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引言 

研資局檢討(第一階段)專責小組(專責小組)於 2016 年 7 月在研究小組下成立。

研究小組是教資會轄下常設委員會之一。專責小組負責監督研資局檢討第一階段工作

的推行情況，以及向研究小組和教資會提交建議。第一階段檢討旨在審視宏觀事宜，

例如由研資局管理的研究資助計劃的組合分配、研資局的架構，以及海外研究資助機

構可資比較的良好做法。研資局的檢討結果將由教資會及研資局審議。 

2. 專責小組由 Rick Rylance 教授領導，成員包括來自不同學科和地區的本地及

非本地專家。小組的職權範圍和成員名單載於附錄。 

3. 2016 年 8 月，外聘顧問蘭德歐洲(顧問公司)獲委託為是次檢討搜集意見。為

督導檢討、監察進度及確保最後報告能如期提交，專責小組與顧問公司舉行了三次正

式會議和一次電話會議，而在各次專責小組會議之間，專責小組召集人定期與顧問公

司代表會面及進行電話會議。 

4. 2016 年 10 月至 12 月，顧問公司透過廣泛諮詢和會面，向持份者收集意見，

方法包括— 

(a) 問卷調查－收集研究人員及研資局／委員會／評審小組成員的意見； 

(b) 網上諮詢－收集「其他組別持份者」(包括立法會議員、相關政府機構、

香港其他研究資助機構，以及商會、智庫及非政府組織等私人研究使

用者)的意見；以及 

(c) 18 次面對面分組會面，即顧問公司與不同持份者分組會面，深入探討

在問卷調查及網上諮詢發現的問題，當中包括與來自不同學科、事業

階段及院校的研究人員舉行 9次聚焦小組討論會。 

5. 2017 年 4 月，顧問公司向專責小組提交最後報告擬稿，載述其研究方法和詳

細研究結果(本報告第二部分)，並找出需予改善之處。專責小組接納顧問公司的研究結

果，並根據成員對國際研究制度的廣泛認識和制訂研究資助政策的經驗，提出更多結

論和建議(本報告第三部分)。專責小組的結論是，香港的制度正處於重要的發展階段，

具有不少優點，亦取得不少成就。研資局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媲美國際。顧問研究所得

的證據顯示，本地及國際觀察者均認為本港研究工作的成果及所建立的程序質素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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