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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新科技署 (創科署)在“品質支援”的工作綱領下推廣國際承認的標準和合

格評定服務，為香港的科技發展及國際貿易建立穩固的基礎，以及促進香港檢測和

認證業的發展。標準是就處事方式，以及產品、測試方法或物料規格方面所達成的

共識。合格評定涉及一系列過程，證明與產品、程序、系統、人或機構有關的訂

明規定獲得遵循。合格評定的主要類別包括測試、檢驗和認證。提供合格評定服務

的機構，稱為合格評定機構。2009年 9月，政府成立香港檢測和認證局 (檢證局)，

就檢測和認證業的整體發展策略提供意見。

2. 創科署有關品質支援的工作由香港認可處 (認可處)、產品標準資料組 

(資料組)、標準及校正實驗所 (校正實驗所)和檢證局秘書處進行。2019–20年度，

“品質支援”工作綱領的開支為 1.455億元。審計署最近就創科署推廣國際承認的標

準和合格評定服務的工作進行了審查。

香港認可處

3. 需要加強推廣認可處的認可服務 認可處每年均為獲認可機構的數目淨增
長設定基準。在 2015–16至 2019–20的 5個年度，有 3個年度並未達到基準。截至

2020年12月31日，認可處3項認可計劃下部分方案的獲認可機構數目不超過2個。

該等方案包括：(a)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 (實驗所認可計劃) 18個方案中的3個 (17%)；

(b)香港認證機構認可計劃 9個方案中的 4個 (44%)；及 (c)香港檢驗機構認可計劃

4個方案中的 2個 (50%)(第 2.6及 2.8段)。

4. 需要鼓勵決策局／部門使用認可處和獲其認可機構的服務 行政署長於
2016年 2月發出《總務通告第 16 ／ 2016號》，促請政府決策局／部門採用認可處

提供的認可服務和獲認可處認可的機構所提供的合格評定服務。審計署留意到，

2016至 2021年 1月期間，認可處只向決策局／部門頒發 2項新認可資格。至於 2個

創新科技署：  
推廣國際承認的標準和  
合格評定服務的工作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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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段期間終止認可資格的決策局／部門，認可處沒有記錄終止的原因，也沒有記

錄有否採取跟進行動鼓勵對方保留認可資格 (第 2.11及 2.13段)。

5. 沒有適時進行覆審 認可處定期覆審每間獲認可機構，確保機構持續達到

獲得認可資格的標準。審計署檢視 20次認可處在 2016至 2019年期間進行的覆審，

留意到當中有 2次 (10%)分別逾期 28和 37天。截至 2020年 10月 14日，40次尚

未進行的覆審已逾期 7至 651天 (平均為 93天)(第 2.18至 2.20段)。

6. 不當使用認可處標誌和虛報認可資格 每間獲認可機構均獲發獨特的認可
標誌。實驗所認可計劃下在 2019年終止了所有或部分獲認可活動的認可資格的

21間獲認可機構，審計署於 2020年 11月審查了其中的 15間機構的網站。審計署

留意到：(a) 1間 (7%)已經終止所有獲認可活動資格的機構，仍然聲稱其實驗所獲

得認可，並展示認可處的標誌；(b) 1間 (7%)已終止部分活動認可資格的機構，仍

聲稱其實驗所就該等活動獲得認可；及 (c) 2間 (13%)已終止部分活動認可資格的

機構，沒有附加聲明說明哪些活動沒有獲得認可，牴觸認可處的規定 (第 2.23及

2.25段)。

產品標準資料組和標準及校正實驗所

7. 產品標準資源中心 (資源中心)使用率偏低 資源中心備存標準及標準相關
刊物，供市民閱覽。審計署檢視了資源中心在 2015至 2020年 (截至 9月)期間的

訪客人數，留意到資源中心的訪客人數由 2015年的 17人減少至 2019年的 7人，

減少了 10人 (58.8%)。2020年 (截至 9月)，在 2019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期間資源中

心只有 4名訪客 (第 3.4及 3.5段)。

8. 資料組的庫存管理有可予改善之處 審計署發現資源中心保存的標準及刊
物在庫存管理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a)資料組沒有就部分非耗用物品備存庫存記

錄及沒有進行周年庫存核查，牴觸政府《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規定；及 (b)資

料組沒有訂立機制，決定哪些已予撤銷／取代的標準沒有參考價值而應予處置。資

源中心保存部分發布時間久遠，並已予撤銷或由新版本取代的標準 (第 3.8段)。

9. 管制人員報告中的服務表現匯報有可予改善之處 創科署在管制人員報告
中 4項目標及 5項指標下匯報資料組的服務表現。審計署發現：(a)沒有證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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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匯報的 2015、2016及 2017年“處理關於產品標準的簡單查詢”及“處理關於產品

