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就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 

（第一环节）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今日（一月三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

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第一环节）致辞全文： 

 

主席： 

 

  我会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多方面的工作，作重点响应： 

 

产业政策 

──── 

 

  在宏观政策层面，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为工商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香港

简单的税制、低税率、良好的法制和基础建设等等，都有利商业的发展。考虑到

香港土地和人力资源有限，我们必须把资源投放到高增值或者高技术含量，以及

具备优势或者发展潜质的生产活动。由行政长官亲自领导的经济发展委员会，将

会从高层次研究如何用好香港固有的优厚条件，以及国家带给香港的机遇，着力

研究扩阔经济基础，促进长远发展的整体策略，检视有助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行业。

我们期待委员会就勾划全面产业政策方面提出的建议，以期创造就业及改善民

生。 

 

扶助企业 

──── 

 

  刚才多位议员提及中小企面对的困难，在这方面，我们会继续为中小企提供

多方面的支持，包括协助企业取得融资、拓展市场以及提高整体竞争力等。 

 

  近年业界关注融资困难的情况。就此，我们会继续密切留意全球经济和信贷

市场的变化，在有需要时采取适时有力的措施，向企业提供支持。 

 

  政府亦一直支持在内地营运的港商。我们会继续通过不同的措施，协助港资

企业把握国家「十二五」规划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开拓以及发展内地市场。我们

会继续透过总值十亿元的「专项基金」，向香港企业以及商会等非分配利润组织

提供资助，协助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以及拓展内销市场。 

 

ＣＥＰＡ 

──── 

 

  在ＣＥＰＡ方面，内地和香港一直透过中央及地方层面的常设机制商讨落实



ＣＥＰＡ的事宜。《施政报告》宣布增设联合工作小组，处理ＣＥＰＡ在个别省

份或直辖市的落实问题，进一步完善现行落实ＣＥＰＡ措施的机制。小组的内地

方面由商务部牵头，邀请相关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参与，港方由工业贸易署带领。

小组会针对业界反映遇到较多障碍的行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重点协助业界解决

问题。 

 

  为实现内地进一步扩大对香港服务贸易的开放，到国家「十二五」规划期末，

达致服务贸易基本自由化的目标，特区政府正与中央部委研究，争取早日制定具

体工作方案。我们亦已邀请业界在这方面提出意见。 

 

  现在距离「十二五」规划期末还有三年的时间，我们会抓紧时间推动自由化

的进程，通过ＣＥＰＡ，积极争取内地对香港服务业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进一步开

放。 

 

  此外，在ＣＥＰＡ「循序渐进」的原则之下，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探讨在Ｃ

ＥＰＡ下的开放措施时，会争取以试点形式在个别省份先行先试开放以起示范作

用，从而为日后争取全国开放，奠定基础。我们会根据香港业界的要求，透过Ｃ

ＥＰＡ磋商机制，继续向中央政府争取把「先行先试」开放措施扩展至全国或其

他省市，特别是泛珠江三角洲的其他省区，为业界提供更多商机。 

 

知识产权 

──── 

 

  在知识产权方面，我们现正全面检视专利制度。香港专利制度检讨咨询委员

会已经就此向政府作出建议。我们将会在短期内提出发展路向，并且在二月向工

商事务委员会汇报。 

 

  在知识型经济下，知识产权供求有价，国际间的交易日趋蓬勃。香港有潜力

发展成为区内的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我们计划成立由政府、业界及各方面专家组

成的工作小组，研究推广香港作为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整体策略，以及可能需要

政府提供的支持措施。 

 

自由贸易协议及促进和保护投资协议 

──────────────── 

 

  在国际贸易方面，为了维护香港的经济利益及巩固我们的国际定位，香港会

继续积极寻求与贸易伙伴缔结自由贸易协议，让香港的货物和服务能够以更有利

条件进入海外市场。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已经向东盟要求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我们现正加紧游说东盟各国。 

 

  此外，我们会继续寻求与其他经济体缔结有助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议，以吸

引外商到香港投资，并加强保障港商在外地的投资。我们在二○一二年年底与俄

罗斯展开了相关谈判，并计划于今年稍后与智利开展投资协议的讨论。 

 

香港与台湾经贸关系 

───────── 

 

