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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與傳媒談話內容（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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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今日（九月十六日）就美國對香港貨

品產地來源標記的新規定和支援旅遊業的措施與傳媒談話內容：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各位新聞界朋友、各位市民，大家好。大家應該記得，

七月十四日美國總統發出行政命令後，美國海關當局於八月十一日公布了新規定，

不再容許香港出口至美國的貨品使用「Made in Hong Kong」的產地來源標記。就

這項新措施，我們當日和之後已發表了香港政府的立場，對此作出強烈的反對，

並認為美方的行為極不合理，會造成市場混亂，損害港美之間雙邊經貿利益。我

們亦認為美方的做法違反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的規定，並損害香港於世貿下的

權益。今日我們採取進一步行動，我於今早約見了美國駐港署理總領事，透過他

向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轉交信件，闡明香港於事件上的立場。簡單來說，我們

強烈反對美國這項產地來源標記的新規定，並且要求美方立即撤回這規定。與此

同時，我們亦指示特區政府在美國的經濟貿易辦事處，他們同時會向美國政府的

相關部門提出類似要求；我們亦透過特區政府駐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向

美方於世貿的代表闡述相同的立場。 
     
  作為負責任的世貿成員，香港一直恪守世貿的規則。特區政府今次的行動是

按世貿機制下的精神和一貫的做法，採取合適的行動，希望可在（進入）世貿機

制前尋求雙邊對話，要求美方改變做法。視乎美方的反應，我們會按照世貿的機

制，包括爭端解決機制，捍衞香港的利益。 
  
記者：局長，你提到會視乎美方反應再按照機制做事，你認為在十一月的限期前

美方會否放軟口風，或者有轉機？你於八月時提過，會向美方要求將標籤轉為「中

國香港製造」，那方面有沒有進展？即使有進展，業界都對將標籤轉作「中國香

港」生產表示憂慮，擔心「中國」的字眼會影響他人對其產品的觀感。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正如我們之前發表的聲明和講話，以至我今天的解說中，

大家留意到，我們認為美國所採取的單方面行動，第一是與世貿的規定不符，亦

損害了香港的利益，所以從原則和立場方面來說，我們必須要據理力爭。世貿對

產地來源有很清楚的規定，即是任何世貿成員都不應該「misrepresent」，即容許

不實的產地來源標籤，這是十分重要的原則。 
  
  第二方面，如果美國單方面以這方法影響香港作為單獨的貿易關稅地區，我

們當然要在世貿的機制下提出我們的要求，並捍衞我們的利益，而世貿本身亦有



一定的程序。我們留意到美方於八月十一日公布新規定後幾天，將實施日期延展

多四十五天至十一月九日（才生效），但與此同時，我們認為必須就我們應有的

權益作出反應，以及進行必要的交涉。 
     
  業界當然會有不同的情況，不論是香港的出口商，或是美方的進口商，都會

在業內就新規定尋求解決方法。如果業界尋求的解決方法沒有貶損香港的利益，

亦符合世貿的要求，香港是願意接納的；但如果這些方法會繼續侵害香港於世貿

的權益，或是於產地來源標記的規定，香港會繼續反對。我們會繼續同時進行這

兩方面的工作。 
     
  我們亦不斷和香港的出口界、製造業和商會等保持聯絡，他們都支持政府繼

續爭取香港應有的權益，同時我們亦處理業界的各種要求，兩者是並行不悖。 
  
記者：請問這件事是否涉及外交層面？政府會否要求國家外交部協助斡旋和磋商？

另外，想問香港有甚麼「牙力」可以令美國撤回新規定？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第一，香港於《基本法》下在經貿領域享有高度自治，

《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六、一百五十一及一百五十二條訂明香港可在經貿領域以

「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世貿和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亦賦予香

港單獨關稅地區的地位，讓我們可以在世界貿易組織成為單獨成員。我們享有的

權力和其他一百六十三個世貿成員相同。這是特區就《基本法》賦予我們的權力

下可以採取的工作，我們亦會按照自身的情況，提出並捍衞自身的經貿利益。 
  
  至於交涉得出的結果會如何，則要視乎雙方情況。縱然現時我們面對的是一

場很大的角力，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系，亦是第二大的貿易體系，但它作

為世貿成員，它所做的任何措施都應該要尊重自己應有的權利和義務。如果它有

任何行動違反世貿的規則，我相信它亦要遵守國際間或國際組織之間的規定。從

過往世貿的經驗可看到，很多爭端其實不是以大欺小，而是以規例、規則和合理

的原因作出裁決。這方面，我們仍然信賴世貿組織作為國際多邊經貿平台，並可

以履行其應有責任。我們會尊重世貿的程序，因此所採取的工作亦會符合世貿的

程序和步驟。 
  
記者：想問問事隔一個月，美方都仍然未有回應，令政府今早要會見美國駐港領

事，將信函轉交萊特希澤。其實美方可說是沒有甚麼回應，你認為要動用世貿的

機制去裁定美方的行為是否符合規定的機會有多大？你本人是否認為有很大機

會要到世貿求助？另一方面，昨晚世貿裁定了美方向中國徵收二千億元關稅並不

符合世貿規定，但美方反而欲以行動對付世貿，你認為香港可以保持「Made in 
Hong Kong」這個品牌的機會有多大？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相信在爭取和維護香港自身權益方面，我們不會因為

