合充電器原型。中心

亦於 2018 年 4 月將流動充電器交予香港

汽車會並安裝於其貨車，以提供緊急路邊

充電服務。  

 

香港汽車會與中心於 2018 年 3 月底聯合

舉辦媒體活動，介紹這項流動充電器的試

驗計劃，為本港首項提供緊急路邊電動車

充電的服務。  

 

6.  電動車便攜式充電器套件 

 

 

 

 

電動車便攜式充電器套件將傳統的電動

車充電器分為兩部分  – 插座和充電器。

安裝和維修插座的成本約為傳統充電器

的十份之一，令在停車場安裝這款插座更

為經濟實惠。  

 

此技術獲得 CE 產品安全標準標誌，更獲

得兩項行業榮譽，包括於 2017 年 12 月獲

頒發「2017 年度香港工商業獎」設備及

機器設計優異證書及於 2018 年「第 46 屆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評審團嘉許金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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