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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生活應用與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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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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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於創新科技的取態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7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香港絕對具備條件成為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

創新科技不是一個單
一產業，而是一種新

的發展模式。

發展創科，能帶來新
的產業及創造財富，
幫助更多青年人就業
，改善市民生活。

八大方向推創科發展
1.研發資源
2.匯聚人才
3.提供資金
4.科研基建
5.檢視法例
6.開放數據
7.政府採購
8.科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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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鼓勵市民於生活中應用創新科
技做了甚麼？

提供硬件配套

普及化的公眾宣傳及教育

於中、小學推行多元化的科技教育

加強保障網絡安全

協助弱勢社群接觸及應用科技

就開發具應用性質的創新科技項目提供財政支援

推動政府服務電子化

1

2

3

4

5

6

7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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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鼓勵市民於生活中應用創新科
技做了甚麼？

1

2

提供硬件配套

普及化的公眾宣傳及教育

免費電腦班 科技專題講座

科技展覽及公眾體驗活動 「創新科技月」及嘉年華

電腦 互聯網連接 智能身份證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青年創研庫
Youth I.D.E.A.S.

7

政府就鼓勵市民於生活中應用創新科
技做了甚麼？

3 於中、小學推行多元化的科技教育

小學 初中 高中
模式 必修 (常識科) 必修 (校本自訂) 自由選修

資訊科技增潤計劃

STEM教育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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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鼓勵市民於生活中應用創新科
技做了甚麼？

4 加強保障網絡安全

公眾教育

監察及協調
(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
中心)

實施「電子認證」及
數碼證書

5 協助弱勢社群接觸及應用科技 (津貼非政府組織)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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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鼓勵市民於生活中應用創新科
技做了甚麼？

6 就開發具應用性質的創新科技項目提供財政支援

7 推動政府服務電子化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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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新路向－智慧城市

利用創新及科技(創科)解決都市挑戰，並提升城
市管理成效和改善市民生活質素，以及增強香港
的可持續發展、效率及安全。

九龍東於2015年《施政報告》起被列
為香港發展智慧城市的試點政府首三項智慧城市建設措施：

全港市民免費數碼
個人身份

設置共400支多功
能智慧燈柱

新一代政府雲端基礎設
施和大數據分析平台

預計進度 2020年年中 2019年年中 2020年

2017年12月出版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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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智慧城市發展方向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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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應用創新科技的表現

81% 香港人認為自己熟悉科技….

.…真正熟悉數碼科技的只有42%

香港人眼中的亞洲智慧城市排名：

第一名：東京 (77%)

第二名：新加坡 (65%)

第三名：香港 (59%)

第四名：首爾 (48%)

第五名：上海 (35%)

資料來源：

Google and Nielsen. (2017). Smarter Digital City. Retrieved 3 July, 2018 from https://goo.gl/fgZ1ke

香港人的對於數碼科技的熟悉程度：

進階：4%

中上：14%

中等：24%

中下：28%

初階：30%

42%

https://goo.gl/fgZ1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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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調查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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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本港青年對於創新科技(簡稱創科)的認知和取態

 分析青年於生活中應用創科的因素和障礙

 探討香港推動創新科技應用普及化及智慧城市的要訣

研究目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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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對於創新科技的生活應用，有何認知及取態？

香港青年對於本港發展成智慧城市有何期望？

香港青年於生活中應用創新科技的狀況如何？有甚麼因
素推動或窒礙他們的應用？

參考外地例子，特區政府應如何促進市民於生活中應用
創新科技，為香港成為智慧城市做好準備？

1

研究問題

15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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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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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青年意見調查：520名 15-34歲青年1

2 青年個案訪問：20名 15 - 34歲青年

專家、學者訪問：5名3

2018年 8月

4 外地經驗和案例：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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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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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1. 青年對創新科技的的認識和取態

2. 推動創新科技應用普及化的挑戰

3. 青年對於智慧城市的認識和取態

4. 外地推動創新科技應用的經驗

5. 促使創新科技應用普及化及邁向智慧

城市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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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年對創新科技的認識和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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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創科概念模糊