機會大小，而對我們的行動有影響。第一，這是原則和立場的問題。香港作為世

貿成員，我們應該擁有跟其他世貿成員一樣的權益，如果權益受到任何一方侵害，

我們必須按照機制提出我們的情況。美方提出新措施的第一日、現在，抑或是以

後，我們都會採取同樣的立場。當然，我在此不會為美國解說，或是估量其下一

步行動，但我們相信香港和美國都是世貿成員，大家都必須要互相尊重自己於世

貿下的身分。你剛才引述的例子，以及世貿成立以來每年都有不少這類個案，都

是透過雙邊或是世貿的爭端解決機制提出，並須通過一定的程序，亦要有客觀公

正的第三方作出裁決。你剛剛引述的例子，是世貿專家小組對美方去年引用其

301 法案對中國加諸關稅的事件作出裁決，而裁決正好說明世貿是有機制處理這

方面（的爭議），因此，我們尊重機制，並確信這機制會發揮作用，從而解決不

合理、不符規的貿易措施，所以我們會就這事宜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亦會盡力

而為。 
  
記者：想請問由美方公布這項措施至今，除了今次去信以外，其間有沒有跟美方

的代表交涉或接觸？美方是否已透過正式的渠道得知香港的意見，而他們的反應

又是怎樣？另外，想問問香港有沒有設下底線，如果美方收到信件後仍未有特別

回應或採取任何措施，香港何時會訴諸世貿的機制？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從美方第一日作此決定，我們已經清楚闡明我們的立場，

亦透過香港駐華盛頓辦事處向美方表達立場。其間，我們曾向它們的相關機構查

詢進一步的資料，確保我們清楚了解這項措施對我們的影響。我們亦有和業界溝

通，知道業界從他們在美國的買家，得到不同的反應。今日所做的是以上眾多步

驟的延展，一旦我們要訴諸世貿下的機制，這亦會是重要的第一步，也是必須的

步驟。 
  
  談判必須要有依據，我相信雙方的依據都應以世貿的規矩為標準，我在此不

會揣測對方的反應和底線。香港的立場十分清晰，我們認為美國單方面的做法不

合理，亦不符世貿的規則，對雙邊的經貿利益也有所貶損，尤其影響香港的利益。

這是強而有力的理據，我們會透過雙邊（協議）和世貿的機制進行我們的工作。 
  
記者：局長，請問到現階段你有多大信心可成功和美方談判，令他們取消所謂的

制裁行為？如果繼續談判下去，香港作為美方的出口地，談判籌碼是甚麼？另外，

局長之前有說過新規定對實際貿易數字影響並不大，但參考去年數據，美方入口

香港製造的產品其實佔了百分之七，對業界有一定的影響，如果談判失敗，政府

或局長會否對業界提出任何援助？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第一，剛才我回答其他問題時已經清楚說過，這事宜涉

