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B(1)987/20-21(04)號文件 

2021 年 6 月 15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研究及發展中心的最新進度報告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創新科技署（「創科署」）轄下五所研

究及發展（「研發」）中心在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的營運概

況。  

 

 

背景  

 

2. 自 2006 年起，政府設有以下五所研發中心，負責推動

和統籌選定重點範疇的應用研發：  

 

(a) 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b)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 1；  

(c)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d)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以及  

(e)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3. 2020 年 6 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批准從

「創新及科技基金」（「基金」）撥款 10 億 1,510 萬元，支持四

所研發中心 2營運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平均每年約 2.5 億元。  

 

4. 研發中心在締造蓬勃的創新及科技（「創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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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作出貢獻，亦與業界緊密合作，鼓

勵本港私營企業投資研發，以及促進研發成果商品化。  

 

                                                 
1  應科院於 2000 年設立，並於 2006 年獲指定為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  

2  撥款並不包括應科院，因其營運開支是由政府每年發放的經常資助金另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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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外，研發中心積極參與「公營機構試用計劃」3，推動

公營機構使用本地科技產品和服務。多年來，研發中心孕育了不

少科研人才，其創新發明亦在國際屢獲殊榮，為鞏固本地科研團

隊的實力貢獻良多。  

 

 

研發中心的最新營運概要  

 

6. 下文簡述各研發中心在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在

以下範疇的營運概要：  

 

(a) 營運開支及人手情況；  

(b) 來自業界的收入及商品化工作；以及  

(c) 研發項目及開支。  

 

(A) 營運開支及人手情況  

 

7. 各研發中心的營運開支及人手情況如下：  

 

表 1：營運開支（百萬元）及人手情況  

 

 

營運開支（百萬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的員工人數  

2018-19 

年度  

(a) 

2019-20 

年度  

(b) 

2020-21 

年度  

(c) 

2019-21 年度

平均數字  

(d) 

增減  

百分比  

[(d) – (a)/(a)] 

汽車科技研

發中心  
18.3 20.6 19.7 20.2 +10% 27 

應科院  156.9 170.2 174.0 172.1 +10% 626 

香港紡織  

及成衣研發

中心  

37.1 39.2 42.2 40.7 +10% 75 

物流及供應

鏈多元技術

研發中心  

37.2 42.5 45.6 44.1 +19% 164 

納米及先進

材料研發院  
73.6 78.7 79.8 79.3 +8% 252 

總計  323.1 351.2 361.3 356.3 +10% 1 144 

                                                 
3  「公營機構試用計劃」是基金下的一個資助計劃，資助製作原型／樣板及在公營機構

內進行試用，以促進和推動基金資助的項目、香港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的培育公司和

畢業生租戶、以及其他在香港進行研發活動的科技公司的研發成果的實踐和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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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五所研發中心的平均

營運開支約為 3 億 5,630 萬元，與 2018-19 年度相比增加了約 10%。

部分研發中心聘用了額外研發人員及租用了更多實驗室空間，以

增強其內部研發能力。部分研發中心亦就商品化工作、維護其知

識產權和設備維修等方面投放了額外資源。  

 

(B) 來自業界的收入及商品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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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量度業界對各研發中心工作的支持十分重要。不過，

值得注意的是，研發中心除了在重點範疇進行應用研發，也擔當

輔助及平台的角色，例如研發中心的部分研究項目屬於較上游（開

拓性質）及中游的研發，要達到商品化階段仍有一大段距離，亦

需要時間才能取得成果。各研發中心在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

度來自業界的收入，主要包括業界就研發項目提供的贊助和商品

化收入，表列如下：   

 

表 2：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8-19 

年度  

(a) 

2019-20 

年度  

(b) 

2020-21 

年度  

(c) 

2019-21 

年度平均

數字  

(d) 

增減  

百分比  

[(d) – (a)/ 

(a)] 

汽車科技研

發中心  
14  12.0 28.5  20.3  +45%  

應科院  96.6  117.0  65.5  91.3  -5%  

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

心  

26.0  42.4  23.6  33.0  +27%  

物流及供應

鏈多元技術

研發中心 4 

30.0  25.3  52.6  39.0 +30%  

納米及先進

材料研發院  
65.4  57.4  55.4  56.4  -14%  

 

                                                 
4 在 2020-21 年度由 2019 新冠病毒的防疫工作而展開的特別合約服務收入並未有包括

在計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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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 在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五所研發中心獲得來

自業界的年度平均收入約為 2 億 3,990 萬元，與 2018-19 年度相

比增加了約 3%。我們由 2017-18 年度起採用了一項新指標，量度

研發中心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目標水平定為 30%5。各研發中心

在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均超越 30%

的目標水平，而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的數字更達 80%。

各研發中心的結果表列如下：  

 

表 3：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註）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2018-19 

年度  

(a) 

2019-20 

年度  

(b) 

2020-21 

年度  

(c) 

2019-21 年度

平均百分比  

(d) 

增減  

（百分點）  

(d) – (a) 

汽車科技

研發中心  
49%  44%  41%  43%  -6%  

應科院  36%  33%  34%  34%  -2%  

香港紡織

及成衣研

發中心  

34%  79%  31%  55%  +21%  

物流及供

應鏈  

多元技術  

研發中心  

46%  94%  65%  80%  +34%  

納米及先

進材料研

發院  

55%  47%  42%  4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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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化所得收入  

                   獲批的項目開支  

 

11. 商品化收入包括合約服務的收入、特許授權費和特許權

使用費。除了在重點範疇進行應用研發，研發中心亦與業界緊密

合作，進行切合業界需要的應用研發項目，並將技術轉移至業界，

致力將研發成果商品化。在 2019-20 至 2020-21 年度，五所研發中

心的商品化收入表列如下：  

 

                                                 
5  在 2017-18 年度以前，業界贊助的目標水平定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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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商品化收入（百萬元）  

 

商品化收入（百萬元）  

 

2018-19

年度  

(a) 

2019-20 

年度  

(b) 

2020-21 

年度  

(c) 

2019-21 

年度平均  

數字  

(d) 

增減  

百分比  

[(d) –  (a)/  

(a)]  

汽車科技研發中

心  
1.87 2.58 2.21 2.40 +28%  

應科院  21.16 25.88 10.03 17.96 -15%  

香港紡織及成衣

研發中心  
10.98 29.30 5.62 17.46  +59%  

物流及供應鏈多

元技術研發中心  
10.09 15.95 24.12 20.04  +99%  

納米及先進材料

研發院  
17.11 12.25 17.74 15.00 -12% 

總計  61.21 85.96 59.72 72.84  +19%  

 

12. 五所研發中心在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的年度平

均商品化收入較 2018-19 年度增加約百分之二十，由於 2019-20 及

2020-21 年度正值社會事件及新型冠狀病毒病爆發，商品化收入有

所增加實不容易。  

 

(C) 研發項目及開支  

 

13. 各研發中心在各年度的研發開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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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研發開支（百萬元）  

 

研發開支（百萬元）  

 

2018-19 

年度  

(a) 

2019-20 

年度  

(b) 

2020-21 

年度  

(c) 

2019-21 

年度平均

數字  

(d) 

增減  

百分比  

[(d)-

(a)/(a)]  

汽車科技研

發中心  
45.8  48.7  49.9  49.3  +8%  

應科院  346.9  358.6  333.2  345.9  -0.3%  

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

心  

96.5  82.2  59.2  70.7  -27%  

物流及供應

鏈多元技術

研發中心  

82.0  96.7  86.7  91.7  +12%  

納米及先進

材料研發院  
112.3  120.0  128.9  124.5  +11%  

總計  683.5  706.2  657.9  682.1  -0.2%  

 

14. 在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五所研發中心的總研

發開支平均約為 6 億 8,210 萬元，與 2018-2019 年度相若。  

 

15. 各研發中心開展的新項目數目，以及相關項目成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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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開展的新項目數目  

 

 

 

開展的新項目數目  

（括號內的數字為新合作項目，  

即與業界夥伴合作進行的項目）  

2018-19 

年度  

2019-20 

年度  

2020-21 

年度  

2019-21 

年度平均數字  

汽車科技研發

中心  
16 (3)  16 (1)  19 (6)  18 (4)  

應科院  39 (0)  46 (0)  34 (2)  40 (1)  

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心  
23 (4)  12 (1)  22 (4)  17 (3)  

物流及供應鏈

多元技術研發

中心  

25 (2)  25 (4)  25 (4)  25 (4)  

納米及先進材

料研發院  
43 (26)  43 (22)  42 (14)  43 (18)  

總計  146 (35)  142 (28)  142 (30)  142 (29)  

 

表 7：開展的新項目的項目成本（百萬元）  

 

 

 

開展的新項目的項目成本（百萬元）  

（括號內的數字為開展的新合作項目的項目成本）  

2018-19 

年度  

2019-20 

年度  

2020-21 

年度  

2019-21 年度  

平均數字  

汽車科技研發

中心  

65.5  

(21.2)  

48.1  

(12.8)  

101.6  

(46.1)  

74.9  

(29. 5)  

應科院  
333.4  

(0)  

504.3  

(0)  

281.9  

(14.3)  

393.1  

(7.2)  

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心  

93.5  

(8.9)  

61.9  

(8.7)  

87.5  

(10.5)  

74.7  

(9.6)  

物流及供應鏈

多元技術研發

中心  

123.9  

(2.6)  

159.6  

(16.7)  

145.4  

(15.3)  

152.5  

(16.0)  

