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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民生聯盟香港經濟民生聯盟香港經濟民生聯盟香港經濟民生聯盟 

「「「「智能城市智能城市智能城市智能城市」」」」政策建議政策建議政策建議政策建議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流動通訊、雲端科技已經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商業應用方面，資訊科技更是推動創新進步的原動力，亦令智能城市（或稱聰明

城市／智慧城市）概念得以落實。 

 
近年，不少國家和地區，包括鄰近香港的競爭對手台灣、南韓、新加坡，已

著手推展有關智能城市的規劃，涵蓋生活的不同領域。香港作為國際都市，更應

積極研究把各種科技成果融入日常生活，既能提高市民的整體生活素質，亦可把

握經濟機遇，提升競爭力。 

 
以下為經民聯參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後提出的政策建議，希望特區政府

詳加考慮： 

 
一一一一．．．．加強加強加強加強基礎建設基礎建設基礎建設基礎建設和法規配套和法規配套和法規配套和法規配套 

 
1 完善政策及法規支持完善政策及法規支持完善政策及法規支持完善政策及法規支持 

1.1 新科技發展須有完善法規的支持，才能增加投資者及用戶的信心；而法

律亦要與時並進，及時檢討及修訂，才能追得及新科技的不斷發展，

做到支援、支持發展。 

1.2 汲取「群眾集資」平台、「美食車」，以及「UBER」事件處理引起爭議，

主動了解全球新興經營模式會否違反本港現有法例要求，或存有灰色

地帶的地方，並盡早向公眾釐清可能涉及的法律問題及提醒市民注意。 

1.3  如有需要，預先優化現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為未來落實聰

明城市掃除爭議。 

 
2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互聯網服務互聯網服務互聯網服務互聯網服務 

2.1 在硬件上政府要適度有為，由政府主導，要求本港各寛頻營辦商，早日

完善全港光纖網絡鋪設，並加快在村屋及鄉郊鋪設寛頻，而且要確保

上網速度，能與時並進。政府亦應監管寛頻營辦商在鄉村地區的收費

及服務水平，並適度引進競爭，避免出現地區壟斷。 

2.2 政府 2008年開始推行「香港政府WiFi通」，但速度緩慢，中央圖書館， 

上載速度只有 0.05Mbps，而下載速度更慢至未能測出讀數，香港國際

機場的WiFi網速比廣州白雲機場慢一大截，實在有損香港作為國際大

都會的形象1。特區政府應與時並進，改善WiFi網速，並參考南韓首爾

的經驗，鋪設高速通訊網絡，透過與流動網絡營辦商合作，進一步擴

大公共WiFi網絡。 

 
 
 

                          
1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50622/00176_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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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加強加強加強開放政府資料和數據開放政府資料和數據開放政府資料和數據開放政府資料和數據 

3.1 智能城市涉及大數據、雲端計算、物聯網等應用科技，政府應在數據使

用得到保障下，最大程度地公開其掌握的數據、資料，讓市民及軟件

開發機構能按需要應用數據。 

3.2 開放更多政府數據，令政府運作變得更加透明及使市民可以善用，政府

由提供者變成支援者，鼓勵創作，讓大眾參與開發有利社會的應用系

統，不用再包辦一切。一方面可以節省成本，將原有的政府資料加以

利用。 

3.3  政府應加強與軟件開發機構合作，讓用戶及服務提供者掌握實時的

公、私營服務使用情況。 

3.4 政府應推動建立統一介面令公營部門之間的數據全面互通整合，加強各

政府部門之間的溝通及合作，增加成本效率。 

3.5 減少使用 PDF格式公佈文件，改用機器可閱讀格式(machine readable)

如 JSON或 XML提供資料，便利自動化數據分析，方便開發者運用。 

3.6 檢討「資料一線通」網頁和資料申索機制，加快公開資料的過程。 

3.7 推出指引，為各類政府資料作出分級，並定出發放資料的要求及所需時

間，加強資訊流通。 

3.8 長遠檢討《公開資料守則》，特別是當中的各項豁免規定，確保其定義

清晰及限制不會過多，並盡可能訂明各項豁免的有效期。 

 
4 提高科研總開支及科研產業化提高科研總開支及科研產業化提高科研總開支及科研產業化提高科研總開支及科研產業化 

4.1 根據統計，香港研發開支佔 GDP的 0.73%，相比新加坡（2.02%）和台

灣（3.12%）為少。而鄰近的深圳，每年投資在科研的開支，佔當地

GDP的 4%。香港在科研方面的投入需要急起直追。 

4.2 建議政府把未來一年，研發開支佔 GDP 的目標提高到 1%，並要求各

相關部門推出政策，鼓勵市場投放更多資源進行研究開發。 

4.3 推出研發及設計開支三倍扣稅，鼓勵企業進行高增值研發。 

4.4 除了需要吸引不同類型的公司在香港開設科研總部，亦需要鼓勵企業在

香港發展下游產業，將研發、生產等利潤環節集中在香港進行，發揮

成本效益，形成科研產業化。 

4.5 香港各間院校其實一直進行不同的科學研究，當中不少都有潛力項目可

以發展為產業；建議政府部門要加強對本地科研成果的認識，亦要加

強對大學科研與企業的配對，更全面向企業介紹本地大學的科研成

果，尋找當中可以轉化為產業的機會，並鼓勵有意合作的企業在香港

設立相關的下游生產部門，達至「產研合作」。 

 
二二二二．．．．推動智能生活推動智能生活推動智能生活推動智能生活 

 
1 優化政府手機應用程式優化政府手機應用程式優化政府手機應用程式優化政府手機應用程式 

1.1 多角度重新檢視有關政府應用程式的工作成效，如下載人次、功能、程

式設計、成本效益等，找出當中的不足及可以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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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設計應用程式時，要從用家角度出發，加入更多人性化的元素及實際功