及立場和原則，也涉及香港的權益和業界的利益，前者是重要的原則問題，尤其

是這會損害香港作為世貿成員及單獨關稅區的地位，亦會損害香港一直維護的世

貿多邊貿易平台，因為當其中一方對他方實施不合理措施的同時，亦會對其他世

貿成員有所貶損。這不單是香港和美國之間的事，世貿亦要實施應有的規則。 
  
  至於對業界方面的影響，從數字上來看，（出口至美國的香港產品）佔香港

總出口量不到百分之零點一，直接影響不大，但我之前亦說過，對個別依賴美國

市場的界別和企業來說，對他們的影響會較大。因此，以原則和企業的立場來說，

我們必須要據理力爭。香港一直以來於國際貿易間享有如此廣闊的空間，是建基

於我們相信自由貿易和一套有規有矩的國際經貿規則，而這套規則是建基於世貿

組織或（經濟體間）共同簽訂的貿易協議。作為（世貿）成員，不論大小與強弱，

大家都應該互相尊重既有的遊戲規則。對業界來說，清楚的產地來源是國際貿易

上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同地方對產品有不同的規例和法例，如果未能充分反映真

確的產地來源，這本身已有違法治的精神，所以經貿組織的規條亦有提到如實反

映真正產地來源的必要性。我相信業界的利益並不限於香港，因為於香港營商的，

往往也包括來自其他地方並於香港做生意的企業，因此要維護業界利益，說的不

單是香港和美國的雙邊利益，亦包括香港和其他世貿成員的共同利益。 
  
記者：關於第三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今次的總額比上兩輪減少了很多，但唯

獨是旅行社方面，上一輪是分四級資助，由兩萬元到二十萬元不等，但這次是以

人頭計，（每人）五千元，我們找到一些大型旅行社，它上次最多拿到二十萬元，

今次就能拿到七十多萬元，在對其他行業的資助都有所減少的時候，這次的資源

是否傾斜大型旅行社？其他行業同樣是受疫情影響，會否出現不公平的情況？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在眾多行業之中，旅遊業界可說是受疫情和香港不穩定

情況影響最深、最廣，（情況亦是）最艱難的，因為我們單單看遊客數字，由去

年下半年開始已下跌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至（去年）第四季和今年跌幅是百分

之九十九以上。在完全沒有旅客，並受禁制令影響而不能隨時與外地往還的情況

下，旅遊業界所受的困境比很多業界都大，因此社會都有共識，明白這個行業或

需要多點幫助。政府在考慮對業界的支援時，亦有留意到你剛才所提及的問題，

（規模的）大與小，或者是「inbound」（入境） 和「outbound」（出境），都要考

慮。如果你有留意，連同第三輪，我們以防疫基金的形式去資助業界都有不同的

方式。就第一輪而言，我們向每一間旅行社發放等同的資助額，如果我沒記錯，

是每間八萬元，不論（規模）大小，這措施當然會對較小型的旅行社而言，資助

的比例會比較大；第二輪而言，我們因應旅行社的大小發放兩萬元到二十萬元的

資助，我們看到行業內不同規模的旅行社有不同的負擔和壓力，例如小型旅行社

可以透過減省成本等捱過去。我們看到整個業界在這段長時間內面對相當大的壓



力，整個行業，無論大小（規模），都可能受到影響，它們之間亦有很多相互的

業務往來，因此當要幫助這個行業的時候，我們考慮透過不同的方式，如最初是

一視同仁，之後是按（規模的）大小，現在是視乎其開支成本的負擔，包括員工

的開支，作為衡量。我們希望種種方法能使旅遊業界在最大的困境當中仍然有生

機和出路，這個是背後的因素。 
  
記者：是不是旅遊業界曾向政府反映過這些問題，例如大型旅行社要負擔高昂的

租金，成本亦比較高，所以今次就能得到較多資助？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就三次（的「防疫抗疫基金」）當中，我們都有和業界

商討，其實沒有單一的方法，如果我們墨守成規，用第一次（「防疫抗疫基金」）

的方法，就是一筆過，一視同仁，現時的方案是和業界商量，並考慮到業界面對

的困境而作出調整，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能幫助業界，而這次除（幫助）旅

行社外，旅行社的員工和專門為旅遊業服務的司機都可得到資助，希望能全面幫

助這受困的業界。 
  
記者：旅遊業界希望盡早開關，因為他們認為即使有資助，但沒有生意和人流，

也無濟於事。政府甚麼時候才會恢復三地往來，以及有甚麼條件才能恢復？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同意這位朋友的說法，單靠資助未必能夠完全令經濟

復蘇或行業復業，我們的目的是在張弛有度的整體政策下，一方面壓抑和控制疫

情，另一方面把握機會，將經濟動力帶回社會。因此，政府在這星期進一步放寬

一些處所的限制的同時，我們亦不斷進行工作，希望香港能夠恢復和內地和外地

的往還。我於上星期二亦提過，我開始和外地聯絡，（探討）雙邊旅遊往來的方

法。繼我上星期提及的國家和地方外，這星期我先後亦會見了日本、泰國、德國、

瑞士、法國，以及歐盟的駐香港總領和代表，我一方面向他們通報了香港最近的

疫情變得受控和有改善，以及社區檢測得來的宏觀數據，令他們清楚知道香港現

在於防疫工作上的進展。另外，我們亦就香港和這些地方的最新情況互相通報後，

探討能否及早建立雙邊往來。每個國家和地方提出的條件可能有所不同，但希望

我們的專家和醫護當局可於下一步與當地對接，確保在恢復往來的時候如何做到

雙重保險，即做好上機前的檢測，並獲雙方確認，到埗後的檢測亦要做好，以避

免恢復往來時疫情逆轉，這方面的工作我們會繼續去做，如有進展，我樂意和大

家匯報。謝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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