納米及先進材

料研發院  

151.3  

(90.6)  

158.0  

(68.0)  

172.1  

(50.5)  

165.1  

(59.3)  

總計  
767.6  

(123.3)  

931.9  

(106.2)  

788.5  

(136.7)  

860.2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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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研發中心平均開展了

142 個項目，與 2018-19 年度相若。在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

新開展項目的項目總成本平均約為 8 億 6,020 萬元，與 2018-19 年度

相比增加了約 12%。  

 

17. 各研發中心在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平均開展了

29 個合作項目（即業界贊助須最少佔項目總成本 30%的項目），與

2018-19 年度 35 個合作項目相比下跌了約 17%。然而，在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開展的合作項目總成本平均約為

1 億 2,150 萬元，與 2018-19 年度相若，顯示研發中心繼續與業界

緊密合作，進行切合業界需要的應用研發項目。  

 

18. 各研發中心每年進行中的項目如下：  

 

表 8：進行中的項目數目  

 
 

 
進行中的項目數目  

（括號內的數字為進行中的合作項目）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51 (16)  56 (12)  67 (15)  

應科院  71 (2)  69 (0)  69 (2)  

香港紡織及成衣  

研發中心  
54 (10)  48 (7)  58 (8)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

技術研發中心  
45 (2)  58 (6)  62 (7)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

發院  
67 (40)  70 (37)  80 (29)  

總計  288 (70)  301 (62)  336 (61)  

 

19. 許多進行中的項目均涉及業界的贊助（包括現金或實物

贊助）和參與，顯示有關項目能配合業界所需，而研發中心與業

界伙伴／贊助者之間的協商／討論，會受到市場需求及經濟狀況

的短期波動影響。涉及業界參與並進行中的項目數目，以及參與

進行中的項目的公司數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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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涉及業界參與並仍在進行的項目數目  

和參與仍在進行的項目的公司數目  

 
 涉及業界參與並  

進行中的項目數目  

參與進行中的項目  

的公司數目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汽車科技

研發中心  
21  22  29  23  31  43  

應科院  47  41  34  151  104  91  

香港紡織

及成衣研

發中心  

41  37  46  81  77  98  

物流及供

應鏈多元

技術研發

中心  

13  26  31  64  86  88  

納米及先

進材料研

發院  

46  45  49  56  57  73  

總計  168  171  189  375  355  393  

 

20. 另外，研發中心亦會將所開發的技術應用於政府部門及

公營機構，以服務市民。  

 

 

個別研發中心的報告  

 

21. 下文重點載述各研發中心在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

度的主要活動及亮點成果。  

 

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22. 汽車科技研發中心在 2019-20 至 2020-21 年度來自業界

的收入平均每年約為 2,030 萬元，較 2018-19 年度增加約 45%；來

自業界的收入水平分別為 44%和 41%，均超越 30%的目標水平。

中心同期開展了 35 個新項目，亦提交了 20 項專利申請，並獲批

14 項專利。中心近期的主要研發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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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更換電池的純電動小巴  – 開發了一台七米的

電動小巴，具有電池交換功能，從動力總成系統到

車身均在香港設計，它可在十分鐘內更換電池模

組。該系統於 2021 年在「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奪

得銀獎；  

 

(b) 集電弓高功率充電器  – 為電動商用車開發了

300kW 集電弓高功率充電器，充電速度較普通

50kW 快速充電器快六至八倍。電動商用車可以在

其充電總站於五分鐘內充 20 度電，用於行駛約

40 公里的續航距離，滿足了市場需求；   

 

(c) 香港的士智能系統  – 開發了具有多種功能的士

智能系統，包括新設計的士咪錶、遠程信息處理系

統、應用軟件和雲端後台，以提供一系列新穎的功

能，包括網上召車、估算旅程費用和時間、實時監

察司機行為、電子支付、乘客評價服務質素、廣播

緊急警報，以及數據分析，以更佳方法管理車隊的

營運效率。系統現已通過了相關測試，並獲運輸署

的車輛類型評定初步批准；  

 

(d) 無人駕駛運載系統  – 系統具備一系列的傳感器，

包括 3D 激光雷達、鏡頭、全球定位系统、慣性測

量單元和超聲波傳感器。項目團隊更以此系統為平

台，發展出用於地鐵站內的檢查機械人，負責日常

地鐵站內的檢查工作，如燈光、招牌和障礙物等。

該系統分別於 2019 年在「亞洲發明展覽會  – 香

港」及 2021 年在「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奪得銀獎；

及  

 

(e) 智能遠程自動駕駛技術  – 開發了電動汽車智能

遠程自動泊車系統及智能機電伺服制動助力系統，

可應用於無人駕駛系統上，是研發中心在無人駕駛

汽車技術研發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23. 自「公營機構試用計劃」於 2011 年推行以來，研發中

心合共開展了 31 個試用項目，其中七個項目在過去兩年間開展，

使用者對相關科技應用的反應十分理想。例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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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智能電動巴士  – 智能電動巴士配備輕量級車身，

並裝有高效能電機驅動系統。兩輛原型巴士已組裝

完成。在獲得運輸署的車輛類型評定批准之後，香

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會試用其中一部智能電

動巴士，為其員工在機場範圍內提供運載服務；另

一部智能電動巴士則提供予香港防癌會試用；  

 
(b)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 電子系統根據物體的實時

圖像分析，即時向駕駛者提供警報，避免超速及碰

撞，從而提高駕駛安全。它還會將駕駛者的駕駛行

為上載到基於網絡的應用程序中，以進行進一步的

數據分析。它已安裝在東華三院、香港盲人輔導會、

香港抗癌協會和香港明愛四個非政府機構的 23 輛

汽車中進行測試運行；及  

 

(c) 圖像處理和識別的技術平台系統  – 利用物體的

輪廓和形狀進行分析，即時向駕駛者提供警報，以

避免車輛偏離車道，發生碰撞以及超速，從而提高

駕駛安全。駕駛者的駕駛行為會上載到後台系統儲

存及分析。該系統已安裝在聖雅各福群會，香港物

流協會，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和香港復康會四個

非政府機構的 19 輛車上進行測試運行。  

 

24. 研發中心一向致力向業界和政府／公營機構推廣其研

發成果。例如於 2019 年 7 月舉行的「科研成果分享會 2019」，有

數百位來自各行各業的嘉賓出席，包括政府部門、大學、電訊公

司、汽車零部件及配件製造商等。在 2020-21 年期間，中心與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和香港科學園聯合舉辦了五輪「在線技術論

壇」，向業界分享各種科技的應用。  

 

25. 研發中心於 2019-20 年度跟八間企業及機構簽訂了備忘

錄，旨在建立長遠合作關係，共同開發無人駕駛車輛、汽車與基

建的通訊技術及無人駕駛 5G 解決方案。各種合作將有助提高香

港長遠的汽車研發水平及其應用。汽車科技研發中心於 2019-20 年

度及 2020-21 年度的工作滙報，請參閱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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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科院  

 

26. 應科院在 2019-20 至 2020-21 年度來自業界的收入平均

每年約為 9,130 萬元，較 2018-19 年度下跌約 5%；來自業界的收

入水平分別為 33%和 34%，均超越 30%的目標水平。應科院同期

開展了 80 個新項目，亦提交了 132 項專利申請，並獲批 102 項專

利。  

 

27. 應科院就五項技術範疇集中進行研發，以下為一些主要

例子︰  

 

(a) 智能製造  – 為業界開發用於質量控制的高解析

度光學檢測硬體系統和深度學習缺陷分類軟件，並

與一間測試設備製造商商討合作研發用於自動光

學檢查系統的半導體精密三維檢測技術；  

 

(b) 金融科技  – 將與一間國際金融機構合作進行中

央銀行數碼貨幣概念驗證（Proof-of-concept），為

「中央銀行數碼貨幣」開發電子錢包產品和相關交

易驗證技術。此外，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應科院在

2020 年 11 月發表《中小微企業替代信貸評估》白

皮書，闡釋如何運用金融科技收集和利用替代數

據，以評估借款人的信貸質素，從而擴大銀行中小

微企融資服務的規模和提升企業獲得融資的機會。

應科院和商業機構合作開發風險管理數據分析平

台，以滿足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要求；  

 

(c) 數碼健康科技  – 與一間醫療科技公司合作，研發

消化道相關的軟硬體輔助檢查診斷技術，利用人工

智能輔助白光胃鏡早癌篩查。應科院亦計劃與一間

本地大學合作，探索醫學成像自動識別技術。應科

院正在開發一套人工智能應用軟件，用於分析有特

殊教育需要（「SEN」）之兒童的行為，使非專業人

士（如父母）可為孩子進行培訓，紓緩特殊教育治

療師短缺和費用高昂的問題。此外，應科院亦與香

港海關合作開發便攜式智能酒精檢測儀，通過先進

的微型光譜儀技術及智能算法，利用智能手機直接

檢測透明包裝的酒精消毒產品的酒精種類及濃度，

包括是否含有甲醇，保障消費品安全及公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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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智慧城市  – 在 5G 科技發展一直站在領先位置，運

