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在《財政預算案》有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政策範疇措施記

者會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 
 
   以下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今日（二月二十三日）在二零一七至

一八年度《財政預算案》有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政策範疇措施的記者會的開場發

言： 
 
   大家好，昨日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宣布了一系列支持產業

發展的措施，我今日會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範疇作進一步的介紹。 
 
 支援旅遊業 
 －－－－－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為旅遊業作出的額外撥款共達二億四千三百萬元，

涉及以下五個範疇： 
 
   第一，我們認為香港旅遊業的發展應並非只追求旅客人數的增長，而是追

求平穩、健康及長遠的發展，邁向產品多元化及高增值方向。朝着這個政策方向，

正如今年《施政報告》已公布，政府將聯同旅發局（香港旅遊發展局）為「幻彩

詠香江」作出更新，重新編排燈光和效果，為香港夜間的燈光匯演增添璀璨。我

們亦會舉辦本地創立的盛事，以及為會展旅遊活動提供支援。在這方面，一七／

一八年度所涉及的額外撥款約八千二百萬元。 
 
   第二，我們認為應發展具本地特色的旅遊活動以及綠色深度遊。為此，我

們將動用一千七百萬元，邀請旅發局推出兩項先導計劃，分別以一千二百萬元向

具本地特色及兼備旅遊價值的活動提供資助，另外五百萬元用作資助旅遊業界推

廣綠色深度遊產品。 
 
   第三，吸引更多高消費旅客一向亦是我們的重要政策目標。我們留意到每

年有大量過境旅客經香港國際機場前往其他目的地，過去五年累計已增長百分之

二十，現時達到每年二千萬人次。我們認為應好好把握這批旅客所帶來的機遇，

吸引過境旅客多留港消費甚至過夜，例如透過與本地航空公司、景點、酒店及旅

遊業界合作，向過境和過夜旅客提供交通及旅遊景點入場門票優惠，開拓更多客

源和商機。 
 
   郵輪旅遊方面，我們一直積極推動香港成為亞洲郵輪樞紐。我們的發展策

略包括：（一）鼓勵發展郵輪產品及航線、（二）開拓多元化的郵輪客源市場、（三）



吸引更多郵輪訪港及派駐本港，以及（四）提升香港在國際郵輪市場的形象和地

位。我們不時檢視有關發展策略，並參照市場最新情況每年推出推動郵輪旅遊發

展的措施，例如透過每年《財政預算案》公布相關支援措施，而旅發局就是幫助

我們落實措施的執行機構。 
 
   自啟德郵輪碼頭於二零一三年落成後，我們差不多每年都推出新措施，支

援郵輪旅遊發展。二零一四年，我們鼓勵成立亞洲郵輪專案，透過撥款予旅發局

牽頭與其他區內港口以資助形式，鼓勵郵輪公司開發及推廣產品，並調派更多郵

輪使用新碼頭。我們亦透過旅發局，與國際郵輪公司合作宣傳，吸引它們推出經

香港的郵輪航線。 
 
   此外，我們認為有需要開拓更多郵輪旅遊客源，經我們向國家旅遊局提出

後，該局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宣布更便利內地旅行團經香港乘坐郵輪到日本和韓國

的新措施，以吸引更多內地旅客經香港乘搭郵輪。 
 
   除了內地郵輪旅客外，政府亦認為應開拓多元化的郵輪客源市場，這亦切

合整體旅遊向多元化發展的策略方向。加上我們留意到區內郵輪市場競爭加劇

（例如上海及新加坡均積極發展郵輪旅遊），我們於二零一六年決定推出「飛航

郵輪」，以吸引更多短途及長途旅客到香港作郵輪旅遊，該措施由政府撥款，並

且由旅發局執行。 
 
   今年，考慮到鄰近新港口陸續落成（例如蛇口設施已啟用，而南沙則在試

用中），政府認同南中國的郵輪旅遊市場相當龐大，因此決定撥款支持與郵輪公

司合作開拓華南地區的客源市場，並繼續「飛航郵輪」計劃，致力吸引更多郵輪

旅客。此外，由於去年的郵輪旅客個人消費額受外圍因素影響有所下降，今年我

們會撥款鼓勵業界推出包含香港景點的岸上觀光行程，刺激郵輪旅客在香港消

費。 
 
   就推行上述措施，我們會增撥三千三百萬元予旅發局。我想指出，由於郵

輪市場競爭激烈，政府一向就發展策略定下大方向，具體措施則需每年進行檢

視，並因應市場最新發展才敲定，以就市場情況作最適切的回應。政府會因應每

年的最新策略和措施，向作為執行機構的旅發局撥款。 
 
   說完郵輪旅遊後，我想談一談第四個旅遊範疇，面對區內的激烈競爭，我

們認為必須增加香港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因此這方面我們會額外撥款七千

九百萬元，其中透過舉行盛事，可豐富旅客體驗，並且增加香港對旅客的吸引力。 
 
   大家或會記得二零零九年盛事基金（基金）推出時適值經濟低迷，因此其



目的一方面為支持活動主辦機構籌辦更多盛事，另一方面則為社會創造就業機會

和商機，帶動經濟。 
 
   基金已運作八年，將於今年三月底屆滿。基金共支持了三十項盛事，當中

包括全新而別具品牌效應的大型國際盛事（如香港網球公開賽）、提升了現有盛

事的規模（如香港龍舟嘉年華、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亦有曾經獲贊助的活動

其後無需政府財政資助而能夠獨立成功繼續舉辦（如香港許願節、香港龍獅節），

