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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范畴措施记者会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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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今日（十月十一日）在介绍《行政长官

2018 年施政报告》中有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政策范畴措施记者会上的开场发

言： 
  
各位市民、各位新闻界朋友： 
  
  很高兴今日可以就《施政报告》中有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范畴作简单介绍。

我今日会重点就《施政报告》中的五个范畴，作提纲挈领的介绍，稍后亦乐意解

答大家的问题。这五个范畴分别是经贸关系、会展业发展、电影业支援、旅游业

发展及电讯通讯发展。 
  
  第一，在经贸关系方面，特首在撰写《施政报告》有关本局的部分时，最难

的地方是如何在《施政报告》中充分掌握瞬息万变的国际经贸环境。在写第一稿

至付印前，中美贸易关系，由摩擦、纠纷至贸易战开始，每个星期的情况都不同。

我于九月到美国访问时，跟回来后的这两个星期，情况已经不同。我看到今日在

立法会上或新闻报道亦有提及，如何透过《施政报告》掌握经贸形势，我相信不

能单靠现时写在《施政报告》中的内容。特首曾说过，而我们在提交立法会的文

件中亦提及，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并严阵以待。因此，我在经贸发展方面以应对

国际贸易阴霾作为主题。不管我们怎样做，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单对该两个国家，

对全球以至香港的影响也很大。 
  
  如果说这份《施政报告》对这方面没有着墨，绝对是不公平的说法。过去一

年（政府）所做的很多工作，在贸易摩擦尚未发生前已发挥了作用。在今年的《施

政报告》中，有一些措施没有写下来，是因为去年的《施政报告》已经列举有关

措施，并在今年年初实施，例如我们在四月起，透过大幅减税，将（首二百万元

利润的）利得税率由原先的百分之十六点五，降至百分之八点二五，为企业（应

对贸易战）作了最大的准备。另外，我们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注资两个

（协助）中小企的基金，让很多中小企能利用配对基金建立他们的产品（品牌），

开拓市场，甚至资助他们到东盟十国进行贸易推广，这些措施都是在贸易战前实

施。 
  
  贸易战发生后，最难的地方是如何掌握形势。在二月，当美国首次提出针对

铝材及钢铁实施关税时，香港已经发声，大力提出异议。及后，虽然早期的「301
调查」针对中国的措施并非太严重，坊间估计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百分之



零点一至零点二，但近期一些全球性组织，例如世贸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估计

贸易战对全球（商品贸易）的影响达百分之零点五，可以看到形势瞬息万变。因

此，在这过程中与业界保持沟通，令他们掌握形势，亦让政府掌握这场贸易战对

不同行业的影响，尤其重要。过去这段时间，如果有新发展，我们经常在短时间

内，有时是即日，与业界见面，每次差不多有十个大小不同的商会出席。我们会

联同贸发局（贸易发展局）和相关的团体与他们会面，很多时大家的交流不限于

当日发生的事，还会展望未来。在过往数个月中，我们透过九次正式的会议和其

他不同的场合，希望和业界一起充分掌握瞬息万变的形势。我们在过往两、三个

月中推出的措施，包括就进出口保险的支援措施，或针对中小企忧虑银根紧绌的

情况所推出的措施，均是由业界提出后，我们迅速作出回应，并开始实行。 
  
  此外，早期的措施如拓展市场等，是固本培元的工作，随着我们在八月向两

个有关中小企的基金注资和增加申请额，我们看到申请有所增加，例如 BUD Fund
（「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巿场的专项基金」）的东盟计划，在短短数月

内收到七十五个申请，而内地计划的申请亦由上一季的一百七十多个增至二百七

十多个，充分反映这些措施（为业界）受用，亦受欢迎。 
  
  长远而言，我们除了应对贸易战外，亦要掌握重要的机遇，包括「一带一路」

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商机，这些对香港未来都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的市场和

投资环境不只受一个国家所影响。在如何掌握「一带一路」建设和大湾区的商机

上，不同政策局均会和业界保持联络。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要令香港和国际间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不能单靠双边

关系，很多时要依靠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在过往短短十二个月，我们已经与

十二个市场，包括东盟十国、澳门和格鲁吉亚，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

从市场数目计算，这远多于过往二十年的工作，但这些工作不会在这一刻停止，

《施政报告》列出我们会在未来通过双边、诸边的协议扩展香港的市场，包括我

们会继续与澳洲商讨自由贸易协定；亦可能于明年与马尔代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也会（寻求）与太平洋联盟（签订自贸协定），发展南美或中美洲市场；就

