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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對優化 BUD 專項基金及各中小企資助計劃的意見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表示政

府將撥出資源為各中小企資助計劃加碼，包括提昇資助額及擴大資

助範圍，中小企市場推廣計劃資助上限翻倍、 BUD 資助上限翻倍、

BUD 資助範圍擴大至包括東盟市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及工貿署署長甄美薇等官員隨即於 3 月 5 日舉行「財政預算案優化

資助計劃簡介會」，向業界介紹說明相關措施及做法。本商會對以

上做法表示歡迎及支持，從中我們感受到政府確實有心想協助業

界，一起把香港經濟做好。 

 

    跟以往比較，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扶助力度是有所加強，但如果

要令香港以及本港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站穩陣腳、再創輝煌，則需

要有更大的手筆，例如政府在產業發展的規劃上是否會有更具體的

方向、對業界是否能有更切實的指導、對人才的吸納是否能有更有

效的措施。內地城市(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 )在推動產業發展上的很

多做法都值得我們借鑒。 

 

    對於資助計劃的申請手續方面，我們知道政府之前在聽取業界

的意見後，已在申請表格上作出一定程度的簡化；但是，業界申請

上仍然感覺到困難，例如 BUD 專項基金的申請，不少企業最後都需

要聘請顧問公司幫忙撰寫計劃書及跟進申請過程，因此而增加了額

外的財政負擔。商會明白資助計劃審批委員會本着對公帑負責、善

用公帑的負責任態度，對計劃書要求非常嚴謹。我們意見如下  

1. 對一些非原則性的細節 (例如文字表達的差異)能放鬆尺度，讓

企業能夠比較容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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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環境瞬息萬變，期望政府能盡量縮短審批時間，減少企業

因等待而錯失商機。 

3. BUD 現時申請形式分了 3 類（normal, ESP easy, 支援易），申

請人難以充分瞭解應以哪種方式申請。  

4. 採購要跟足政府採購程式，對中小企有一定執行的壓力，容易

因報價程式上有缺失而得不到資助款。  

5. 已獲資助的項目，預算中如有項目需要調整，有好大程度的困

難；但現實中因應計劃執行情況，有時作調整是必要的。 

6. 加強宣傳，令香港的中、小企懂得如何取得政府對他們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