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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  
(立法會 CB(1)698/20-21(01)
號文件 

 建 議 討 論 事 項
一覽表修訂本 ) 

 
  委員察悉，下次會議將於 2021 年 4 月 30 日
(星期五 )上午 10 時 45 分舉行，以討論以下事項：  
 



經辦人 /部門  

-  3  -  
 

(a) 2021-2022 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有關
刺激本地經濟的措施，包括發放消費

券及支援旅遊；及  
 

(b)  推動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措施的
最新情況。  

 
 
II. 推動香港參與"國際循環"的政策措施  

(立法會 CB(1)698/20-21(02)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推
動香港參與 '國
際循環 '的政策
措 施 " 提 供 的
文件 ) 

 
2.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III. 其他事項  
 
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 時 30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1 年 6 月 1 日  
 



 

附錄  
 

振興香港經濟事宜小組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 2021 年 3 月 26 日 (星期五 ) 
時  間  ：上午 10 時 45 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的  
行動  

議程第 I 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  
000312 -  
000359 
 

主席  
 

主席告知委員下次會議的日期和將在會議上

討論的事項。  
 

 

議程第 II 項推動香港參與 "國際循環 "的政策措施  
000400 - 
001140 

主席  
政府當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商經局副局長 ")
簡介當局在推動香港參與 "國際循環 "的政策
措施，包括就推廣對外經貿關係、促進外來

投資、宣傳香港品牌，以及推動 "一帶一路 "
方面的工作。  
 

 

001141 - 
002007 

主席  
鍾國斌議員  
政府當局  
 

鍾國斌議員詢問，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商經
局 ")轄下 "一帶一路 "辦公室在支援港企及
專業服務界別開拓 "一帶一路 "市場和把握
商機方面工作的成果。他促請政府當局加強

向商界宣傳 "一帶一路 "辦公室的工作，特別
應聯繫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  
 
商經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  
 
(a)  "一帶一路 "辦公室負責在政府層面加強

"一帶一路 "工作的政策協調和合作。商經
局和國家商務部在內地與香港經貿合作

委員會下成立了 "內地與香港 '一帶一路 '
建設合作專責小組 "，統籌協調內地與香
港與 "一帶一路 "相關的經貿領域合作事
宜。專責小組制訂多項合作措施以推進

兩地企業在 "一帶一路 "建設有關經貿方
面的合作，包括共同組織內地和香港企

業及專業代表團 "聯合走出去 "，舉辦交流
及對接活動，推動信息分享和項目協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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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的  
行動  

 
(b)  商經局和香港貿易發展局 ("貿發局 ")不

時組織香港工商界及專業界別 (包括中小
企和初創企業 )代表團考察 "一帶一路 "相
關國家和地區，加強與當地政府的經貿

交流，並發掘商機；  
 
(c)  自爆發 2019 冠狀病毒病後， "一帶一路 "

辦公室透過其他方式，繼續促進 "一帶一
路 "的合作，例如舉辦網上講座，與東南
亞國家聯盟 ("東盟 ")的政府官員交流；  

 
(d)  政府當局每年與貿發局合辦 "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 "。在 2020年，超過 6 000位來自
約 80 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官員、企業家
及專業人士於網上參與是項論壇，期間

安排了超過 700 場一對一項目對接會，
以助與會者發掘商機；及  

 
(e)  政府當局會繼續加強宣傳當局在推動香
港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方面的工作。  

 
鍾國斌議員關注，中美兩國的貿易衝突對

香港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他促請香港駐海

外經濟貿易辦事處 ("經貿辦 ")加強與海外各
地政商界在政府層面的聯繫，向他們介紹香

港在 "一國兩制 "下的獨特優勢，推廣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和商貿樞紐的地位。  
 
商經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基本法》賦予

香港單獨關稅地區的地位。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區 ")以 "中國香港 "的名義參與世界貿易
組織 ("世貿 ")作為單獨成員。特區政府透過世
貿推動及捍衞香港雙邊和多邊商業利益。  
 

002008 - 
002711 

主席  
陳振英議員  
政府當局  
 

在促進外來投資方面，陳振英議員詢問：  
 
(a)  2020 年海外和內地駐港地區總部和地區

辦事處數目減少的原因；  
 

(b)  投資推廣署在促進外來投資方面的工
作，特別是該署會如何向潛在和現有投

資者解釋香港最新的社會經濟狀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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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的  
行動  

(c)  政府當局為加強與海外各地政商界在政
府層面的關係和聯繫而進行的工作。  

 
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 (一 )及商經局副秘書長
(工商 )1 回應時表示：  
 
(a)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有損全球經濟和國
際投資情緒，投資推廣署一直留意最新發

