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就《２００９年撥款條例草案》 

二讀辯論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劉吳惠蘭今日（四月二十二日）在立法會會議

上就《2009 年撥款條例草案》二讀辯論的致辭全文： 

 

主席： 

 

  首先，我想多謝各位議員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政策範疇提出寶貴意見。香

港的經濟發展有賴市民持久的努力。 

 

創意產業方面 

 

  我們在鞏固固有的優勢之餘，更要發掘新的領域，開拓新的商機，推動創意

產業便是其中之一。自行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宣布以來，我們得到業界積極的回

應，加上議員的支持，我們成立專責辦公室支援創意產業的準備工作已進入最後

階段。待財務委員會批准通過，我們可望於六月正式成立「創意香港」辦公室，

專責統籌政府在推動創意經濟各方面的工作，並為業界提供一站式服務。 

 

  財政司司長已在財政預算案中預留三億元，支持未來三年創意產業發展。這

是一項重大的政策投資，配合過往幾年政府投放在推動創意產業的資源，包括向

電影發展基金注資三億元，成立二億五千萬元「設計智優計劃」，向香港設計中

心提供一億元營運基金，及議員最近批准創新及科技基金撥款二千五百萬元延長

數碼港數碼娛樂培育計劃等，政府已投入近十億元，支援創意經濟發展。 

 

  多位議員提出我們推動創意產業必須有長遠政策，我十分同意。事實上，最

近行政長官親自主持的經濟機遇委員會，提出研究本港擁有優勢的新產業，為推

動香港經濟長遠及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力，而發展創意產業正是其中一項長遠政

策。 

 

  我們透過與創意業界不同人士密切接觸，聽取他們的意見，並已制定推動創

意產業多方位發展的長遠策略，包括： 

 

（一）培育人才； 

（二）促進創意企業成立； 

（三）擴大本地市場； 

（四）擴展內地及海外市場； 

（五）在社會上營造及推廣創意氛圍； 



（六）凝聚創意社群；及 

（七）推動香港成為亞洲創意之都。 

 

  我們亦就這套策略諮詢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意見，並得到議員支

持。有議員提出透過 CEPA 擴大本地創意產業的內地市場，推動電影發展海外市

場，以支援香港旅遊業，這些建議都與我們的策略不謀而合。 

 

  我們會於月底及五月將成立創意產業專責辦公室及設立三億元「創意智優計

劃」支援創意產業的建議，分別提交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審議，我

希望得到各位議員支持，令我們可盡快落實推動創意經濟的工作，並與業界攜手

發掘及培育有意投身創意工作的年青人，將創意轉化為商機。 

 

創新科技方面 

 

  創新科技，尤其是應用科技，不但能為企業增值，創造財富，更有助提升企

業以至香港整體的競爭力。多位議員先後發言支持我們推動科研的工作，提出希

望政府加大力度透過科研開創職位、增加就業，推動未來創新科技發展。應對目

前經濟不景的情況，我們放寬了創新及科技基金的規限，讓基金下每個科研項目

增聘兩名實習研究員，為期兩年。並為此增撥九千萬元，資助六百名實習研究員

職位。在新一輪創新及科技基金的項目徵求工作中，我們收到三百多份申請。我

們會於稍後時間推出另外兩輪項目徵求申請，並繼續與本地大學、科研機構及業

界合作，充分利用現有資源，在短中期創造更多科研職位，長遠而言為本港增添

科研的生力軍，擴大香港的科研能力，建立更深厚的科研文化。 

 

  除此之外，我們更會加強與內地合作，發揮及互補兩地創新科技領域的優

勢，與廣東省共同推行聯合撥款資助計劃，資助能對兩地帶來效益的合作科技研

發項目。截至去年年底為止，兩地政府已資助超過八百五十個項目，總撥款額達

十九億元。 

 

  「深港創新圈」發展是香港和內地合作的另一成果。為把兩地的資源優勢結

合起來，兩地政府於今年三月確認了「三年行動計劃」，計劃涵蓋多個領域未來

三年的合作項目，包括生物醫學、集成電路、射頻識別技術、太陽能再生能源及

工業設計等。 

 

支援中小企業方面 

 

