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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發局業界交流系列：報告發佈網上研討會

《推動生物科技及醫療保健行業進一步發展：
善用香港金融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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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概覽

• 穩健醫療系統基礎 - 根據彭博社2020年彭博
醫療效率指數，香港得分排名全球第二

• 過去30年的醫療衞生開支穩步上升，1990年
至2020年期間以平均5.6%的年率上升，增幅
大於同期本地生產總值的 3.4%平均年增長率。

• 在2018-19年度預算案中，政府將生物科技
列為發展創科的四大重點範疇之一。

• 香港成為最受全球醫療保健及生物科技公司
歡迎的上市地之一 - 港交所於2018年推出新
規則，以更新香港的上市制度，為未有收入
的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交所主板上市打開大門。

醫療保健

生物科技

• 經受過培訓及獲發牌照的專業人
士採取經組織的行動，為個人及
社區提供醫療護理服務。

• 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的
醫療保健業可分為兩大領域：
1）醫療保健器材及儀器業
2）生物科技與醫療保健服務業

• 根據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
第18A章 ，生物科技指「運用
科學及技術製造用於醫療或其
他生物領域的商業產品」。

• 截至2021年5月，香港約有
300間生物科技相關公司，當
中以藥劑、傳統中藥及醫療儀
器公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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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及生物科技行業的最新發展

• 世界衞生組織（世衞）2020年發表的報告指，2018年全
球醫療衞生開支達到8.3萬億美元，佔全球國民生產總值
10%。

• 除了政府在醫療保健業的投入增加外，更多早期融資資金，
包括創業種子基金、A輪及B輪融資，都進入美國、歐洲
及中國內地的生物科技公司。

醫療保健及生物科技行業的最新發展

1
醫療保健服務數碼化
疫情的持續加快科技應用，其
中，遙距醫療服務在全球尤其
盛行。虛擬護理可能繼續成為
提供醫療保健服務的主要渠道。

2
知識產權融資
成熟市場越來越多探討以知識產
權融資作為資金來源，為生物科
技公司研發提供支持。

資料來源：麥肯錫

各地區早期生物科技融資，2015-17年與2018-20年相比



4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金融發展局

全球資本市場活動 - 2020年醫療保健業表現強勁

2020年
全球醫療保健收購交易價值

（不包括附加交易）
（十億美元）

全球醫療保健收購交易宗數

私募基金 66 380

併購 339 2845

資料來源：貝恩諮詢公司

• 醫療保健業的私募基金交易量同年達380宗，較
2019年的313宗交易按年增長21%。

• 2020年以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形式進行的新股
上市活動顯著增加

• 2020年共有248間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成立，其中56
間專注於醫療保健。

資料來源：貝恩諮詢公司

2020年全球醫療保健私募基金交易的價值及宗數

2020年下半年醫療保健業成立的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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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生命科學行業的投資活動

美國、中國內地及歐盟的行業比較

建立生物科技中心的穩健基建及資源
註冊專利數目: 8,887
名列前100位的大學數目: 44
新股集資所得資金 : 137.9億美元

仍是醫療保健及生物科技融資中心
註冊專利數目: 7,796
名列前100位的大學數目: 38
新股集資所得資金 :  421.2億美元

強大的政策支持促進行業發展
註冊專利數目: 777
名列前100位的大學數目: 2
新股集資所得資金 : 190.9億美元

歐洲

中國内地

國家「十四五」規劃
- 聚焦資訊科技、生物科技、高端器材及新
能源汽車等行業，以推動先進製造業發展

- 推動生物科技發展，尤其是生物醫藥及生
物材料

- 推進藥品集中帶量採購使用改革，發展高
端醫療設備

泛歐交易所2020年下半年的生物科技晴雨表

美國

資料來源：摩根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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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機遇及挑戰

利用活躍的金融市場
香港不但是醫療保健公司及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
的上市地點，亦讓這類公司向本地及國際不同類別的