用開發項目累積的專業知識與業界和公共機構緊

密合作。應科院在 2021 年 3 月展開了為期約九個

月的車聯網（「C-V2X」）公路測試，由科學園至沙

田市中心，全長 14 公里，研究及測試車聯網技術

在香港道路的實際應用場景、所需的網絡及相關基

建，提升道路安全和交通效率，以及為未來自動駕

駛汽車發展奠下重要基礎。擴增實境（「AR」）是未

來科技發展趨勢之一，應科院與商業合作夥伴成功

研發透過 AR 智能眼鏡進行遠程維護工作，前線及

後勤人員可實時溝通，減省時間及成本。另外，應

科院研發出基於物體檢測與定位技術感應器和遠

距離無線電（「LoRa」）的物聯網監測技術，透過在

濾水廠範圍內安裝智能感應器，包括水位監測、氯

氣洩漏警報、樹木倒塌和闖入警報等，協助水務署

在濾水廠和讀錶系統上進一步智能化，在發現數據

異常時會自動發出警報，提示人員作出應變及跟

進；以及  

 

(e) 專用集成電路  – 計劃與一間公司合作研發高電

壓能量收集系統，以提升運輸系統的效能。此外，

應科院與一家電力公司合作，研發利用新興的直流

電技術來提高家居或建築物的能源效益。  

 

28. 應科院於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的工作滙報，請

參閱附件 B。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29.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為紡織及成衣業開發嶄新物

料和先進生產技術，以及進行跨領域及由業界主導的研究項目。

在 2019-20 至 2020-21 年度，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來自業界

的收入平均每年約為 3,300 萬元，較 2018-19 年度增加約 27%；來

自業界的收入水平分別為 79%和 31%，均超越 30%的目標水平。

中心同期開展了 34 個新項目，亦提交了 53 項專利申請，並獲批

19 項專利。  

 

30. 過去兩年，中心繼續加強其紡織物循環再造和高性能紡

織技術的研究能力，並專注於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兩方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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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可加強本地紡織業界的競爭力，亦能為整體社會帶來裨益，

以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中心的研發工作例子包括：  

 

(a) 再生纖維素基不含全氟化合物表面處理  – 此嶄

新的疏水表面處理方式利用紡織廢料中的天然及

不含全氟化合物的再生纖維素材料製成，較含全氟

化合物的物料安全。過程經過兩個化學處理步驟，

包括通過疏水化學處理，改良再生纖維素粉末的疏

水性能，加強拒水效果；再加入功能性添加劑，提

高織物的耐洗性能。項目於 2021 年「日內瓦國際

發明展」獲得評審團特別嘉許金獎；  

 

(b) 以低電壓驅動的柔性電致變色紗線  – 這項目透

過可持續性的方法，將電致變色材料應用在柔性導

電紗線上，並紡於織物上，以不同組合顯示數字。

當在織物施加低電壓時，柔性電致物料可以變色。

這項技術不單節省能源，亦可在紡織業上廣泛而簡

易地應用，為新一代時裝紡織物的顯示產品開創新

機遇。項目於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

金獎；  

 

(c) 測量睡眠舒適度的睡眠舒適系統  – 這項目透過

測量床上用品在熱濕、觸感及生物力學三項因素，

評估睡眠時的舒適程度。系統由硬件及軟件組成，

在相互整合後可調節睡床在微環境及生物力學的

舒適度，從而調節個人睡眠舒適度。項目於 2021 年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銀獎；及  

 

(d) 嶄新蛋白質纖維分離法  – 這項環保的摩擦生電

系統利用不同紡織纖維的摩擦生電特性，把蛋白質

纖維從合成纖維分離。整個過程不需使用化學品或

水，確保不會有任何污水排出而污染環境。當中所

收集到的纖維依然整潔，完好無損，可用於生產全

新的功能性或高價值時裝，滿足不同市場的需要。

項目於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銀獎。  

 

31. 在商品化方面，中心在 2019-20 及 2020-21 年度與業界

分別簽訂了三份及五份特許授權協議。此外，中心在 2019-20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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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年度為本地公司、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分別開展或推動

了 16 項及 19 項技術轉移活動。   

 

32. 中心亦繼續推動公營界別應用其研發成果。在 2019-20

及 2020-21 年度，中心分別進行了三個及兩個「公營機構試用計

劃」項目。其中包括為香港運動員提供高性能運動服和裝置，項

目針對田徑、賽艇、保齡球及欖球運動特性，為超過 100 位體育

學院運動員設計及製作高性能運動服和裝置，包括護肘、護膝、

護踝、壓力服丶壓力襪丶短褲和運動服。冀望為運動員於激烈訓

練、國際比賽（如東京奧運）及賽後恢復提供適切的裝備，協助他

們提升表現，給予保護，並幫助運動後的紓緩和恢復狀態，避免

受傷。  

 

33. 過去兩年，中心舉辦、支持或參與了一系列會議及科技

研討會，與持份者分享其研發成果、促進技術轉移及加強聯繫。

這些活動包括「世界知識産權日 –奮力奪金：知識産權和體育」、

「創智營商博覽」、「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而過去一年，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席捲全球，不少工作都透過網上進行，研發中心亦

舉辦了「可持續發展方案 –新思維啟動大改變」及「The Future of 

Fashion: Reimagine, Regenerate and Close the Loop」兩場網上研

討會，繼續與業界分享最新研發資訊。此外，中心贏取了 11 個國

際及本地奬項，顯示中心的研發成果得到國際同儕及業界的肯

定。中心於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共獲得七個獎項，分別

為一個評審團特別嘉許金獎、兩個金獎及四個銀獎。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心於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的工作滙報請參閱

附件 C。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34.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在 2019-20 及 2020-21 年

度來自業界的收入平均每年約為 3,900 萬元，較 2018-19 年度增加

約 30%；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分別為 94%和 65%，均超越 30%的目

標水平。中心同期開展了 50 個新項目，亦成功申請了 25 項專利。

以下列舉中心一些在研發和技術應用方面之重要成果：  

 

(a) 同心抗疫  – 在 2020 年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

方面，為配合政府實施家居檢疫措施，中心研發低

功耗藍牙電子手環及監察方案，配合本地科技初創

公司採用地理圍欄技術開發的「居安抗疫」流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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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式，有效監察接受檢疫人士是否留在指定居

所。「居安抗疫」電子手環及監察系統已獲海外國

家或地區引進使用，中心已向百慕達及夏威夷等地

區付運約 1 萬 5  000 隻電子手環，而智利、土耳其、

以色列及沙特阿拉伯等國家亦正進行測試。該項目

在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榮獲金獎。  

 

 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開發了一個嚴密系統，將二維

碼╱條碼識別碼、電子封條、藍牙和全球定位系統

整合成為一個控制網絡，實時追蹤所有樣本箱和運

送車輛，確保樣本安全送抵實驗室。及後政府於本

年 2 月推出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時，中

心亦利用本地研發的電子鎖技術和應用物流及倉

儲管理的流動技術，開發了相關的疫苗訂購、付運

監控及交收系統，協助食物及衛生局管理疫苗的供

應、運送和使用；  

 

(b) 建造業  – 和一間本地大學共同開發利用計算機

視覺與機器學習的施工品質管控技術，利用工地現

有的監視鏡頭，分析地盤施工過程是否存在品質偏

差或缺陷，將目前依賴人手記錄的品質管控程序自

動化。該項目已於多個建築施工地盤成功試用，並

於 2019 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金獎；  

 

(c) 電子商務  – 與一家初創企業共同開發應用於保

險業的區塊鏈技術，讓不同保險公司在獲得許可的

情況下有效地共享和追蹤保單資料，核查客戶索償

紀錄，不僅能使流程更順暢，節省營運成本，而且

能避免虛假保單等問題，提升整體效率及準確度。

該初創企業正積極為這「劃時代保險鏈」進行商品

化。該項目在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

銀獎；  

 

(d) 智慧城市  – 和一間本地大學共同開發一個綜合

解 決 方 案 ， 利 用 差 分 全 球 導 航 衛 星 系 統

（Differential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簡稱 DGNSS），整合微機電系統慣性傳感器及街道

三維模型，改善在密集市區因訊號遮擋等因素而導

致嚴重定位誤差的問題。該項目在 2021 年「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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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國際發明展」獲得銀獎，並於土木工程拓展署成

功試用。地政總署亦利用此技術建立了一個網上坐

標修正工具，為公眾提供不同坐標系統之間的即時

修正，截至 2021 年 3 月，該工具已錄得共 18 億次

的應用；以及  

 

(e) 智慧倉庫  – 研發了一種自動運輸車自動協調及

平衡技術，針對空間有限的密集式存放倉庫。提貨

人只需輸入提取要求，運輸車便會自行移動貨架至

取貨地點，亦會協調多部運輸車同時運作，並計算

貨架重心位置，防止貨架翻側。除了降低人力成本

外，倉庫亦無須為每一個儲存位置預留提取空間，

節省了大量的空間資源。此技術已獲本地迷你倉業

界所採用。  

 

35.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於 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的工作滙報請參閱附件 D。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36.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在 2019-20 和 2020-21 年度開展

了 85 個新項目，項目成本平均較 2018-19 年度增加 9.1%，新項目

當中有 54 個是業界贊助，項目成本平均較 2018-19 年度增加 7.1%；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分別為 47%和 42%，均超越 30%的目標水平。

研發院同期亦提交了 153 項專利申請，並獲批 45 項專利。  

 

37. 研發院著重將項目成果商品化，共推出超過 30 款新產

品，包括應用於物聯網的高功率印刷電池、應用於高能耗物聯網

設備的長壽命電池、紙品用的不含生物殺傷劑斥菌光油，以及自

清潔抗微生物搪瓷板。此外，在 2019-20 和 2020-21 年度，研發院

在「公營機構試用計劃」下共進行了 19 個項目，超過 40 間公營

機構受惠。  

 

