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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商事務委員會 2018 年 3 月 20 日會議跟進事項 

有關中小企業的資料 

 

 

優化各項中小企業資助計劃現行申請及審批程序的措施 

 

優化基金運作 

 

工業貿易署(工貿署)一向密切留意市場的變化和中小企業的

需要，不時檢視基金的運作及成效，務求為中小企業提供適切的支援。

自成立以來，各項基金已不斷優化，包括提高資助上限及擴大資助範

圍等，並適當地調整運作模式，配合業界的需要。 

 

2.  以「BUD 企業支援計劃」為例，當局於 2015 年 8 月加推「ESP

申請易-簡易申請計劃」，採用簡便的申請手續及以較短的審批時間，

資助企業推行特定活動；及在 2016 年 10 月推出「支援易」，讓企業

毋須另外開設項目帳戶，最早可在提交申請後翌日即開展項目；及簡

化獲資助企業提交報告的要求。 

 

3.  工貿署最近亦再次檢視了各項基金的申請要求及審批機制，

以為中小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提供更靈活便利的支援。工貿署將

會推出以下放寬措施： 

 

BUD 企業支援計劃 

 

- 免除企業在香港有實質業務運作的年期要求，為初創企

業提供更便利的支援。 

- 整合現時計劃下各項申請類別及申請表格，企業申請時

只需填同一表格，令申請手續更加簡單易明。 

- 簡化對企業的採購程序要求，減少採購時所需要的報價

數目，減省企業的行政成本。 

- 為項目所需的審計帳目在企業的資助額下提供全額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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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上限$10,000，減低企業使用基金的成本。 

- 為企業就獲批預算的調撥提供更大的靈活度和自主度。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 取消基金現時最後 5 萬元資助額的使用條件。 

- 放寬申請活動不能接受政府公帑重複資助的限制，個別

活動開支只要不獲其他基金直接資助，即可申請。 

- 放寬活動交通費的要求，資助活動舉行前 5 天及活動完

結後 5 天由香港前往活動舉行城市的來回交通費，令企

業可以利用在外展覽的時間順道傾談生意，聯絡生意夥

伴。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 

(由現時「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及「BUD 機構支援計劃」

整合而成的基金) 

 

- 容許機構利用資助聘用現職員工推行項目，令機構推行

項目更具彈性。 

- 放寬對機構的採購程序要求，減少所需的報價數目，減省

機構的行政成本。 

- 為機構就獲批預算的調撥提供更大的靈活度和自主度。 

- 容許機構分期提供項目下的實物贊助，便利機構推行項

目。 

- 取消相同項目最多獲資助兩次的限制，令機構制定具成

效的項目時更具彈性。 

 

4.  工貿署會持續檢視基金的運作細節，並將透過問卷調查及聚

焦小組等方式，收集用家的意見，並以簡化申請及審批的手續、時間

和要求為目標，以進一步完善各項基金的運作。 

 

一站式服務 

 

5.  工貿署的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 (SUCCESS)，為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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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免費的商業資訊及諮詢服務。SUCCESS 及其網站提供各項企業

可以申請的政府資助計劃的資料，供中小企業參考。中心駐有工貿署

職員，解答有關各項基金的一般查詢，並會提供有關部門或秘書處的

聯繫資料，便利中小企業與專責部門/秘書處作深入了解。 

 

6.  除 SUCCESS 外，其他半官方支援機構亦為中小企業提供服

務，包括政府資助計劃的資訊。例如，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營運的中小

企一站通 (SME One) ，便為中小企業提供政府及內地各類支援計劃

的資料，其網站同時提供各項基金的連結，方便中小企業查閱基金的

詳情。 

 

 

與業界組織的合作 

 

7.  工貿署一向着重各項基金的宣傳工作，並舉辦研討會、出席

工商組織等舉辦的研討會，向業界介紹各項基金。工貿署亦透過不同

途徑，包括電視宣傳短片、電台聲帶、展覽會、單張、網站等向業界

推廣。 

 

