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就「推动香港经济转型」议案总结发言 

（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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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今日（三月二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

「推动香港经济转型」议案的总结发言： 

 

代主席： 

 

  我非常感谢今日先后有三十六位议员就有关推动香港经济所提出的宝贵意

见。以下我会就辩论期间议员提出的各主要范畴作响应。 

 

  代主席，以往我亦参加了很多类似今日的辩论或讨论，我认为这些讨论是非

常重要，因为随着我们经济及国际环境不断转变时，我们要不断优化我们的产业。

在政策方面要多听意见。正如刚才廖（长江）议员所说，今次的辩论我是用心聆

听，亦觉得非常有参考价值。 

 

  代主席，香港经济自八十年代起不断转型至服务业。一九七八年内地改革开

放后，内地较低廉的土地和劳工成本，吸引香港厂商把生产工序移往珠江三角洲，

涉及外发加工的贸易活动因而急增。随着香港把生产基地北移，以及内地与香港

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密，香港对制造业相关服务的需求也相应激增，促使香港的经

济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在这背景之下，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多年来

一直稳步上升，由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六十八点五攀升至二○一一年的百分之九

十三点一，而香港亦蜕变成国际金融中心与亚洲区贸易、航运、旅游和商业枢纽。 

 

  香港厂商把生产基地策略性地移往内地，促使本地经济出现结构转型，但香

港今日能够成为主要贸易、商业和金融中心，亦有赖多方面因素配合，例如市场

主导的经济体、货物、资金和信息自由流通、简单税制和低税率、良好的法治、

知识产权的保障、稳健的金融规管架构、一流的基础建设、大量有技术和管理知

识的人才，以及国际级的专业服务。这些都是香港体制优越之处和竞争优势。有

赖这些优势，多年来我们能够顺应和把握不断转变的环球和地区经济环境，支柱

行业亦得以较快发展。 

 

  但我们明白，在全球化的竞争之中，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代主席，一

定会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巩固现有的优势，另一方面亦再继续发掘新的

增长点，刚才多位议员亦有提到，使香港在增值链向上迈进并扩大发展。 

 

产业政策 

──── 

 

  在产业政策方面，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已明确表示要凭借香港的优势，



把握全球重心东移和国家实施「十二五」规划所带来的机遇，配合适度有为的政

府作用，发展多元产业，满足港人创业、投资、经营和就业方面的需要。财政司

司长在《政府财政预算案》中，亦用上相当篇幅讲述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角

色，更就不同的支柱行业及新兴产业作出深入探讨，反映了政府对创造更好的营

商环境的重视。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扩大整体经济规模，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为普

罗大众制造更多营商与就业机会，让所有市民都能够实现理想，改善生活。 

 

  正如我在开场发言中提及，行政长官成立了由他亲自领导的经济发展委员会

（经委会）。经委会将就如何扩阔香港经济基础及促进香港经济发展的整体策略

和政策，向政府提供前瞻性的方向及意见，当中会检视及探悉有助香港经济进一

步发展的行业或行业群，并且提议扶助相关产业发展所需的政策和其他支持措

施。 

 

  值得留意的是，刚才代主席亦有提到，用地量高或低增值而劳工密集的行业，

受制于香港有限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对创造优质就业机会，以及香港的长远经济

发展未必有帮助。故此，我们必须把资源投放于高增值或高技术且有优势或发展

潜质的行业或工序。就此，经委会辖下设有四个工作小组，分别负责有关航运业；

会展及旅游业；制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创意产业；以及专业服务业的事宜。 

 

  经委会及工作小组的成员具广泛代表性，他们均是具备相关经验的本地和香

港以外的专家及业界代表，包括来自上述各产业以及学术、财经界的翘楚和资深

专业人士。经委会已于三月十三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宏观地讨论如何把握国家「十

二五」及其他规划给我们的机遇，以促进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保持香港长远

的竞争力，并就四个工作小组的未来工作重点，定下总体方向。工作小组随即会

各自召开会议，按照经委会厘订的总体方向，就其所涵盖的行业展开详细的讨论

和研究，并且将会向经委会提交意见和具体建议。 

 

  正如行政长官在经委会会议后的记者会提到，政府非常重视发展经济的重要

性，因为只有更高，而且是持续地更高的经济增长才可给予足够力量以解决社会

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行政长官期望经委会就政府在促进香港经济产业发展的功

能角色，即应该做些甚么、怎样去做，提出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涵盖广阔

的范畴，包括如何更好地发挥香港现有的优势，推动支柱产业和新兴优势产业更

阔、更远的发展；如何因应国际、国家的发展趋势，去协助香港产业增值升级和

转型；如何支持配合产业对人才培训、设施等的需要。建议一经政府决定采纳后，

政府定会调拨合适的财政资源，以落实执行建议，故此叶建源议员及王国兴议员

可以放心。 

 

