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就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 

（第一環節）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今日（一月三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第一環節）致辭全文： 

 

主席： 

 

  我會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多方面的工作，作重點回應： 

 

產業政策 

──── 

 

  在宏觀政策層面，特區政府一直致力為工商業界提供有利的營商環境。香港

簡單的稅制、低稅率、良好的法制和基礎建設等等，都有利商業的發展。考慮到

香港土地和人力資源有限，我們必須把資源投放到高增值或者高技術含量，以及

具備優勢或者發展潛質的生產活動。由行政長官親自領導的經濟發展委員會，將

會從高層次研究如何用好香港固有的優厚條件，以及國家帶給香港的機遇，着力

研究擴闊經濟基礎，促進長遠發展的整體策略，檢視有助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行

業。我們期待委員會就勾劃全面產業政策方面提出的建議，以期創造就業及改善

民生。 

 

扶助企業 

──── 

 

  剛才多位議員提及中小企面對的困難，在這方面，我們會繼續為中小企提供

多方面的支援，包括協助企業取得融資、拓展市場以及提高整體競爭力等。 

 

  近年業界關注融資困難的情況。就此，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全球經濟和信貸

市場的變化，在有需要時採取適時有力的措施，向企業提供支援。 

 

  政府亦一直支持在內地營運的港商。我們會繼續通過不同的措施，協助港資

企業把握國家「十二五」規劃所帶來的龐大機遇，開拓以及發展內地市場。我們

會繼續透過總值十億元的「專項基金」，向香港企業以及商會等非分配利潤組織

提供資助，協助企業發展品牌、升級轉型以及拓展內銷市場。 

 

ＣＥＰＡ 

──── 

 

  在ＣＥＰＡ方面，內地和香港一直透過中央及地方層面的常設機制商討落實



ＣＥＰＡ的事宜。《施政報告》宣布增設聯合工作小組，處理ＣＥＰＡ在個別省

份或直轄市的落實問題，進一步完善現行落實ＣＥＰＡ措施的機制。小組的內地

方面由商務部牽頭，邀請相關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參與，港方由工業貿易署帶

領。小組會針對業界反映遇到較多障礙的行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重點協助業界

解決問題。 

 

  為實現內地進一步擴大對香港服務貿易的開放，到國家「十二五」規劃期末，

達致服務貿易基本自由化的目標，特區政府正與中央部委研究，爭取早日制定具

體工作方案。我們亦已邀請業界在這方面提出意見。 

 

  現在距離「十二五」規劃期末還有三年的時間，我們會抓緊時間推動自由化

的進程，通過ＣＥＰＡ，積極爭取內地對香港服務業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進一步開

放。 

 

  此外，在ＣＥＰＡ「循序漸進」的原則之下，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探討在Ｃ

ＥＰＡ下的開放措施時，會爭取以試點形式在個別省份先行先試開放以起示範作

用，從而為日後爭取全國開放，奠定基礎。我們會根據香港業界的訴求，透過Ｃ

ＥＰＡ磋商機制，繼續向中央政府爭取把「先行先試」開放措施擴展至全國或其

他省市，特別是泛珠江三角洲的其他省區，為業界提供更多商機。 

 

知識產權 

──── 

 

  在知識產權方面，我們現正全面檢視專利制度。香港專利制度檢討諮詢委員

會已經就此向政府作出建議。我們將會在短期內提出發展路向，並且在二月向工

商事務委員會匯報。 

 

  在知識型經濟下，知識產權供求有價，國際間的交易日趨蓬勃。香港有潛力

發展成為區內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我們計劃成立由政府、業界及各方面專家組

成的工作小組，研究推廣香港作為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整體策略，以及可能需要

政府提供的支援措施。 

 

自由貿易協定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 

──────────────── 

 

  在國際貿易方面，為了維護香港的經濟利益及鞏固我們的國際定位，香港會

繼續積極尋求與貿易夥伴締結自由貿易協定，讓香港的貨物和服務能夠以更有利

條件進入海外市場。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已經向東盟要求加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



區。我們現正加緊游說東盟各國。 

 

  此外，我們會繼續尋求與其他經濟體締結有助促進和保護投資的協定，以吸

引外商到香港投資，並加強保障港商在外地的投資。我們在二○一二年年底與俄

羅斯展開了相關談判，並計劃於今年稍後與智利開展投資協定的討論。 

 

香港與台灣經貿關係 

───────── 

 