8.  工貿署不時與工商組織合作推廣各項基金，除出席其舉辦的

研討會外，亦會在其網站加上基金的網頁連結，及在其會員通訊中刊

登基金宣傳稿等，以借助組織的網絡作更具針對性的宣傳。 

 

9.  在 2017 年，工貿署分別舉辦了 12 場研討會及出席了 12 場由

工商組織舉辦的研討會，向業界(包括紡織界、資訊科技界及電子商貿

界等) 推廣各項基金。 

 

10.  旅遊業方面，工貿署在 2017 年 5 月舉辦了針對旅遊業界的研

討會，向業界人士介紹各項基金及鼓勵它們申請。工貿署亦在 2017

年 7 月出席了香港日本人旅客手配業社協會舉辦的研討會，向其成員

作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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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於開立銀行戶口時所面對的困難 

 

11.  過去數年，國際社會加大力度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促使全球銀行業普遍加強了相關的制度及管控措施，包括對新客戶及

現有客戶進行更全面的客戶盡職審查。除了遵守香港的法規外，部份

國際銀行基於各種原因，亦須遵守其總部或集團以及海外有關當局的

規定或標準。 

 

12.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一直提醒本地銀行業界在執行

穩健的管控措施的同時，也要注意不要令正當企業及普羅市民在獲得

銀行服務方面造成不合理的障礙。金管局已於過去兩年向銀行發出指

引，重申銀行在對客戶進行盡職審查措施時須採用「風險為本」的方

法，根據客戶的背景、狀況和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程度而

採取與風險相稱的客戶盡職審查措施，避免「一刀切」，並釐清一些

經常被錯誤詮釋的客戶盡職審查規定。同時，銀行在客戶盡職審查過

程中應與客戶保持充份溝通，具透明度、合理性和效率，以符合「公

平待客」的原則。銀行亦因應指引推出了多項措施，以提高透明度和

改善客戶體驗，例如所有零售銀行已設立覆核機制，協助客戶審視申

請被拒的個案。根據商會和其他渠道反映的意見，近期客戶體驗已經

有所改善，相關工作仍會不斷進行。 

 

13.  為了更全面提供有關銀行開立帳戶方面的資訊，並收集市民、

商界，以及其他持份者在這方面的意見和解答相關疑問，金管局於去

年 3 月 在 其 網 站 推 出 專 頁 及 提 供 專 用 電 郵

(accountopening@hkma.gov.hk)方便市民向金管局提出查詢及反映意

見。自推出以來，金管局收到不少有用的意見，並由金管局的專責小

組跟進和回覆。 

 

14.  與業界溝通方面，工業貿易署轄下的中小型企業委員會與金

管局於 2017 年 6 月 23 日合辦了「中小企和初創企業開立及維持銀行

賬戶」交流座談會，共有超過 100 多名來自 39 個香港主要商會、專

業團體、中小企業組織、香港銀行公會以及 20 間銀行的代表參加。

銀行代表於會上介紹開立及維持銀行戶口相關的實務情況、國際監管

要求的變化，以及銀行採取的改善措施。座談會亦設有交流環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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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界與參加者直接溝通。 

 

15.  金管局並沒有措施規定禁止銀行與來自中國內地或「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客戶或與這些國家有關的客戶建立商業關係。如前所

述，銀行應該採用「風險為本」的方法，並對客戶實施與其洗錢及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水平相稱的客戶盡職審查措施。在評估客戶的風

險水平時，金管局要求銀行考慮一系列風險因素，而國家風險只是其

中一項。金管局向銀行發出的指引也清楚地表明「風險為本」並非一

個「零風險」的制度，亦即銀行不應執行過嚴的客戶盡職審查程序，

試圖杜絕所有風險。若運用得宜，這套方法有助確保正當企業能夠在

香港合理地獲得所需的銀行服務，包括中國內地或「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相關的企業。 

 

16.  金管局會繼續與銀行業界、商界和有關各方合作，處理這個

全球性的複雜問題。金管局的目標是既要在香港維持穩健的打擊洗錢

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又不會影響正當企業及普羅大眾使用基本

的銀行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