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就「拉動內需 擴大客源」動議辯論開場發

言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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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陳百里博士今日（三月二十九日）在立

法會會議上，就「拉動內需 擴大客源」動議辯論的開場發言全文： 
 
主席： 
  
  社會民生及經濟一直是廣大市民最關注的議題。政府明白市民對美好生活有

所期盼，因此，政府一直致力改善民生和推動經濟發展。 
  
  近年，社會面對不同的挑戰，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亦不斷轉變。有不少市民認

為政府應該做到「適度有為」，更積極推動經濟多元發展，提供更好的營商環境，

藉此為不同階層的市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讓廣大的市民和業界更加容易受惠。 
  
  政府近年不斷增撥資源，改善教育、醫療衞生和社會福利等民生服務。在二

○一八至一九年度，我們在這三個民生範疇的經常開支預算超過二千三百億元，

共佔政府經常開支約六成。最近五年，這三個經常開支範疇的累積增幅達百分之

四十二點八。 
  
  在二○一七年十月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對扶貧、安老、助弱、房屋

等其他有關在民生方面的課題提出新措施，例如推出「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

用補貼計劃」及改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等。財政司司長在上月發表的

《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中，亦在確保提供足夠資源落實《施政報告》的各

項措施之餘，同時善用盈餘，推出多項利民惠民及改善營商的財政措施。 
  
  事實上，要推動內部需求，最根本的做法是刺激經濟增長。面對經濟轉型和

全球競爭的新形勢，本屆政府將大力發展傳統產業以外的新興產業，包括創意產

業，以推動經濟增長及為青年人創造更優質的就業機會。政府會投入資源加強創

新及科技發展，包括為大學預留研究資金、為企業研發開支提供稅務優惠、培育

創科人才吸引海外頂級科研機構落戶香港等。 
  
  此外，香港現時有超過三十三萬家中小企業，佔本地企業總數逾百分之九十

八，可說是我們經濟的支柱。因此，我們一直致力營造一個更方便中小企營商的

環境，以刺激經濟增長。去年十月，《施政報告》宣布政府將策略性地運用稅務

措施協助中小企，包括將首二百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稅率降至百分之八點二五，即

現行利得稅率的一半。措施可望促進產業和多元經濟發展，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有關的修訂條例草案已於今年三月二十一日獲立法會通過。 
  
  此外，《預算案》建議向「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和發展支援基金」注資十億元，

並推出改善措施，以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支援。「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方面，

我們建議將現時個別中小企業在「市場推廣基金」下的累計資助上限由二十萬元

提高至四十萬元、現時每宗申請的資助上限由五萬元增加至十萬元，並取消基金

現時最後五萬元資助額的使用條件限制，以全力支持中小企業探索新市場、新商

機。《預算案》亦建議向「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注

資十五億元，以把基金下的「企業支援計劃」個別企業推行拓展內地市場項目的

累計資助上限由五十萬元增加至一百萬元；以及將「企業支援計劃」的資助地域

範圍擴大至東盟市場，為企業推行擴展東盟市場項目同樣提供一百萬元累計資

助。 
  
  要推動經濟，我們當然要把握「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為本港

企業及專業界別打開新市場，創造商機。「一帶一路」倡議是國家的長遠發展策

略，也是香港未來社會和經濟發展主要動力之一。政府將從多方面入手，推動香

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包括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合作，鞏固

