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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新一年度的《施政報告》內列出了三大施政方針：搞基建、

興科技、倡環保。這三個方針，不啻為香港訂立了跨世紀發展的三大方向。不過，

如果單純以為通過「拿來主義」，只需花錢請來外國專才、外國公司和外國技術

搞基建、興科技、倡環保，就能提升香港有關方面的競爭能力和素質水平，無疑

是把問題簡單化。要真正提高香港競爭力和素質，除了引進技術外，更重要的是

要保證技術轉移，使引進的技術能在香港扎根和發展；要促使技術轉移，又非靠

政府出力不行。 

 

「拿來主義」非香港發展長遠之計，大可睽諸於香港的基建經驗上。毋庸置疑，

當本身技術一片空白，香港必須仰賴出錢聘請回來的外國顧問公司及外地技術人

員展開基建。然而，香港政府二十多年來投資超過二千億元於基建，但從七十年

代中期開始興建的地下鐵路，隨後電氣化的九廣鐵路、新機場，到目前的西鐵，

這些大型基建工程合約幾乎全部批給外國顧問公司，被工務局評定為合資格的六

至八間本地顧問公司在市場佔有率方面微不足道，在政府每年工程合約所批出的

大約十四億元總顧問費也只佔百分之四。 

 

香港將基建假手外人，源源不絕將錢送給外人，本地公司和專才卻沒有太大發揮

空間。香港對外援的倚賴，跟新加坡、台灣和中國一些城市有相似之處。但這只

局限在這些地區的建設初期必須倚賴外國技術支援，往後則進步依靠本地專才和

技術進行基建，目的是扶植本地技術力量。而香港則做不到這後一點。 

 

也許有人說，香港本地公司和專才技不如人。撇開這種多少帶有「外國月亮圓」

的偏見不談，實際的情況是：香港在英治時代的殖民地政府過去把絕大部分基建

合約批予外國公司，以鞏固它們在過渡期甚至過渡期後的根基；本地公司和專才

卻相對缺少參與大型基建的機會，以致到今天，本地的公司和專才都缺乏經驗，

難以爭取工程合約。 

 

這種歷史遺留下來的不公平，香港政府有需要出力消弭。這不是說香港不應建立

一個讓本地和外國公司能公平競投基建合約的環境，而是政府應採取有效措施，

推動外國顧問公司把參與本港大型基建所獲得和積累的經驗和技術，轉移給本地

公司和人才。其中可行的措施包括：既然能夠付錢購買外國公司的服務，香港應

有權在合約中開出技術轉移的條件，如聘請一定比例的本地工程師和工人，以及

外國公司應把基建項目的藍圖留給本港；以及在批出合約時，在現有的技術評審

機制中，對願意跟本地公司共同管理項目和交流技術的外國公司增加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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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本地公司和專才既可有份參與基建，又可在技術轉移過程中加強本身實力

和競爭力。長遠而言，更可讓本地公司輸出技術及爭取海外合約，為香港創匯和

製造更多就業機會。 

 

香港在基建方面需要技術轉移，在比起外國滯後的高新科技和環保事業上更需要

技術轉移。高新科技方面，目下在行政長官和政府以批地優惠吸引商界投資科技

的「政策傾斜」方法下，籌建數碼港的計劃已成為香港朝著知識經濟轉型的標竿。

不過，要真正投入高新科技的大潮，絕不只是招攬一些國際頂尖的高新科技集團

或公司在香港投資、設立分部、掛起招牌這麼簡單，而應是更進取地從它們那裡

得到技術轉移，以培養本身的科技人才，使香港的高科技事業能實在地扎根於香

港。 

 

當然，既要人家來投資造勢，又要從人家處拿東西，天下沒有那麼便宜的事。合

理的做法在田長霖教授任主席的創新科技委員會報告中已提了一個，就是依靠大

學的研究條件，推動高新科技產業和大學的合作活動，如廠校合作研究計劃和合

作研究的等額補助金等。另外可行的，可以參照高新科技產品出口在國民生產總

值比例中佔百分之四十的馬來西亞模式。 

 

馬來西亞用以帶動該國於下世紀初葉成為工業化及資訊化國家的「多媒體超級走

廊」宏圖計劃，迄今審批了一百零三間高新科技公司投資營運，其中百分之四十

二是外國公司，百分之三十五是本地公司，百分之二十六是外國和本地公司合營

的企業。從這些數字可見，大馬在其「多媒體超級走廊」裡，雖然仍借助外國公

司領航，但亦相當鼓勵外國和本地組成合營企業，目的之一正是貫徹落實技術轉

移的政策。 

 

借鑑大馬經驗，香港政府要促進高新科技技術轉移，可以對有意來港發展的外國

高新科技公司開出優惠，條件是它們和本地公司組成合營企業。與外國公司合

營，本地公司就能直接吸收它們在各個層面發展高新科技的技術與經驗，甚至是

文化與精神。唯有這樣，香港才能在創新科技事業上逐步從學習中走出自己的

路，然後才能青出於藍地打出獨當一面的旗號，成為不是只懂抄襲模倣或借外國

品牌的高新科技重鎮。 

 

同樣，香港政府要提倡環保，也要講求技術轉移。要環保，就要有循環再造工業

配合；而要有循環再造工業，就要有環保工業技術。香港從環保意識到技術都落

後外國十多二十年，要興辦環保工業，自然就必須從外國轉移技術。更何況，香

港對環保工業構想不應只著眼於本地，更應放眼於成為亞洲區內環保技術輸出的

大本營，這令香港在現階段向外尋求技術轉移是重要加重要。 

 

轉移環保工業的先進技術，在香港缺乏專才的情況下，無可避免要出錢聘請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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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公司。但一如基建的方法，香港可以在聘請外國顧問的合約中，訂明技術轉

移的細則，如在環保建設項目中聘請相當比例的本地專才和工人，將技術說明留

在本港等。此外，若引用澳洲進行技術轉移的例子，則香港在聘請外國顧問公司

的同時，可再從本地聘請「第三夥伴」顧問公司，其效益在於對外國顧問公司起

監督作用，也在於可讓本地專才從監督過程中吸收外國環保知識和技術。 

 

無可否認，聘請本地「第三夥伴」顧問公司可能存在成本問題。假如成本過高，

可以考慮撮合外國專門公司和香港的大學合作研究，情況會跟之前香港大學、香

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和一家專門公司攜手就青馬大橋可抵檔風力及其結

構進行研究一樣。 

 

從基建、到高新科技、再到環保，香港培養了本身的人才和技術，才算得上真正

的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打下牢固的基礎。不然，香港有的都只是拿來和借用的東

西，這樣的「技術泡沫」無論吹得怎麼大，都無法使香港在基建、高新科技和環

保方面，真正的騰飛起來。 

 

(本文已刊載於 1999 年 11月 24日之《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