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介绍二零一四年《施政报告》中关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政

策范畴重点措施的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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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今日（一月十七日）在记者会上介绍二

零一四年《施政报告》中关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政策范畴重点措施的开场发言： 

 

各位传媒朋友： 

 

  大家好。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各位谈谈二零一四年《施政报告》中关于商务及经济

发展局政策范畴的重点措施。 

 

  要百业兴旺，增加就业机会，香港需要多元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香港是

全球其中一个最自由的经济体，政府应该适度有为，以尊重市场机制为前提，发

挥积极作用，促进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 

 

  香港毗邻高速发展的珠三角，拥有健全的法治，成熟的市场管理制度，便利

的营商环境，以及大量优秀而具国际经验的专业人才，而且有国家的支持。过去

三十五年，香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内地的改革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宣示

了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发展给予香港新的契机。香港要善用、巩固

及提升现有的优势，加强与国内外的全方位合作，将各个产业做多、做大、做强。

我们支持广东省成立自由贸易园区，并与广东省及省内各市共同谋划，互惠互利。 

 

  在对外贸易方面，我们考虑在亚洲地区增设经济贸易办事处，工业贸易署亦

会加强联系与开拓新兴市场。东盟是带动东亚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香港已

得到东盟的同意，在今年年初就「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议」展开正式谈判。 

 

  在知识产权方面，由我领导的工作小组，正研究推动香港成为区内首屈一指

的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工作小组已制定策略，进一步探讨多个范畴的支持政策及

措施。 

 

  在创意产业方面，政府刚于去年为「创意智优计划」再注资三亿元，以继续

支持创意产业的发展。此外，政府正检讨「电影发展基金」，加强支持本港电影

业。 

 

  在创新及科技产业方面，经济发展委员会（经委会）的制造、高新科技及文

化创意产业工作小组，正积极探讨关于香港创意产业和创新及科技产业未来发展



的不同课题。 

 

  此外，政府会再次启动成立创新及科技局的工作，并与各界共同制订香港创

新及科技发展的目标和政策。政府充分肯定创新及科技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成

立创新及科技局的建议响应了相关界别的要求，就是成立一个专责的政策局，更

专注及有策略性地带领推动香港的创新及科技发展。这建议是把现时于商务及经

济发展局辖下的创新及科技，与信息科技的政策范畴拨归建议成立的创新及科技

局。这安排亦可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更专注推动香港的贸易与主要服务业的发

展。待有关的详细计划敲定后，我们将尽快公布，当然亦会咨询有关的立法会事

务委员会。 

 

  现在我想谈谈旅游业。旅游业是香港重要的经济支柱，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可以为技术水平较低的市民提供不少职位，也有助经济多元增长。经委会会展及

旅游业工作小组特别提出，启德新发展区的「飞跃启德」是珍贵的旅游娱乐资源，

必须以前瞻眼光构思和落实。同时，港珠澳大桥快将落成通车，政府会积极研究

在大屿山增加酒店及休闲旅游设施。政府亦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声誉，现正草拟成

立旅游业监管局的新条例草案，并于下个立法年度提交立法会。 

 

  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百分之四点五，直接为超过二十三万市民提供就业机

会。近年来，本港的旅游业持续畅旺，去年访港旅客数字为五千四百三十万人次，

较二零一二年上升百分之十一点七，当中超过七成为内地旅客。 

 

  访港旅客人数增加，一方面为香港带来经济收益及创造就业，但亦带来挑战。

特区政府一向重视香港旅游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同时亦以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

处理与旅游业有关的问题。政府致力确保香港市民的生活不会因旅客增加受到太

大的影响。因应香港社会对于旅客数字持续增长对民生影响的关注，特区政府于

二零一二年九月宣布就香港接待旅客的能力进行全面评估。这项评估已于去年年

底完成。 

 

  评估范畴包括口岸处理能力、旅游设施容量、酒店及公共交通网络的接待能

力、社会民生及经济影响等。相关决策局和部门对这些范畴进行了深入研究，亦

观察了不同季节和高峰期的情况。 

 

  评估工作进行期间，亦经历政府引入「限奶令」等措施打击水货活动，以及

内地实施《旅游法》等新发展。我们观察了这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在评估时以二零一七年有超过七千万旅客访港为基础，结果显示香港在

各方面可以大致应付二零一七年访港旅客的需求，但酒店房间供应将会持续紧



张。我们的结论是，香港是自由港，我们重视进出境自由，同时我们作为一个细

小而外向型的经济体系，不应亦不能为旅客人数设定上限。但香港地少人多，不

能将珍贵土地资源全部投入于增建旅游设施，因此有限的资源必须用以吸引高增

值的客群，包括过夜旅客中的「成熟客群」和「中年在职人士」，以及过夜商务

及会展旅客。具体措施包括我刚才提及，经委会提出「飞跃启德」必须以前瞻眼

光构思和落实，同时应积极研究在大屿山增加酒店及休闲旅游设施等建议。 

 

  我亦希望大家注意《施政报告》第 23 段，关于「个人游」计划的未来路向。

行政长官过去一段时间曾多次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市民就这个问题的关注和多

种意见，中央政府同意暂不增加「个人游」赴港试点城市，以及暂不扩大「一签

多行」政策试点范围。「个人游」和「一签多行」都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经济因为

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及猪流感等影响而下滑时的支持措施，特区

政府会与内地保持紧密沟通协调，因应香港的情况就「个人游」计划的实施及未

来路向进行交流。 

 

  我们已在今天下午将整份评估报告上载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旅游事务

署的网页。大家可以上网查阅。 

 

  我的重点介绍到此为止。我将于陈家强局长发言后回答传媒的提问。多谢大

家。  

完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７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１４时４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