  面對當前全球性的金融及經濟危機，政府一直密切注視中小企業面對的問

題，並採取了果斷及可快速落實的支援措施。而在制定及落實支援中小企業的措 



施時，我們一直與立法會、各主要商會、中小企業團體，以及各有關行業代表保

持密切聯繫，以確保有關措施能切合企業需要。 

 

  在這方面，我們的策略是「成熟一項，推出一項」。我們從二○○八年十一

月起，已先後加強了「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和推出「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

計劃」，協助紓緩中小企業資金周轉方面的困難。及後因應外圍情況變壞，我們

在二○○八年十二月十五日再推出了政府總承擔額達一千億元的特別信貸保證

計劃，為貸款機構批出的貸款提供最高七成的信貸保證。 

 

  截至今年四月十九日，工業貿易署（工貿署）在兩個信貸保證計劃下已批出

七千一百多宗貸款申請，佔收到的申請超過 90%，貸款總額已達一百四十四億

元。受惠的企業僱用的職位超過十萬個。我們已開始檢討各項支援措施，並會詳

細考慮各位議員的意見，為企業提供適切的支援，結果會在五月底前公布。 

 

  此外，自工貿署於二○○八年十一月提高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金的資助上

限，由八萬元增加至十五萬元，並將資助範圍擴大至包括在展覽籌辦機構網頁上

刊登廣告，以及在以出口市場為目標對象的貿易刊物上刊登廣告。中小企業可更

加靈活運用基金參與推廣活動以拓展境外市場。 

 

  業界對此反應踴躍：截至今年三月底，工貿署收到接近一萬二千份申請，比

去年同期上升超過二點七倍，可見市場推廣基金極受中小企業歡迎。我們會繼續

留意基金的成效和申請情況。 

 

  為協助香港出口在現時經濟困難的時刻繼續拓展海外市場，香港出口信用保

險局（信保局）已加強了對出口商的支援，包括： 

 

＊ 靈活及彈性處理申請和加大保額； 

＊ 調高了六個新興市場的評級，並為相關出口商提供更高的信用限額； 

＊ 豁免保單年費一年； 

＊ 加快處理信用限額的申請；以及 

＊ 提供指定數量的免費海外買家信用評估。 

 

  為配合以上新措施的實施和出口商對信保局的服務需求不斷上升，立法會亦

已於本年二月中通過政府的動議，增加信保局的或有法律責任上限一倍至三百億

元，以大幅提升信保局的承保能力。 

 

  此外，信保局與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已加強合作，例如在內地及香港舉辦

聯合講座，為香港企業介紹出口信用保險服務及有關措施，並正積極考慮加強雙

方在申請個案轉介方面的合作，完善對在內地的香港企業的服務。 



在加工貿易及開拓內地市場方面 

 

  特區政府一直與中央政府及廣東省緊密聯繫，反映港商的關注。自去年底

起，中央政府已實施了多項支持香港的措施，包括容許在香港以人民幣進行貿易

支付、便利港資企業內銷、調高出口退稅率、暫停加工貿易台賬保證金「實轉」、

調整加工貿易限制類及禁止類目錄等。 

 

  在支援港資企業方面，行政長官在四月十八日與溫家寶總理會面後宣布温總

提出支持本港經濟的六項措施，包括容許港資企業以本港香港的資產作抵押，向

在內地的香港銀行貸款，並先以上海和廣東為試點。這些措施對內地的港資企業

融資及經營有很大幫助，撐企業之餘，更可保就業。 

 

  我們今年的工作重點，是協助港商開拓內銷市場。行政長官於三月初在北京

與商務部部長共同主持了一個會議，讓本港商界領袖與內地官員直接交流有關港

商開展內銷業務的事宜。 

 

  本星期六，特區政府與商務部將於廣州舉辦「第 105 屆廣交會中國出口商品

暨港資企業產品內銷對接洽談會」，我們鼓勵在內地生產的港商參加，共同推展

內銷。 

 

  香港貿易發展局三月中在廣州舉辦了為期四天的香港潮流商品（廣州）展覽

會，吸引了逾十萬名廣州市民入場參觀購物。香港貿易發展局在今年稍後會繼續

在內地其他地方，包括武漢及重慶，舉辦類似展銷活動。 

 

  另外，我們亦會分別透過「粵港加工貿易轉型升級專題專責小組」，及與廣

東省經貿委合作，與廣東省共同商討協助港商轉型升級及開拓內地內銷市場的措

施。 

 

