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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今日（十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小企

智囊論壇 2019」後，就支援中小企及旅遊業的措施會見傳媒的談話全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多謝大家。我特意邀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林宣武

先生一起和大家見面。在近期經濟下行的環境中，中小企面對很大的壓力，這壓

力來自兩方面──外來和本地。從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今日公布的（第四季中小企

領先營商）指數看到，不單是香港目前（內部）的情況，其實外圍情況對香港中

小企帶來的困擾仍然很大，因此環球經濟指數是五個（分項）指數中最低的一個，

反映香港中小企均面對外圍風險的壓力。當然香港本身的情況是雪上加霜，因此

如政府與業界商討後得出一些切實可行的方法，我們都會盡所能來做。在過往這

段時間，我們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針對中小企的升級轉型、市場開拓或如

何應對新挑戰方面提供更多顧問服務，並聯同數個機構，如香港貿易發展局、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和我屬下的工業貿易署等部門，將現時支援中小企的服務整合，

即不分政府部門或服務機構，以一個團隊的方式一起出去推廣。我們已看到成效，

在短短數月之間，自九月中起我們推廣各中小企基金，有關的申請大幅增加。（去

年第四季至）今年首九個月（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的申請（按年）增加了約一倍，發放給中小企的資金亦多了兩倍，這還未包括市

場推廣（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數字。我們除了讓中小企知道可供他們應用

的資源外，亦會協助他們申請和取得資金，作為及時的短暫支援。 
 
   另外，昨日我們公布有關旅遊業界（的支援措施），正正說明如能與業界商

討達致一個方案，我們不會等待，會及時推出，我們一直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未

來，我們會繼續沿用這模式與業界商討，看看有甚麼好方法能幫助他們解困及解

決燃眉之急。 
 
 記者：有導遊工會代表指旅行社拿取款項後未必會為旅客提供優惠，或者未必

為員工提供津貼，你有甚麼看法？會否有其他措施可幫助旅遊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昨日我們推出為旅行社提供的現金獎勵計劃，是已經

徵詢過業界的意見，包括從業員如領隊和導遊等。第一，我們必須在有限資源下

和短時間內推出（措施），才可以幫助業界。第二，如果我們將有限的資源投放

在旅客身上，未必能保住企業，亦未必能惠及整個行業。業界人士經常指出旅遊

業是一個（人力）密集式的行業，有一千七百多間旅行社、六千多個導遊、一萬

七千多個領隊。他們非常依賴人手，因為旅行社的服務就是依靠領隊、導遊等，

所以能保住企業，才能保住這些工作崗位，而且他們說是「手停口停」，所以我



們希望可以利用這一筆能立即運用的資源來幫助這行業「捱過」未來數個月，這

就是整個目標。 
 
   如果香港的整體情況好轉，正如我們早前已與旅發局（香港旅遊發展局）

商量過，當我們能推廣或恢復對外宣傳香港的形象時，我相信仍然有很多資源，

無論是來自旅發局或商界，如航空公司、酒店或其他企業，會願意用其他的方式，

一起進行促銷的工作，所以將來的工作亦不限於這現金獎勵計劃。 
 
   在這麼多種環境下，能夠立即在十一月推出這計劃，讓旅行社在未來數月

能渡過這個冬天，保住（從業員的）職位，我相信這是業界的共同意願。 
 
 記者：局長，就旅遊業界的措施，其實有些中小型旅行社都反映，現時最大的

問題是沒有客源，現時的措施是要有旅客才有一個鼓勵的獎金，他們反而希望能

夠直接獲得金錢來交租或支付員工薪金。政府會否考慮這措施？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們與業界討論這計劃時，正正提供了這彈性，因為

如果我們將錢給予旅客，可能他是個人旅客，未必會光顧旅行社。如果將這金額

（給旅行社）只支付某一項開支，未必能保留這彈性，所以業界向我們反映，希

望有一個簡單直接的方法（支援業界），但亦必須與他們的營業掛鈎。做旅行社

必須有客人，而入境旅客的經濟乘數效應較大，故此我們有兩個（入境旅客和出

境旅客）不同的金額比例。整體而言，（計劃）一方面達到剛才所提及的目的，

另一方面亦讓業界有彈性，例如（旅行社）可把現金奬勵用於減價促銷，也可用

作彌補開支上的壓力，或是紓緩員工開支等。採用這方法可令旅行社或業界能更

有彈性地運用資源。 
 
 記者：關於今天（世界銀行）公布的這個營商環境排名，香港從第四名升到第

三名，因為這數字只包含五月份之前的情況，六月份之後的社會事件不斷激化，

它沒有考慮到，會不會覺得這個排名太樂觀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們要分開兩方面來說，今天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公布

的（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是反映對經濟前景、對中小企的經營環境的一種

意見。你剛才所引述，我剛在演說時也有提及，這個月內有兩個很重要的國際機

構，其一是今日（宣布評級）的世界銀行，另一個是（兩）個多星期前的世界經

濟論壇，分別就營商環境和競爭力等作評級，都把香港列於全球第三位。香港於

兩者中皆有晉級，分別是由第四位升至第三位，以及由第七位升至第三位。這些

國際機構通常看的不只是目前的情況，而是看基本條件，例如競爭力方面，香港

在國際環境中，無論順逆，是否有能力吸引外商來投資及營運，又或是香港企業

能否「走出去」；營商環境方面，在香港成立公司是否便利等。我認為香港本身



已具備，並會繼續保持這些條件，無論現今市面的環境怎樣，這些都是最基本的

條件，所以這兩個國際機構對香港的（評分）指數，是對香港現有優勢的肯定。

當然這些優勢要不斷調整或進步，亦可能受香港本身的情況影響，因此我們對這

指數應「一則以喜，一則以警惕」。「一則以喜」是指縱使過往一、兩年在全球困

難的經濟環境下，香港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是進步了；「一則以警惕」是指這些

良好的營商環境可能受香港本身的內在因素（影響），例如如果街頭暴力繼續出

現，令香港不再是一個安全城市，這些因素可能會影響香港將來的評級，相信我

們要以這方式理解香港目前的情況。謝謝。  
 
完 
 
2019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 19 時 0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