展，迅速調整其投資推廣策略，加強為現

有投資者提供後續服務，並同時善用數碼

平台以廣泛接觸潛在投資者。投資推廣署

會繼續採取積極策略，加強招商引資；  
 

(b)  投資推廣署在 2020 年舉辦了超過 160 個
投資推廣活動，主要是在網上進行。

此外，亦曾舉辦視像會議和研討會以聯繫

海外的潛在投資者，向他們解釋香港最新

的經濟情況和商機；  
 

(c)  在後續服務方面，投資推廣署曾到訪在其
投資項目下於 2017年至 2019年間成立的
逾 640 間公司，以跟進這些公司在香港的
營運情況；及  

 

(d)  駐海外經貿辦繼續於所在城市 /國家積極

向政商界人士介紹香港最新的發展和競

爭優勢，鼓勵他們來港營商和投資。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下，政府當局仍然
致力透過經貿辦的網絡，提供關於香港的

最新資訊及宣傳香港各方面的發展，並

舉辦網上研討會，直接與海外各地不同的

持份者交流。  
 

002712 - 
003817 

主席  
副主席  
政府當局  
 

副主席促請政府當局：  
 
(a)  與內地爭取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恢復
海外乘客經香港國際機場往返內地機場

的轉機 /過境服務；  
 
(b)  提供財政援助，協助旅遊業界紓緩財務
負擔，以待恢復跨境旅遊時可以重啟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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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的  
行動  

 
(c)  鑒於使用數碼平台進行會議的情況越來
越普遍，令跨境往來需求減少，評估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對跨境運輸業和酒店業

的影響；及  
 
(d)  積極推行新措施，協助旅遊業把握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及推進 "一帶一
路 "所帶來的商機。  

 
商經局副局長及 "一帶一路 "副專員回應時
表示：  
 
(a)  關於副主席就恢復海外乘客經香港國際
機場往返內地機場的轉機 /過境服務提

出的意見，將會轉交運輸及房屋局跟進； 
 
(b)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重創旅遊業，政府
當局已透過 "防疫抗疫基金 "及其他資助
計劃，向旅遊業提供財政支援，並會繼

續為業界提供適當的支援。此外，當局

會額外撥款支持香港旅遊發展局重振

旅遊業；  
 
(c)  隨着本地疫情有所改善，政府當局會致
力逐步有序地恢復跨境往來，並與疫情

相對穩定的海外經濟體探討建立 "旅遊氣
泡 "；  

 
(d)  這次疫情對全球經濟發展和結構以至市
民生活習慣帶來深遠影響。各行各業加

速數碼轉型，以迎合工作、學習及娛樂

的新模式。政府當局會向貿發局撥款合

共 3 億 7,500 萬元，包括用以開發虛擬平
台，以增強其舉辦網上活動的能力及進

行數碼化；及  
 
(e)  政府當局每年與貿發局合辦 "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 "，在 2020 年舉辦高峰論壇期間
舉行了多個一對一項目對接會，以助

與會者發掘商機。今年內舉辦的第六屆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亦會同樣提供項目
對接機會。此外，亦會討論在國家雙循

環新發展格局下，協同大灣區發展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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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的  
行動  

"一帶一路 "建設的機遇。  
 
副主席促請政府當局就一對一項目對接會提

供更多資料，例如項目對接的成功個案數

目，以及涉及的合約價值或營運收入。  
 

003818 - 
004717 

主席  
盧偉國議員  
政府當局  
 

盧偉國議員對中美貿易衝突對香港經濟帶來

的負面影響表示關注，並促請政府當局採取

行動保障香港的利益。他又詢問，政府當局

就美國不再容許香港製造產品出口至美國時

使用 "Made in Hong Kong"("香港製造 ")標記
的新規定作出回應後有何進展。  
 
商經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  
 
(a)  《基本法》賦予香港單獨關稅地區的地
位。特區以 "中國香港 "的名義參與世貿作
為單獨成員；  

 
(b)  在香港產品上標以 "香港製造 "的標記，多
年來獲國際接納，這既符合香港的單獨

關稅區地位和世貿規定，亦為消費者提

供清晰正確的產地來源資訊；及  
 
(c)  美國單方面就香港產品施加新的規定，
既不合理，亦違反世貿規定。特區政府

強烈反對新規定，並已根據世貿爭端解

決機制，就美國的規定正式啟動程序。

世貿爭端解決機構已於 2021 年 2 月應香
港的要求設立專家組，審議爭端。  

 
盧偉國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推動香港與東盟及

中東地區各國建立緊密經貿關係。  
 
商經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  
 
(a)  香港和東盟 10 個成員國簽署的自由貿易

協定及投資協定已於 2021 年 2 月全面
生效；  

 
(b)  香港於 2019 年 2 月在泰國設立駐曼谷經

貿辦，加強與東盟的經貿聯繫。香港在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設立的駐迪拜經貿辦

將於本年內投入服務，為香港於中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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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區設立的第一個經貿辦，藉以加強香港