投資者推介他們的投資計劃。

在生物科技及醫療保健範疇推行數碼化
利用香港的普及網絡及現有成熟的醫療系統及穩健的
資訊通訊技基建，如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為醫療

保健及生物科技初創企業提供發展機會。

作為通往中國內地的大門
透過CEPA及大灣區發展規劃，連結本地及大灣區的
主要研究設施和機構，加強資訊流動及業界知識。

融資困難
- 受訪公司表示曾經遇到某種形式的融資困難
- 香港投資者的風險承擔能力普遍較低，傾向投資
處於發展較為成熟的初創企業。

人才短缺
- 受訪公司經常提及難以找到合適的人才
- 近三分之二的受訪公司表示，已獲得政府人
才計劃的支援

商業化障礙
不同市場的監管要求有異，是商業化過
程的一大障礙。

機遇 挑戰
調查及訪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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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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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融資、商業化、人才

初創階段 增長階段 成熟階段

• 研究資助委員會主導的大學教授席
評審可以考慮涵蓋候選人在商業範
疇的成就

• 推廣人才清單及其益處

• 考慮透過大學捐贈基金應增加健康
及生物科技相關研究的撥款

• 設立助本地人才獲取海外經驗的政
府資助人才計劃

• 建立並正式制定需要私營機構參與
的師友計劃，以培育年輕公司

• 推出政府主導的孵化計劃/資助計劃，
確保提供更多資助，減低避險情緒，
並簡化行政程序

• 由公營機構召集一批資產擁有人共
同投資若干比賽的勝出項目

• 「未來基金」（特別是新成立的
「香港增長組合」）策略性投資醫
療保健及生物科技等相關行業

• 不斷檢討及更新金融市場的規則和
慣例

• 以優惠價格提供共享辦公空間/實驗
室的使用權

• 研究型大學應設立專門的商業化專
修組別/學系

• 為本地初創企業提供推廣機會，不
限於少數典型企業

• 透過建立及培育企業之間以及企業
與投資者之間的活動及關係，促進
跨境併購活動

• 透過建立及培育企業之間以及企業
與投資者之間的活動及關係，促進
跨境併購活動

人才庫

融資樞紐

商業化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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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的醫療保健及生物科技公司都在爭奪有能力的人才，所有類型、背景及起源的公司都是如此。

• 政府制定的香港人才清單將「藥物學及生命科學或生物科技」列為「創新科技專家」類別下的重點範疇
之一，顯示政府有決心亦有誠意邀請海外人才來港工作。

• 個別受訪企業向金發局表示，接受科學訓練的人才在香港可能出現短缺，同時強調，擁有多學科技能及
思維的人才對其業務的成功至關重要。

裝備和吸引具多學科技能及思維的人才
- 大專院校可以考慮在寒暑假期間鼓勵主修生命科學的學生不須額外花費便可參加商業及管理相關課程並獲取相關的

培訓材料。
- 耶魯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等世界知名院校開發的相關課程材料均可公開取用作為參考。

金發局的建議

建議: 人才
初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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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的爭奪不單限於私營機構，Stevens (2017) 指出，「人才流失」也是大學面對的問題。

• 曾在新興經濟體大學學習或從事研究的優秀學生，會選擇到海外升學或繼續研究，以取得高級學位及博
士後獎學金，這往往意味著他們所屬的國家流失人才。

金發局的建議

薪酬補貼
• 仲量聯行認為，一個城市/地區的生活成本可能會對吸引人才造成障礙。尤其是高昂的房屋開支及其他開支，會使香

港對應屆畢業生的吸引力大為減少。
• 參考疫情期間推出的「抗疫基金金融科技人才計劃」（FAST）及「金融服務業創職位計劃」（FIRST），以及政府阻

止失業情況惡化的決心，可以提供薪酬補貼以推動行業進一步發展。

大專院校為自家研究及研究人員投放資源
金發局認為大學應考慮利用捐贈基金投資更多由外聘客座教授及研究人員主導的項目，不單有助確保融資需求，還可以
將相關人才留在香港。

