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就《2020 年拨款条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致辞全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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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就《2020 年拨款条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的致辞全文： 
  
主席： 
  
  我先在此感谢所有议员在《拨款条例草案》辩论期间提出意见。 
  
  议员都明白香港在过去两年，受到中美贸易战、社会暴力冲突事件，以及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三个接连的冲击，经济已步入衰退。 
  
  今日的香港，正面对两场同时发生的战役，一场是防疫抗疫之战，另一场是

经济逆境之战。我们必须先战胜第一场战役，才能战胜第二场战役。因此，政府

与全社会必须携手同心对抗疫情，才能重振经济。要救经济，必须做到财政司司

长在预算案中提出的「撑企业、保就业」，方能「振经济、纾民困」。 
  
  我先谈谈国际经贸环境与香港面对的挑战。香港现时面对的不单是自身经济

上的衰退，亦是全球经济格局急剧逆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全

球经济今年将由原预测的正百分之三的增长，转为负百分之三的衰退。衰退的幅

度会因应各经济体受疫情影响的程度而异，恢复的进度亦取决于各地能否有效地

应对疫情。在上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已发展地区，即一些发达地区的

经济收缩会较明显，例如美国及欧元区本年预计将分别有负百分之五点九及负百

分之七点五收缩，是较大的收缩；相对而言，发展中地区，尤其亚洲区域则预计

会录得较少的跌幅，甚至有个别地区仍然希望在本年会有轻微的正增长，而亚洲

区明年（即二○二一年）整体的经济反弹动力亦会较其他区域稍为强劲。 
  
  上述预测对香港经济复苏之路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排

名中，中国内地及东盟早已超越美欧成为首两位，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百分之六

十多，即约三分之二以上；加上日、韩，亚洲区市场相继占主要地位，相信香港

可以乘着上述预期中复苏较快地区的增长，一起走出经济困境。政府与商界近年

一直努力利用国家给我们在「一带一路」及「大湾区」的发展策略，以及积极透

过自贸协定及投资协定与东盟等地区建立的更紧密经贸关系，为疫情过后的经济

反弹建构良好的基础。然而，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香港必须继续面

向全球，打破壁垒，同时巩固自身经济基本优势。 
  



  因此，预算案中的各项经济措施，不单要为受疫情影响的行业提供支援，也

要为经济复苏铺路。这个方针和路向，在这次预算案辩论中，我们都听到不少政

党和议员表示认同及支持。 
  
  要达致上述目标，政府在预算案及前后两轮「防疫抗疫基金」中提出的几十

项措施，提供既深且广的支援，希望一方面能对重创行业加以援手，同时亦能给

予各行业，无论大小规模企业提供帮助，让我们一起渡过困难。就此，我想特别

回应对企业支援的一些诉求和意见，使大家更明白政府推出的措施，正正是要切

合及回应各个界别的担忧和疑虑。 
 
 （一）协助企业周转，捱过严冬 
 
   在议员发言当中，不少人提到企业在面对严峻的营商环境下，要保存实力，

避免倒闭，关键在于资金周转。财政司司长在二月份的预算案中亦已明言，他早

已听取业界广泛意见，提出由政府作百分百担保的特惠低息贷款，最高贷款额为

企业六个月的薪酬及租金开支，上限二百万元，还款期长达三年，并以低息，即

最优惠利率减百分之二点五，以及免除担保费，支援受困的企业。 
  
  其后，政府考虑到经济急速下滑，以及议员和企业的意见，于第二轮「防疫

抗疫基金」中推出了「加强版」特惠低息贷款，包括（i）政府信贷保证承担额增

加至五百亿元；（ii）每家企业贷款上限增至四百万元；及（iii）还息不还本的安

排延长至十二个月等。 
  
  有议员关注到银行审批上述申请时会否过严或手续繁复及需时。事实上，计

划的其中一个设计重点，是有关贷款由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出资，银行作执行

单位，这可令银行的风险减至最低，银行审批可大大加快。 
  
  计划于上星期（四月二十日）推出以来，短短一星期我们已收到二百八十七

宗申请，涉及超过七亿元贷款，当中亦有二百四十八宗，涉及近六亿元贷款已获

批出。 
  
  此外，政府同时「加码」和「优化」现行八成及九成担保产品。八成担保产

品的每家企业贷款上限增加至一千八百万元；九成担保产品的每家企业贷款上限

则增加至八百万元。两项担保产品让企业可享有最高百分之三的利息补贴，为期

一年。我们希望可以降低贷款息率至与百分百特别担保产品的息率拉近及看齐。 
  
  上述三个信贷产品，政府预留了合共一千二百三十亿元的财政承担额，可以

为大小企业提供及时和到位的周转资金。 



 
 （二）用好现有企业业务支援，希望疫情一旦好转，企业能即时强化品牌、升

级转型及拓展市场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有几个近年备受业界欢迎的基金，包括「发展品牌、

