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就《2020 年撥款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致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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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今日（四月二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就《2020 年撥款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致辭全文： 
  
主席： 
  
  我先在此感謝所有議員在《撥款條例草案》辯論期間提出意見。 
  
  議員都明白香港在過去兩年，受到中美貿易戰、社會暴力衝突事件，以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三個接連的衝擊，經濟已步入衰退。 
  
  今日的香港，正面對兩場同時發生的戰役，一場是防疫抗疫之戰，另一場是

經濟逆境之戰。我們必須先戰勝第一場戰役，才能戰勝第二場戰役。因此，政府

與全社會必須攜手同心對抗疫情，才能重振經濟。要救經濟，必須做到財政司司

長在預算案中提出的「撐企業、保就業」，方能「振經濟、紓民困」。 
  
  我先談談國際經貿環境與香港面對的挑戰。香港現時面對的不單是自身經濟

上的衰退，亦是全球經濟格局急劇逆轉。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全

球經濟今年將由原預測的正百分之三的增長，轉為負百分之三的衰退。衰退的幅

度會因應各經濟體受疫情影響的程度而異，恢復的進度亦取決於各地能否有效地

應對疫情。在上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中，已發展地區，即一些發達地區的

經濟收縮會較明顯，例如美國及歐元區本年預計將分別有負百分之五點九及負百

分之七點五收縮，是較大的收縮；相對而言，發展中地區，尤其亞洲區域則預計

會錄得較少的跌幅，甚至有個別地區仍然希望在本年會有輕微的正增長，而亞洲

區明年（即二○二一年）整體的經濟反彈動力亦會較其他區域稍為強勁。 
  
  上述預測對香港經濟復蘇之路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在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排

名中，中國內地及東盟早已超越美歐成為首兩位，佔香港對外貿易總額百分之六

十多，即約三分之二以上；加上日、韓，亞洲區市場相繼佔主要地位，相信香港

可以乘着上述預期中復甦較快地區的增長，一起走出經濟困境。政府與商界近年

一直努力利用國家給我們在「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發展策略，以及積極透

過自貿協定及投資協定與東盟等地區建立的更緊密經貿關係，為疫情過後的經濟

反彈建構良好的基礎。然而，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及航運中心，香港必須繼續面

向全球，打破壁壘，同時鞏固自身經濟基本優勢。 
  



  因此，預算案中的各項經濟措施，不單要為受疫情影響的行業提供支援，也

要為經濟復蘇鋪路。這個方針和路向，在這次預算案辯論中，我們都聽到不少政

黨和議員表示認同及支持。 
  
  要達致上述目標，政府在預算案及前後兩輪「防疫抗疫基金」中提出的幾十

項措施，提供既深且廣的支援，希望一方面能對重創行業加以援手，同時亦能給

予各行業，無論大小規模企業提供幫助，讓我們一起渡過困難。就此，我想特別

回應對企業支援的一些訴求和意見，使大家更明白政府推出的措施，正正是要切

合及回應各個界別的擔憂和疑慮。 
 
 （一）協助企業週轉，捱過嚴冬 
 
   在議員發言當中，不少人提到企業在面對嚴峻的營商環境下，要保存實力，

避免倒閉，關鍵在於資金周轉。財政司司長在二月份的預算案中亦已明言，他早

已聽取業界廣泛意見，提出由政府作百分百擔保的特惠低息貸款，最高貸款額為

企業六個月的薪酬及租金開支，上限二百萬元，還款期長達三年，並以低息，即

最優惠利率減百分之二點五，以及免除擔保費，支援受困的企業。 
  
  其後，政府考慮到經濟急速下滑，以及議員和企業的意見，於第二輪「防疫

抗疫基金」中推出了「加強版」特惠低息貸款，包括（i）政府信貸保證承擔額增

加至五百億元；（ii）每家企業貸款上限增至四百萬元；及（iii）還息不還本的安

排延長至十二個月等。 
  
  有議員關注到銀行審批上述申請時會否過嚴或手續繁複及需時。事實上，計

劃的其中一個設計重點，是有關貸款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出資，銀行作執行

單位，這可令銀行的風險減至最低，銀行審批可大大加快。 
  
  計劃於上星期（四月二十日）推出以來，短短一星期我們已收到二百八十七

宗申請，涉及超過七億元貸款，當中亦有二百四十八宗，涉及近六億元貸款已獲

批出。 
  
  此外，政府同時「加碼」和「優化」現行八成及九成擔保產品。八成擔保產

品的每家企業貸款上限增加至一千八百萬元；九成擔保產品的每家企業貸款上限

則增加至八百萬元。兩項擔保產品讓企業可享有最高百分之三的利息補貼，為期

一年。我們希望可以降低貸款息率至與百分百特別擔保產品的息率拉近及看齊。 
  
  上述三個信貸產品，政府預留了合共一千二百三十億元的財政承擔額，可以

為大小企業提供及時和到位的周轉資金。 



 
 （二）用好現有企業業務支援，希望疫情一旦好轉，企業能即時強化品牌、升

級轉型及拓展市場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有幾個近年備受業界歡迎的基金，包括「發展品牌、