和擴大香港的優勢，為香港的企業及專業界別帶來更多的機會，從而令本港經濟

受惠。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最近率領四十八位商界和專業界別人士組成的代表

團訪問柬埔寨和越南，為香港企業探索在「一帶一路」沿線的項目和機遇。 
  
  與此同時，政府會繼續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傳統支柱產業，包括金融、航運及

物流、專業服務及本項動議所關注的旅遊業，為我們的經濟提供穩定的增長。旅

遊業是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之一，佔本地生產總值約百分之五，多年來帶動香港

的經濟增長，並為社會不同階層的勞工提供近二十六萬個職位，當中包括零售業、

酒店及餐飲服務等。因此，訪港旅遊業的表現與民生及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維持

旅遊業健康持續發展，將會有助穩定香港就業市場和促進經濟增長。 
  
  隨着近年訪港旅客結構及消費模式的改變，加上面對鄰近地區的競爭，政府

已適時調整香港旅遊業的發展策略，邁向以產品多元化及吸引更多高消費過夜旅

客來港為發展方向。經過政府、旅發局（香港旅遊發展局）及旅遊業界的共同合

作和努力，加上外圍環境有所改善，旅遊業今年重拾增長動力，整體訪港旅客人

次於二○一七年增長百分之三點二，第四季按年升百分之六。 
  
  為進一步加強香港作為區內主要旅遊目的地的競爭力，並發揮本港旅遊資源

的潛力，今屆政府透過去年十月首份的《施政報告》，為香港旅遊業定下全盤的

《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發展藍圖》），透過前瞻性的策劃，為往後五年有系統

地制訂短、中和長期的旅遊項目及措施。 



  
  《發展藍圖》的願景和使命為發展香港為世界級的首選旅遊目的地，讓行業

得以平穩、健康及持續發展。當中涵蓋四大發展策略、十三個實行目標及七十二

項措施。政府在今年《預算案》中公布額外撥款三億九千六百萬元，當中包括二

億二千六百萬元額外撥款給旅發局，以及一億七千萬元予旅遊事務署，以便落實

《發展藍圖》的相關措施。 
  
  就剛才有幾位議員提及對我們在接待旅客方面能力的關注，首先，特區政府

非常關注水貨活動對居民日常生活帶來的滋擾。自二○一二年九月起，有關執法

部門已採取多項措施，改善鐵路和口岸的秩序，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譬如在鐵

路範圍內，港鐵全力配合政府的執法工作，並已採取一系列措施限制水貨活動，

當中包括限制乘客攜帶的行李尺寸及重量，以及於東鐵線部分車站設置指示牌，

提示乘客行李尺寸及重量的規定，以及攜帶大型物件的乘客不可以使用扶手電梯

等。在入境管制方面，入境處已制訂「懷疑水貨客監察名單」，對懷疑水貨客進

行入境訊問，若其來港目的有可疑，會考慮拒絕他們入境並即時遣返內地。當局

會繼續採取針對性的措施，包括加強與內地有關部門合作及入境管制。 
  
  另外，政府亦非常關注旅遊巴違例停泊及旅行團聚集引致道路擠迫等地區問

題，並透過旅議會（香港旅遊業議會）呼籲當區食肆及商鋪接待內地旅行團時應

注意秩序，加強人流管制，以及密切監察目的地的實時情況，確保旅客、旅遊業

從業員及旅遊巴司機遵守秩序，以免影響社區民生。旅議會亦不時向旅行社發出

通告，敦促其確保旅遊巴士前往景點時須遵守交通規例停車，減少對其他道路使

用者造成不便，更不時透過講座呼籲導遊妥善管理入境旅行團。 
  
  要有秩序管理入境旅行團到訪地區的食肆及店鋪，需要旅行社、導遊、食肆、

店鋪及旅遊巴士司機等相關業者通力合作與協調。就此，旅遊事務署連同旅議會

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不時與有關業界代表會面，跟進其接待入境旅行團的情況。

我們並呼籲他們善用資訊科技加強人流車流管理。正在實行的措施包括：利用即

時通訊軟件，設立群組聊天室，以加強各相關業者之間的溝通；以及在一間接待

入境旅行團的餐廳試點門外裝設攝錄機，好讓業界掌握現場實時情況，以免多個

旅行團同時到訪。 
  
  另外，財政司司長於二○一七年十月亦召開了旅遊事務高層統籌會議，相關

政府部門正就着剛才所說的旅遊巴違例停泊情況執法，並且研究及推出不同措施，

鼓勵更多旅遊巴使用正規泊位，包括在合適地點增加路旁上落客點和停泊位供旅

遊巴士使用，亦會透過批出短期租約停車場以供旅遊巴士停泊，以及在一個短期

租約停車場試點提供半小時優惠泊車。 
  



  政府亦會派員加強了解當區情況，並繼續密切留意旅遊業界有否持續採取措

施，以減少入境旅行團為地區帶來不便。如有關地區情況持續未見改善，政府會

建議將來成立的旅遊業監管局加派人員到場巡查，並且制訂合適行政舉措，針對

屢勸不改、故意不合作或缺乏有秩序管理入境旅行團到訪店鋪及餐廳安排的旅行

社，進行調查及紀律程序，向涉事旅行社作出適當的紀律制裁命令。 
  
  主席、各位議員，我希望藉着今日的辯論聽取各位對改善民生，推動經濟的

意見。我會在各位議員就動議發表意見後再作總結回應。多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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