38. 研發院與各政府部門在新材料和先進技術的應用上緊

密合作，透過「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相關技術在政府不同部門轄

下的設施進行試用，加快技術商品化，有關部門的工作成效亦有

所提升，使社會大眾受惠。當中包括與建築署及機電工程署合作，

分別於立法會綜合大樓、天水圍臨時街市以及機電工程署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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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用研發院所研發的自清潔抗微生物搪瓷版，提供更清潔及安全

的環境。  

 

39. 研發院亦將成功研發的臭氧納米氣泡系統應用在食物

環境衛生署位於長沙灣東京街公廁的沖廁系統，有效將沖廁水消

毒，減少細菌和病毒傳播，亦可以減低排泄物引起的臭味，確保

環境衛生。有關系統將來可以在其他公廁廣泛使用。  

 

40. 另外，研發院在路政署的支持下，研發了一種嶄新的自

流平、自壓實的類土壤回填材料，有助提高生產效率和路面質量，

可以作為行業優化路面回填工作的新標準。此無塌陷回填材料已

被應用於中九龍幹線  – 啟德東項目。材料亦在土木工程拓展署土

力工程處防治山泥傾瀉工程試驗計劃中應用。  

 

41. 在 2019-20 和 2020-21 年度，研發院的技術成就獲得共

40 個國際獎項 6，包括「愛迪生獎」、「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消

費電子展創新獎」以及「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等。研發院的突破技

術例子如下：  

 

(a) 印刷在 LoRa 物聯網裝置上的綠色電池  – 此電池

是為 LoRa 物聯網裝置等高功率脈衝應用而設計的

一次性電池，其材料針對可印刷性、高電化學性能

和穩定性進行了優化，支援高脈衝電流，與傳統電

池相比具有多種優勢，滿足物聯網電子器件對高功

率輸出及延長使用壽命的需要，電池材料不但環保

且可以安全棄置。此技術囊括上述四個國際獎項； 

 

(b) 用於極端溫度物聯網追踪器的 HPC 電池  – 透過

以先進納米材料工程技術，來改善在極端溫度下的

離子電導率和電荷保持力，達至在高脈衝放電和超

低自放電電流下有卓越的極端溫度耐受性，可在惡

劣環境下為物聯網追踪器及傳感器提供穩定的動

力輸出並延長產品使用壽命；以及  

 

(c) 超聲波冷萃泡咖啡茶飲機  – 此突破性的快捷、節

能的冷萃泡咖啡茶飲機是利用研發院納米氣泡技

術，在水中產生的空氣納米氣泡和超聲波能量可加

                                                 
6  研發院所獲的獎項總匯見於 https: / /www.nami .org.hk/ tc /awards。  

https://www.nami.org.hk/tc/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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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提取咖啡或茶中的抗氧化成分，將傳統浸泡方法

需要 12 到 24 小時的時間，縮短至十分鐘內，避免

長時間冷藏而引致細菌繁殖的風險。  

 

42.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於 2019-20 年度和 2020-21 年度

的工作滙報請參閱附件 E。  

 

 

研發中心的定位和效益  

 

43. 創科署一直密切監察研發中心的運作情況以及其工作進

度，以確保公帑用得其所。此外，創科署委托了獨立顧問對五所研

發中心進行研究，以分析它們的角色、定位和運作效益。顧問透過

訪談、小組面談、問卷調查等方法共訪問了逾 470 位研發中心的持

分者，包括過往五年中心業界贊助者及客戶。  

 

44. 其中，顧問訪問業界贊助者，以了解及推算研發中心的

經濟效益，數據顯示過去三年，研發中心帶來的整體經濟效益有

所增加，由約 40 億 6,000 萬元增加至約 43 億 5,000 萬元，反映其

在對香港經濟產生積極影響：  

 

 

汽車  

科技研

發中心  

應科院  

香港紡

織及成

衣研發

中心  

物流及

供應鏈

多元技

術研發

中心  

納米及

先進材

料研發

院  

研發中心運作帶來的整體經濟效益（百萬元 7）  

2017-18 年

度  
130  2,660  125  322  822  

2018-19 年

度  
111  2,655  159  418  1,005  

2019-20 年

度  
119  2,460  215  540  1,015  

 

                                                 
7  以 2019 年的價格水平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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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另外，  研發中心的客戶平均就減省成本及收入增長的百

分比，以及進一步售賣研發成果予其他夥伴方面的比率表列如下：  

 

 

汽車  

科技研

發中心  

應科院  

香港紡

織及成

衣研發

中心  

物流及

供應鏈

多元技

術研發

中心  

納米及

先進材

料研發

院  

研發中心的研發成果／提供的服務對客戶營運的影響  

客 戶 平 均 減

省成本  
15% 20% 12% 5% 10% 

客 戶 平 均 收

入增長  
31% 34% 9% 26% 45% 

客 戶 有 進 一

步 售 賣 研 發

成 果 予 其 他

商業夥伴  

50% 50% 64% 42% 79% 

 

46. 根據顧問研究，五所研發中心均有清晰的定位，它們在

應用研究、技術轉移、商品化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為香港的業

界帶來更多創新技術，加強香港企業的發展優勢，概述如下：   

 

(a) 汽車科技研發中心多年來透過技術研發，與業界、

大學和技術機構合作把研發成果轉化為商品，從而

促進汽車科技的發展。中心是香港唯一一所專為本

地汽車及相關行業提供端到端研發支援的機構。香

港的交通情況特殊，而且汽車業發展迅速，尤其在

綠色運輸、智慧出行、智能系統方面的需求日益增

加。中心能夠迎合汽車電動化和智能化的趨勢，更

有效地協助本地汽車及其相關行業提升科研能力，

推出切合本地環境和需要的產品。此外，更有不少

本地業界將創新技術應用在汽車零部件上，為本地

業界帶來更多商機，和開拓國內與海外的市場；  

 

(b) 應科院的技術研發主要應用於智慧城市、金融科

技、智能製造、數碼健康科技和專用集成電路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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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企業近年對電子轉型的需求日增，並為不同

企業範疇（例如生產、金融服務、醫療保健等）帶

來更多機遇。這使企業近年對高科技技術方案的需

求日增，尤其是整合不同創新技術範疇的方案。對

此，應科院專注於多個不同技術，除了能夠把握社

會的發展趨勢推出能廣泛應用於產業的研發技術，

亦提供跨範疇、一站式的協作機會，成功協助不少

企業解決複雜的技術問題。此外，應科院協助不同

企業拓展跨國網絡，並促進了與大學、產業和公營

機構之間的合作；  

 

(c)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是香港唯一一所專注於

紡織及成衣研發，並提供一站式應用研究、技術轉

移及商品化的中心。透過研發及技術轉移，中心促

進紡織及時裝業邁向高增值生產及服務，從而提升

競爭力。在充分利用其高研發效率和供應鏈夥伴網

絡下，中心在推出再生物料及紡織循環再造工藝、

促進「工業 4.0」發展以及關懷社區（如舊衣新裳

循環系統及為長者和運動員研製服裝等）方面獲得

優越的成績；  

 

(d)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專注於促進物流

及供應鏈之相關行業發展的各種技術。物流業於

2018 年 佔 香 港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3.1% ， 並 提 供

176 900 個就業機會。隨著大灣區發展及智慧城市

的推動，香港在物流及供應鏈的範疇需要有更多創

新技術，以應付行業發展的需求。有見業界未必擁

有相關的研發知識，中心積極建立和大學、企業（特

別是中小企）及公營機構之間的緊密關係，為合作

夥伴解決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電子商貿和

其他物流及供應鏈層面上的挑戰。中心為社區亦貢

獻良多，例如在抗疫方面，中心開發的「居安抗疫」

電子手環及監察系統有效協助政府推行家居檢疫

措施；以及  

 

(e)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聚焦進行由行業需求主導

的納米技術和先進材料研發工作。納米技術和先進

材料的發展瞬息萬變，本地業界（尤其是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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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缺乏進行內部研發的人才及設施。因此，中心

與本地業界合作促進各相關行業的技術提升及商

品化，成功透過不同的合作項目將創新技術（如嶄

新材料、納米及先進材料技術）引進業界。除了提

升業界的核心競爭力外，中心亦在協助業界利用這

些技術研發新產品方面取得矚目的成績。中心的研

發成果已廣泛應用在建築、保健、能源等不同行業。 

 
47. 是次顧問研究顯示研發中心的發展方向清晰，除了在各

科技範疇上透過應用研究推動業界及社會發展外，在創造經濟效

益、商品化、推動技術轉移等多方面均起積極作用。創科署會繼

續檢視研發中心的運作和表現，以確保研發中心符合香港發展的

需要及步伐。  

 

 

監管機制  

 

48. 我們會密切監察研發中心的營運情況及表現，並會繼續

定時向本委員會提交研發中心的進度報告。各研發中心亦須按既

定程序，每年提交下述文件，供各自的董事局和創科署批核：  

 

(a) 研發中心年度研發計劃，包括每年開支預算及表現

指標；  

 

(b) 載述中心營運情況（包括人手狀況、主要活動及開

支狀況）的季度報告；以及  

 

(c) 研發中心營運情況及其研發項目的年度經審核帳目。 

 

 

徵詢意見  

 

49.  請委員備悉研發中心的最新工作進度。  

 

 

 

創新及科技局  

創新科技署  

2021年6月  



附件 A 

 

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2019-20及 2020-21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8-19年度 2019-20年度 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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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 

