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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香港貿易發展局在促進本港中小企業發展和推動對外貿易方面不遺餘力，貢

獻良多。公司競爭法立法在即，本人認為香港貿易發展局應被豁免納入競争法規管範圍，以

下是本人意見，請研究參考： 

 
貿發局身為公營機構輔助政府推行特定範疇的政策，在經濟發展中擔當特殊職能，亦是

本港多年來行之有效的發展模式。貿發局是推廣貿易的非牟利法定機構，部分收入來自政府

進出口報關費，然而貿發局是履行公共職責，配合政府推行政策、促進香港對外貿易。 

 
香港貿發局成立 45 年來致力協助中小企推廣產品，超過 40,000 家香港企業以較市場低

廉的價錢使用其服務，包括在香港舉辦的展覽會，而貿發局收費一般比其它展覽會低，此外，

貿發局亦會補貼其他不賺錢的項目，舉辦一些私營展覽商不願獨自投資的展覽，以推動有關

行業發展。 

 
除展覽會外，貿發局其他的貿易推廣活動及對中小企的服務經費都需要靠舉辦展覽會的

盈餘支付，以補政府撥款的不足。若貿發局被納入競爭法規管，不但收費不會降低，反而有

可能加價，中小企要付出更多才可繼續享用服務，這就有如領滙事件的翻版。 

 
貿發局舉辦的大型貿易展覽，主題涵蓋本港主要出口工業及新興行業。据貿發局研究調

查顯示，本港公司新接的訂單約 3-4%來自這些貿易展覽會，費用亦較海外展覽會為低。在競

爭法下，這種「非劃一收費模式」將會受到挑戰，而本港中小企亦可能被迫付出更多費用。 

 
為協助中小企增加推廣渠道，貿發局有時結合兩種服務一併推廣，例如參展商可在「貿



發網」免費刊登廣告。但在競爭法下，這類為展覽提供的配套增值服務或會被指為「綑綁式

銷售」，或被指「獨家經營」，令貿發局無法鼓勵中小企嘗試新的推廣手法，變相局限企業發

展商機。 

 
貿發局資料庫收列了 500 萬家企業資料，是推廣中小企業的重要資源。若私營展覽機構

以競爭法為藉口取得這些資源料，缺乏完善監管下，極可能帶來資料外洩等問題，亦為本港

形象帶來負面影響。 

 
有研究指稱，貿發局展覽在香港的市場佔有率以展覽面積計算為 45%，然而，展覽業是

地區性甚至全球性的競爭，很多重點行業在世界上只有數個龍頭展覽，這些展覽都由跨國展

覽公司舉辦，它們對行業的影響廣及全球相關行業的中小企業。香港每年舉辦的貿易展覽會

超過 100 個，貿發局單獨籌辦的展覽只佔市場總數不到 30%。而貿發局部份展覽更會與私營

公司合作舉辦。 

 
更重要的是，展覽業的競爭並不限於本土，實際上是全球相同題材的展覽會互相比併。

簡而言之，若貿發局被納入競爭法規管，被迫減少舉辦展覽甚或退出香港的展覽業市場，國

際展覽公司將有機可乘，控制香港的展覽，到時香港的中小企業需付出更高的參展費用。 

 
貿發局作為本港公營機構，以推廣本港貿易為己任，展覽會只在香港舉辦；相反若其他

地區展會以優惠作招徠，部份企業可能到香港以外地區参展。 展覽是香港中小企的接單命

脈，一旦出現這情況，香港經濟也會受到嚴重影響。香港展覽業近年發展蓬勃，有不少新的

展覽舉辦，只是受到場地不足的影響，特別是會展中心供不應求，才會令人覺得這行業發展

受限制。 

 
貿發局致力服務本港中小企業，拓展對外貿易，為中小企提供最有效的支援，若貿發局

被納入競爭法規管範圍，整體運作將受到影響，例如競爭法容許任何人向競爭事務委員會投

訴，貿發局需投放大量行政資源應付潛在的法律挑戰，將影響現有對中小企的服務水平。 

 
貿發局一旦為滿足競爭法要求，被迫放棄不牟利的宗旨，取消讓利中小企的措施，即等

同放棄過去數十年來成功推動本港貿易發展的運作模式，條例最終只會削弱本港固有優勢，

甚至把本港展覽業的龍頭地位拱手相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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