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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專業協會對本年度《施政報告》之回應 

    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今日公佈任内第二份《施政報告》，本會對於特首在報

告中繼續表達對推進香港創新科技的支持表示歡迎，並對於特區政府在特首的

帶領下在過去一年於搶人才、搶企業方面取得的成果表示讚賞。 

    本會感謝特區政府回應本會的多項建議，包括在《報告》中宣佈下調股票

印花稅的稅率，由現時買賣雙方各按交易金額支付 0.13%，下調至 0.1%，提升

股票流動性，本會認爲有關安排對減低科創企業集資的成本及提升上市科創企

業的估值具有正面作用，相信配合《上市規則》第 18A章、18C章的相關上市條

款，特區政府提出的 GEM 市場（前稱創業板）改革，以及落實簡化轉往主板的

機制、增加科研公司上市途徑等，將有助促進整個香港科創初創生態圈的發展。 

    此外，對特區政府回應本會有關持續便利人才的建議，例如本會建議的便

利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科研人員進出的安排，包括預先登記、利用科技簡

化園區往來，包括研究以人面識別技術達到無感過關，以及在《報告》中宣佈

包括透過成立成立實體「人才服務辦公室」、擴大「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大學

名單、放寬簽證安排、落實「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以及職專畢業生留港計劃

等措施，進一步吸引人才來港、留港，本會表示支持，相信能在中短期緩解科

創業界面對人才不足的問題。 

  同時，本會歡迎特區政府於《報告》中進一步落實《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

圖》的多項措施，包括成立「新型工業發展辦公室」、促進微電子研發、加速在

數碼港建設超算中心、支援初創企業成果轉化等，本會期待隨著更多建設落成，

對促進香港於新型工業化、半導體技術、人工智能等有促進作用。其中在建設

超算中心方面，本會認爲隨著數字經濟發展，已有大量數據需要處理，加上鄰

近地區如深圳有鵬城實驗室、珠海橫琴等等，亦已興建超算中心，故此投放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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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建設超算中心，對於香港發展成「數據港」有重要作用。本會建議在建設超

算中心的同時，亦應同時加强本地人才培訓以及與大灣區内城市以及鄰近省份

例如貴州等的合作。 

     

    本會對於《報告》中提出計劃和深圳市政府共同推進深港兩個園區的協同

發展研究創新性的措施表示支持。事實上，自國務院發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

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規劃》)後，深圳方已制定了系列落實措施，本

會期待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繼續深度合作，實踐「一國兩制」下「一河兩岸」

的「一區兩園」，匯聚和發揮港深兩地優勢，推進科技創新發展，並建議根據實

際情況，進一步優化並豐富深圳和香港共同研究編制的《聯合政策包》，以其加

快達成《規劃》中訂立的 2025年/2035 年發展目標。 

    本會在《報告》的諮詢時曾建議，借鑒現有中外合作園區模式，在粵港兩

地互設核心產業園區，從而打破在人才、資金、信息、商品等生產要素方面的

跨境流通障礙，本會對《報告》中提出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正研究運用其管

理的「大灣區投資基金」，與廣東省政府和其他機構合作，共同設立基金，投資

於大灣區具有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項目表示歡迎。本會建議特區政府可以投資有

關的產業園區，協助香港科創企業在大灣區内發展。 

     此外，本會對於《報告》中宣佈推出 100 億元「新型工業加速計劃」、推

動數據跨境流動、設立第三個 InnoHK 平台等措施表示支持。對於「新型工業加

速計劃」，本會認同以（政府）1：（公司）2 的配對形式提供資助，但針對部分

科創初創企業資金不足的問題，本會建議針對初創企業，其配對金額可以透過

申請特區政府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或相關針對初創企業的資助，以協助

科創初創企業取得資助。 

     本會對於特區政府在《報告》中宣佈落實成立「數字政策辦公室」表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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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會認爲，將現時的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與效率促進辦公室合併，由