  我们相信凭借经委会及工作小组成员的丰富经验，能够为香港的长远经济发

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亦会与各界同心协力，通过订立全面的经济发展策

略和产业政策，去扩阔企业的发展空间，应对外围环境的变化，同时创造更多有



利本港长远增长的产业，为具有不同抱负和技能水平的就业人口，特别是年青一

代，创造未来。 

 

  就刚才议员的发言，我在此就以下几项作一些响应。 

 

促进科技产业发展 

──────── 

 

  在促进科技产业发展方面，科技研发是升级增值的不二法门，因此我们一直

致力缔造有利发展创新科技的环境，加强在硬件、政策和资源方面的配套，以促

进「官、产、学、研」的合作。支持科技产业的最新措施包括扩大「创新及科技

基金」的资助上限及范围、优化该基金下的「小型企业研究资助计划」、增加「投

资研发现金回赠计划」的回赠水平、延长四所研发中心的营运期，以及展开科学

园的第三期工作等。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案》中公布，由二○一三至一四年度

起，政府会透过「创新及科技基金」向六所从事科技研发工作，并指定为本地公

营科研机构的院校（即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

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大学），提供每年每所上限为四百万元的拨款资助，

为期三年，以提升其进行技术转移及科研成果实践化的能力。香港科技园公司亦

会为培育年青科技企业家提供创业支持。只要各方面互相配合、努力不懈，香港

的产业应会逐渐加强应用高新科技，向知识型经济迈进。如议员有进一步优化现

有计划的意见，我们乐于聆听及考虑。 

 

扩展市场 

──── 

 

  在扩展市场方面，我们会继续协助香港企业开拓及发展内地市场。在中央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希望可以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助港商及投

资者开拓新兴的东南亚市场，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缔造源源商机。我们也寻

求与外国缔结《促进和保护投资协议》，加强保障港商在外地的投资，以及吸引

外商到香港投资。我们与智利已同意进行有关谈判，加强双方在贸易和商务合作。 

 

协助企业升级转型 

──────── 

 

  在协助企业升级转型方面，我们一直协助香港的企业配合国家「十二五」规

划的整体发展方向，升级转型并且开拓内地市场。为进一步协助香港企业，我们

已于二○一二年六月底推出一项总值十亿元的「专项基金」，向香港企业及非分

配利润组织提供资助，协助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从而提升

企业的竞争力和促进他们在内地的业务发展。 

 



  业界对「专项基金」的反应非常踊跃。自基金推出至去年十二月底的短短六

个月内，已收到超过五百宗来自企业和非分配利润组织的申请。截至二○一三年

二月底，「企业支持计划」已处理了首两批共二百九十七宗申请。除了六十七宗

企业后来撤回的申请之外，共有五十四宗申请获批，平均资助额为三十九万四千

元，另有四十七宗申请获有条件批核，资助额有待确定。在「机构支持计划」方

面，亦已完成处理首两批共三十七宗申请，十七宗申请获批核，平均资助额为三

百五十七万元。我们正处理第三批分别为二百二十二及十七宗的申请。我们期望

业界能够好好利用这基金，把握发展内地业务的时机。 

 

财政支持协助企业提升竞争力 

───────────── 

 

  在财政支持协助企业提升竞争力方面，政府亦有特别顾及中小企的发展，除

了在宏观的层面推动升级转型，我们的政策亦为企业提供充足的支持，包括透过

资助计划向企业提供财政上的支持，以协助企业因应市场变化，提升竞争力。 

 

  例如工业贸易署推行的「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为一个恒常措施，由政

府担任个别中小企业的保证人，协助企业向参与计划的贷款机构取得贷款，用来

购置营运设备及器材，或应付营运资金需要。自二○○一年推出计划以来，共批

出超过二万六千四百宗申请，涉及信贷保证额达一百九十三亿元，惠及不同行业

的企业。 

 

  除恒常措施外，为向企业提供适切适时的支持，特区政府亦一向密切留意外

围的经济情况，及对中小企可能带来的影响。为协助企业面对经济环境不明朗的

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信贷紧缩问题，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于二