英国脱欧后，我们亦会及早展开贸易对话。这些都是我们在全球市场上的工作。 
  
  同时，我们亦留意到驻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经贸办）现时不只服务个别市

场和部门。现时全球有十二个海外经贸办，我们计划开展另外五个，我相信明年

年初驻曼谷经贸办能如期启用，另外的办事处包括首尔、杜拜、孟买和莫斯科。

我们会继续建立这些网络工作。 
  
  回顾成果，特首说过基本上我们的经济底子好，这见证于过往短短一两年间，

我们看到两个明显趋势。第一，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以香港作为区域总部或办事



处的数目一直在增加。参考刚公布的数字，二○一八年外国公司以香港作为区域

总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三，而整体驻港公司的数目亦攀升至新高点，有约

八千七百间，远远高于过往数年维持在八千至八千二百间的水平。而初创企业的

数目亦明显增至二千二百间，当中近四成来自香港以外的地区。这两个数字反映

香港具备条件吸引很多外国公司和本地公司来港设点。我亦留意到，最近有一些

由来自多于一个海外国家组成的机构会联合选择香港作为其初创企业的起步点，

我们亦与他们商讨中。我们期望这两个数字会逐步增加。这亦得力于大湾区发展

对他们的吸引力，得力于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能扮演重要桥头堡的角色，这

是吸引他们的地方。当然，香港固有的条件亦是一个好处。这大致上是我们在经

贸方面的工作。 
  
  另外，值得向大家汇报的是会展业方面。很多时经贸活动离不开利用香港作

展覧或会议场地。会展场地一直不足，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到，我们决定将三

幢在湾仔北的政府大楼拆卸，然后将（重建的）地方与现有的会展中心（香港会

议展览中心）连接。我们在这方面已作出具体安排，亦定了搬迁计划，未来将三

幢大楼的政府部门逐一迁出，并将（新会展场地）与现有的会展中心连接，将来

会议道，以至港湾道到吿士打道将会连成一个很大的平台，增加会展用地面积达

二万九千平方米，将会是连成一体、无缝、多层的大型（会展）设备，令湾仔北

的会展中心成为更实用、更受会展业界欢迎的场地。我们亦会在告士打道上盖兴

建商业楼宇，当中包括酒店设备。我们亦藉此机会与有关部门开始商量在整个区

域的交通安排，无论在路面车流或人流都会作统整，希望能进一步改善湾仔北的

交通设施。 
  
  最近机场管理局成功收购亚洲国际博览馆（的私人权益），这可给予他们一

个机会与政府开始讨论在机场附近的第二期（扩建）发展，将来可进一步有更多

会展设施；第二期（扩建）发展所带来的会展设施，可能早于湾仔北（三幢政府

大楼）的搬迁，（新会展场地的）落成和启用。 
  
  除了会展方面，今年在《施政报告》中，我们承接去年对创意产业的支持，

特别为电影业做了工夫。去年我们在创意产业（「创意智优计划」）投放了十亿元

的注资，帮助整个产业。在过往一年与电影业界讨论时，我们发觉电影业界以香

港作为基地，再放眼内地、区域以至世界，仍然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行业。这个行

业亦培育很多新晋的专业人士，不单是演员或导演，亦包括后期制制作、美术指

导以至编剧，都需要很多创意人才。 
  
  所以，我们在《施政报告》建议，为「电影发展基金」注资十亿元，并朝着

四个方向发展，包括人才培训、提升（港产片）制作、拓展市场及拓展观众群。

在人才培训方面，以往有些计划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仍有需要完善的空间；当中



「首部剧情片电影计划」得到业者的欢迎，亦有很多专业及资深的电影工作者义

务帮助培育新晋导演。因此，我们建议增加「首部剧情片电影计划」的获奬名单，

由现时的每年三个名额可增加一倍，同时将资助额增加百分之五十。随着（资助

名额及金额）数目增加，相信能够帮助新晋导演，透过这个计划开拍出色的电影，

以往不少（参与「首部剧情片电影计划」）的电影获奖且「叫好叫座」。我们把（人

才培训）计划扩展至不单制作，还包括编剧方面。业界不少声音指出，香港是一

个充满创意的地方，亦是培育编剧的良好环境。 
  
  「电影发展基金」中的「电影制作融资计划」，是由政府出资和电影业界合

作拍片。这个计划有助业界，尤其是协助新晋导演在成功踏出第一步后，续步扩

展市场。以往这个融资计划的上限为二千五百万元，由政府出资百分之四十，以

