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走向多元及均衡发展  唯有扶持中小企 

 

 万人围拍 D&G 事件虽已告一段落，但事件反映香港社会内部对资源分配不

均、贫富悬殊等仇富心态。然而，香港发展不均现象并不止于社会层面，经济层

面亦然。 

 

 根据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本港服务业在过去十年发展蓬勃，其所占本地生

产总值(GDP)的比率亦由 2000 年的 87%增至 2010 年的 93%，而四大支柱行业

占整体 GDP 的 58%。其次，政府库房的主要收入之一利得税，亦显得过于集中，

在整体 68.8 万间的注册公司中，只有 8.3 万公司(12%)需要缴交利得税，当中近

7 成的利得税税收来自 1,100 间公司(0.16%)，这些均反映了香港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经济发展不均的现象，故当个别巿场经济不景气或产业发展受挫时，香港的

抵御能力自然有限，所面对的冲击更是首当其冲。 

 

 为着香港长远及可持续的发展，下届特区政府不妨从「扶持本土中小企」的

导向出发，让经济走向更多元化、均衡的发展。众所周知，香港的经济结构以中

小企为骨干，超过 98%的本港商业单位为中小企，这些企业不但养活了一百多

万的劳动人口以及他们的家人，规模虽小，但其灵活多变、富生命力的特性，为

80、90 年代的香港拼出繁荣安定的局面，时至今天，中小企依然是带领香港经

济走向多元化、均衡发展的中硫底柱。 

 

 在扶持香港中小企的政策，可从「巿场」、「资金」、「产业多元化」三方面入

手。 

 

广阔的新兴巿场 尚待开发 

 

 全球经济重心正逐步东移，为香港企业提供一片广阔蓝海巿场。然而，目前

香港在新兴巿场参与程度并不高，根据政府统计署《2011 年：与十个主要国家/

地区的贸易总额》数据显示，54.4%的贸易额来自新兴巿场，但当中与中国内地

的贸易额已占去整体 48.2%，其余的新兴巿场只占整体不足 5%，可见本港企业

与新兴巿场的合作空间仍然很大。 

 

 中小企拓展海外巿场，往往经由出口踏出第一步，建议提高目前香港出口信

用保险局的法定最高负责额，以及检讨现时《中小型企业保单》的承保国家范围、

保费率及赔偿率；仿效投资推广署的做法，积极主动联络本港中小企，协助有意

发展新兴巿场的企业走出去，并建立统一、全面的新兴巿场数据库，免费向中小



企提供相关巿场信息，由策划至实行，提供一站式支持服务。 

 

 在电子商贸的急速发展年代，商品及服务交易已不再受地域、时间所限。然

而，香港作为一个世界级国际城巿，企业在使用信息科技的情况似乎有点落后。

根据政府统计处《二零零九年信息科技在工商业的使用情况和普及程度按年统计

调查报告》显示，只有 1.5%的受访企业透过电子途径售卖货品、服务等，可见

企业使用信息科技情况并不理想，建议政府鼓励中小企善用各项网上社交媒体，

如面书、团购网等为产品作宣传，资助企业发展电子商贸、建立移动巿场的宣传

平台，配合二十一世纪商品巿场的发展趋势。 

 

稳定中小企资金流 

 

 银行往往会随着巿况放宽或收紧银根，影响中小企从银行所取得的信贷额，

亦因中小企所持有抵押品的价值较低，使中小企所取得的还款期较短，建议参考

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做法，提高《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信贷保证成数到至少九

成，使中小企更容易向银行取得贷款；对合资格的中小企在雇员培训、购买和注

册知识产权、研发，设计的支出提供双倍扣税优惠，鼓励企业投放更多资源提升

人力资源、创新科技发展；并研究对中小企开发新兴巿场信贷，提供利息补助。 

 

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 

 

 产业集中发展无疑为香港提供一个专业的形象，但过于集中对香港可持续发

展并不理想，下届特区政府宜重点推动香港产业多元化的发展，鼓励中小型企业

拓展业务及具财力的投资者投资新兴产业；加快兴建硬件配套设施；鼓励聘用海

外相关经验专才来港，协助发展新兴产业。 

 

 相信凭着香港既有的优势、中小企的拼搏、特区政府的支持，定能为香港未

来继续创造更多的黄金十年，故下届特首必须抓紧机遇，加大扶持中小企力度，

为香港经济的可持续、多元的发展打下更稳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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