「數字政策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數據治理及資訊科技政策，整合

政府內部資訊科技資源，推動開放數據，協調各部門推出更多數字服務，對改

善「政出多門」的情況，更有效地推動香港在智慧城市的發展有正面幫助。本

會期望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能在制度上配合財政司司長主持的「數字化

經濟發展委員會」，更有效地進行跨部門協作。 

    本會對特區政府在《報告》中宣佈於今年內發布促進數據流通及保障數據

安全的管理辦法，以數據驅動發展，並在明年起推出數字政府及智慧城市「百

項方案」及與廣東省政府積極協作「數字灣區」，促進兩地政務服務「跨境通辦」

表示支持。但本會希望在落實「百項方案」的同時，應制定有效機制，確保優

先應用本地的科研成果以及面向本地中小企業進行采購，確保本地科創企業，

尤其是初創及中小企業能夠從中受惠。 

    本會對《報告》中提出透過資助加快擴展鄉郊及偏遠地區的流動網絡基建

設施，以及向流動網絡營辦商拍賣更多頻譜，提升網絡傳輸速度表示歡迎，但

本會認爲，要令 5G 網絡更有效地運用，特區政府應鼓勵業界研發更多配合 5G

網絡的應用，故此本會建議特區政府重新考慮設立於 2022年底停止接受新申請

的「鼓勵及早使用 5G技術資助計劃」，鼓勵各界及早使用 5G技術，推動創新和

智慧城市的應用，從而改善營運效率和服務質素，以及提升香港的整體競爭力。 

    此外，本會歡迎特區政府把每所指定大學技術轉移處的資助上限增加一倍

至 1,600 萬元，讓大學加強支援技術轉移和擴大市場拓展服務，從而帶動經濟

上或民生上的效益, 與及帶來創新及有經濟效益的活動。本會認爲，配合特區

政府現正推行的「產學研 1+」計劃，以及在《報告》中推行的「專利盒」稅務

優惠，對由專利所產生的合資格利潤的稅率，由現時 16.5%減至 5%，相信能提

升科研人員的積極性，鼓勵更多創科研發、轉化應用及商品化。 

mailto:iproa@iproa.org


互聯網專業協會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 145號 

多寧大廈 10樓 

電話: (852) 2778 0040 

傳真: (852) 3011 5070 

網站: www.iproa.org 

電郵: iproa@iproa.org 

 

    對於特區政府在面對全球網絡攻擊不斷增加的風險，着力提升關鍵基礎設

施（包括能源、通訊、交通運輸、金融機構等）網絡安全的保護，以立法方式

清晰訂定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的網絡安全責任，包括建立良好的防範管理體系，

以確保其資訊系統和網路安全運作表示支持，期待特區政府早日與業界溝通並

收集意見及建議，務求有關法例能按計劃於 2024 年內向立法會提交立法草案。 

     本會亦對於特區政府在《報告》中多處建議以科技創新提升市民生活質素

例如在公共屋邨引入創新科技，如使用物聯網感測器、人工智能及行動裝置等，

協助日常屋邨管理、政府部門帶頭使用建築模擬科技(BIM)、推動新能源交通產

業、推動智慧旅遊、擴闊「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的適用範圍等表示支持，

認爲本地科創企業提供龐大商機，並吸引更多資金及人才匯聚於本地科技創新

行業。 

    最後，本會對於對於《報告》中提出基本法第 23條立法並訂立時間表、以

及一系列關於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的措施表示支持。本會認爲，基本

法第 23條立法是落實特區政府應實踐的憲制責任，從法律層面確保實現中央對

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國家安全教育及愛國主義教育亦有助香港青年從小就

樹立愛國之志、報國之志，有利於促進香港融入灣區發展，推動香港的長期穩

定和繁榮發展。 

    本會期特區政府繼續以務實有爲的精神，在落實報告各項政策，尤其是科

創政策的過程中，與業界及持份者充分溝通，同時保持政策的靈活性，按實際

情況適時調整，在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以創新科技帶領香港同開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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