20

「『創新科技』…我所想像得到的都是
一些我平常不會接觸到的科技，例如AI
等，都是一些好High Tech的。」

(個案05/女/大學生)

「創新科技應該是一些市場上仍未完全普及的科技產品。
例如智能家居、智能手錶等。今天，Smartphone已經非
常普及，不可叫做創新科技。不過10年前，Smartphone
及平板電腦等仍未普及的時候，也可以算是創新科技。」

(個案17/女/行政主任)

「創新科技名詞的出現，與近期政府推
出的政策重心，正正令人對創新科技有
片面的看法，覺得它很高深，又以為要
穿白袍做研究，但其實不僅有這些。」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議員)

普及度
高科技元素

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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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應用集中於社交、娛樂用途

21

在日常生活中，你最常應用創新科技的範疇是甚麼？(最多選3項)

91.2%

76.9%

55.2%

26.0%

11.5%

10.8%

8.3%

2.9%

2.5%

0.4%

0% 20% 40% 60% 80% 100%

社交／通訊

娛樂／消閒

購物／消費

教育／學習 (如網上教…

理財／投資

工作需要

交通運輸 (如Uber)

家居設備 (如智能管家)

政府服務

不知／難講

N=520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社交、娛樂
用途較多

家居設備、
政府服務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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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的創科應用均屬初階；進階
方面則以金融財務為主

22

在過去的12個月內，你曾經做過以下哪些應用科技的行為？

N=520
98.3%

82.1%

79.6%

72.9%

67.0%
68.3%

63.6%

29.8%

26.7%

11.5%

0% 20% 40% 60% 80% 100%

使用通訊軟件、社交網絡平台

觀看串流影片、觀看及進行直播

使用GPS定位、地圖導覽

網上購物及商品交易

使用金融科技

遊玩網上遊戲

使用數碼化付款方式

使用電子政府服務 / 應用程式

應用人工智能(AI)

應用VR(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或…
初階 進階

初階應用為主

進階應用集中於
與金融財務相關

注：科技應用行為的分類方法為參照Google香港2017年出版的《智慧數碼城市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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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採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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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你願意採用創新科技的主要原因是甚麼？(最多選3項)

N=520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92.30%

56.90%

44.00%

26.50%

18.50%

0% 20% 40% 60% 80% 100%

方便生活所需

能滿足個人興趣

與時並進

沒有其他替代選擇

能豐富過程中的體驗



青年創研庫
Youth I.D.E.A.S.

不願意採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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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20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30.2%

22.9%

18.1%

16.9%

11.5%

0% 10% 20% 30% 40% 50%

沒有必要使用

科技項目價值昂貴

使有過程繁複

擔心個人資料外洩

科技項目未能滿足我的需要

逼切性

成本

安全性

在日常生活中，你不願意採用創新科技的主要原因是甚麼？(最多選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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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用創科態度未算積極

平均分1 標準差

(S.D.)

人數2

整體以言，你有幾願意於日
常生活中應用創新科技？

6.28 2.848 501

注：1. 以10分為滿分計，分數愈高代表程度愈高

2.未有計入回答「不知／難講」的參加者

「因為我對科技的認識比較淺薄，有些新的科技我都不懂用，所以我並不常用
創新科技。事實上，當有一個傳統方法和一個創新方法同時可以選擇時，而傳
統方法並不是太麻煩的話，我會選擇它(而捨棄使用創新科技)。」

(個案08/男/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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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應用科技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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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又不是說沒有它（科技）我就無法生存，所以學習水平和價錢
都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若該科技有使用的必要性，才較能驅使我用。」

(個案06/男/雜誌編輯)

「我會考慮現時會否有其他方法可取締，是否
一定要用科技。或者說，如果科技是唯一的方
法，便會更推動我去使用。」

(個案05/女/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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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安全性及成本為重要考慮

27

「我很關注應用(創新科技)背後所牽涉的私隱和保安問題，早
前某些電子付款的科技產品都傳出身份被人盜用的新聞。我
覺得，當這個科技未發展成熟到能完全保障個人私隱的話，
這對我來說並不是適合的時機去完全投入使用這科技。」

(個案07/男/大學生)

