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複雜的政治社會環境，令政府近年施政舉步
維艱，創科局20億元 「創科創投基金」 在今屆立
法會結束前趕上尾班車獲立法會財委會通過，上
任了八個月的創科局局長楊偉雄對此可謂鬆了一
口氣，他昨日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期望，
透過 「創科創投基金」 完善本港科技生態系統，
鼓勵本港科創項目蓬勃發展，亦期望社會能 「包
容失敗」 ，讓初創企業家跌倒也可重來。

大公報記者 張月琪

創投基金填補融資缺口助企業發展

楊偉雄期完善港創科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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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張月琪報道：被問及本港
發展智慧城市是否緩慢，楊偉雄引用蘋果創辦人
喬布斯（Steve Jobs）曾說過的話， 「創新科技
輸贏在標準與平台」，形容本港有國際化標準，
亦是好的試驗平台，有發展優勢。發展智慧城市
需要大數據，楊偉雄指，政府會推動大數據，而
非提供完美數據庫，寄語業界打開眼界，不要單
靠政府。

全球各地正起步發展智慧城市，被問到本港
起步是否緩慢，楊偉雄不認同此說法，他引用喬
布斯所說 「創新科技的輸贏是標準及平台」並表

示， 「當時我聽唔明，如果聽得明現在已經發達
，是半個李嘉誠！標準及平台是推動創新的基本
動力，以及最大動力。」

他解釋，本港平均每公里有300輛汽車，是
全世界罕有的高密度，故本港是典型的測試平台

，同時，本港有國際化標準，亦背靠中國的龐大
市場，是獨有優勢，即使科技公司華為亦會選擇
於香港測試其4.5G平台，因有可靠的測試標準。

政府正就智慧城市發展方向展開顧問研究，
楊偉雄指，香港有好多智慧城市的元素，包括東
九龍的起動計劃等，並非起步得遲，加上現在發
展亦非常合適， 「做創科，Timing（時間性）好
重要，太早的話，做了好多不必要的事，遲了亦
可按着標準。」

推動智慧城市，需要大數據，社會一直要求
政府及公營機構開放大數據，但楊偉雄則認為，
公眾應將眼界開放，不要只依賴政府。 「好多數
據都不用政府，例如Google都不會依靠政府，它
現在把數據採用得好，大家反而便要依靠Google
。」對於有建議要求政府發牌予公營機構時，應
同時要求公司開放數據，楊偉雄認為，做法有點
似 「勒索」，他期望營造好的生態系統，以吸引
業界主動分享數據。

【大公報訊】執掌創科局八個月，
多項上任時期望推出的措施亦已陸續出
爐，楊偉雄認為局方工作 「達標」。曾
任理工大學副校長、數碼港行政總裁的
楊偉雄說，最困難是面對未能預見的困
難，尤其在沙士期間出任數碼港行政總
裁，由於太多 「不確定性」，難以估計
影響。

楊偉雄指，加入政府時為自己訂立
多項目標，至現時為止，有關政策已全
推出，會形容自己的工作是 「達標」，
至於餘下的11個月任期，他表示，會繼
續訂立更具挑戰性的目標，希望可以做
到。他又透露，自己有不少有利創科發
展的想法，也常常與特首梁振英 「一齊
諗嘢」。

創科局掌舵八個月，楊偉雄笑言，
有時一星期要 「返足七日」，連妻子亦
問他 「做咩咁辛苦」， 「我做這項工作
不是為自己，而是為香港，我當是一個

給自己的訓練，做好工作，整個生態系
統會優化，市場亦會有反應。」

曾任不同職務，楊偉雄形容，最困
難是面對未能預知的困難， 「有時不知
困難在哪，我不知道立法會議員會如何
提問，又不知道攻擊我的人會如何將我
醜化。我不怕已經看到的困難，但最怕
的是仍未確定的情況。」

他提到，過往於數碼港任行政總裁
，亦曾面對相當困難的局面，因其在任
期間出現 「沙士」，指出沙士一役不僅
令前路存在不確定因素，影響更加是難
以估計。

楊偉雄又透露，近日英國脫歐亦令
他感到 「困難」，由於影響甚廣，他擔
心會牽連創新科技發展，包括有些項目
沒有歐盟牌照，可能會延遲；或有英國
機構因缺少歐盟支持，是否仍會在香港
進行項目等，他認為，這正是眼前不能
確定的困難。

