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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葉智斌剛從理大康復治療學系畢業，就要面對僧多粥少的困境，因此「被迫」走上創業路。二零

一一年，當他修畢博士課程，職業治療行業正好進入黃金期，那時，一個以兼職為正職的治療師月入可達

六、七萬。不過，葉博士卻不願走回頭路，而是選擇再創業，目的無他，只為實踐創意，開拓和推動行業發

展的新路向…… 

 

 

 

…… 

葉智斌博士以科研成果創業 

旨在實踐創意開拓新路 

相信大多數人都聽說過，甚至接觸過物理治療，但未必知道職業治療

是什麼。職業治療師葉智斌博士指出：「當傷病影響到人們日常生活

的三大範疇，即自我照顧、工作和餘暇生活，患者就需要接受職業治

療。例如，認知障礙症、中風影響日常生活；過度活躍症和自閉症影

響校園生活；精神科疾病影響工作和餘暇生活；工傷影響工作等，都

屬職業治療的範圍。」 

職業治療近年才漸為人認識，因為認知障礙症、自閉症、讀寫障礙等病症成為社會話

題；但在十多年前，職業治療絕不是流行的行業。那麼，葉博士為什麼會在那時候選擇

此專科呢？ 

原來他從小立志當醫生，雖因成績不理想而與醫學院無緣，他仍心繫醫護治療領域，最

後於 1998年入讀理大，主修職業治療。 

那時，大部分康復治療科學系的學生都選修物理治療，很少人像他一樣首選職業治療。

「唸中學時，我參加了由香港政府舉辦的醫護服務體驗計劃，從中認識了復康工作。每

個參加者可以選擇兩個工作崗位，而我選了醫院藥房和職業治療部。我覺得職業治療部

很『神秘』，當中竟然還有分科，例如燒傷科。在燒傷科接觸到的壓力衣、手架等，都

讓我感到新奇。我還發現，職業治療師透過詳談認識病人需要，然後按病人需要選取不

同的治療方式，是相當生活化和人性化的做法。」葉博士說：「正因我不愛循規蹈矩，

喜歡聊天，所以考進理大後即把職業治療放在首選位置。」 

雖說不愛規矩，他還是規規矩矩地全情投入於三年密集式課程中，對畢業後當職業治療

師充滿期待。沒想到的是，理想和現實相距甚遠。 

 

剛入學的時候，他從沒想過將來工作的問題，只知道可以在醫院裡幫助有需要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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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博士在社聯分享會上向社福界講

解虛擬實境科技在復康上的應用。 
 

 
葉博士現是職業治療學院董事局成

員，積極推動職業治療在內地發展，

並義務指導及培訓國內職業治療師。 

到了翌年，眼見政府醫院裡的相關職位不多，他開始為前景擔憂。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班上 90人在 2001年畢業後要一起爭奪兩個醫管局新開設的職位！ 

半年過去，他一直找不到工作。但他並沒有氣餒，反而想到跟一位同學成立公司，然後

逐家私營安老院叩門，為院內有需要的老人家們提供服務。 

這次「創業」並不需要太多資金，不過是申請一張商

業登記證，然後找私人院舍合作而已；況且，當時他

有一位親戚在私人院舍工作，可以提供協助。結果，

他們總算順利開業，只是因為當年經濟不好，有需要

而又要肯花錢的老人家不多，收入自然少。半年後，

他實在不想再這樣熬下去，適逢有一家非政府機構屬

下的安老院聘請他擔任職業治療師，他便放棄了自僱

工作。 

「那時的日子也不易過，因為政府每年發放的『老人癡呆症患者補助金』金額都不一

樣，第三年的撥款減少了，我的薪水也隨之減少；下一年的撥款再減少，安老院裁去社

工和照顧員；到了 2005年，單位只剩下我一個由補助金資助的職員。」 

就在一個有關安老服務的工作坊裡，他重遇理大的文偉光教授。跟文教授聊着聊着，他

竟在茫茫前路中看到了閃亮的北斗。就這樣，他於 2005 年回歸理大，參與由文教授領

導的一個科研項目，從事研究之餘還可以進修。但這是一個博士程度的研究項目，所以

他必須在一年內密集地完成碩士課程的十五個學分及碩士程度的研究論文，一點也不輕

鬆。 

發展方向清晰，但過程卻並不順利。2008 年，該研究項目的撥款用完了，但項目卻因為

一些延誤而未能完成。於是，他在得不到研究津貼的

情況下，繼續參與研究。同年，他結婚、生小孩，又

要還房貸和交學費……幸好獲得父母支持，加上同是

職業治療師的太太有固定工作，才能捱過這段日子。 

2011 年，他取得博士學位，同時職業治療行業步入黃

金期。憑着優厚的資歷，葉博士不愁沒出路，只是他

已無意再當職業治療師，而是決定再創業，最終創辦

了思穎創新科研有限公司，提供一站式康復顧問及治

療服務。 



 

 

    Sep 2016 

 
葉博士非常注重與同事關係，雖然同事

人數不多，公司仍不時舉行活動，增加

同事歸屬感，希望能做到上下一心。 

「理大的研究項目主要針對中風和腦外傷病人，以患者熟識的本地場景重新訓練患者對

日常生活的認知。我看準了這項復康治療方案的潛力，於是創辦了思穎創新科研有限公

司，並向理大取得授權，把治療方案推銷給各大機構和院舍。本地機構和院舍一般沿用

外國產品，對於我們這套充滿本地元素的系統顯得甚為受落。」 

葉博士說：「作為一人公司的老闆，我什麼都得做，包括拿着 27寸電腦屏幕到處去做

示範，最遠的一次是到長洲醫院……」他不單要處理銷售工作，還要學習怎樣靈活地做

生意，大小事務均由他一手包辦。 

到了今天，他聘請了四名員工來負責院舍服務。這

樣，他就可以撥出更多時間來研發新產品。當然，

他仍會不時親自到院舍，了解用家的實際需要，以

助他制定產品研發的方向。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他坦言還是會選上創業路。

「創業給人實踐創意的機會，讓你將意念轉化為事

業。有人選用你的產品，就是對你的一種認同。每

當看見患者因此而有進步，我就會感到非常欣

慰。」 

葉博士表示，鑒於現今科技可給傳統職業治療帶來進一步的治療成效，這行業還有極大

的發展空間，建議有志在這個領域創業的年青人嘗試解決市場和患者的需要。「透過創

業把在大學的科研成果貢獻於業界，比進行傳統的單對單治療能可以令更多人受惠。」 

目前是職業治療師的黃金時代，以兼職為正職的治療師月入可達六、七萬元。社會固然

需要專業的職業治療師，但葉博士說：「這是一個靈活的行業，不要讓傳統的框框局限

你的發展。如果你有創意，有膽識，不妨作其他方面的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