  我們會繼續善用「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協進會），與台灣方面的「台

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策進會）這個有效的平台，進一步促進和深化港台的

互利發展。我們也會繼續加強與台灣在貿易推廣、投資推廣、旅遊、貿易便利，

以及創意產業等方面的合作。 

 

旅遊 

── 

 

  在旅遊方面，二○一二年訪港旅客總數超過四千八百萬人次，較二○一一年

增長百分之十六。當中，內地訪客佔訪港旅客總數約百分之七十。 

 

  多位議員剛才在旅遊配套設施及香港承接能力方面發表意見，這些都是旅遊

產業短、中、長期發展的重要考慮元素。展望二○一三年，雖然本港旅遊業仍然

會面對不少挑戰，包括區內主要旅遊城市的競爭日益加劇、全球經濟前景不明

朗、以及地緣政治緊張等，我們對本港旅遊業的發展仍然是審慎樂觀。我們將繼

續投資本港的旅遊基建，增加香港整體的吸引力和接待能力，確保香港旅遊業可

以健康及持續發展。 

 

  在對旅遊業的規管方面，政府在二○一一年完成有關檢討後，決定成立名為

旅遊業監管局的獨立法定機構，統一負責旅行社、領隊及導遊的規管。我們現正

進行有關新規管架構的準備工作，包括草擬成立旅遊業監管局的法例。我們預計

大致在明年年中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創意產業 

──── 

 

  香港銳意發展成為亞洲的創意產業之都。為繼續推廣創意產業，行政長官在

《施政報告》宣布向「創意智優計劃」額外注資三億元，藉以資助業界舉辦更多

項目。我們會在今個立法年度內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所需的撥款。 

 

  此外，我們會在今年年初在「電影發展基金」之下推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創意香港」辦公室將會透過比賽選拔沒有執導商業電影經驗的新導演和電影從

業員，由「電影發展基金」撥款資助獲勝隊伍拍攝商業電影。我們相信這項新措

施可以幫助香港電影業培育和發掘新血。 

 

  本港的動漫業和設計業具備優厚的增長潛力。「動漫基地」和「元創方」將

分別於二○一三年年中及年底落成，成為動漫和設計業的標誌性地標和交流平

台。政府將會協助推廣「動漫基地」和「元創方」，藉以凝聚本地的創意產業群

組，以加強協作效應及促進交流，推動香港的創意氛圍。 

 

創新科技 

──── 

 

  創新科技是促進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我們會繼續積極推動提供軟硬

件支援，促進「官產學研」結合，加大與內地合作，並且在有需要時增加資源投

入，締造有利環境，透過科研成果產業化，去推動發展產業。 

 

  龐大而且發展迅速的內地市場，為本港檢測和認證業提供進一步發展的機

會。透過ＣＥＰＡ，內地正逐步向香港檢測認證業開放內地市場。由今年一月起，

內地以廣東省為試點，將香港檢測機構獲准承擔的認證服務範圍，放寬至食品類

別，反映內地進一步接受香港的檢測結果。我們正協助香港檢測和認證局檢討在

二○一○年提出的三年行業發展藍圖的推行進度，以制訂進一步支援行業發展的

新計劃。 

 

資訊及通訊科技 

─────── 

 

  政府十分重視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展。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我們必須緊貼最

新的趨勢。因此，我們已着手全面檢討現時的《數碼２１資訊科技策略》，制訂

迎合時代需要的發展藍圖。 

 

  雲端運算是資訊科技的最新發展趨勢，可讓使用者靈活地調配及共享電腦的

資源，降低推出新服務所需的成本和時間，提升生產力和服務質素。我們將在未

來五年投資超過兩億元構建政府雲端平台，並且在二○一三年年底前推出首階段

的服務，包括電子資料、協同工作和電子採購。 

 

廣播 

── 

 

  最後，在廣播方面，政府會繼續推動本港數碼地面電視及數碼聲音廣播的發

展。我們會進一步提升數碼地面電視的滲透率，以及推廣數碼聲音廣播服務。 



 

  在發展公共廣播服務方面，香港電台亦會繼續去積極推行各項新發展計劃，

包括提供數碼聲音廣播服務、推行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為推出數碼地面

電視服務作好部署以及籌劃在將軍澳興建新廣播大樓。 

 

  主席，我謹此陳辭，請議員支持本年度的《施政報告》。  

完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９時５６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