贊助 

平台1 1 7.4 1.3 5 14.8 3.0 4 23.0 3.1 

合作2 3 21.2 10.8 1 12.8 6.5 6 46.1 23.2 

種子3 8 18.8 不適用 5 11.8 不適用 7 17.8 不適用 

總計： 12 47.4 12.1 11 39.4 9.5 17 86.9 26.3 

公營機構試

用計劃項目 

4 18.1 不適用 5 8.7 不適用 2 14.7 不適用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8-19年度 2019-20年度 2020-21年度 

員工 10.7 13.3 11.5 

租金 2.9 3.1 3.1 

設備 1.0 1.0 1.3 

其他 3.7 3.2 3.8 

總計： 18.3 20.6 19.7 

 

 

 

 

 

 

 

                                                           
1  平台項目須業界投入相等於項目成本至少 10% 的贊助。  

2  合作項目須業界投入相等於項目成本 30%-50% 的贊助。  

3  種子項目為較具前瞻性和探索性的研發項目，無須業界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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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8-19年度 2019-20年度 2020-21年度 

項目贊助 12.1 9.5 26.3 

特許授權費/特許權使用費 0.01 0.03 0.2 

合約服務 0.8 2.5 1.2 

其他 1.1 0.04 0.8 

總計： 14.0 12.0 28.5 

項目成本： 28.6 27.6 69.1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49% 44% 41% 

 

 

IV. 其他表現指標 

 

 2018-19年度 2019-20年度 2020-21年度 

受惠於公營機構試用計

劃的機構數目 

17 23 18 

聘用的研究員數目 

提交的專利申請數目 

25 

10(5) 

29 

6(4) 

54 

14(10) 

註：括號內的數字表示獲批的專利數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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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 

部份項目在研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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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進展 

1. 可更換電池的純電動小巴 

 

 

研發中心與本地一間汽車公司合作，設

計及開發了這輛全新的 7米長小巴。小

巴擁有幾項首創功能，滿足香港及其他

大城市獨特、嚴苛及繁忙的營運需要。 

 

小巴採用只有 300 毫米高的低地台設

計，讓乘客只需踏一級便能輕鬆安全地

上下車。電動小巴配備兩個可更換電池

組。當小巴上的電池組快沒電時，可以

在 10 分鐘內快速更換另一新電池組，

免除長時間充電，使這個零排放的電動

小巴可應付香港繁忙的公共交通營運要

求。電動小巴設有 20 個乘客座位，滿

足高客運量的需求，還配備一系列智慧

功能，例如遙距報告小巴狀況（如乘客

數目、車速、電池用量和其他車輛內的

信息），以便小巴營運商可以優化其車

隊編排。電動小巴的車輛類型評定將於

2021年底完成。 

 

研發團隊將電動小巴改裝為電動貨車

（相同的電動小巴車身，但沒有乘客座

椅），並已經完成了運輸署的車輛類型

評定。項目贊助商正在推廣電動貨車在

香港市場的銷售。該研發成果獲得

2021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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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展 

2.集電弓高功率充電器  

 

 

長時間的電池充電一直是窒礙電動汽車

應用於公共交通的一個主要因素。這個

合作項目為電動商用車開發了 300千瓦

集電弓高功率充電器和模塊化高功率充

電車輛平臺套件，充電速度比一般

50 千瓦快速充電器快 6至 8倍。電動商

用車可以在其充電總站充電，於 5 分鐘

內充 20度電用於行駛約 40公里的續航

距離，這可讓電動商用車輛無須特地停

車作長時間充電，仍可持續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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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展 

3.香港的士智能系統  

 

 

香港的士系統歷史悠久，便捷安全。然

而，許多硬體設施已過時，僅能提供有

限的功能，與其他地方相比，顯然競爭

力不足。 

 

為提升服務質素和競爭力，研發中心引

入智慧的士系統。方案包括新設計的士

咪錶、遠程資訊處理系統、應用軟件和

雲端後台，以提供一系列新穎的功能，

包括網上召車、估算旅程成本和時間、

實時監察司機行為、電子支付、乘客評

價服務質素、廣播緊急警報，以及數據

分析，以更佳方法管理車隊的營運效

率。這些功能對的士行業的所有持份

者，包括的士司機、的士營運商和乘客

均有禆益。 

 

本項目已完成系統硬體和軟件開發並通

過相關測試。研發中心正與一間本地的

士車行合作，根據他們的需求開發一套

可使用且靈活的系統。項目的最終目標

是為乘客提供安全、公平及方便的服

務，並提升香港的士服務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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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展 

4. 無人駕駛運載系統 

 

 

 

 

 

無人駕駛運載系統備有一系列的傳感

器，包括 3D 激光雷達、鏡頭、全球定

位系统、慣性測量單元和超聲波傳感

器。透過運用深度學習及傳感器融合等

技術，無人駕駛運載系統能在人多和複

雜多變的環境，例如在建築物內外、園

區、或倉庫等，規劃出合適的行走路徑

來避免碰撞靜止或移動的障礙物，自動

進行短程運送任務。 

 

項目團隊更以此系統為平台，發展出用

於地鐵站內的檢查機械人，負責日常地

鐵站內的檢查，如燈光、招牌和障礙物

等。 

 

該研發成果獲得 2019 年「亞洲發明展

覽會 - 香港」銀獎以及 2021 年「日內

瓦國際發明展」銀獎。 

 

 

 

 

 

 
 

5. 智能遠程自動泊車系統  

 

 
 

 
 

 

本項目為具有自動駕駛功能的汽車實現

特定區域的遠程自動泊車，提高泊車效

率。 

 

本項目已經完成在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

一間本地大學的功能測試，改裝的車輛

配置線控驅動、多重感測器及智慧演算

法，整個泊車過程中，轉向、換擋及刹

車都可實現全自動控制，車輛可由停車

場入口自動行駛到泊車位，進行全自動

泊車，無須駕駛員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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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展 

6. 智能機電伺服制動助力系統  

 

 
 

 

本項目研發一種適用於電動汽車 /無人

駕駛汽車，不需要真空源的機電伺服助

力系統，以滿足現代制動系統的需求。

這種機電伺服助力系統體積小，安裝方

式靈活；通過軟體調整助力性能曲線從

而實現不同的踏板感；可通過高比重的

制動回收汽車的動能以增加續航里程高

達 20%；快速的建壓特性有助於縮短緊

急制動距離，提高車輛安全性。該系統

尤其適用於電動車和自動駕駛車。 

 

本項目已完成實驗室性能測試以及實車

初步測試，證實制動快速性較傳統方法

快 2 至 3 倍。下一步計劃與贊助商合

作，2022 年底前完成更可靠的改進系

統，進行小批量生產試用。 

 

 

 
 

7. 電動車全電動智能 ABS系統  

 

 

 

 

 

 

 

本項目研發一種在電動車上應用的全電

動智能防鎖死制動系統，完全取代傳統

的機械制動以及電制動和機械制動的混

合制動系統，大大提高動態響應速度，

縮短制動時間和制動距離，提高制動性

能。 

 

項目贊助公司計劃設立新公司，並夥拍

國內汽車製造商開展小巴製造業務。項

目團隊正密切與贊助公司洽談技術應用

授權。 

 

該研發成果獲得 2021 年「日內瓦國際

發明展」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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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展 

8. 夾層金屬及塑膠／纖維板材衝壓成形

技術 

 

 

 

本項目可實現以鋁合金或者鋼鐵板材作

為三明治結構的表面層，中間層則以輕

質的塑膠和其複合材料，例如碳纖維、

玻璃纖維複合板組合構成。相對同等強

度的鋁合金或者鋼鐵板材，可以實現最

高達 60%的減重效果，並對 10Hz 以下

的常見車身振動所產生之噪音有著明顯

的吸震隔音效果。 

 

項目已完成並引證技術可行性，現可用

作製造汽車小型夾層件之樣辦及進行小

批量生產，並已在兩家本港企業進行試

製，效果滿意。現計劃與香港汽車零部

件工業協會等機構合作開發中大型夾層

板材的量產設備，有效生產各種材料組

合夾層板材，由香港廠商試製中大型汽

車夾層板材零部件，展現夾層板在輕量

化及吸震方面的優勢，推動技術商品化

及市場應用。 

 

 

 

 

 



附件 B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2019-20 及 2020-21 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8-19 年度 2019-20 年度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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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 

贊助 

平台1 17 272.4 75.5 27 439.0 91.2 15 218.0 48.8 

合作2 0 0 0 0 0 0 2 14.3 7.2 

種子3 21 58.0 不適用 17 47.3 不適用 14 39.1 不適用 

總計： 38 330.4 75.5 44 486.3 91.2 31 271.4 56.0 

公營機構

試用計劃

項目 

1 3.0 不適用 2 18.0 不適用 3 10.5 不適用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8-19 年度 2019-20 年度 2020-21 年度 

員工 83.2 97.6 104.2 

租金 28.5 30.6 31.6 

設備 5.0 3.4 3.6 

其他 40.2 38.6 34.6 

總計： 156.9 170.2 174.0 

 

  

                                                           
1   平台項目須業界投入相等於項目成本至少 10%  的贊助。  

2   合作項目須業界投入相等於項目成本 30%-50%  的贊助。  

3   種子項目為較具前瞻性和探索性的研發項目，無須業界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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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8-19 年度 2019-20 年度 2020-21 年度 

業界贊助 75.5 91.2 56.0 

特許授權費/特許權使用費 0.6 2.1 3.0 

合約服務 20.4 23.7 7.0 

其他 0.2 0.1 0.0 

總計： 96.6 117.0 65.5 

項目成本： 266.4 360.2 190.2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36% 33% 34% 