標準的複雜查詢”服務表現建基於妥善的實際服務表現記錄；(b)雖然資料組於

2018和 2019年沒有接獲任何複雜查詢，但創科署仍然匯報在 8個工作天內“處理

關於產品標準的複雜查詢”；(c)資料組沒有保存服務表現記錄，以證明在管制人

員報告中匯報的 2015至 2019年期間“就購買產品標準文件發出報價單”及“處理購

買產品標準文件特許複製本的訂單”的實際服務表現；及 (d)就銷售標準文件而言，

管制人員報告中匯報的 4項服務表現指標中，有 2項的部分資料 (即 2015、2017至

2019年“所得訂單數目”和 2015、2017及 2018年“所得收入”)與資料組的記錄不

吻合 (第 3.10、3.11及 3.13段)。

10. 校正實驗所的庫存管理有可予改善之處 校正實驗所下設 10所配備各類儀

器、零件及工具的實驗室。審計署發現校正實驗所在庫存管理方面有可予改善之

處：(a) 2012年，政府物流服務署 (物流署)建議創科署就品質事務部保存的所有非

耗用物品進行全面庫存核查。截至 2021年 2月，落實該項建議的工作仍未完成；

(b)沒有文件證明，創科署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曾就校正實驗所的非耗用物品進

行周年庫存核查，牴觸了《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規定；及 (c)審計署審查的 40項

非耗用物品中，有 17項 (42.5%)因沒有貼上參考編號而不能把實物與非耗用物品

記錄表及分發記錄表 (通用表格第 272號)比對，而有 5項 (12.5%)已由校正實驗

所的一所實驗室轉移至另一所，但卻沒有更新非耗用物品記錄表及分發記錄表，以

記錄物品轉移 (第 3.18段)。

11. 沒有適時校正儀器 校正實驗所訂明，儀器投入服務後，須按照既定時間

表校正。校正實驗所人員每個月均以電腦系統編訂每所實驗室的校正清單，以識別

到期校正的儀器。按照校正清單，截至 2021年 1月 5日，有 1 141項儀器需要定

期校正。審計署留意到：(a)在該 1 141項儀器中，有 381項 (33.4%)校正期限已過，

平均逾期 0.9年 (即 331.8天)；及 (b)在該 381項儀器中，有 127項 (33.3%)校正

期限已逾期超過 1年，當中 25項 (6.6%)已逾期超過 3年。逾期時間最長為 7.3年。

創科署表示，在該 381項儀器中，有 245項屬備用儀器或暫停使用的儀器 (第 3.20至

3.22段)。

12. 需要縮短為進行校正而從客戶收取儀器的時間 校正工作的輪候時間，是

指客戶接受報價與校正實驗所收取儀器校正之間的時間。校正實驗所訂明，輪候時

間一般不應超過 15個工作天。在 2015至 2020年期間校正的全部 7 039項儀器中，

有 4 162項 (59.1%)的輪候時間超過 15個工作天，當中 892項 (12.7%)的輪候時間

超過 90個工作天 (平均為 166個工作天)。輪候時間最長為 827個工作天 (第 3.24及

3.2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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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的支援

13. 需要提高部分非官方成員的出席率 檢證局的主席和成員包括檢測和認證
業的從業員、商界及專業團體的代表 (即“非官方成員”)，以及公營機構和政府部

門的代表 (即“官方成員”)。2016至 2020年期間，雖然成員每年出席該局會議的整

體出席率介乎 75%至 85%，但非官方成員的出席率較低，介乎 67%至 80%。2016至

2019年期間，每年有相當大比例 (12%至 35%)的非官方成員並無出席該局任何會

議，或只出席全部3次會議的其中一次。在該4年中的3年，不足一半 (38%至47%)

非官方成員出席該局全部 3次會議 (第 4.4至 4.6段)。

14. 需要改善檢證局會議上的利益申報情況 檢證局採用一層申報利益制度 (即

須於出現潛在的利益衝突時披露利益)，供成員申報利益。在該局的展覽計劃下，

該局於貿易展設立攤位，推廣本港檢測和認證服務，攤位的租金和製作費用由該局

支付，而符合資格的獲認可合格評定機構則獲邀提出申請，免費使用攤位，以接觸

其服務的潛在用戶。審計署留意到，2016至 2020年期間，該局 50%至 71%的非

官方成員與香港的合格評定機構有關連，而這些機構可能會參與展覽計劃。然而，

審計署留意到，在該局會議上討論和通過展覽計劃的工作計劃時，有關成員並沒有

申報利益。2016–17至 2019–20年度期間，在參與展覽計劃的機構中，有 11%至 50%

是與該局成員有關連的合格評定機構 (第 4.9至 4.11段)。

15. 需要適時發出檢證局會議記錄初稿 審計署審查了檢證局在 2016至 2020年

間全部14次會議的會議記錄初稿，留意到該局秘書處需時43至90天 (平均為66天)

把會議記錄初稿送交成員 (第 4.14段)。

16. 需要加強推廣所推出的教材 2016年 6月，檢證局為任教高中化學科的老

師推出教材，以引起學生對檢測的興趣，以及讓他們明瞭檢測和認證的價值。

2017年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全部 75名受訪者中：(a) 51人 (68%)不曾聽聞該

