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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截至 2017 年 12 月的中小企 *數目和

僱員人數  

 
 

註：  ( * )  在香港，中小企指僱用少於 1 0 0 人的製造業企業或
僱用少於 5 0 人的非製造業企業。  

 
圖 2 ―   截至 2017 年 12 月按行業劃分的

中小企僱員人數  
 

 
 
註：  由於四捨五入，百分率相加的總和未必等於 1 0 0 %。  
 
圖 3 ―   2013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間的

中小企現時動向指數  
 
 

 
 

重點  
 
 截至 2017 年 12 月，香港有

逾 33 萬間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 (圖 1)，佔全港

商業單位總數的 98.3%，並

為 130 萬人提供就業機會，

佔本港總工作人口 (公務員

除外 )的 45%。  
 
 中小企是香港經濟的重要

支柱，遍及各行各業。

在 2017 年，不少中小企從事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佔中小企

總就業人數約 35%(圖 2)，
隨後依次是社會及個人

服務、專業及商用服務、

零售業和住宿及膳食服務。  
 
 基於上述情況，中小企的

蓬勃發展與業務表現對本港

經濟發展極為重要。政府

統計處每月編製中小企現時

動向指數，評估中小企的

業務狀況及與上月情況作

比較。動向指數高於 50 表示

業務狀況普遍向好，低於

50 則表示情況恰恰相反。  
 
 近年，現時動向指數一直

徘徊在 50 的強弱分界線

以下水平 (圖 3)，但已由

2016 年 6 月的 41.0 低位反彈

至 2018 年 3 月的 48.5，當中

反映期內的外貿環境持續

改善及信貸狀況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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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業 (續 ) 
 
 
 

 

圖 4 ―   2011 年至 2016 年間整體企業及
中小企盈利率  

 

年份  整體企業  
(a )  

中小企  
(b )  

盈利能力差距  
(=  a - b)  

2011 15.0% 12.3% 2.7 
2012 15.2%  9.8% 5.4 
2013 16.6% 10.9% 5.7 
2014 18.3% 12.6% 5.7 
2015 19.1% 13.1% 6.0 
2016 19.0% 12.3% 6.7 

 

圖 5 ―   2017 年中小企期望政府提供的
首 5 大業務支援  

 

 
註：  百分比代表受訪中小企期望獲得相關支援的比例。  

 
圖 6 ―   2013 年至 2017 年間選定政府

中小企資助計劃的推行情況  
 

  2013 2015 2017 

中小企業信貸
保證計劃  

接獲申請  
數目  1 200 978 770 

受惠中小企  
數目  1 061 861 709 

中小企業市場
推廣基金  

接獲申請  
數目  18 682 14 425 10 895 

受惠中小企  
數目  9 518 7 734 5 444 

 

重點  

 

 儘管業務狀況持續改善，但自

2011 年 5 月實施法定最低工資

後，中小企一直面對勞工成本上升

的問題。勞工成本佔中小企總經營

開支的比重由 2011 年的 35.1%
升至 2016 年的 36.9%，尤其影響

中小企的盈利能力。相對於大型

企業，不少中小企未必有資源採取

緩解措施，例如生產過程自動化，

來應付勞工成本上升的問題。基於

這原因，中小企的盈利率一直落後

於整體企業，兩者差距自 2011 年

後越益明顯 (圖 4 )。  
 
 鑒於上述情況，根據香港生產力

促進局在 2017 年進行的調查，

中小企期望政府提供多方面的業務

支援，當中最期盼是政府推出

一次性紓困措施和稅制改革

(圖 5)。在稅制改革方面，政府在

2018 年 4 月實施利得稅兩級制，

調低法團首 200 萬港元利潤的

利得稅稅率。  
 
 除稅制改革外，政府多年來推出

多項資助計劃，協助中小企取得

貸款、拓展市場和提升競爭力。

過去數年，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

和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接獲的

申請和受惠的中小企數目，均

持續下降 (圖 6 )。最近，政府在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建議

向數個中小企資助計劃注資

10 億港元，並提高資助上限，

以鼓勵中小企善用有關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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