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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ney 全版專欄〈一名經人〉 

搞科研 

 

一聞香港搞科研，心想董建華年代已話搞，廿年過去，搞了什麼出來？算把啦。 

 

緣何這麼大盤冷水兜頭淋？身為一名經人，信的是市場力量，不信的是政府打造。

不是完全不得：當有天時地利，政府配合加上人和，可以；但若天時地利皆不配合──

無土壤時，單有人和也是徒然。香港由漁村到 made in Hong Kong 再到國際金融中心，

也不見得是由政府打造出來的。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想做國金中心，但迄今有誰做到？ 

 

做科研，首先不是要錢而是要人，尤其人腦。現在花錢，可以買到科技租到人才，

但這是買已製成品，不是自製，更非 made in Hong Kong。要自製人才，且先問一問：

香港能否孕育出對世界好奇而肯窮畢生精力探索的人？香港的學校、考試制度似不似是

向着這個方向進發？香港的家長又似不似會有這寬容的態度容許自己的下一代造夢？ 

 

都是國金中心的結果：發達太容易了（儘管搵錢或難），誰會花精神時間去研發？

就如短炒易過長揸，自然投機客遠多過投資客。研發的本義就是無數失敗後未必成功，

用財金術語講就是風險極高，一如創投項目，成千上萬才有成功案例。既然風險極高，

就必須具相當長線眼光才有望回報，然而一旦有回報，卻可以很高很高，帶領天下。 

 

美國人由發明飛機到最終升上太空，最初還是源自一個夢。香港人？發錢寒就多，

發夢未聽過。連發夢都是關於發達而非發明或發現，怎科研呢？須知發夢的先決條件，

就是生活無憂──不是說要大富大貴，但起碼不是手停口停。於此其實又有兩個條件，

一是生活成本不狂飆，二是政府有所保障。欠這條件，愛因斯坦在港亦餓死未天光。 

 

如果有心使錢，用在今天 IQ 爆棚的窮少年上，遠勝落在啥企業手上。企業賺錢，

不會真正有心做研發的。真正的科研始終都在大學，搞好 UGC 批錢的機制更為實際，

且需時至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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