套教材；(b) 68人 (91%)從未在課堂或學校活動中使用該套教材；及 (c) 70人 (93%)

並不知道該套教材可從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下載 (第 4.19及 4.21段)。

17. 需要提升研討會和工作坊的出席率 2015至 2020年期間，檢證局為檢測和

認證業從業員舉辦了 48個研討會和工作坊。審計署留意到，沒有到場者的百分比

介乎 15.7%至 22%，以及在全部 11 053名已報名的參加者中，只有 8 969名 (81.1%) 

出席研討會和工作坊 (第 4.24及 4.2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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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需要鼓勵機構參與展覽計劃 2016–17至 2019–20年度期間，檢證局在展覽

計劃下參加了 10個本地貿易展和 8個內地及海外貿易展，費用總額為 150萬元。

審計署留意到：(a)在每個貿易展中，雖然檢證局秘書處邀請逾 300間合格評定機

構參與，但只有少數 (2至 5間)合格評定機構申請參與貿易展；及 (b)在該段期間，

只有 12間合格評定機構曾參與 1個或以上的貿易展 (第 4.28及 4.29段)。

未來路向

19. 需要加強推廣有助對抗 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新認可服務 自 2020年 4月

起，認可處因應對 2019冠狀病毒疫情相關檢測服務的殷切需求，在實驗所認可計

劃下推出 2項新認可服務，即醫用口罩測試及 2019冠狀病毒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

應 (聚合酶)測試。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21年 2月 28日：(a)認可處只從合格評

定機構接獲 2宗醫用口罩的認可申請，也沒有批出過認可；及 (b)獲政府認可提供

聚合酶測試的 23間本地私營機構中，只有 5間 (22%)就聚合酶測試取得認可處認

可 (第 5.5及 5.6段)。

20. 需要制訂措施以促進檢測和認證業的進一步發展 2010年 3月，檢證局向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提出 26項建議，以提升檢測和認證業的競爭

力。2013年 3月，檢證局完成檢討 2010年所提出建議的實施進度。根據該報告，

在 2010年提出的各項建議均已落實。2013年的報告提出進一步建議，以支援業界

的發展。自 2013年以來，檢測和認證業已有所發展。審計署認為，創科署需要與

創新及科技局合作，並採納本審計報告書的意見及建議，繼續與檢證局及檢測和認

證業的其他持份者攜手合作，以期制訂適當的措施，協助業界把握新的發展機遇

(第 5.11及 5.12段)。

審計署的建議

21.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創新科技署署長應：

認可處

(a) 在推出新的認可方案前，全面評估市場的需求 (第 2.15(a)段)；

(b) 加強推廣認可處的 3項認可計劃 (第 2.15(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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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強向決策局／部門推廣認可處及獲其認可機構的服務 (第 2.15(c)
段)；

(d) 確保獲認可機構的覆審適時進行 (第 2.27(a)段)；

(e) 確保認可處標誌的使用和認可資格的聲稱是適當 (第 2.27(b)段)；

資料組和校正實驗所

(f) 檢討保留資源中心的需要 (第 3.15(a)段)；

(g) 按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規定，就資源中心保存的所有非耗用物

品備存妥善的庫存記錄，並進行庫存核查 (第 3.15(b)段)；

(h) 訂立有效機制，處置資源中心內的過時標準及刊物 (第 3.15(c)段)；

(i) 就資料組銷售標準文件備存妥善的服務表現記錄，並確保管制人員報

告中匯報的資料組服務表現資料準確及建基於妥善的服務表現記錄

(第 3.15(d)及 (e)段)；

(j) 盡快完成落實物流署就庫存管理的建議 (第 3.28(a)段)；

(k) 按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規定，就校正實驗所的非耗用物品進行

庫存核查，並確保庫存記錄準確 (第 3.28(b)段)；

(l) 確保校正實驗所的儀器適時校正 (第 3.28(c)段)；

(m) 採取必要行動，着手處理輪候時間長的問題 (第 3.28(d)段)；

對檢證局的支援

(n) 鼓勵和協助非官方成員出席檢證局的會議 (第 4.16(a)段)；

(o) 確保檢證局成員在該局會議上申報潛在的利益衝突 (第 4.16(b)段)；

(p) 確保盡快把該局的會議記錄初稿送交成員以徵求意見 (第 4.16(c)段)；

(q) 向中學推廣化學測試教材 (第 4.30(a)段)；

(r) 鼓勵已報名的參加者出席為檢測和認證業從業員舉辦的研討會和工作

坊 (第 4.30(b)段)；

(s) 提升合格評定機構對旨在推廣香港檢測和認證服務的展覽計劃的興趣，

並促進該等機構踴躍參與 (第 4.30(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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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t) 推廣認可處對醫用口罩測試及 2019冠狀病毒測試的認可服務
(第 5.8段)；及

(u) 繼續與檢證局及檢測和認證業的其他持份者攜手合作，以期制訂適當

的措施，協助業界把握新的發展機遇 (第 5.13段)。

政府的回應

22. 創新科技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