在進一步開放和落實 CEPA 方面 

 

  作爲支持特區應對金融海嘯的一項重要措施，中央政府同意進一步擴大內地

服務業對香港的開放。雙方就新一輪 CEPA 的磋商工作已進入最後階段，並會在

五月簽署 CEPA 補充協議六。 

 

  在今輪的磋商中，我們積極爭取在更多領域以優惠條件進入內地市場，尤其

是香港具優勢的重點領域，例如金融、旅遊、創意產業等。我們亦鼓勵在一些未

能在全國開放的領域下，探討在廣東省以試點形式先行開放，以配合落實《珠江

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中有關服務業深度合作的方向。我期望新一輪的 



開放措施能幫助中港兩地應對目前的金融危機，並可繼續推動兩地服務業的融

合，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力。 

 

在旅遊發展方面 

 

  我感謝多位議員就旅遊發展提出了建議。為提升香港的吸引力，及保持香港

作為旅客首選的目的地，我們會積極開拓新的旅遊設施。在二○○六年展開的海

洋公園發展計劃開始陸續落成，其中一項主要景區—「亞洲動物天地」—將於四

月三十日正式開幕，而大嶼山昂坪園景廣場亦於明年初完成。未來數年我們會繼

續落實多項旅遊項目，包括在尖沙咀發展露天廣場，以及優化鯉魚門海旁的旅遊

設施。 

 

  政府亦正全速進行興建新郵輪碼頭的準備工作，並會盡快向立法會申請撥

款，以期在年底前展開地盤平整工程，確保新郵輪碼頭首個泊位於二○一三年年

中投入服務。與此同時，政府會繼續積極和郵輪業界研究如何優化現有郵輪設施

和服務，包括便利郵輪乘客出入境的安排、研究及制訂在新郵輪碼頭落成前郵輪

的臨時停泊安排及配套措施、為訪港的郵輪旅客安排具吸引力的節目及設立臨時

旅客諮詢及服務專櫃等，務求為旅客提供高效質優服務。 

 

  除了開拓旅遊設施外，中央及特區政府亦落實了一系列措施，便利旅客訪

港。從今年四月一日起，合資格深圳戶籍居民可以辦理一年內多次往返香港的旅

遊簽注。而自下星期一起（四月二十七日），持「台胞證」的台灣居民將無需同

時持內地入出境簽注，便可入境並停留香港七日。另一項便利深圳居民訪港的措

施，即允許常住深圳的非廣東籍居民在深圳辦理赴香港「個人遊」簽注，也即將

實施。這些措施會為香港帶來更多內地和台灣旅客，帶動本港旅遊及相關行業，

為香港帶來實質經濟效益。 

 

  上星期六，中央宣布容許內地旅行團乘坐以香港作為母港的郵輪經香港到台

灣旅遊，政府和業界對此措施感到非常鼓舞。這項措施，可吸引郵輪公司發展以

香港作為母港的行程，有助提升香港成為區內具領導地位的郵輪中心。另一方

面，措施亦會為內地旅客提供更豐富的「一程多站」的港台旅遊產品，為香港帶

來更多旅客。我們已經有完善及全面的配套，包括出入境及海關檢查，為旅客提

供便捷的交通安排。我們已經準備就緒，隨時歡迎內地乘坐郵輪到港的旅客。 

 

  此外，我們會繼續致力保持香港多姿多彩的形象，豐富旅客的訪港體驗，吸

引他們一來再來。就此，我們建議成立一億元的「盛事基金」以協助本地的非牟

利團體在未來三年籌辦具吸引力的文化、藝術及體育盛事。為確保公帑用得其

所，我們會為「盛事基金」設立有效管理機制，力求在申請程序、評審過程、撥 



款後的監察工作，以及跟進項目實施工序各方面，均能妥善處理。我們將於下月

向財委會申請有關的撥款，希望得到議員的支持。 

 

  主席，以上我所闡述的政策和措施加上在財政上適度的配合，再有香港人創

意和拼博的精神，香港的經濟定能穩步及可持續發展。 

 

  多謝主席。我懇請議員支持《2009 年撥款條例草案》。  

完  

 

２００９年４月２２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３時５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