「我會先考慮錢、愈低廉愈好。其次會視乎身邊多不多人
使用，如果身邊多人使用，貴少少也可以(考慮)。」

(個案12/女/藥廠醫藥學術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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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創新科技應用普及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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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1：
缺乏協助科研「落地」政策

「我七月去科學園參觀時接見了一些研發隊
伍…其中一組有一個成員是中大的眼科教授
。他問我，可不可以替他尋找試驗者。這其
實不應該是我做的，應該是政府做的。

我覺得，政府對於R&D(研究及發展)最重要
的支持，不是錢，而是由政府帶頭做。」

(顏汶羽議員/觀塘區議員 )
2017年獲得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評判
嘉許金獎的「納米口罩」

資料來源：
星島日報。2018年8月12日。〈國際金
獎港納米科研無公營機構願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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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2：創科項目受法例所限

《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第52(3)條

任何人不得以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除非
(i)該車輛獲發公共巴士、公共小巴或的士牌
照；(ii)該車輛獲發私家巴士牌照，而乘客為
教育機構的學生、教員或僱員、傷殘人士、
或受僱協助傷殘人士的人；

《經濟日報》2015年8月17日

〈解Uber困局助創科局開路〉

「『優步』的運作理念以至操作介面確
確實實是一個極度創新而且需要合時科
技支援的一個新概念。有趣的是，引入
此服務的創新科技署竟然無影無縱，而
一直強調創新科技是如何的重要的相關
官員，亦竟然完全沒有考慮，能否在現
行機制下是否可以把『優步』納入考量
。」

因應此等創新理念，如果『優步』是不
符合法規的，是否可以予以協調，修訂
法案？」

圖片來源：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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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3：數據開放緩慢而不完整

「在《香港智慧城市藍圖》中，『空間數據共享平台』（CSDI）於2023年才可望
實現，這樣的步伐令人焦急。」

(鄧淑明博士/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及榮譽主席 )

「目前政府數據的開放率很低，只有50％。
除了數量要多，Format(格式)都要開放。例
如現時從政府拿一些資料回來，有些是pdf
，有些是excel，有些是database，有些更
是圖片來的，只能看而不能用。」

(方保僑先生/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

資料來源：
香港01。2017年3月16日。〈【開放數據】政府「資料一線通」7成資
料屬水份一圖睇清有啲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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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年對於智慧城市的認識和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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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市民廣泛應用創新科技是核心；
但普遍視智慧城市為宏觀發展目標

N=52070.0%

51.9%

41.3%

26.9%

22.1%

19.8%

18.5%

15.2%

7.9%

5.6%

0.2%

1.9%

0% 20% 40% 60% 80%

市民廣泛於生活中應用創新科技

科研發展蓬勃

實現可持續發展

生活便捷

具備高度安全性

政府服務電子化

快速、講求實時性

智能運輸系統及交通管理

單車及步行友善的道路系統

用戶體驗為本的發展模式

其他

不知／難講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市民應用
是核心

宏觀發展
目標

你認為一個智慧城市最需要具備以下哪些元素？(最多選3項)



青年創研庫
Youth I.D.E.A.S.

受訪青年對智慧城市的認識空泛

34

「『智慧城市』對我而言是個十分空泛的概念。我第一時
間會想到科學園，感覺上是有一些先進的設備、做一些研
究。但若智慧城市是指整個香港、或者是香港市區的一部
份，就很難想像得到。」

(個案20/女/高級採購人員)

「『智慧城市』…好像是科學園的一些計劃？談到這
種事，我第一印象就是應該與科學園有關的。」

(個案17/女/行政主任)

香港科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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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現有措施認識低

受訪者對於政府現行智慧城市措施的認識水平 N=520

2.5%

23.3%

74.2%

1.7%

25.4%

72.9%

0%

20%

40%

60%

80%

九龍東為智慧城市試點 《智慧城市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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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未來措施的認知度亦低

N=520

18.5%

61.2%

18.8%

1.5%
7.7%

37.1%

53.7%

1.5%

60.6%

32.5%

6.2%

0.8%
0%

20%

40%

60%

80%

數碼個人身份 多功能智慧燈柱 快速支付系統

受訪者對於政府三大即將推出智慧城市措施的認識水平



青年創研庫
Youth I.D.E.A.S.

