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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141/08-09(08)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工商事務委員會主席 
方剛議員, SBS, JP 
 
方主席鈞鑒∶ 
 

就協助中小型企業渡過金融危機之建議 
 

金融海嘯肆虐的後遺症已逐漸浮現，環球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日增，透過出口業務生存的中小
企，因國外市場萎縮導致訂單嚴重不足；透過本港内部消費生存中小企，則因爲市民對前景信心不
足導致消費力下降，使企業收入顯著減少。此時此刻的中小企，可謂内外交困，經營非常艱苦。萬
不得已下，部分企業更已開始裁減人手。 

 
面對中小企目前的巨大困境，本會建議特區政府應採取以下措施協助中小企渡過這次百年一

見，波及全球經濟的金融危機。 
 

1/  出口信用保險局應有更大承擔 
早前建議特區政府優化“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將中小企營運資金及設備的借貸額合

併計算，增加中小企的借貸額，得到政府的積極回應，加上特區政府日前提出透過出口信用保
險局（信保局）協助中小企的新措施，本會表示歡迎。 

但在此非常時期，如信保局不提高承擔風險，即使中小企接下出口訂單，亦怕無法承受風
險而拒接，終因訂單不足而結業。故本會希望當局提高較高風險地區及訂單的保額，促使中小
企與客戶達成交易，維持經營。 

與此同時，針對現時信保局目前穩健的承保政策,如一百萬港元的出口訂單，當局只承保
二十至三十萬港元，令企業無所適從，實在大大加重企業的營運成本。故本會亦建議，信保局
應對信貸紀錄良好的企業作全額的出口信用承保。 

 

2/  勞動法例，多加關注 
        對在國内設廠的中小企而言，面對訂單急劇減少，本可“瘦身求存”，以期減低成本。可

惜事與願違，國内今年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中的補償條例不清晰，沒有說明條例的追溯
期限，令廠家擔心如解除與員工的勞動合約需賠償天文數字，部分中小企業東主，甚至因不能
繼續支持龐大的遣散費而出逃，最終影響兩地員工的就業。故此，希望特區政府能多加留意並
跟進有關事宜，透過各種渠道向中央政府反映港商的意見。 

 

3/ 貸款應急，稅項寬減 
       就有意見認爲，因現時銀行銀根收縮，即使有特區政府作爲擔保人，中小企亦未能申請銀

行借貸的情況，本會建議，如中小企曾於過去五年期間，依時繳納利得稅，經審核後，特區政
府能為企業作出百分百的無抵押貸款擔保，使銀行更容易貸款給中小企，以解企業的燃眉之急。
本會亦建議政府調低中小企業的利得稅款，並建議特區政府調整中小企業繳納第一及二期利得
稅款的比例，由現時的 80% : 20% 調整為 60% : 40%，俾能提升中小企業資金周轉能力，以應
付各項在年底出現的開支(如發放員工雙糧、清還供應商貨款等)。此外，本會亦建議特區政府
減免部分利得稅，讓中小企保留更多資金作發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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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修基金，多加善用 

  無論經濟環境如何，培育人才、優化人才是提升生産力的不二法門。但礙於資源所限，中小
企遍缺乏資源培訓員工，提升他們在所屬行業的必須技能。故此，我們建議特區政府在持續進修
基金之中，針對於中小企工作的僱員，經僱主推薦後，可額外增加他們的資助額，由一萬元提升
至三萬元，讓中小企的員工可透過持續進修，不斷增值，從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我們認爲，有關額外款項，可由僱員再培訓基金中支付，因外傭徵費連同利息收入截至本
年七月初已達到四十七億元，基金儲備充盈，財政狀況良好，足以應付維持其營運以外的開支。
再者，利用基金培訓中小企員工，使他們得到適切的培訓及再培訓，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以應付
知識型經濟的挑戰，亦符合基金的運作原則。 

 

5/ 帶頭免租，凍結收費 
      由於是次海嘯來勢甚急，遠超中小企業的預算，導致企業與業主在早前租務市場活躍之時
簽訂租約，成為企業的沉重負擔。本會建議政府免收租用食環署轄下街市的小商戶之租金兩個
月，除舒緩他們的困境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此舉能起牽頭作用，影響大地產商亦採取同樣措施，
與中小企共度時艱。與此同時，本會亦希望政府能減收部分公共費用，如工商業的排污費，延
長寬免商業登記費的措施等，以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 

   

6/ 情緒問題，不容忽視 
面對這次大規模的金融海嘯來襲，不論中小企業的僱主還是僱員，此時此刻已面對很大的

心理壓力，情緒受到困擾。故此，本會建議政府投放資源，輔導因受經濟環境惡化而受情緒問
題困擾的中小企僱主或僱員，並透過傳媒宣傳家人互相扶持的重要性，希望能盡量避免出現家
庭暴力甚至發生其他不幸事件。 

 

 

結語 
金融海嘯的滔天巨浪，已衝擊著本港的中小企，他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當此之際，若特

區政府還沒有採取適時的應對措施，各種次生災害帶來的後果，將為香港的經濟帶來更嚴重、更深

遠的影響，期望特區政府各部門能通力合作，主動推出措施，用盡一切力量，協助已經「水過眼眉」
的中小企，例如旅遊發展局能更主動地透過宣傳、舉辦展覽等推介香港，吸引旅客來港遊覽；貿易
發展局多舉辦海外商機考察團，以優惠價格邀請中小企參加等。相信如果每個政府部門能為中小企
出一點力，對中小企的持續發展將有很大的幫助。希望   主席閣下能詳加考慮本會的建議，尊此   
敬頌 

 
鈞安！ 

 
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會長 

 

 

 

 

吳宏斌敬上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