 

IV. 其他表現指標 

 

 2018-19 年度 2019-20 年度 2020-21 年度 

受惠於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 

機構數目 

2 4 7 

聘用的研究員數目 

提交的專利申請數目 

67 

66 (54) 

125 

66 (45) 

178 

66 (57) 

註：括弧內的數字為獲批的專利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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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 

部份項目在研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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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 

1. 適合香港的流動車聯網

（C-V2X）技術 

 

 

應科院研發的流動車聯網技術，車輛與

車輛、車輛與行人、車輛與道路基建，

以及車輛與網絡之間可以實時傳遞訊

息，實現人、車與道路基建互相協調配

合，即時為道路使用者提供路面狀況與

作出警示，加強道路安全及輔助駕駛。

同時，車聯網技術可應用於實時交通監

察、事故管理及行車路線規劃等方面，

以提高交通效率。長遠而言，車聯網更

能配合自動駕駛技術發展，協助自動駕

駛汽車判斷隱藏危險，提升道路安全。 

 

應科院在2021年3月展開了為期約9個

月的車聯網（C-V2X）公路測試，由科

學園至沙田市中心，全長14公里，研究

及測試車聯網技術在香港道路的實際應

用場景、所需的網絡及相關基建。 

 

2. 以人工智能對特殊教育需求的

學生提供量身定制的培訓 

 

  

 

 

 

 

 

 

 

 

 

 

應科院正在開發一套人工智能應用軟

件，用於分析有特殊教育需要（SEN）

之兒童的行為，使非專業人士（如父

母）可為孩子進行培訓，紓緩特殊教育

治療師短缺和費用高昂的問題。 

 

該軟件可幫助教育心理學家加快評估過

程，並創建更有效的個性化教育計劃。

客戶期望該系統可以將營運成本降低五

成，並為更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

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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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科技 狀況／進展 

3. 新一代碳化硅矩陣變換器 

 

 

應科院開發基於新型碳化矽（SiC）器

件 的 新 一 代 矩 陣 轉 換 器 模 組

（NSM）。主要交付成果包括兩種核

心技術： 1200V SiC器件的設計與加工

（包括器件模擬，版圖設計以及工藝流

程開發）；先進倒裝芯片封裝技術（包

括雙向開關以及矩陣轉換器的電路版圖

設計；封裝工藝流程開發以及熱模擬

等）。 

 

本項目的最終目標不僅提供一個技術平

台，更提供一套切實的解決方案，幫助

大中華區的電力電子從業員緊貼不斷提

升的市場需求，增強他們的技術競爭

力。開發的解決方案已獲得了一間本地

科技公司接納及採用。 

 

 

4. 生物識別穿透式頭戴顯示器 

 

 

 

應科院開發了一套使用眼球視線追蹤功

能來實現人機交互的輸入控制，以及虹

膜識別技術來進行身份識別的頭戴顯示

器。這項技術能夠在現實生活中作廣泛

應用，例如經由眼睛注視而向電腦發出

指令。產品配備了可應用於小型顯示器

的全高清擴增實境（AR）顯示系統，

為用戶提供60度大視場顯示體驗。成本

低廉是這項產品主要優勢之一，目前已

進入樣版原型階段，由潛在商業客戶進

行測試和評估。 

 

該研發成果於2019年度「香港工商業

獎｣ 獲得「設備及機械設計｣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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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科技 狀況／進展 

5. 智能珠寶衛士 

 

應科院採用先進的小型三波段激光光譜

技術，配備自適應和高精度傳感器及採

用智能算法，透過一觸式光學檢查，能

迅速分辨鑽石屬天然，還是人工合成；

翡翠屬天然 A貨，還是經過化學處理的

B 或 C 貨；珍珠屬海水珠，還是淡水珠

等等。目前已進入樣版原型階段，由潛

在商業客戶進行測試和評估。 

 

該研發成果於「2020 香港資訊及通訊

科技獎：智慧生活獎」獲得銀獎，以及

於 2019 年「第 47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

展」獲得評判特別嘉許金獎。 

 

 

 

 

 

 

 

6. 基於封閉式無線電接取網路平

台的商業級基站 PHY層參考設

計 

 

 

 

 

 

 

 

 

 

 

 

 

 

 

 

 

 

應科院為一間國內電訊設備公司提供

「基於封閉式無線電接取網路平台的商

業級基站 PHY 層參考設計」，當中功

能為開放式無線電接取網路的開放分散

式單元研發達到所需「3GPP Release 

15」的業界標準。 

 

該技術可使客戶增強他們在 5G 基站、

5G 終端和 5G 測試工具中的產品開發能

力及優勢。 

 

 

 

 

 

 

 
伺服器 

Server 

應科院 5G 基站

PHY 層軟件 

ASTRI 5G Base 

Station L1 PHY 

Solution 

(Remote Radio Units) 

Distributed 

Unit (DU) 

5G Core 

Base Station 

CPU L1 PHY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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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科技 狀況／進展 

7. 新電子道路收費系統和方案 

 

 

應科院開發了一套結合流動車聯網

（C-V2X）和超寬帶（UWB）的精確

定 位 技 術 的 電 子 道 路 收 費 系 統

（ERP）。該系統利用現有的路邊基礎

設施感應行經的車輛，無須安裝昂貴的

門架及鋪設光纖網絡，所需傳感器的數

量亦較少。該系統易於安裝和轉移，大

大縮減建設電子道路收費系統所需的時

間及成本。 

 

該研發成果於「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

科技獎：智慧出行（智慧交通）獎」獲

得銅獎。 

 

 

 

 

 

 

 

8. 智能知識管理平台 — 基於人工

智能及自然語義處理 

通過「智能知識管理平台 — 基於人工

智能及自然語義處理」試用項目，我們

為環保署建立了一套智能系統，以自然

語義處理技術，對日常接收的查詢及投

訴電郵進行分析和分類，並整合到其內

部系統作進一步跟進，減省依賴人手處

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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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科技 狀況／進展 

9. 專業領域混合語言的語音轉換

文字 

 

應科院分別與香港警務處及一家非牟利

慈善機構合作，透過公營機構試用計

劃，研發專業領域的廣東話口語混合英

語的語音轉換文字智能系統。研發團隊

將人工智能、深度學習及自然語言處理

演算法等技術應用於系統，經過不斷學

習及調整，將混合語言轉換成文字。透

過該應用系統，一方面減輕警務人員處

理語音檔案的人力資源壓力，有效提高

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系統能幫助聽障

學童在課堂上適時學習，打破溝通隔

閡。 

 

 

 

10. 新一代冷凍食品進口安全管理

平台 

 

 

 

 

 

 

 

應科院為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及

食物安全中心開發一個「冷凍食品進口

安全管理｣樣板平台，將分佈式總帳技

術與物聯網（IoT）相結合，簡化文件

處理及傳遞流程，加強追踪進口冷凍食

品物流過程。該技術於 2021 年通過在

文錦渡檢查站與食環署及食物安全中心

的實地測試以及功能驗證。 

 

 

 

11. 便攜式遠程氣體探測器 

 

 

 

 

 

 

應科院現正與香港消防處合作開發一種

便攜式遠程氣體探測器，採用紅外光譜

技術，讓消防員在安全距離外遠程監測

目標環境中的易爆氣體濃度，如甲烷、

一氧化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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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科技 狀況／進展 

12. 濾水廠和讀錶系統智能化 

 

 

 

 

 

 

 

 

應科院研發出基於物體檢測與定位技術

感應器和遠距離無線電（LoRa）的物

聯網監測技術，透過在濾水廠範圍內安

裝智能感應器，包括水位監測、氯氣洩

漏警報、樹木倒塌和闖入警報等，協助

水務署在濾水廠和讀錶系統上進一步智

能化，在發現數據異常時會自動發出警

報，提示人員作出應變及跟進。 

 

 

 

13. 便攜式智能酒精檢測儀 

 

 

 

應科院與香港海關合作開發便攜式智能

酒精檢測儀，通過先進的微型光譜儀技

術及智能算法，可利用智能手機直接檢

測透明包裝的酒精消毒產品的酒精種類

及濃度，包括是否含有甲醇，保障消費

品安全及公眾健康。 

 

 

 

 

 

 



附件 C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2019-20 及 2020-21 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8-19年度 2019-20年度 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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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 

贊助 

平台1 12 66.7 13.0 7 45.2 8.8 14 65.2 12.6 

合作2 4 8.9 4.6 1 8.7 4.4 4 10.5 5.4 

種子3 4 11.2 不適用 1 2.8 0.1 2 5.6 不適用 

總計： 20 86.8 17.6 9 56.7 13.3 20 81.3 18.0 

公營機構

試用計劃

項目 

3 6.7 不適用 3 5.2 不適用 2 6.2 不適用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8-19年度 2019-20年度 2020-21年度 

員工 23.9 25.3 28.7 

租金 3.0 4.7 5.4 

設備 2.5 0.9 0.7 

其他 7.7 8.3 7.4 

總計： 37.1 39.2 42.2 

 

  

                                                           
1   平台項目須業界投入相等於項目成本至少 10%  的贊助。  

2   合作項目須業界投入相等於項目成本 30%-50%  的贊助。  

3   種子項目為較具前瞻性和探索性的研發項目，無須業界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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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8-19年度 2019-20年度 2020-21年度 