建議: 人才
增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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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保健及生物科技公司由創業之初就需要投資，以推動相關項目開展，並希望將創新理念轉化為具盈
利能力的業務，但從事生物科技及醫療保健相關業務的公司在尋求私營機構投資時往往會面對較大障礙。

• 由於單一平台融資—例如股票或私人市場投資—可能受到很多不明朗因素的影響，所以應建立多元化的
融資渠道以培育生態系統。

合理的預算
香港政府應考慮為醫療保
健及生物科技相關的研發
活動作出一定預算，並參
考其他市場的預算及現有

門檻。

金發局的建議

透明機制
公營機構資助計劃應考慮
列出成功及失敗申請的例
子，制定具體資金的常見
問答，並盡可能簡化申請。

分階段方法

分階段提供資助有助管理
公共資金被濫用的風險。

鼓勵投資的稅務優惠

推動及鼓勵私營機構投資
未有往績的創新企業至關

重要。

建議: 融資
初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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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發局的建議

• 處於增長期的公司可以受惠於市場對服務及產品加深了解，從而減輕創新者及企業家的融資壓力。

• 同時，我們與業界人士討論的結果與我們的文獻綜述一致，顯示公營機構可以透過不同形式幫助相
關企業。

尋求本地投資者的投資

數碼港及香港科技園等公營機構參與者可以召集一批
資產擁有人（例如家族辦公室）共同投資若干比賽的

勝出項目，最好是投資合乎特定標準的項目。

政府大力支持

政府的未來基金，尤其是新成立的「香港增長組合」，
應考慮更加重視已被列為優先目標的生物科技及醫療
保健行業。此外，「香港增長組合」應在其治理和授
權範圍內繼續投資相關的具有戰略意義的行業。

建議: 融資
增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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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醫療保健及生物科技公司而言，產品或服務的商業化階段是一個轉折點，讓公司投入時間及其他資源
創造的發明實現或獲取收入。

• 初創公司由於缺乏商業思維，導致多間不同科技範疇的分拆公司以失敗告終。

• 早期初創企業及已經歷這個階段的企業家表示，在香港營運面對的主要障礙涉及土地價格。

金發局的建議

實驗室空間的價格及可用性

數碼港及香港科技園 - 可以考慮優先支援規模較小的初創企
業 ，並盡可能考慮容許合乎資格要求但礙於空間所限而暫時
未能成功申請進駐的初創企業使用實驗室設施。

政府 -可以考慮向潛在的創業者提供補貼，包括資助他們租用
現有創科園區以外的實驗室及共享辦公空間

技術轉移辦公室

技術轉移是商業化過程中的一個基本要素。本港的大
學應考慮檢視此類機構的運作模式並實現現代化運作，
包括檢視技術轉移辦公室的配置以及為相關工作人員

而設的獎勵計劃。

建議: 商業化
初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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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avitis、Filatotchev、Kamuriwo及Vanacker (2017) 指出，世界各地政府都加強支持初創企業及中
小企，將推動新研究及加強創新成果商業化納入議程。

• 當某間公司考慮將知識產權商業化時，其策略應取決於各種變數，包括但不限於個人情況、融資渠道、
業務或商業能力，以及經營環境（例如同類公司的競爭力）。

金發局的建議

知識產權保護及發展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將發展成為區域性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知識產權署應繼續加強
與國際及內地的合作，促進知識產權的意識、發展等。

為本地初創企業提供推廣機會
由政府、創新科技署、創科園區，以及投資推廣署和貿易發展局等其他推廣機構牽頭的公營機構，應該加強推廣工作，
為本地初創企業提供機會。此外，負責市場發展工作的公營機構還應考慮透過網上、實體或網上到實體的形式，建立及
培育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活動及關係，從而促進跨境投資及併購活動。

建議: 商業化
增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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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