37

認為市民保守態度是重要障礙

「香港發展成為智慧城市，應該還需
要二十多年(時間)！單單是智能電話
這樣簡單的事物都不能做到100%全
面普及，我又怎能對發展成智慧城市
抱有信心？」

(個案16/男/項目主任)

「我覺得短期內(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並不可能。因為現在的人好像傾向留守在原
地，已經滿足現狀，例如我自己對於採用創新科技就可以用Laggards(落後者)來
形用。因此，我們未必會把智慧城市(發展)叫做first priority，以及接受轉變。」

(個案19/女/健康教育專員)

另外，我覺得香港人不喜歡變，例如現
在很流行電子支付，但香港人都不太喜
歡，可能覺得不夠安全，他們寧願用八
達通都不用電子支付。這樣的感覺會令
智慧城市有不好的發展。」

(個案10/男/電腦技術支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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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的說法？「香港發展成為智慧城市……」
N=520

4.13

3.98

0 1 2 3 4 5

能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質

能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平均分

* 此項數字為剔除回答「不知／難講」的受訪者後的評分統計，分數換算方式為：
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頗不同意」，3代表「一般」，4代表「頗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分數愈大，愈傾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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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地推動創新科技應用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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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推動創新科技應用的經驗

愛沙尼亞：數碼個人身份

新加坡：統一政府服務登入平台

策略：

1) 加強網絡保安及資訊安全
→ 使人民信賴創新科技

2) 強化中、小學STEM教育
→ 改變年青一代對於科技的看法

要點：

1) 積極回應市民就科技提出的訴求
→ 使得科技本身變得更為完善，

市民自然更願意應用

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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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推動創新科技應用的經驗

杭州：市民卡

哥本哈根：單車「綠波」

策略：

1) 提供經濟誘因，例如市民卡專享購
物及交通車費優惠等
→ 使市民出於經濟誘因而採納科技

要點：

1) 創新科技應用需配合市民的生活習
慣及信念
→ 科技應用能與市民生活所接連

，故市民會更願意採納科技
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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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促使創新科技應用普及化及
邁向智慧城市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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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20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65.0%

59.2%

34.0%

33.7%

29.2%

21.9%

0% 20% 40% 60% 80%

進行研究掌握市民的需要

普及化的大眾宣傳及教育

增強網絡安全保障

提供相關硬件配套，如WIFI

提供財政支援鼓勵市民採納科技

於政府服務帶頭應用創新科技

經濟誘因

安全性

知識

配合需要

要促進全港市民於生活中應用創新科技，你認為政府應該採取以下哪些方法？(最多選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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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的說法？「香港發展成為智慧城市......」

N=520

4.26

3.4

0 1 2 3 4 5

市民的參與是必要的

會令部份市民被邊緣化

平均分

* 此項數字為剔除回答「不知／難講」的受訪者後的評分統計，分數換算方式為：
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頗不同意」，3代表「一般」，4代表「頗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分數愈大，愈傾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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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創新科技和智慧城市，要engage市民，去溝通，做一個project出來令
市民得益，不是為做而做。例如香港政府說做智能燈柱，有沒有跟市民說過究
竟有甚麼好處呢？」

(莫乃光議員／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

「正如我經常提出「4P」概念，即是Public（官）、
Private（商）、People（民）及Partnership（合夥
）。其中最重要就是People，如何賦力量予身邊人、
增加社會支持等，由下而上創建智慧城市，才能達致
智慧城市專家Boyd Cohen提出的『智慧城市3.0』。

純粹輸入人才、改善教育，未足以解決問題；還要激
發普羅大眾，感染他們投入參與和發展。」

(鄧淑明博士/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及榮譽主席)

官 產

學 研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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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結果

