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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今日（六月八日）上午主持工业贸易谘询委

员会会议后会见传媒，以下是邱腾华的开场发言： 
     
  各位新闻界朋友，各位市民，大家好。今早我们召开了工业贸易谘询委员会

会议，主要谈及香港近来的经济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们面对接二连三的冲击，

无论是全球、区域，以至香港本身方面，大家都很关心香港如何走出谷底，如何

起动经济。我们亦提及近期疫情的转变、抗疫的措施，以至近期大家都关心的议

题，譬如是外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国安法等。整体上，委员会对香港的前景仍

然有信心，从中美贸易战、社会冲突事件，以至疫情和最近发展看，香港的企业

有很强的生命力，他们亦认为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对他们有帮助，大家都希望及

早捱过这个冬天。今日财政司司长亦公布了向每名市民派发一万元的资助计划的

详情，这跟我们之后会谈及如何重振香港经济和内部消费有关。我们希望香港可

以及早走出经济阴霾。 
     
  我们于今日的会议交代一些我们在下半年会采取的措施，当中特别采纳了工

业贸易谘询委员会以往的一些建议，这些措施都有助起动香港经济。 
     
  以往我提过我们要同时面对两场战争：一方面必须要战胜疫情，同时亦要跨

过逆境，希望于疫情受控时，能以张驰有道的方式，及时起动和复苏经济。 
     
  过往有支援业界的不同措施已开始投入，建基于此，我们今日讨论三项特别

的措施，希望让香港业界，尤其是各行各业的企业，有更大的信心。措施有三方

面，第一是起动本地和对外推广的经贸活动；第二部分是起动本地旅游，希望藉

此带来经济复苏；第三方面是支援进出口业界，加强他们于外贸上的保险和保障。 
     
  第一方面是起动推广经贸活动。如果企业要成功做生意，在展览业以及国际

会议上作推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随着疫情有所缓和，贸发局和政府决定于

七月如期举行大规模的书展。书展将于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于香港举行，并会

透过「防疫抗疫基金」拨出的四千万元，资助所有书展的本地参展商，上限为一

万元（应为十万元）。推动书展能够让业界见到香港的经贸活动能够重新起动，

如期推行。当然，我们要遵守防疫和公众卫生的要求。 
     
  第二项（推动）商贸活动的措施是加码资助和简化（申请）手续，鼓励业界

参与下半年举行的大型商贸活动。如果疫情继续受控，有一连串的大型商贸活动

希望可于下半年推出。政府和贸发局会采取措施，透过双重资助，帮助业界参加



这些活动。双重资助是指「防疫抗疫基金」和「市场推广基金」（「中小企业市场

推广基金」）两个基金同时给予资助，令到例如一些需缴交两万元参展费用的参

展商，基本上可获得全免。第二是简化手续，两个基金只需要填写同一张表格，

参展的企业无须垫支亦已可以参与（展览），帮助他们纾缓银根。第三，我们亦

给予多一些优惠，使参展商最多可以十个摊位作展览（并获得资助），以作大力

推广。 
     
  第三方面，（贸发局会）透过线上及线下展览（促进贸易）。 
     
  第四方面，近期我们发觉香港于推广商贸方面可以利用一个新主题，就是在

疫情中香港如何应用科技，以及如何利用香港的经验作推广。贸发局会以此作为

下半年展览的其中一个主题。 
     
  我们亦希望推动与个别贸易伙伴的双边讨论，我们可能在东盟市场内挑选一

些熟悉的地方如泰国，于月底进行双边会谈，尝试起动双方的经贸活动。以上这

些是关于贸易和推广的方面。 
     
  第二项起动工作是关于旅游方面，我们希望可以由本地做起。这涉及几项措

施，其一是香港的两个主题公园将于短期内重开，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会按照防

疫要求加强防疫、公共卫生和园地管理方面的措施。海洋公园得到立法会批核拨

款后，决定于今个星期六，即六月十三日重开。我预期他们会推出优惠措施，吸

引市民造访，让市民有一个「抖抖气」、寻开心的地方。 
     
  我们亦会为「绿色生活本地游鼓励计划」（预留的资助额）加码。去年年底，

透过环境局的帮助，我们投放了五千万元予业界于本地推行绿色旅游计划。有鉴

于旅游业重新开展时都要由本地开始，我们得到环境局的加码资助，将（预留的）

资助额增加至一亿元，我们会与业界讨论如何利用这笔资助鼓励（业界）开团，

推广绿色旅游。 
     
  旅发局亦将于不久的将来推展新一轮的旅游推广活动，包括推出「旅游‧就

在香港」。我们希望这些工作于短期内可加强香港本身的接待能力，同时透过做

好本地旅游，将来能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再次到访香港。 
     
  近期很多人提到与外国（成立）一些双边的旅游通道，有人形容为「旅游气

泡」（travel bubble）。这段时间我们有接获其他国家的查询是否可以建立双边的旅

游通道，我们亦有同时主动询问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安心、疫情比较稳定的国家和

地区，看看是否可以逐步重开（跨境旅游）。这除了涉及双方政府与政府之间的

接触外，同时涉及测检和测试互认等工作。我们会透过这些地方的驻港总领事，



或我们驻当地的海外办事处作双边洽谈，希望可以探讨与疫情比较稳定的地方逐

步重开（跨境旅游）。 
     
  第三方面（的起动措施）是支援进出口业界，加强他们在外贸方面的保险和

保障。近期很多做出口或转口生意的港商都有很大的担忧，我们的主要贸易市场

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受到疫情影响，出现很多买家挞订或延迟（付款）的情况，

出口商正蒙受很大的风险。经过与信保局的讨论后，我们会推出「百分百信用限

额提升计划」，于不加保费的情况下，加强出口商于现有市场的出口保险保障，

这涉及增加保额上限，让信用限额增至最高一亿元，或增加百分之五十（应为增

加一倍）。就此，我们希望将信保局可以向外提供的信用总额提升至四十三亿元，

政府亦会透过「防疫抗疫基金」拨出三亿元作为「保底」，希望可以为进出口业

界提供帮助。 
     
  上述三个方面──起动经贸推广活动、起动旅游业和帮助进出口业界——是

这次会议中我们所提出并会尽快落实的工作。我亦听取了很多委员的意见，他们

希望于这段时间能够继续保就业，同时撑企业，这是他们共同的意愿。他们亦看

到未来半年甚至一年内，业界仍然要面对很大的挑战，但同时有信心于这段时间

内得到不单是政府的资助，还有业界之间的互相扶持，加上各政府相关机构如贸

发局、旅发局和信保局推出的优化措施，可以帮助业界渡过这段困难时期。 
     
  藉此一提，他们亦提到除了近期政府的直接资助计划外，银行的信贷担保

（「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尤其是「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业界普遍表示

欢迎。现时计划已收到超过六千个申请，有一百一十亿元透过「百分百担保特惠

低息贷款」拨出，这是一个及时雨，为企业现金周转方面提供协助，以上就是我

的大概重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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