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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資局推多項新撥款項目研資局推多項新撥款項目
助應對香港挑戰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香港高等教育高度國際化，擁有5間躋世界100大排名

的大學外，本地學者亦發表了大量卓越學術研究成果。
這些成功背後，有賴研究資助局（研資局）提供研究經
費，讓本港大學靈活運用撥款培育本地人才，以及推動
學術研究。隨着香港與大灣區融合，研資局亦審時度
勢，推出多項新撥款項目，資助大學進行跨領域及協作
研究，協助香港應對當前的挑戰、把握大灣區發展機
遇，並且為國家作出貢獻。

研資局於1991年成立，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轄下一

個半獨立的諮詢組織，其目的在於透過高等教育機構，提供學術研

究經費。政府更於2009年設立專門的研究基金，為本地各院校提供

穩定的研究資金來源，研資局負責評審及批撥這筆經費。在2022/23

年度，研資局核准資助預算約為23億元。

本地25%研究達「世界領先」評級
香港的學術及基礎研究水平不斷提升，在國際間具有很大影響

力，大量學術文章在著名雜誌、期刊發表，並且在相關領域被廣泛

引用。同時，教資會每6年進行一次「 研究評審工作 」（RAE），評

核各資助大學表現。2020年發表的最新報告，由超過360位海外及

本地專家，評審逾4,200位合資格教學人員、提交逾16,000項研究成

果。其中45%研究成果屬「 國際卓越 」水平；而25%研究成果更獲

得「 世界領先」評級。

研資局主席黃玉山教授指：「 該報告是研資局成立以來的最佳成

績，顯示本地學術研究實力不斷提升。局方評審研究資助計劃時，

特別重視項目的競爭性，屬高水平的學術研究外，也要符合香港的

需要，為未來長遠發展作出貢獻。 」過去逾30年間，研資局推出多

元化競逐研究資助計劃，包括個人的「 優配研究金 」、「 傑出青年

學者計劃 」；亦有團隊合作的方式，包括「 協作研究金 」、「 卓越

學科領域計劃」、「主題研究計劃」、「研究影響基金」等。

增5項策略專題 促進中港研究合作
研資局今年更預留1.5億元撥款，設立全新資助金計劃——「 策略

專題研究資助金 」，定下5項策略專題，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應對逼切

醫療挑戰、致力推動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打造香港為粵港澳大

灣區領先的集成電路和光電創新科技中心、管理疫症和其他公共衞

生挑戰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以及創新及環保建築科技和物料。黃教

授表示：「 在國家『 十四五規劃 』下，香港及大灣區都有其專屬發

展角色。這項資助金計劃的特色是以由上而下的方式，讓研究人員

按指定主題優先進行跨學科及協作研究，把握香港及大灣區發展的

黃金機會。」

近年內地科技發展舉世矚目，研資局亦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

會合作，於2022/23年度推出另一項新計劃資助中港兩地跨學科/跨

院校參與大型合作研究項目，在兩地研究團隊優勢互補基礎上，提

升學術研究的决度及質量。

甘肅乾旱地種大豆 解決糧食安全問題
大豆是全球主要蛋白質和食用

油來源，它源自中國，但是近年

美國、巴西及阿根廷成為大豆三

大出口國，中國反而需要對外購

入大豆。為了讓「 大豆回家 」，

中大卓敏生命科學教授、香港研

資局卓越學科領域植物與環境互

作基因組研究中心主任林漢明教

授，自1997年起致力研究和改良

在惡劣環境中，例如乾旱地和鹽

地，培植大豆的方法，藉此提升

中國農業生產力並修復邊緣土

地。林教授表示：「 糧食安全一

直是全球關注的問題，大豆是對

中國很重要的農作物，研究對解

決糧食危機有關鍵作用；而豆科

植物具有『 固氮 』作用，可減少

使用氮肥及二氧化碳排放，有助

中國於2060年實現『 碳中和 』目

標。」

目前計劃共有13個跨院校實驗室參與研究。其中，林教授領導的

科研團隊，透過基因組分析和雜交育種技術，培育出耐鹽、抗乾旱

的大豆新品種，並且成功申請研資局「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 」項目

（2017至2025年），研究「 植物與環境互作基因組研究中心：可持

續農業與糧食安全 」方案。在2016至2021年間，林教授聯同甘肅合

作夥伴，在甘肅省推廣三種耐鹽耐旱的大豆，包括隴黃一號（含高

蛋白質）、二號（可在高海拔種植）及三號（廣適應性），累積種

植面積達61萬畝，大概相等於4萬個足球場。「 這個項目讓基礎科學

為社會帶來影響，將知識轉化為應用層面。我很高興計劃正在延伸