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BUD 专项基金」）及「中小企市场推广

基金」（「市场推广基金」），都能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和拓展境外市场。 
  
  除了过去对基金的多轮注资外，最近我们亦有听取议员和业界的意见，于四

月再推出优化措施，包括取消「BUD 专项基金」个别地域的资助上限，即企业可

弹性将四百万元的资助上限用于拓展基金资助地域涵盖下的任何目标市场。此外，

「BUD 专项基金」及「市场推广基金」现可资助企业参与认可的虚拟展览，让他

们在这段时间，在市场重开前，利用网上（模式）推广产品。 
  
  另外亦有议员反映希望可加快及简化申请的审批程序，我们会继续这方面的

工作，并希望两个基金现时逾三十亿元的结余能进一步支持各企业改善经营，拓

展市场。 
 
 （三）及早为市场重开，建立最大最方便的市场拓展平台 
 
   就会议展览业资助计划而言，现时对外货物及服务贸易是香港外贸的骨干，

在疫情过后能及早重开市场，极为重要。政府在预算案中在二○二○至二一年度

向贸易发展局（贸发局）增拨一亿五千万元，资助金总额达六亿一千四百二十万

元。贸发局会加强协助港商多元发展业务及为中小企创造商机，包括于欧洲和内

地等主要城市的大型展览会设立香港馆；透过线上及线下的市场拓展方式宣传香

港产品；亦会在疫情过后筹办多个考察团；以及加强招揽各地公司来港参展及组

织买家团来港采购等。此外，我们在「防疫抗疫基金」下加码拨出十亿二千万元，

推行会议展览业资助计划，待疫情过后，希望可以资助更多企业参加贸发局的展

览和主要会议，而且企业获资助的次数不限，以及资助其他主办机构在香港会议

展览中心和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展览和国际会议，以重振香港作为国际会展业枢

纽的卓越地位。 
 
 （四）支援受重挫行业，尤其旅游业 
 
   过去两个月，政府推出多项针对性的措施，协助特别受疫情影响的个别行

业，我亦会以旅游业作例子。 
  
  政府一直与香港旅游发展局（旅发局）、香港旅游业议会及业界等紧密联系，



并推出多项措施，以纾缓业界的经营困难及压力。今年，政府已先后透过两轮「防

疫抗疫基金」推出多个支援旅游业的计划。第一轮基金下设立的「旅行代理商资

助计划」和「持牌宾馆资助计划」，政府已完成登记的处理工作，款项亦已接近

全数交予所有（合资格）的旅行代理商及宾馆，总共涉及的金额超过二亿六千万

元。 
     
  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下的「旅行代理商及从业员支援计划」和「酒店业

支援计划」，推出后约一星期（即截至四月二十四日）已收到约二百一十间旅行

代理商连同约八百九十名职员、约四百九十名自由作业导游和领队，以及约一百

五十间酒店的申请，反应积极和踊跃。 
  
  我想特别指出，虽然出境及访港旅游因疫情影响跌至近乎停顿，但在政府与

业界共同商议，及时推出支援措施下，不少旅行社及从业员仍然坚持和守住岗位，

一起捱过困难。政府向旅发局额外拨款七亿九千一百万元，让旅发局在疫情过后，

加强在全球各地进行大型旅游推广，恢复旅客的访港意欲，重振旅游业。 
  
  在复苏之路上，无论是开拓商机、重新扩大市场、引进商务旅客等转型工作，

都不需要等到疫情完全结束方才起动。上述工作，透过预算案的拨款，可以立即

展开。 
 
 （五）在困境当中谋求出路，利用科技转型，发展新经济模式 
 
   我以资助应用 5G 科技为例。不少议员指出，疫情或会为日后的经济模式带

来长远的改变，特别是更多市民会选用各种的网上服务及高新科技。以今年如期

推出的 5G 科技为例，我们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拨出六千万元推行资助应用 5G
科技计划，鼓励各行各业及早使用 5G 技术，应用在其行业，改善营运。连同创

科局（创新及科技局）推出的遥距营商计划的五亿元拨款，我希望业界可以充分

利用、转危为机，以科技应用，一起走出困局。 
 
 结语 
 
   主席，各位议员，上述很多措施由酝酿、设计、以至出台，都是政府及不

同业界在现时困难的境况当中一起商量、反复讨论，然后才合力推出。政府会继

续积极与业界及各持分者保持紧密沟通，凡有任何可以改善营商环境，可以优化

对业界支援的措施，政府会广纳意见，尽力做好，希望可与企业抵御疫情，跨过

逆境，一起让香港经济能重新出发，踏上复苏之路。 
  
  主席，我谨此陈辞，希望议员通过《2020 年拨款条例草案》。谢谢。  



 
完 
 
2020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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