六百万元为上限。但由于现时很多电影制作的成本增加，若局限于二千五百万元

以内，很多中型制作会被拒诸门外。因此，我们回应业界诉求，将融资上限由现

时二千五百万元倍增至五千至六千万元之内。政府的资助亦将上限增加百分之五

十至九百万元。若（参与融资计划电影的）票房收入理想，政府亦会有所得益。

我们希望「电影制作融资计划」能承接新晋导演由入行至进阶发展，以培育香港

电影业的制作人才。 
  
  在观众培育和市场拓展方面，我们会继续多做一点。很高兴在过去一段时间，

电影业界的不同协会以及业界人士定时与我们会面，商讨如何将投入于电影业界

的注资用于他们认为有效的地方。 
  
  在电讯服务方面，过往一年大家在不同场合都留意到，我们在 5G 发展已做

了很多准备工夫，尤其是频谱分配方面。我们已作好准备，分三个阶段将三个不

同（频段的）频谱，即高中低频谱，逐步决定时间表和编配方式。其中尤其是

26 吉赫及 28 吉赫频带内的频谱，我们所提供的频谱数量很大，相等于 1G 至 4G
（频谱量）总和的八倍，亦会以行政方式编配。我们会在二○一九年进行编配，

那么早进行的原因是香港需要掌握 5G 带来的商机，亦需要腾空足够的时间让业

界进一步落实发展。 
  
  除了频谱编配，业界经常提及当 5G 推出时，如何建立新的基站会是一个问

题。因为中高频谱需要的基站比较密集。过往，我们倚赖营办商自己在坊间寻觅

地方，无论是成本或时间等都会有困难。因此，我们在政府内部做了些工夫，找

到不少于一千个政府场地，以象征式的价钱让营办商除了缴付一个「入场」金额

外，可以一个很低的价钱使用那些政府场地。这项措施可协助他们在较短时间，

建立较密集的复盖，使 5G 的基站将来更加可以迎合市场的需要。我们同时亦会

修订相关的《电讯条例》，以配合 5G 的发展。 
  



  最后，我想谈谈旅游方面，去年我们已于《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清

楚交代整个《旅游业发展蓝图》，往后的时间是落实工作。我重点说说在《旅游

业发展蓝图》推出后，我们会继续进行数方面的工作。第一，我们会大力推广现

有的旅游吸引点，例如香港迪士尼乐园现正进行扩建工作，我们希望在数年内分

期进行，加大其吸引力。第二，我们现正与香港海洋公园审视未来的定位和发展，

因为园内一些现有设施已开始老化，下一步如何发展，以及如何更新，我们现时

正与他们商讨。我们亦有一些十分吸引旅客的景点需要进行更新，我们很高兴山

顶缆车愿意投放六亿五千万元，改善两个车站的排队和安全设施等，以及更新车

厢，增加载客量。这些都是更新现有景点的工作，我们会继续做。 
  
  另一项现正实行的工作是，《旅游业发展蓝图》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令旅游

的实质内容更广泛和「落地」，除了「旧城中环」和大馆外，我们亦会在每个区

域发掘具地方特色的旅游资源，包括最近推出的「香港‧大城小区－深水埗」，

我们会继续朝这路线发掘不同地区。除了地区深度游，有很多文化建筑会在未来

一两年更新或落成，包括尖沙咀的博物馆（香港艺术馆）将完成更新；西九戏曲

中心将在今年落成；M+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亦会在未来一两年落成，这些文

化群和表演场地本身亦可以变成新旅游景点或文化旅游的吸引点。 
  
  香港虽然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市，但亦得天独厚，拥有很多天然资源，如香

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特首在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明日大屿」

时，亦表明我们既有保育，亦有发展，甚至是「先保育，后发展」，尤其是在大

屿山，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是受保护的郊野公园，「南大屿保育」亦可带来一些新

增的绿色旅游景点。这些都是我们在深化旅游吸引力方面的工作，我们会继续落

实。 
  
  简单来说，我们在今年的《施政报告》基本上是承接过往的大方向，但亦要

应对一些目前需要注视的地方，尤其是在经贸环境方面，未来我们会继续与不同

的业界携手合作，应对挑战和迎接机遇。谢谢。 
  
完 
 
2018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 
香港时间 20 时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