業界贊助 17.6 13.3 18.0 

特許授權費/特許權使用費 0.2 0.6 2.2 

合約服務 6.3 26.8 2.2 

其他 4.4 1.9 1.2 

總計： 26.0 42.4 23.6 

項目成本： 75.6 53.9 75.7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34% 79% 31% 

 

 

IV. 其他表現指標 

 

 2018-19年度 2019-20年度 2020-21年度 

受惠於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

機構數目 

13 14 12 

聘用的研究員數目 

提交的專利申請數目 

77 

37(6) 

89 

29(7) 

90 

24(12) 

註：括弧內的數字為獲批的專利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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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 

部份項目在研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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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進展 

1. 再生纖維素基不含全氟化合物

表面處理  

 

 

 

傳統上，衣物的疏水特性是透過把對人

體及環境有害的全氟化合物應用在紡織

品上而形成。 

 

此項目研發出一項嶄新的疏水表面處理

方式，利用紡織廢料中的天然及不含全

氟化合物的再生纖維素材料製成，較含

全氟化合物的物料安全。過程經過兩個

化學處理步驟，包括通過疏水化學處

理，改良再生纖維素粉末的疏水性能，

加強拒水效果；再加入功能性添加劑，

提高織物的耐洗性能。 

 

該研發成果於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評審團特別嘉許金獎。 

 
 
 
 
 

 

2. 利用苯胺類降解性菌群處理紡

織染整廢水的可持續方案  

 

 

 

 

此項目展示了一種可持續而具經濟效益

的紡織印染廢水處理方法。透過創新方

案將微生物物種分析及生物降解性能結

合，培養一株專門降解苯胺的菌群以處

理紡織廢水，並加強生物廢水處理能

力。而苯胺類降解性菌群經過培養及固

定的過程後，可將紡織廢水內的苯胺類

化合物降解至無法檢測的水平。 

 

項目與一間本地企業位於大灣區的工廠

進行試驗。這種利用物種識別的方法，

可讓我們更詳細了解生物廢水處理環境

中的微生物菌群。  

 

該研發成果於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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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展 

3. 以低電壓驅動的柔性電致變色

紗線 

 

 

 

這項目透過將電致變色材料應用在柔性

導電紗線上，從而開發在低電壓時轉變

顏色的柔性電致變色紡織品顯示產品。

這項具可持續性的方法製作出柔性電致

變色紗線，並紡於織物上，以不同組合

顯示數字。當在織物施加低電壓時，柔

性電致物料可以變色。 

 

這項技術不單節省能源，亦可在紡織業

上廣泛而簡易地應用，為新一代時裝紡

織物的顯示產品開創新機遇。 

 

該研發成果於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金獎。 

 
 
 
 
 
 
 

 

4. 嶄新蛋白質纖維分離法  

 

 

 

 

這項環保的摩擦生電系統利用不同紡織

纖維的摩擦生電特性，把蛋白質纖維從

合成纖維分離。 

 

整個過程不需使用化學品或水，確保不

會有任何污水排出而污染環境。而當中

所收集到的纖維依然整潔，完好無損，

可用於生產全新的功能性或高價值時

裝，滿足不同市場的需要。 

 

該研發成果於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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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展 

5. 測量睡眠舒適度的睡眠舒適系

統  

 

 

 

 

 

為了評估及監察人體在床上睡眠時的微

環境、觸感及壓力分佈，這個睡眠舒適

系統透過測量床上用品在熱濕、觸感及

生物力學三項因素，評估睡眠時的舒適

程度。 

 

系統由硬件及軟件組成，在相互整合後

可調節睡床在微環境及生物力學的舒適

度，從而調節個人睡眠舒適度。 

 

本項目獲一間本地睡眠產品公司贊助，

該公司亦為項目的種子研究階段的技術

合作伙伴。該研發成果於 2021 年「日

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銀獎。 

 

 

6. 仿生孕婦功能足護系統 

 

 

 

懷孕令體重上升，鬆弛素荷爾蒙增加，

這都可能導致孕婦腳腫及足弓塌陷。此

項目採用三維立體針織/增材製造/模塑

材料的先進技術，以及仿陸棲生物足部

特徵及人體工學設計，開發仿生功能足

護系統。 

 

這個仿生孕婦功能足護系統可以因應孕

婦足型變化而改變，加強足弓支持，減

少足底峰壓，從而緩解足痛，改善孕期

足部健康。 

 

這是與一間本地大學合作的項目。該研

發成果於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明

展」獲得銀獎。 

 

 



- 6 - 

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展 

7. 為香港運動員提供高性能運動服

和裝置 

 

 

 

 

這項目針對田徑、賽艇、保齡球及欖球

運動特性，為超過 100位體育學院運動

員設計及製作高性能運動服和裝置，包

括護肘、護膝、護踝、壓力服丶壓力襪

丶短褲和運動服。冀望為運動員於激烈

訓練、國際比賽(如東京奧運)及賽後恢

復提供適切的裝備，協助他們提升表

現，  給予保護，並幫助運動後的紓緩

和恢復狀態，避免受傷。  

 

 

 



附件 D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2019-20 及 2020-21 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8-19 年度 2019-20 年度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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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 

贊助 

平台1 6 73.5 18.7 4 63.8 3.4 10 99.3 19.6 

合作2 2 2.6 1.3 4 16.7 6.0 4 15.3 7.7 

種子3 6 16.7 不適用 10 31.6 3.7 7 18.3 0.4 

總計： 14 92.8 20.0 18 112.1 13.1 21 132.9 27.7 

公營機構

試用計劃

項目 

11 31.1 不適用 7 47.5 不適用 4 12.5 不適用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8-19 年度 2019-20 年度 2020-21 年度 

員工 23.9 28.4 28.0 

租金 9.7 12.4 17.2 

設備 0.8 1.7 0.4 

其他 2.8 0 0 

總計： 37.2 42.5 45.6 

 

  

                                                           
1   平台項目須業界投入相等於項目成本至少 10% 的贊助。 

2   合作項目須業界投入相等於項目成本 30%-50% 的贊助。 

3   種子項目為較具前瞻性和探索性的研發項目，無須業界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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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8-19 年度 2019-20 年度 2020-21 年度 

業界贊助 20.0 13.1 27.7 

特許授權費/特許權使用費 0.4 0.3 0.3 

合約服務 9.6 15.6 23.8 

其他 0.1 0.1 0.0 

總計： 30.0 25.3 52.6 

項目成本： 64.6 26.9 80.9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46% 94% 65% 

註：在 2020-21年度由 2019 新冠病毒的防疫工作而展開的特別合約服務收入並未有包括在
計算內。 

 

IV. 其他表現指標 

 

 2018-19 年度 2019-20 年度 2020-21 年度 

受惠於公營機構試用計劃

的機構數目 

31 33 24 

聘用的研究員數目 

提交的專利申請數目 

13 

46 (5) 

13 

47 (7) 

15 

45 (18) 

註：括弧內的數字為獲批的專利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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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 

部份項目在研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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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 

1. 「居安抗疫」電子手環及監察系

統 

 

 

 

在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方面，為

配合政府實施家居檢疫措施，中心研發

低功耗藍牙電子手環及監察方案，配合

本地科技初創公司採用地理圍欄技術開

發的「居安抗疫」流動應用程式，有效

監察接受檢疫人士是否留在指定居所。 

 

「居安抗疫」電子手環及監察系統已獲

海外國家或地區引進使用，中心已向百

慕達及夏威夷等地區付運約一萬五千隻

電子手環，而智利、土耳其、以色列及

沙特阿拉伯等國家亦正在進行測試。 

 

該研發成果在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金獎。 

 

此外，中心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開發了

一個嚴密系統，將二維碼╱條碼識別

碼、電子封條、藍牙和全球定位系統整

合成為一個控制網絡，實時追蹤所有樣

本箱和運送車輛，確保樣本安全送抵實

驗室。及後政府於本年二月推出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時，中

心亦利用本地研發的電子鎖技術和應用

物流及倉儲管理的流動技術，開發了相

關的疫苗訂購、付運監控及交收系統，

協助食物及衛生局管理疫苗的供應、運

送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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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科技 狀況／進展 

2. 利用DGNSS提供更準確的定位服

務 

 

 

 

 

中心和一間本地大學共同開發一個綜合

解決方案，利用差分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 Differential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簡稱 DGNSS），整

合微機電系統慣性傳感器及街道三維模

型，改善在密集市區因訊號遮擋等因素

而導致嚴重定位誤差的問題。 

 

該研發成果在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銀獎，並於土木工程拓展署

成功試用。地政總署也利用此技術建立

了一個網上坐標修正工具，為公眾提供

不同坐標系統之間的即時修正，截至

2021 年 3 月，該工具已錄得共 18 億次

的應用。 

 

 

 

 

 

 

3. 具有點到點導航策略的送遞機械

人 

 

 

中心為自主機械人開發了一種中程距離

傳感技術的計算方法，以解決機械人團

隊進行協調以及在複雜的環境中（如機

場和倉庫）執行點對點導航的挑戰。 

 

具有點到點導航策略的送遞機械人安裝

了光學雷達，並利用深度學習技術，即

使處於人多擠迫的環境中，也能預測出

動態場景變化，避開障礙物把物品運送

到目的地。 

 

該研發成果在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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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科技 狀況／進展 

4. 通過智能合約、區塊鍊和人工智

能技術，實現電子商貿／電子物

流交易執行的雲端計算系統 

 

 