有關活動亦得到市民和旅客歡迎。 
 
   我們不時會檢視香港舉辦盛事的策略，以配合旅客不斷變化的口味和鄰近

地區的競爭。因應旅遊產品趨向多元化，以及越來越多旅客在參與盛事之餘，亦

希望體驗更具本地特色的活動，我們認為有需要調整策略，以保持香港的競爭

力。盛事基金三月底屆滿後，來年我們在推動盛事和活動方面會採取新策略，以

取代基金較為單一的做法，包括以下四大範疇： 
 
 （一）為大型的商業盛事，提供一站式支援：例子是去年成功在香港舉行的國

際汽聯電動方程式賽車錦標賽，旅遊事務署會協調主辦機構與各政策局及部門的

溝通和合作，並推動主辦機構和旅遊業合作（如推出活動加機票酒店的套票、聯

同景點優惠等），旅發局亦會配合向海外宣傳。政府會繼續留意值得支持的其他

盛事； 
 
 （二）提升本地創立盛事的地位：我們會把四項本地創立的盛事，包括香港龍

舟嘉年華、香港單車節、香港美酒佳餚巡禮及大坑舞火龍，把它們打造為亞洲區

的品牌盛事； 
 
 （三）為已樹立國際品牌效應的盛事提供資助，以便有關盛事落戶和植根於香

港，例如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香港藝術月等。一如以往，政府會透過撥款予旅

發局，支持繼續舉辦這些廣受歡迎的盛事；以及 
 
 （四）推出先導計劃資助具香港特色和旅遊價值的活動：為了讓香港的盛事走

向多元化，我們有需要培育更多本地文化、體育和娛樂等活動，確保當中有更多

本地特色，並兼備吸引旅客的元素，而且具潛力逐步打造成為亞洲區的品牌盛

事，讓旅客感受到香港作為盛事之都的多姿多采一面。我們會按此方向撥款予旅

發局，讓其推行先導計劃，並制訂有關細節。 
 
   透過推行新策略，我們有信心不同規模和類型的盛事和活動，都可按其需

要得到支援，讓香港全年都有具特色的盛事或活動，吸引更多旅客訪港。 
 



   第五，香港旅遊業情況雖然已較穩定，但我們預期未來一年仍然充滿挑戰。

因此，我們會撥款三千二百萬元推出以下措施： 
 
 （一）旅遊景點宣傳配對基金推出後反應非常理想，我們會繼續撥出一千萬元

予旅發局延續基金的運作； 
 
 （二）政府會繼續豁免一千八百間旅行社一年的牌照費用；旅發局亦會豁免旅

遊業界參與海外推介會的參展費用和支持貿發局的海外推廣活動；及 
 
 （三）有見香港旅遊產品和活動趨向多元化，我們認為有需要加強旅遊從業員

的培訓，提高他們對有關產品和活動的認知，因此政府會撥款五百萬元，透過香

港旅遊業議會（旅議會）資助有關培訓，提高行業的服務質素，同時讓旅議會發

揮規管以外的職能。 
 
   我相信在多項政策和措施的配合下，旅遊業會走出谷底，並達到平穩、健

康和長遠的發展。 
 
 支援中小企業 
 －－－－－－ 
 
   接着我想談一談《財政預算案》對中小企的支援。現時外圍經濟仍有不少

不明朗的因素，我們會重點扶助中小企業開拓市場和提升整體競爭力，主要措施

有以下三項： 
 
 （一）延長「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的申請期五年

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以協助香港企業在內地的業務發展； 
 
 （二）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至二零一八

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協助企業應付資金周轉的問題；以及 
 
 （三）建議提升出口信用保險局的承保能力，把信保局根據保險合約所負的或

有法律責任上限由目前的四百億元增加至五百五十億元。 
 
 促進貿易 
 －－－－ 
 
   我們會堅守開放和自由的貿易政策，透過貿易和投資協定，擴大商貿網絡。

我們正與中央政府商討，進一步擴大和優化ＣＥＰＡ（《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我們會繼續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和位處「一帶一路」「陸

上通道」的格魯吉亞及「海上通道」的馬爾代夫進行自貿協定談判。 
 
   我們亦會籌備建設「貿易單一窗口」這項重點計劃，方便業界以一站式電

子平台遞交貿易文件，並促進跨境海關合作，提高報關、清關效率，便利貿易。 
 
 創意產業 
 －－－－ 
 
   創意產業方面，我們會繼續透過「創意智優計劃」和「電影發展基金」，向

業界提供財政資助，推動行業發展和拓展市場。 
 
   今年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我們會撥出資源，在本地和海外舉辦或贊助一

系列活動，以展示香港創意產業的優勢和成就，並藉此加強不同的產業跨地域合

作，促進交流和加強商務聯繫。這些活動包括舉辦設計展覽、香港電影專題影展、

時裝表演、香港漫畫家作品展覽和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的香港回應展覽會，以

展示我們在不同創意產業範疇的成果。 
 
   同時，我們會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介紹香港電影和電影後期製作服務，

為電影業開拓更多的海外市場。 
 
   我已說了不少我們的政策範疇，現在歡迎記者提問。  
  
完 
 
2017 年 2 月 23 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 16 時 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