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大樂：大眾應開「願望清單」 監

督創科發展 
 

 

【明報專訊】近期特區政府很努力地推動科技創新的課題，而新聞媒體也算是相當配合，

撥出一定的篇幅作詳細報道。不過就算做足宣傳推廣，市民的反應也只屬一般而已。這樣

的情况並不叫人感到意外，事關長久以來由本地政府官員、經濟學家、工商界，到建制派

政黨均對發展科技（尤其是由政府來推動）抱着懷疑的態度。一來這是違反他們長期信奉

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二來他們亦不相信香港搞高科技會有好的下場，如此這般，傳統建制

其實並不相信這一套。過去談到科技創新、再工業化（或產業回流），最有可能表示支持

的是廣義中的政治反對派。但現在由特區政府提出，則很難會令他們有積極的回應。而更

重要的是，民間智慧對此也一直是半信半疑（究竟政府對此有多認真？最後能對他們帶來

多少直接的好處？），所以社會反應相當平淡，應該是可以預計得到的。 

對於特區政府肯在經濟發展上「適度有為」（雖然具體而言是些什麼，還未清楚），實應

視為一件好事；起碼這跟繼續務虛好得多。針對政府的舉動，我認為與其大潑冷水或表示

有所保留，不如大家參與開出「願望清單」，監督政府各種措施怎樣才能收到預期之效

果。 

定成就指標 政府不能例外 

坦白說，我對於今回政府推動科技創新甚有期望，因為難得它願意為社會經濟發展定下目

標（我一直批評梁振英政府沒有經濟政策，是一個不懂創造收入的政府），是只許成功不

許失敗的大計，可為港人在未來 3 年、50 年提供發展的方向。對此，我們作為市民大

眾，應為特區政府（仿效時下各大機構經常採取的規劃手法）設計一系列主要表現指標，

並用來衡量、評估它的工作表現。今天，政府推動科技創新為的是要令香港經濟轉型，促

進經濟增長與發展，為港人創造各種機會，令人人豐衣足食。所以，若干年後我們的人均

收入要達到某個水平？經濟要每年有某個百分點的增長幅度？每年要產生多少間世界 500

強的港資企業？多少個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港人企業家？還有在某年開始香港要成為某個

創新產業的基地等。近年任何類型的機構談策略、未來發展，都不能不提出一些成就指

標，特區政府肯定不能例外（相信政府領導們也曾對不少機構提出類似的要求）。特區政

府將會怎樣逐步邁向這些目標，達成這些指標所定下的進度，實在是一件令市民很有期望

的事情。而特區政府在短期之內，亦應公開有所交代。 

在地發展科研 須有長遠打算 

當然，投資發展科技創新，不應着眼於短期回報，也不應該期望立即便有收成；這是一項

長期的計劃，不宜操之過急，更不應追求短期利益。不過，話雖如此，在某些方面，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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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需要立即行動，而且在短期之內要有明顯的動作和可見的效果。舉例：人才培養的問

題。 

究竟特區政府所謂推動科技創新，是指在地發展科技、研究及相關產業？還是一如以往，

是在港發展有關科技的商業服務，為內地（尤其是近期刻意強調深圳的角色）搭建平台，

從中取利？這個基本的方向問題，留待特區政府日後回答。若指的是後者，則毋須太大動

作，也可有所發展。不過，如果政府的意思是前者，則在極短期之內亦必須行動起來。人

才培養的事情，一定要十年八載才見成效，在地發展科研，必須有長遠打算，這樣才可以

持續發展下去。所以，眼前必須立即做出的決定，就是從後年開始，應該在本地大學增加

多少直接或間接與科研有關的學科的（本科及研究生）學位。而增加學位的事情，也不應

只談兩三個學年，而是應該全面轉向，逐年遞升，方能收「科技興港」之效。政府打算如

何在不同大學之間重新分工、定位，也是需要立即起動的工作。至於新增學位，從何而來

（政府增加撥款？還是廢商科而興科技？），也要有個說法。新政出台，應指日可待。 

而單靠增加學位，不足以發展人才。長期以來，家長與學生都不認為科研是理想出路，對

有關學科敬而遠之。因此，只增加學額，並不保證最優秀的學生便會投入其中。短期之

內，要把優秀學生引導到相關學科，甚至轉而視研究為人生理想，最有效之方法是設立獎

學金。由政府牽頭，而商界配合，只要政府領導擔起角色，不出兩三個星期便可成事。 

以上所講的數點，顯而易見，相信特區政府對此亦早有計劃。特區政府要表達「科技興

港」的決心，大可在日內宣布一系列短、中、長期計劃，並有系統的操作方法，就算要移

風易俗，相信也可以迎難而上。 

本人是科研的門外漢，對政府大力推動科技創新，沒有直接利益。不過，一想到重大突破

及轉型已在眼前，實難掩興奮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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