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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轉型】本地風投選 4 大初創焦點領域 

經濟大勢推動商機 

 

▲ 海闊天空創投聯合創辦人及管理合夥人文立對香港初創前景感樂觀，預計隨成功例子出現，

會有更多資金支持，以及亦會鼓舞後來者參考學習前人經驗。（受訪者提供圖片） 

電商、醫療等多個創新領域在疫情新常態下取得驕人成果，亦為早期涉足相關

初創的投資者帶來回報。有本地風險投資基金分享，對今後本地及大中華初創

發展具信心，未來具發展潛力的領域包括芯片、數據私隱、環保以及人口老化

相關的技術。 

海闊天空創投主力投資本地初創項目，旗下第一期基金（Fund I） 2017 年啟

動，投資近 35 間初創，包括商湯科技、Prenetics、友和 YOHO 等涉及人工智

能、醫療與電商等項目 ，最新宣布由 2017 年 9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間，獲得

58%年化內部回報率 （IRR）。聯合創辦人及管理合夥人文立受訪時指出，滿

意表現，並指初創投資回報往往呈「J」形，預計隨旗下投資項目有更多市場發

展與上市集資，未來投資回報可再望提升。 

 



 
 

訪問中，文立提到，第一期基金已經完成投資階段，正是等待收成的時間，而

第二期基金（Fund II）亦預計於 9 月開始投資初創，整體基金規模為 1 億美

元，目標選取約 30 間初創投資，主要針對 Pre-A 至 B 輪的項目，留意的領域包

括芯片技術、企業服務、電商、人工智能。他續指，第一期基金投資大部分為

本地初創，預計第二期基金在港初創比重會降至約一半，增加對中國項目的投

資。 

他亦認同，科技初創圈已與數年前大有不同，實現相約投資回報有一定挑戰，

解釋指，今天「收成」的初創，不少是在 2013、14 年開始起步，乘上手機互聯

網興起的大勢而壯大。來到今日，暫時未見到有同樣程度的範式轉移。但他認

為，包括芯片技術需求急增；消費者對數據私隱關注提升，導致企業對方案需

求增加；環保、可持續性等大趨勢，碳中和等相關技術受捧；以及人口老化背

景下，醫療、機械人自動化的需求，這 4 大趨勢的相關技術企業的潛力可看

好。 

談到如何挑選項目作投資，文立強調，「沒有方程式」，一般會參考該項目是

否有足夠的市場潛力以待併購、上市集資等機會，該企業務能否把握市場趨

勢，以及團隊創造機會，轉危為機的能力。他分享，之前就曾有一個芯片項

目，雖然已獲得訂單只欠資金，但文立認為該企太著重成本控制，市場發展空

間有限，最終未有對其投資。 

回購創科創投基金股份 

在海闊天空創投的第一期基金的項目中，有十間初創是與港府創科創投基金共

同投資，文立透露，已對後者所持股份行使回購期權，帳面上為海闊天空創投

帶來 1.5 倍回報。他表示，選擇現時回購主因有組合項目即將上市集資，正是

向基金投資者實踐回報承諾的時機。 

針對該政府項目，他認同政府在大方向上對初創投資是正確的，和海闊天空創

投的合作也是非常成功，但冀審批程序上能增加彈性，建議對已經完成過一期

基金合作的共同投資夥伴做更簡單審批，和接受更多投資模式，能幫助更多有

資金需要的初創。他續指，冀第二期基金續能成為創科創投基金的共同投資夥

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