與 區 內 貿 易 夥 伴 的 經 貿 聯 繫 ， 開 拓

商機；及  
 
(c)  商經局會繼續與其他經濟體建立緊密
經貿關係，並與貿易夥伴締結自由貿易

協定和投資協定。香港正積極爭取加入

"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  
 

004718 - 
005744 

主席  
張華峰議員  
政府當局  
 

張華峰議員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 ("《十四五規劃綱要》 ")
的支持下，香港應藉大灣區建設機遇，更好

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助鞏固香港的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張議員尤其促請政府當局

協助香港的中小型證券行把握內地市場的

商機。  
 
張華峰議員詢問：  
 
(a)  政府當局為推動大灣區金融服務互聯互
通而採取的措施；及  

 
(b)  關於開放內地金融服務行業予香港金融

服務業，特別是降低市場准入門檻以助

中小型證券行進入內地市場方面，當局

與內地當局聯繫的進展為何。  
 
商經局副秘書長 (工商 )3 回應時表示：  
 
(a)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 ("《安排》")為香港產品及服務
開拓內地市場。在《安排》下，香港服

務提供者可在多個服務領域以優惠待遇

進入內地市場；  
 
(b)  商經局聯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會繼續與

業 界 聯 繫 ， 並 與 國 家 商 務 部 討 論 在

《安排》框架下為金融服務業推出開放

措施，包括適用於大灣區的先行先試

開放措施；及  
 
(c)  政府當局將於小組委員會其後舉行的
會議上，向委員簡介《〈安排〉服務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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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易協議》修訂下的各項開放措施。該等

措施有助香港專業服務 (包括金融業 )開
拓內地市場，包括大灣區市場。  

 
005745 - 
010553 

主席  
黃定光議員  
政府當局  
 

黃定光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十四五規劃綱要》的落實與大灣區建
設將為香港經濟發展帶來新動力；及  

 
(b)  政府當局 (特別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轄下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 ("大灣區辦公
室 "))應進行下述工作，以加強協助香港
中小企開拓大灣區市場； (i)向中小企提
供有關大灣區市場的消費者需求、人手

和土地資源，以及投資政策等資訊；及 (ii)
舉辦論壇或分享會，讓大灣區內地 9 市
市政府可與香港中小企接觸交流。  

 
商經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  
 
(a)  貿 發 局 的 "T-Box 升 級 轉 型 計 劃 " 

("T-Box")提供如何開拓新市場的資訊，
以助中小企實現業務轉型目標，發掘大

灣區市場商機；  
 
(b)  貿發局及大灣區辦公室的網站有提供
港企成功在大灣區發展業務的資訊；及  

 
(c)  商 經 局 會 與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密 切

聯繫，跟進各項推進大灣區建設及本地

經濟的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以支援

港企更好把握大灣區建設帶來的龐大

機遇。黃定光議員就大灣區辦公室的

工作提出的意見，將會轉交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考慮。  
 

 

010554 - 
011234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建議，為協助港企在大灣區及 "一帶一
路 "地區發掘商機，政府當局應主動定期向各
商會及行業協會發放有關大灣區及 "一帶一
路 "地區的最新市場資訊，以供轉發予其會員
企業。  
 
商經局副局長及商經局副秘書長 (工商 )3 回
應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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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的  
行動  

 
(a)  工業貿易署 ("工貿署 ")透過向各商會和
行業協會發放有用商業資訊和進行探

訪，與業界保持定期聯繫；  
 
(b)  政府當局已整合 4 間中小企服務中心 (即
工貿署的 "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 "、
貿發局的 "中小企服務中心 "、香港生產力
促 進 局 ("生 產 力 局 ")的 "中 小 企 一 站
通 "，以及香港科技園公司的 TecONE)，
於 2019年 10月 1日起推出 "四合一 "的綜
合服務。企業可在任何一個中心取得一

般營商資訊、資助計劃資訊與諮詢服務

等；  
 
(c)  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前，工貿署
曾於工業區舉辦外展活動，與企業會晤

以推廣各項中小企支援措施；及  
 
(d)  政府當局知悉主席的意見，並會繼續在
與業界聯繫和發放市場資訊方面作出

改善。  
 

011235 - 
011556 

主席  
盧偉國議員  
政府當局  
 

盧偉國議員轉達企業就申請發展品牌、升級

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BUD 專項
基金 ")所提出的意見，認為發放款項的程序
過於複雜。他促請政府當局簡化有關程序，

加快處理申請和發放款項。  
 
商經局副局長知悉盧偉國議員的意見。  
 

 