能，改善市民的使用體驗；而在推出任何應用程式之前，亦應該檢視市

面上會否已經存有類似的應用程式，避免浪費資源。 

1.3 設立機制，監察及檢討各政府部門推出的應用程式，有沒有浪費公帑及

行政失當的地方。 

1.4 改變現有招標制度，改為直接用合約形式招聘專業人員負責開發應用程 

式，從而提高對開發進度及所需資源的監管。 

 

2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節能及綠化節能及綠化節能及綠化節能及綠化 

2.1 為公營房屋安裝智能電錶，並為私營住宅安裝智能電錶提供資助，配合

手機應用程式，讓用戶實時和準確掌握用電量和採取適切的慳電措施。 

2.2 在新建的公共設施，例如社區會堂、室內運動場等，引進更多智能及節

能設備，例如感應式節能燈泡、感應式節能扶手電梯、門卡系統等等。 

2.3 增加空氣監測站的數目，並開放更多即時數據，協助市場開發實時和定

點空氣污染指數的應用程式。 

2.4 長遠考慮在公營房屋引入智能垃圾收集處理系統，垃圾透過地下管道，

被高壓氣體以時速 50-80公里運送至中央處理收集處，節省空間和保持

環境衛生。 

 

3 安老安老安老安老／／／／醫療醫療醫療醫療 

3.1 參考新加坡，推動「家居康復系統」，透過電腦應用程式和穿戴感應器，

讓長者和行動不便的病人在家居接受康復訓練和基本的遙距診斷，減

少病人的舟車勞動和佔用醫療設施的需要，以及連帶的風險和成本。 

3.2 開發應用程式，運用感應器等設備，實時紀錄長者各方面的健康數據，

並在出現異常時發出警告，提醒長者／相關人員及時尋求／提供協助。 

3.3 針對高風險、行動困難的獨居或院舍長者，擴大無線射頻識別技術

(RFID)、影像和聲音等智能監測的應用，實時掌握長者的方位和行動

情況，避免因意外出現延誤失救，減輕醫護和安老人員的工作負荷和

壓力。 

3.4 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的「公營機構試用計劃」，有多項便利長者的科技發

明和設施，但沒有得到推廣和廣泛採用；政府應善用創科資源，給予

適切誘因和鼓勵措施，推廣下游使用，為有關技術和發明帶來可持續

性和經濟效益。 

 

4 食品食品食品食品安全安全安全安全：：：：「「「「食品食品食品食品履歷追溯系統履歷追溯系統履歷追溯系統履歷追溯系統」」」」 

4.1 推動農產品「食品履歷追溯系統」(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試點計

劃，目的是協助本地農戶向消費者證實產品的品質與安全，並有利於

食品事故發生時的追蹤與調查。 

4.2 透過建立農產品資料庫，要求參與計劃的農戶主動輸入有關的生產資

料，例如生產過程、所使用的肥料及農藥成份、運輸與銷售過程、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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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資料等等。由政府系統發出指定的「履歷編號」（可以是數字／QR 

code），消費者可以在網上及手機應用程式輸入履歷編號，直接查詢得

到生產這批農產品的資訊，透過「食品履歷追溯系統」，能讓消費者可

以瞭解食品的生產與運銷經過，以提高消費者對產品的信心。 

4.3 在政府轄下街市及參與計劃的超市設立電腦查詢系統，讓消費者可以更

方便查閱有關資料；為吸引農戶參加，有關部門亦應該設立標籤制度，

讓市民識別農產品有沒有參與食品履歷追溯計劃。 

4.4 配合以上追蹤機制，進一步規範現行的食物營養標籤規定，讓市民透過

手機掃描，即時獲得與同類食物的比較，以及個人每日吸取量是否符

合健康標準。 

 
5 智能智能智能智能交通交通交通交通 

5.1 參考新加坡的「智能運輸 2030」計劃，展開 2001年至今未曾進行的《智

能運輸系統策略性檢討》，強化現有的區域交通控制系統，並籌劃發展

智能運輸系統，優先在新建道路試行，目標為統一管理路面情況，並

作出適當應變措施（如交通燈信號長短），為駕駛者帶來更大便利。 

5.2 加強與私營機構的協作，實時分享運輸資訊；開發提供多元化資訊系統

的平台，讓路面使用者（包括駕駛者和行人）實時掌握有用資訊（如

路面流量數據、鄰近停車場泊位數量等），作出合理的出行選擇，善用

香港的道路容量，減少交通擠塞。 

5.3 資助汽車安裝自動收費系統，進一步減少隧道路面的擠塞情況。 

5.4 設立更多可供大量公交停泊的轉乘站，同時提供私家車和單車泊位，以

及空調設備和商業活動空間。 

 

 

三三三三.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智能城市沒有既定標準，香港應以本身的情況作主要考慮，以可持續發展的

方式改善市民生活、便利營商環境。智能城市的建設亦應由市場機制（即人的需

要）拉動，政府應著重相應的基礎建設（如網絡連結系統、感應器）及完善有關

的法規（如《個人私隱條例》、《電腦罪行條例》）。 

 

  特區政府正積極推動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相信後者可以擔當重要角色，消除

政策及法例上妨礙智能城市發展的障礙，並在政策上鼓勵商界發展智能城市的產

品和服務。以上建議僅屬推展智能城市的第一步，期望特區政府加以落實，引領

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邁向發展新里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