  我们会继续善用「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协进会），与台湾方面的「台

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策进会）这个有效的平台，进一步促进和深化港台的

互利发展。我们也会继续加强与台湾在贸易推广、投资推广、旅游、贸易便利，

以及创意产业等方面的合作。 

 

旅游 

── 

 

  在旅游方面，二○一二年访港旅客总数超过四千八百万人次，较二○一一年

增长百分之十六。当中，内地访客占访港旅客总数约百分之七十。 

 

  多位议员刚才在旅游配套设施及香港承接能力方面发表意见，这些都是旅游

产业短、中、长期发展的重要考虑元素。展望二○一三年，虽然本港旅游业仍然

会面对不少挑战，包括区内主要旅游城市的竞争日益加剧、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

以及地缘政治紧张等，我们对本港旅游业的发展仍然是审慎乐观。我们将继续投

资本港的旅游基建，增加香港整体的吸引力和接待能力，确保香港旅游业可以健

康及持续发展。 

 

  在对旅游业的规管方面，政府在二○一一年完成有关检讨后，决定成立名为

旅游业监管局的独立法定机构，统一负责旅行社、领队及导游的规管。我们现正

进行有关新规管架构的准备工作，包括草拟成立旅游业监管局的法例。我们预计

大致在明年年中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 

 

创意产业 

──── 

 

  香港锐意发展成为亚洲的创意产业之都。为继续推广创意产业，行政长官在

《施政报告》宣布向「创意智优计划」额外注资三亿元，藉以资助业界举办更多

项目。我们会在今个立法年度内向财务委员会申请所需的拨款。 

 

  此外，我们会在今年年初在「电影发展基金」之下推出「首部剧情电影计划」，



「创意香港」办公室将会透过比赛选拔没有执导商业电影经验的新导演和电影从

业员，由「电影发展基金」拨款资助获胜队伍拍摄商业电影。我们相信这项新措

施可以帮助香港电影业培育和发掘新血。 

 

  本港的动漫业和设计业具备优厚的增长潜力。「动漫基地」和「元创方」将

分别于二○一三年年中及年底落成，成为动漫和设计业的标志性地标和交流平

台。政府将会协助推广「动漫基地」和「元创方」，藉以凝聚本地的创意产业群

组，以加强协作效应及促进交流，推动香港的创意氛围。 

 

创新科技 

──── 

 

  创新科技是促进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会继续积极推动提供软硬

件支持，促进「官产学研」结合，加大与内地合作，并且在有需要时增加资源投

入，缔造有利环境，透过科研成果产业化，去推动发展产业。 

 

  庞大而且发展迅速的内地市场，为本港检测和认证业提供进一步发展的机

会。透过ＣＥＰＡ，内地正逐步向香港检测认证业开放内地市场。由今年一月起，

内地以广东省为试点，将香港检测机构获准承担的认证服务范围，放宽至食品类

别，反映内地进一步接受香港的检测结果。我们正协助香港检测和认证局检讨在

二○一○年提出的三年行业发展蓝图的推行进度，以制订进一步支持行业发展的

新计划。 

 

信息及通讯科技 

─────── 

 

  政府十分重视信息及通讯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必须紧贴最

新的趋势。因此，我们已着手全面检讨现时的《数码２１信息科技策略》，制订

迎合时代需要的发展蓝图。 

 

  云端运算是信息科技的最新发展趋势，可让使用者灵活地调配及共享计算机

的资源，降低推出新服务所需的成本和时间，提升生产力和服务质素。我们将在

未来五年投资超过两亿元构建政府云端平台，并且在二○一三年年底前推出首阶

段的服务，包括电子数据、协同工作和电子采购。 

 

广播 

── 

 

  最后，在广播方面，政府会继续推动本港数码地面电视及数码声音广播的发

展。我们会进一步提升数码地面电视的渗透率，以及推广数码声音广播服务。 



 

  在发展公共广播服务方面，香港电台亦会继续去积极推行各项新发展计划，

包括提供数码声音广播服务、推行小区参与广播服务试验计划、为推出数码地面

电视服务作好部署以及筹划在将军澳兴建新广播大楼。 

 

  主席，我谨此陈辞，请议员支持本年度的《施政报告》。  

完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１９时５６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