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教資會擬推出 3年 1.5 億「研究影響基金」，2017 年起資
助本地大學進行更具影響力的研究 

 

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昨日宣佈，在 2016/17 年起的 3年間，合共

投放 1.5 億港元成立試驗性質的「研究影響基金」，以資助本地大學

進行更具影響力的研究，主題可包括智慧城市、人口老化等範疇，計

畫細節會在 2017 年下半年作出徵詢，2018 年初接受申請。 

教資會昨日舉行記者會，主席唐家成、秘書長安禮治及研資局主

席華雲生等介紹未來的工作重點。為回應 2017 年施政報告提出，要

讓大學進行更多符合香港需要、具影響力及轉化作應用的研究項目，

以配合本港的產業發展及「再工業化」，教資會決定以試驗性質設立

名為「研究影響基金」的競逐研究資助計畫，並於 2016/17 年至

2018/19 年的 3年間，每年撥出 5,000 萬元，鼓勵大學進行具影響力

的研究，並推動學術界以外的持份者更多的合作機會。 

唐家成指，教資會成立基金的最終目的，是為改變本地研究文化，

故學者在制定研究計畫時，必須闡明研究計畫的潛力，可為社會帶來

廣泛貢獻。研究影響力的定義包括：具學術、社會和經濟影響，及可

轉化作產品和服務的研究，例如智慧城市、金融科技創新和機械人技

術等；可以是符合政府重要政策、社會目標的研究，如處理人口老化

問題和加強區域合作等主題。 

華雲生補充指，每所院校均可申請，申請項目數量不限，預計每

個項目的資助上限為 1,000 萬元，下限為 400 萬元，同時院校可申請

配對基金。此外，檢討研資局架構的專責小組已於上星期向教資會提

交了首階段的檢討結果及建議，未來會在諮詢研資局和大學等持份者

的意見後，發表完整報告。 

顧問報告指出，很多研究人員反映研資局是提供研究撥款的唯一

途徑，但研究經費不足。 

就教資會設立「研究影響基金」，香港大學發言人表示歡迎有關

安排，認為基金的成立與港大的策略性發展目標相符，冀以國際化，

創新和跨學科教研學核心，讓大學在國際間和社會上發揮最大的影響

力。 

基金評審準則為「研究為國際或本港所帶來的影響」，影響可見

社會、經濟、民生、社會政策等領域，「一般研究基金審批準則為視



 

 

乎其論文的影響力，但研究影響基金重視的影響力不在論文層面，大

學可研究紓緩人口老化政策，這些可能較難寫論文，但對社會影響很

大」。 

對於此基金會否傾斜於應用學科，唐家成未有正面回應。研究資

助局主席華雲生指出，每項通過評審的計畫可獲 400 萬至 1,000 萬元

研究資助，沒規限每所大學可提交多少個申請。香港大學、中文大學、

浸會大學、理工大學、教育大學、嶺南大學昨均歡迎教資會推出該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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