至巴基斯坦及南非等地，協助偏遠地區小農戶改善生活。」

在培植大豆以外，林教授在2019年於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

通訊》發表學術論文，完成全球首個優質野生大豆參照基因組，為

世界相關研究領域提供重要工具。林教授指：「 這項研究進行逾10

年，需要大量資源，幸得研資局批出經費，提供長期、強力的支

持，讓我們科研團隊放膽與國際對手競爭，向全世界展示香港科研

的能力。我們進行多項基因組研究，發表重要論文和建立數據庫，

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國際數據中心，向全球分享重要基因組數據，加

速項目合作，讓世界發展有所得益。」

研究Covid-19病毒變異助制訂應對疫情策略
一場突如其來的「 2019冠狀病毒 」（Covid-19）大流行，無論是

市民的生命、香港的經濟都受到重創，對未知的病毒感到恐懼。港

大公共衞生學院潘烈文教授於2020年開始，着手研究Covid-19病

毒，隨後獲研資局資助「 主題研究項目 」——「 2019冠狀病毒病的

病毒學、免疫學和流行病學特徵 」（2022至2026年），透過研究

Covid-19病毒變異及接種新冠疫苗免疫反應，為政府、公共衞生部

門提供參考數據，協助進行風險評估、及時制定針對性防疫措施。

過去20多年間，潘教授專注流行病學研究，曾經研究禽流感、

SARS冠狀病毒、中東呼吸綜合症等傳染病，並且與世衞專家緊密聯

繫。項目主要劃分兩大研究領域，包括監測2019冠狀病毒的基因和

表型變化；以及調查自然感染或接種疫苗後所產生的免疫反應。潘

教授表示：「 Covid-19病毒不斷變異，由原始病毒株演化出Alpha、

Delta、Omicron、BA.5，我們首先要深入研究不同病毒株的特性，

譬如毒性改變、繁殖速率、入侵呼吸道或其他器官等。另一方面，

我們亦研究市民接種滅活及mRNA兩種新冠疫苗後的免疫反應，包

括預防死亡及感染的比率。」

隨着Covid-19新病毒出現，項目會繼續追蹤相關數據，並且在國

際期刊、世衞內部及港大公共衞生學院宣傳平台，向公眾發布最新

的Covid-19研究資料。

現時項目共有10個實

驗室參與研究，涵蓋免

疫學、病毒學、動物模

型及工程專家。「 得到

研資局撥款資助後，團

隊可以放心進行更長遠

的研究規劃。今次是一

項國際性研究，期望成

果在全世界發揮影響

力，進一步吸引研究人

才來港，推動香港成為

國際研究中心。」

監測海域缺氧情況 提高海洋保育意識
香港與大灣區海域水脈相連，從珠江口排放的污染會導致富營養

化，刺激海藻類大量繁殖。當這些海藻類在水底分解時會吸收氧

氣，令海底氧氣驟降，大量海底生物缺氧死亡，引發一連串生態危

機。為此，科大海洋科學系及數學系甘劍平教授自2014年起，已經

調查香港南部海域底層出現的缺氧問題，獲研資局資助「 主題研究

項目 」——「 香港及鄰近海域富營養化，缺氧及生態後果的診斷和

預測：物理—生物地球化學—污染耦合研究 」（2017至2022年），

該項目從原位實地測量、實驗室研究及先進數值模擬技術，對香港

及大灣區海域進行全面研究，為未來可持續發展策略提供分析數

據。

甘教授表示：「 香港正在規劃『 明日大嶼 』計劃，最大的挑戰是

在大型填海工程中，不會對附近海域環境產生負面影響。我們的研

究顯示，若沒有良好設計，填海工程可能引致香港海域富營養化加

劇，嚴重者會令人工島周邊產生臭味。因此，我們需要建基於科學

的研究，進行全面的海洋環境評估。」

團隊與香港及內地多間大學，以及國際一流的海洋科學家進行研

究合作，組成一個多學科交叉團隊，「 海洋學是一項綜合的科研，

包含物理、生物、化學、地質海洋學及數學專業知識。團隊透過在

大灣區及香港水域放置浮標，收集各種海洋數據，並且轉化成數字

模型，為海洋受污染的程度，提供量化及科學標準。 」現時團隊推

出互動海洋環境影像化平台WavyOcean，覆蓋粵港澳大灣區海域、

南海、東海等，實時顯示相關海域富營養化及海底缺氧的情況。

▶研資局主席黃玉山教授表示，為應對香港及大灣區發展需
要，該局今年新增「 策略專題研究資助金 」，定下五項策略
專題，鼓勵研究人員就相關主題優先進行研究。

▲林教授的研究由實驗室延伸至甘肅
黃土高原，成功在乾旱地種出一大片
大豆田。

▲港大公共衞生學院潘烈文教授帶領跨學科團隊，研究Covid-19病毒變
異及接種新冠疫苗免疫反應。

▲潘教授持續追蹤Covid-19病毒變異，並向世
衞、政府機構提供研究數據，協助制定最新的
防疫政策、疫苗研究。

▲科大海洋科學系及數學系甘劍平教授出海視察，研究香港及大灣區海域
富營養化及海底缺氧的情況。

▲甘教授在研究海域放置浮標，收集各種海洋數據，並且透過數字模型量化
海洋污染程度。

▲中大卓敏生命科學教授、香港研資局卓越學科領域植物與環境互作基因
組研究中心主任林漢明教授，透過培育新大豆品種，解決世界糧食安全問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