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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僑塑膠廠商會對《競爭條例草案》的意見 
 
自從政府提出《競爭條例草案》以來，已引起中小企不少憂慮，本會亦不例外。

會員均擔心此條例不但未能保障消費者，更會令中小企的營商環境轉壞，最終偏

離立法原意，成為規管中小企的惡法。 

 

政府雖然提出 6 項修訂，但「第一行為守則」將操縱價格、圍標、編配市場和限

制產量四類行為視為「嚴重反競爭行為」，須依法懲處，但本會憂慮有關定義含

糊，而中小企又未必有足夠資源來諮詢法律見，結果陷入法網而不自知。 
 
本會認為政府應先就針對壟斷行為的「第二行為守則」立法，因為壟斷行為確實

扭曲市場，減少中小企發展空間。這幾年香港的發展已越來越令市民及業界憂

心，部份大企業憑藉市場優勢，逐步蠶食及扼殺中小企生存空間。至於涉及「第

一行為守則」的部分，由於有許多含糊的地方，可能被利用來針對中小企，本會

促請政府押後立法，先向中小企及有關的持份者詳細諮詢，及提供足夠時間讓專

業人士審議，事關競爭法例在香港是新法例，很缺乏這方面的法律專家。本會認

為經進一步諮詢及審議後才立法，比較妥善。 
 
此外，法例規定「第二行為守則」的豁免門檻為 1,100 萬元，但根據歐盟的定義，

每年營業額少於 200 萬歐羅(逾 2,000 萬港元)，僅是微企而已。另外，英國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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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營業額計算「低額模式」，業務實體的年度營業額低於 2,000 萬英鎊(逾 24,000

萬港元)便可獲豁免。與這兩個地區相比，香港的門檻未免定得太低，尤其本會

代表的塑膠業。本會主張按照上市資格來界定大企及中小企，每年營業額不足 5
億元或盈利少於 2,000 萬元，予以豁免。 
 
由於金融海嘯的後遺症已波及歐洲乃至全世界，幾乎所有經濟預測，包括政府所

做的預測，都展望來年經濟會進一步轉差。中小企肯定首當其衝，如果《競爭條

例草案》還要雪上加霜，則聘用香港逾半就業人口的中小企，肯定前景十分艱巨。

本會促請政府提出紓解中小企融資困難的方案，包括恢復「中小企特別信貸保證

計劃」。此計劃在 2008 年推行後，已為不少中小企解決融資困難，可惜政府在去

年底結束了這個計劃。既然中小企來年面對的營商環境，差劣不讓 2008 年，本

會認為：政府應該恢復這個計劃。 
 
香港的塑膠業自二戰以後，憑藉靈活應變及豐富的創造力，不斷開拓新市場，而

與貿易發展局的夥伴關係，一直是業界賴以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透過雙方的緊

密合作，香港塑膠業得以在國際市場上維持競爭力。若然通過《競爭條例草案》

後，貿發局被迫要按純商業原則運作，為免為指以掠奪性定價競爭，不能再為業

界提供低廉優的服務，則該局與塑膠業的夥伴關係，恐怕將難以維持下去。本會

絕不希望看到條例破壞雙方現時的夥伴關係。 
 
貿易發展局作為推廣香港貿易的法定機構，從不著眼於牟利，一向為香港商貿及

業界的長遠利益工作。本會認為貿易發展局根本毋須納入《競爭條例草案》內，

因此促請政府豁免香港貿易發展局受《競爭條例草案》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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