1. 受訪青年對創新科技概念模糊，並對於更廣泛和更多應用創科，態度未算積極。

2. 科技能否為生活帶來便利、由此引伸的所需成本及安全性都是青年應用創科的重要

考慮因素。

3. 缺乏協助科研「落地」的政策、過時的法例、數據開放緩慢和有欠完整，都是本港

推動創科應用普及化的重要挑戰。

4. 市民廣泛地於生活應用創新科技，是香港步向智慧城市的關鍵；而智慧城市發展對

於香港有正面影響和必要性。

5. 然而，大部分受訪青年對智慧城市的概念和措施認識表面，窒礙其發展進程。

6. 要使創新科技在港應用普及化，以及促進智慧城市發展，市民的參與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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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調查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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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議

支持民間團體提供跨區、跨地域的創科交流機會

深化科普教育，製作新系列政府宣傳短片

就《藍圖》的措施，設定評核指標及預期效果

進行大型研究及調查，掌握市民對於創科的需要及期望

政府帶頭吸納及採用由本地研發成果

檢視不合時宜的法例

加快開放質量相稱的地理空間數據

1

2

3

4

5

6

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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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支持民間團體

→提供跨區、跨地域的創科交流機會

例如：創業計劃、外地實習及考察活動

1. 擴闊香港青年的視野、激活創意

2. 進一步營造港內的創科文化及氛圍

建議1. 支持民間團體提供跨區、跨
地域的創科交流機會

香港在聯繫內地與世界享有優勢

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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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府與科技的公眾宣傳片

提高網絡安全意識

宣傳電子化政府服務

建議新系列的宣傳片：

- 講解「創新科技」的概念

- 舉例說明應用創新科技後
對生活造成的好處

期望：

1. 加深市民對於創新科技及
相關概念的認識

2. 提高應用創新科技的意欲

建議2.  深化科普教育，製作新
系列政府宣傳短片

資料來源：2018年。「政府電視宣傳短片」網頁。
網址：https://www.isd.gov.hk/chi/api_more.htm#it，
2018年9月21日下載。

https://www.isd.gov.hk/chi/api_more.htm#it，2018年9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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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指標能：

 客觀評估創科及智慧城市成效

 讓公眾了解措施內容和進展，動員他們
支持及參與

例如：「於2025年前，『數碼個人身份』

普及率達100%」

建議3. 就《藍圖》措施設定評核指標
及預期效果

「如果社沒有共識，但
將指標『定死』，便難
以回頭。」

「《藍圖》應有指標，例如智慧城市設施的(
市民)應用率、或政府的工作效率提升了多少
，才能知道科技帶來的進步是多少。」

(顏汶羽議員/觀塘區區議員)

資料來源：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 (2018). 

“Digital Government Blueprint”. Page 30. Retrieved September 18, 

2018 from https://www.smartnation.s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

document-library/dgb_booklet_june2018.pdf

外地：新加坡設定了「2023年前讓政府服
務100%電子化」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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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進行大型研究及調查

→ 掌握市民的需要及期望

→ 政府政策能針對市民所需

→ 市民更樂意配合及增強信心

建議4.  進行大型研究及調查，掌握市
民對於創科的需要及期望

市民的參與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若政府與市民所想不同

→ 造成政策「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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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5.
政府帶頭吸納和採用本地研發成果

政府作為最大僱主及公共服務營運商
→能提供平台予科研項目進行測試

例如：
醫管局優先試用本地醫療科技成果
或房屋署優先試用應科院智慧城市產品

→為科研項目提供實證測試機會
→增強本地科技、科研業界士氣

資料來源：
蘋果日報。2018年5月28日。〈瑪麗青年科學家自家研發肺癆測試成本勁減至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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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6. 檢視不合時宜的法例

圖片來源：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category/sharing-cities/及
https://bmtoolbox.net/patterns/sharing-economy/

《藍圖》講及「共享經濟」的內容

建議：
審視現有與「共享經濟」抵觸的法例
→ 提供更大空間予創新科技在港測試及「落地推行」

共享經濟概念與創科及智慧城市
息息相關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category/sharing-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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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7.
加快開放質量相稱的地理空間數據

《藍圖》講及「開
放數據」的內容

建議：
加快數據開放進度，並確保質量相稱
→市民能免費應用數據作科技創新
→ 加快創科普及化及智慧城市發展進程

現今數據開放三大不足：

1. 數據開放步伐緩慢
2. 數據分散零亂、缺乏整理
3. 格式不利市民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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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提問，多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