升級轉型及拓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金」（「BUD 專項基金」）及「中小企市場推廣

基金」（「市場推廣基金」），都能協助中小企提升競爭力和拓展境外市場。 
  
  除了過去對基金的多輪注資外，最近我們亦有聽取議員和業界的意見，於四

月再推出優化措施，包括取消「BUD 專項基金」個別地域的資助上限，即企業可

彈性將四百萬元的資助上限用於拓展基金資助地域涵蓋下的任何目標市場。此外，

「BUD 專項基金」及「市場推廣基金」現可資助企業參與認可的虛擬展覽，讓他

們在這段時間，在市場重開前，利用網上（模式）推廣產品。 
  
  另外亦有議員反映希望可加快及簡化申請的審批程序，我們會繼續這方面的

工作，並希望兩個基金現時逾三十億元的結餘能進一步支持各企業改善經營，拓

展市場。 
 
 （三）及早為市場重開，建立最大最方便的市場拓展平台 
 
   就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而言，現時對外貨物及服務貿易是香港外貿的骨幹，

在疫情過後能及早重開市場，極為重要。政府在預算案中在二○二○至二一年度

向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增撥一億五千萬元，資助金總額達六億一千四百二十萬

元。貿發局會加強協助港商多元發展業務及為中小企創造商機，包括於歐洲和內

地等主要城市的大型展覽會設立香港館；透過線上及線下的市場拓展方式宣傳香

港產品；亦會在疫情過後籌辦多個考察團；以及加強招攬各地公司來港參展及組

織買家團來港採購等。此外，我們在「防疫抗疫基金」下加碼撥出十億二千萬元，

推行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待疫情過後，希望可以資助更多企業參加貿發局的展

覽和主要會議，而且企業獲資助的次數不限，以及資助其他主辦機構在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和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辦展覽和國際會議，以重振香港作為國際會展業樞

紐的卓越地位。 
 
 （四）支援受重挫行業，尤其旅遊業 
 
   過去兩個月，政府推出多項針對性的措施，協助特別受疫情影響的個別行

業，我亦會以旅遊業作例子。 
  
  政府一直與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業界等緊密聯繫，



並推出多項措施，以紓緩業界的經營困難及壓力。今年，政府已先後透過兩輪「防

疫抗疫基金」推出多個支援旅遊業的計劃。第一輪基金下設立的「旅行代理商資

助計劃」和「持牌賓館資助計劃」，政府已完成登記的處理工作，款項亦已接近

全數交予所有（合資格）的旅行代理商及賓館，總共涉及的金額超過二億六千萬

元。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下的「旅行代理商及從業員支援計劃」和「酒店業

支援計劃」，推出後約一星期（即截至四月二十四日）已收到約二百一十間旅行

代理商連同約八百九十名職員、約四百九十名自由作業導遊和領隊，以及約一百

五十間酒店的申請，反應積極和踴躍。 
  
  我想特別指出，雖然出境及訪港旅遊因疫情影響跌至近乎停頓，但在政府與

業界共同商議，及時推出支援措施下，不少旅行社及從業員仍然堅持和守住崗位，

一起捱過困難。政府向旅發局額外撥款七億九千一百萬元，讓旅發局在疫情過後，

加強在全球各地進行大型旅遊推廣，恢復旅客的訪港意欲，重振旅遊業。 
  
  在復蘇之路上，無論是開拓商機、重新擴大市場、引進商務旅客等轉型工作，

都不需要等到疫情完全結束方才起動。上述工作，透過預算案的撥款，可以立即

展開。 
 
 （五）在困境當中謀求出路，利用科技轉型，發展新經濟模式 
 
   我以資助應用 5G 科技為例。不少議員指出，疫情或會為日後的經濟模式帶

來長遠的改變，特別是更多市民會選用各種的網上服務及高新科技。以今年如期

推出的 5G 科技為例，我們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撥出六千萬元推行資助應用 5G
科技計劃，鼓勵各行各業及早使用 5G 技術，應用在其行業，改善營運。連同創

科局（創新及科技局）推出的遙距營商計劃的五億元撥款，我希望業界可以充分

利用、轉危為機，以科技應用，一起走出困局。 
 
 結語 
 
   主席，各位議員，上述很多措施由醞釀、設計、以至出台，都是政府及不

同業界在現時困難的境況當中一起商量、反覆討論，然後才合力推出。政府會繼

續積極與業界及各持分者保持緊密溝通，凡有任何可以改善營商環境，可以優化

對業界支援的措施，政府會廣納意見，盡力做好，希望可與企業抵禦疫情，跨過

逆境，一起讓香港經濟能重新出發，踏上復蘇之路。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通過《2020 年撥款條例草案》。謝謝。  



 
完 
 
2020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 15 時 36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