隨著越來越多中小微企業在互聯網上創

建和擴展業務，中心正開發一系列解決

方案以促進企業於網上完成商業交易的

合同、運輸和支付安排。解決方案包括

一個運用人工智能和深度學習的翻譯引

擎，能更準確地翻譯專業領域（如營

銷）的業務文檔和轉錄虛擬會議的討

論，使交易各方能夠在不同語言環境下

進行業務交流。 

 

現時，香港投資推廣署正利用該技術，

把宣傳品翻譯成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等

外語，減省了翻譯過程中所需的人力及

時間資源。 

 

該技術將鞏固香港在大灣區及國際市場

的優勢，加強香港作為國際樞紐中心的

地位。 

 
 

5. 劃時代保險鏈 

 

 

 

中心與一家初創企業共同開發應用於保

險業的區塊鏈技術，讓不同保險公司在

獲得許可的情況下有效地共享和追蹤保

單資料，核查客戶索償紀錄，不僅能使

流程更順暢，節省營運成本，而且能避

免虛假保單等問題，提升整體效率及準

確度。該初創企業正積極為這「劃時代

保險鏈」進行商品化。 

 

該研發成果在 2021 年「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得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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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科技 狀況／進展 

6. 香港的未來倉庫 

 

 

中心開發了一種適用於本地倉庫、工廠

和大型零售商店的自動隨行機械人和列

隊行駛技術，幫助提高倉庫效率。 

 

自動隨行機械人能幫助操作員搬運沉

重、大件的物品，讓他們只需在貨架上

取回貨物，可保障職業安全及減省人力

成本。 

 

該研發成果在 2019 年「第二屆亞洲發

明展覽會｣獲得銅獎。 

 

 

7. 用於倉庫自動車系統的自動協調

及平衡技術 

 

 

 

 

針對空間有限的密集式存放倉庫，中心

研發了一種自動運輸車自動協調及平衡

技術。提貨人只需輸入提取要求，運輸

車便會自行移動貨架至取貨地點，亦會

協調多部運輸車同時運作，並計算貨架

重心位置，防止貨架翻側。除了降低人

力成本外，倉庫亦無須為每一個儲存位

置預留提取空間，節省了大量的空間資

源。此技術已獲本地迷你倉業界所採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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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科技 狀況／進展 

8. 應用在防止山泥傾瀉工程的電子

表格系統 

 

 

中心利用區塊鏈及點對點網絡儲存技

術，開發了工作流程管理和電子表格框

架系統，並應用在長期防治山泥傾瀉工

程項目，以監測工程中的各種工作流

程。 

 

該技術特別適合應用於土木工程項目，

當中需要監管多個施工單位的工作流

程。該系統能取代現時的手寫表格，提

供一個更可靠及可追溯的工作流程紀

錄。 

 

中心正與土木工程拓展署試用該系統。 

 

 

 

9. 利用計算機視覺與機器學習的施

工品質管控技術 

 

 
 

中心和一間本地大學共同開發利用計算

機視覺與機器學習的施工品質管控技

術，利用工地現有的監視鏡頭，分析地

盤施工過程是否存在品質偏差或缺陷，

將目前依賴人手記錄的品質管控程序自

動化。 

 

該研發成果已於多個建築施工地盤成功

試用，並於 2019 年「日內瓦國際發明

展」獲得金獎。 

 

 

 

 
 

 



附件 E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2019-20及 2020-21年度營運概要 

 

I. 新研發項目及業界贊助(百萬元)  

 

 2018-19年度 2019-20年度 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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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項目 

數目 

項目 

成本 

業界 

贊助 

平台1 4 27.6 4.5 6 53.2 14.4 12 81.5 15.8 

合作2 26 90.6 43.6 22 68.0 32.4 14 50.5 22.8 

種子3 11 30.7 不適用 11 30.7 不適用 6 16.8 不適用 

總計： 41 148.9 48.1 39 151.9 46.8 32 148.8 38.6 

公 營 機

構 試 用

計劃 

項目 

2 2.4 不適用 4 6.1 不適用 10 23.3 不適用 

 

 

 II. 營運開支(百萬元) 

 2018-19年度 2019-20年度 2020-21年度 

員工 39.6 42.3 43.0 

租金 9.4 11.4 13.0 

設備 6.8 7.5 6.0 

其他 17.8 17.5 17.8 

總計： 73.6 78.7 79.8 

 

 

  

                                                           
1   平台項目須業界投入相等於項目成本至少 10%  的贊助。  

2   合作項目須業界投入相等於項目成本 30%-50%  的贊助。  

3   種子項目為較具前瞻性和探索性的研發項目，無須業界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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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來自業界的收入(百萬元) 

 

 2018-19年度 2019-20年度 2020-21年度 

業界贊助 48.1 46.8 38.6 

特許授權費/特許權使用費 2.9 3.1 2.8 

合約服務 12.8 8.0 12.8 

其他 2.2 1.2 2.2 

總計： 65.4 57.4 55.4 

項目成本： 118.1 121.2 132.0 

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55% 47% 42% 

 

 

IV. 其他表現指標 

 

 2018-19年度 2019-20年度 2020-21年度 

受惠於公營機構試用計劃

的機構數目 

19 9 34 

聘用的研究員數目 

提交的專利申請數目 

6 

 

65(27) 

14 

 

68(26) 

31 

 

85(19) 

註：括弧內的數字為獲批的專利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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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年度及 2020-21 年度 

部份項目在研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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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進展 

1. 高功率印刷電池 

 

研發院以先進材料研發了一種柔性及纖

薄的印刷電池，能提供高電流和高功率

輸出，以推動遠程物聯網電子設備。 

 

該研發成果已獲得多項國際大獎，包括

「愛迪生獎」金獎、「全球百大科技研

發獎」、「CES消費電子展」創新獎，

以及「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評審團特別

嘉許金牌。 

 

2. 應用於高能耗物聯網設備的  

長壽命電池 

 

研發院專為物聯網設備開發了一系列長

壽及安全電池，具雙倍電池壽命，  並

能在攝氏-40度至 85度的寬溫度區間內

操作，開拓相應物聯網設備使用的地理

範圍。該電池已推出市場，用於車輛物

聯網的 T-BOX 及太陽能推動的追踪

器。 

 

該研發成果已獲得多項國際大獎，包括

「愛迪生獎」銀獎、「CES 消費電子

展」創新獎，以及「日內瓦國際發明

展」評審團特別嘉許金牌。 

 

3. 不含殺菌劑自身斥菌塑料 

 

研發院成功研發製造抗菌塑料技術，不

含可釋出殺菌劑，並且與注塑等傳統的

製造過程兼容，可應用於食物容器至醫

療用品等各類不同範疇。 

 

數種斥菌樹脂已在市場發售。此自身斥

菌塑料技術更被應用於研發斥菌呼吸

管、斥菌浴室用品、斥菌飲用水樽，以

及用於印製兒童圖書和食物紙盒的光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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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展 

4. 納米泡沫路面無塌陷回填材料 

 

研發院研發了一種自流平、自壓實的類

土壤回填材料。此可流動填充材料與傳

統回填材料不同，能連續灌注到溝槽

中，無需以傳統方法將土壤逐層壓實，

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路面質量。 

 

在支持機構之一的路政署的支持下，此

無塌陷回填材料已被應用於中九龍幹線 

– 啟德東項目。材料亦在土木工程拓展

署的土力工程處防治山泥傾瀉工程試驗

計劃中應用。 
 

5. 納米氣泡技術 

 

研發院成功研發了一部臭氧納米氣泡水

系統，可以有效氧化水中的細菌和病

毒，破壞其外層結構，滅活 99%常見細

菌，包括：大腸桿菌和退伍軍人桿菌。

該系統現正在部分公廁試用，包括食物

環境衛生署位於長沙灣東京街公廁的沖

廁系統，以減少沖廁水中 90%的細菌

量，防止生物膜在馬桶表面形成，亦幫

助減低 50%馬桶內排泄物產生的異味。 

 
 

 

6. 長效抗菌抗病毒塗料 

 

 

研發院研發的長效抗菌抗病毒塗料可應

用於塑料、金屬、陶瓷、玻璃和木材等

表面，形成持久的保護層；亦可應用在

個人防護裝備和衣料纖維等軟表面上，

或用作消毒液，提供長效消毒效能。 

 

在 2019 冠狀病毒疫情下，該塗料已授

權給多間企業作多項用途。當中包括為

香港及內地的場所 /設施提供抗菌抗病

毒噴塗的服務，以及用於口罩及手部消

毒噴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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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科技 狀況 / 進展 

7. 自清潔抗菌生物搪瓷板 

 

研發院研發了自清潔抗菌搪瓷板，對微

生物、黴菌及細菌具有高效的抗菌能

力，實現更清潔、更安全的生活環境。

此搪瓷板將會在建築署和機電工程署轄

下設施，包括立法會大樓、天水圍臨時

街市，以及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使用。 

  

 

8. 電子肌肉物料  

 

研發院採用記憶高份子聚合物，及通過

調整聚合物份子結構，研發了以可調溫

度控制的形狀還原 /塑形物料。此物料

已被應用於開發一款全新洋娃娃玩具系

列的「頭髮」，別具創意。產品已於

2020年 5月推出市場。 

 

 

 

 

 

9. 高性能衝擊保護工業安全手套 

 

研發院研發了創新的衝擊防護物料，用

作生產高性能工業安全手套。相比傳統

的熱塑性橡膠手套，能提供更好的防衝

擊、耐高溫能力和更佳的舒適度。產品

已成功推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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