【大公報訊
】 Pokémon GO
引發全城熱議虛
擬實境結合的遊

戲熱潮，創科局局長楊偉雄雖
然表明自己已過了愛打機的年
代， 「好耐冇打機」，但他就
透露曾經最愛玩 「Pong」。作
為對應的政策局局長，楊偉雄
當然會緊密留意新科技潮流，
他向記者謙稱，緊貼程度已大
不如過去開發科技的時期。

楊偉雄向記者透露，自己
以前亦鍾情於 「打機」，個人
最沉迷的遊戲是 「Pong」，是
一款乒乓球遊戲，是雅達利在
1972年11月29日推出的一款投
幣式街機遊戲。不過，他又笑
說，可能時代已經過去，現在

追求的事已與以往不同。談到
最新登陸香港的該款遊戲，楊
偉雄亦有留意其在一些國家有
地區引發的一系列反應，他提
醒玩家注意安全。

被 問 到 其 生 活 是 否 「
Hi-tech」，楊偉雄用 「緊貼潮
流」來形容自己的經歷，又謙
稱，現在雖仍有留意但已經比
以前退步。至於VR（虛擬實境
）及AR（擴增實境）等技術，
楊偉雄直言，這些技術已經是
六、七年前的發明，對他來說
並非新穎，現在令他期望最高
的是大數據（Big Data）， 「
因為其所帶來的影響是最難估
計，尤其會涉及人工智能等領
域，其影響或會非常深遠」。

最近知名投資公司紅杉資本到本港創立 「香港X科技平
台」，楊偉雄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非常高興有名牌公司進
駐，認為這意味着香港創科發展備受看好，更重要的是凝聚
起八大院校的科研力量，是值得欣慰的事。他直指，香港創
新科技生態系統有幾方面缺乏，因而創科局開局後迅即推出
不同措施，期望盡量完善現有系統，包括以配對形式資助中
小企購買資訊科技服務及產品的 「科技券先導計劃」，最快
於11月推出（詳見表）。

楊偉雄指出，創科局需多管齊下推展工作，既要洞悉業
界的缺陷，再推行措施填補，也要令公眾了解及接受創科文
化。今次 「創科創投基金」的通過，有助填補創科融資的缺
口，他解釋，當一個初創企業，訂好商業模式，便需要大量
資金去發展，這階段為 「A輪」或 「Pre A輪」，但業界需資
金援助之餘，亦需要有專業意見，助企業持續成長。

與風投基金合作投資
「創科創投基金」會以配對形式，由官方出資三分之一

，跟隨私人基金投資本地初創公司。楊偉雄說，當局會先成
立委員會，研究公平、公開、公正方式挑選風險投資基金，
投資將按商業考慮決定， 「由於市場投資動作比政府快及專
業，若市場要拒絕某些項目亦較易，因政府一旦拒絕部分項
目，有機會遇到好大挑戰，甚至須作諮詢，延長了時間」，
故 「創科創投基金」會跟隨市場投資模式運行。他透露，現
時已有十多間風投基金接觸港府，待委員會成立後會正式邀
請合適的風投基金。

在提升公眾對創科關注方面，楊偉雄指出，近半年愈來
愈多媒體報道與創科有關議題，引起社會關注，足見公眾對
創新科技的認識及了解有所增長，也令社會看到創科是有希
望的行業，可創造價值， 「不只做醫生、炒房地產，這是（
創科）另一個領域讓青年人發揮所長」。另外，楊偉雄期望
，社會能營造包容失敗的氛圍。他指，一般初創企業的失敗
率非常高，有九成以上失敗，好的創新科技生態系統，可做
到包容失敗，令失敗的創業者可以跌倒重來。

闡明政策破解「拉布」
議會 「拉布」成風，創科局申請撥款也險受牽連，楊偉

雄坦誠面對， 「做咩都會有人反對」，因此他會盡力與同事
說服及解答議員提問， 「包括我自己都是與議員一對一討論
，希望他們不會對基金有不必要誤解，包括會否有利益輸送
，講清楚為何這樣做。」各個議員有不同政治立場，楊偉雄
明言，不會只針對找 「泛民」或建制派議員，因他沒有既定
立場，只要議員有需要，亦會逐一解釋，即使 「拉布」議員
，他亦來者不拒。他期望，清楚闡明政策，令議員沒有藉口
「拉布」。

發展智慧城市擁關鍵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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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偉雄指出，本港有國際化標準和
試驗平台，有利發展智慧城市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