○一二年五月底在「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推出有时限的「特别优惠措施」，

以优惠的担保费提供八成信贷担保，协助业界在商业信贷市场上取得贷款，应付

业务需要。政府就此计划提供一千亿元的信贷保证额。「特别优惠措施」自推出

以来，已批出了超过五千九百宗申请，涉及的信贷保证额超过二百零八亿元。「特

别优惠措施」申请期原订为九个月，至二○一三年二月底。鉴于外围经济环境充

满挑战，财政司司长已在《政府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将「特别优惠措施」的申请

期延长一年至二○一四年二月底。 

 

  除此之外，我们亦会继续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包括信贷保证及出

口信用保险，以及协助企业发展品牌和开拓市场、支持和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工作，

并把研发成果商品化等。 

 

旅游 

── 

 



  就旅游业的发展方面，旅游事务署一直有投放资源策划新的旅游项目，亦有

支持举办大型活动及协调有关会展旅游的措施。经委会辖下的会展及旅游业工作

小组，将会探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就访港旅客方面，访港旅客数字在过去

几年屡创新高，带动了本港旅游、零售及饮食等行业的发展，带旺香港整体经济。

随着访港旅客数字大幅增加，我们的挑战是要确保本港旅游业维持服务质素，旅

客增加也不应对市民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为此，政府现正进行就香港整体承受

和接待旅客的能力进行评估，考虑的范畴包括口岸处理能力、旅游景点及公共交

通的接待能力、酒店供应、「个人游」的经济效益、对社会民生的影响等。我们

希望评估的结果能帮助我们有序及可持续地发展入境旅游。 

 

税务安排 

──── 

 

  有议员建议在税务安排上支持企业在环保设施的开支，从而增加市场对环保

服务及产品的需求，并且促进行业的发展。有关税制的事宜属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的职权。据知，现时企业在购买环保机械及工业装置、环保车辆，以及为提供环

保装置所招致的资本开支均已可获利得税的扣减。 

 

文化艺术 

──── 

 

  另外，就有关文化发展方面的建议，属民政事务局负责的政策范围。民政事

务局表示，「百分比公共艺术计划」(Percent for Arts)在一些海外国家和城市推行

时，各地的成效会因应所属社会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情况，而有很大的差异，亦曾

有在一些地方引起争议。就在香港而言，现时我们通过不同渠道，以不同方式积

极推动公共艺术，让更多市民有机会接触和欣赏艺术，令艺术融入生活。于二○

一二至一三年，我们推行了多项公共及小区艺术计划，包括「艺绽公园２０１２」、

「潮装公园—歌和老街公园」、「艺聚政府大楼２０１２－１３」及「艺游邻里

计划」，在公园及政府办公大楼展示本地艺术家及学生等的创作，以及在公园内

设置富艺术气息的日常使用设施，例如休憩坐椅。我们亦开展了「香港国际雕塑

创作营」及「公共艺术计划─将军澳第４５区市镇公园、室内单车场及体育馆」

等计划。这些计划有助提高市民的生活素质，同时亦为本地创意人才开拓更多创

作机会和展示空间。 

 

  刚才我响应多位议员在辩论中的发言内容，其中有一项我特别想响应。叶刘

淑仪议员提出的一些论点，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是香港在相对优势及竞争优势方

面的角色。叶刘淑仪议员提到相对优势是非常重要，亦是世贸组织内的一个基本

原则。除香港本身有相对优势，亦可借助中国内地的相对优势。比方来说，在科

技方面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国内地在专利登记，及在这方面的增长率在世界占有

一个领导地位。香港可以帮助国家在这些科研发明走出去，以我们本身的优势可



以协助其商品化，这带出我们本身的竞争优势，便是我们可以善用香港的专业人

才，我们具透明度的制度及成熟的金融市场。 

 

  刚才葛佩帆议员亦提到这些正正可以将我们的优势汇聚在一些行业内，特别

是我们现正发展的知识产权贸易及管理中心这方面。这平台亦很好，因可以贯通

「官、产、学、研」、「上、中、下游」、「大、中、小企」各方面的需要，所

以我们会循着这方向及经经济发展委员会成员去探讨我们其他具有优势的产业。 

 

  主席，政府一直积极采取措施，协助本港工商业界应对外围环境所带来的挑

战和机遇，我们会继续聆听各界的意见，并且乐意研究任何可行而有效的建议，

以响应快速转变的市场动向，进一步加强对工商业界的支持。至于各位议员在辩

论中提出的个别具体建议，我们会转达有关的政策局。我深信建基于政府对业界

的有力支持，加上经委会对香港经济长远发展的具体建议，香港一定能够继续保

持优良的经济环境，让企业勇于创新、升级增值以至转型，达致长远持续的发展，

创造优质的就业机会，维持香港在国际国家市场上的独特位置和竞争力。多谢主

席。  

完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２２时１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