011557 - 
012002 

主席  
政府當局  
 

對 於 2021-2022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宣 布 擬

向 "BUD 專項基金 "再度注資 15 億元，主席表
示歡迎。  
 
主席察悉，截至 2021 年 2 月底， "BUD 專項
基金 "接獲逾 9 000 宗申請，但只有約 3 300
宗申請 (即約 35%)獲批准。他詢問獲批比率
偏低的原因。  
 
商經局副秘書長 (工商 )3 回應時表示：  
 
(a)  "BUD 專項基金 "於 2012 年推出，截至

2021 年 2 月底，共接獲 9 535 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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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的  
行動  

並已批出 3 358 宗申請；  
 
(b)  在該 9 535 宗申請中，有不少其後由企業

主動撤回。在剔除主動撤回的申請後，

"BUD 專項基金 "的獲批比率為 73%；  
 
(c)  "BUD 專項基金 "旨在資助香港非上市企
業透過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和拓展營

銷，提升競爭力和促進在香港以外市場

的業務發展。企業作出申請時須制訂全

盤業務計劃，一般涉及在香港以外市場

增設一間業務實體作長遠商業發展。另

一方面，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市場推
廣基金 ")提供資助，以鼓勵中小企參與出
口推廣活動，藉此擴展香港境外市場。

由於市場推廣基金的申請程序相對簡

單，部分申請 "BUD 專項基金 "的企業其
後可能會撤回申請，轉而申請市場推廣

基金；及  
 

(d)  政府當局已就 "BUD 專項基金 "的申請
程序作出檢討，最近並已改善其網站，

提供更多資訊和建議，以協助企業規劃

和籌備如何作出申請。  
 

012003 - 
013200 

主席  
邵家輝議員  
政府當局  
 

邵家輝議員提及資助港企發展海外市場的

"BUD 專項基金 "。就這個基金，他認為政府
當局應：  
 
(a)  加強宣傳工作，增進企業對 "BUD 專項基
金 "的認識；  

 
(b)  嚴格審批申請，確保善用撥款；及  
 
(c)  提供一站式服務，協助企業在眾多中小
企支援措施 (包括 "BUD 專項基金 ")中，
找出最合適的資助計劃。  

 
商經局副秘書長 (工商 )3 及工貿署助理署長
(工商業支援部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已委
託生產力局擔任 "BUD 專項基金 "的執行夥
伴。為確保善用公帑，所有申請須通過生產

力局嚴格審批程序，包括在可行情況下審核

證明文件、進行實地視察及與相關內地機構

 



 

-  10 -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的  
行動  

(適用於內地的項目 )查核發票。如有需要，
工貿署亦會就有關申請進行突擊檢查。  
 
商經局副局長表示：  
 
(a)  政府當局已整合工貿署、貿發局、生產
力局及香港科技園公司轄下 4 間中小企
服務中心的服務，以提供 "四合一 "綜合服
務，讓企業可以在任何一個諮詢點取得

所有資助計劃的資訊；  
 
(b)  "中小企資援組 "專責協助中小企尋找

合適的資助計劃，並透過面談或網上會

議，在企業提出資助申請方面提供直接

支援；及  
 
(c)  生產力局曾舉辦不同的推廣活動，向中
小企介紹近 50個由政府及公營機構管理
的資助計劃，以加強中小企對各項計劃

的認識。  
 

013201 - 
013913 

主席  
邵家輝議員  
政府當局  
 

邵家輝議員詢問：  
 
(a)  港企如在投資 "一帶一路 "國家時遇到法

律及稅務方面的難題時，政府當局會提

供甚麼支援；及  
 
(b)  可推薦哪些國家為港企在 "一帶一路 "地
區積極開拓及擴展業務的理想切入點。  

 
商經局副局長及 "一帶一路 "副專員回應時
表示：  
 
(a)  為協助港企在 "一帶一路 "地區擴展海外
市場，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與中央部委

就 "一帶一路 "建立的聯席會議制度，以及
與國家商務部的 "內地與香港 '一帶一路 '
建設合作專責小組 "等直接溝通平台，就
國家在 "一帶一路 "建設的政策動向加強
協商。駐 "一帶一路 "國家的中國使領館
商務參贊，亦會為港企提供適當協助；  

 
(b)  特區政府曾聯同內地相關部門舉辦論壇
和分享會，介紹 "一帶一路 "地區的風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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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金融服務及業務增長等；  
 
(c)  特區政府會繼續支援港企在內地於海外
建 設 的 經 貿 合 作 區 (" 合 作 區 ") 開 拓
業務，並已初步選定 5 個位於香港企業
熟 悉 的 東 盟 國 家 的 合 作 區 ， 即 位 於

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和印尼 (兩個合
作區 )。特區政府正與國家商務部探討
鼓勵及便利措施，包括積極鼓勵合作區

為港企提供入駐園區支援；  
 
(d)  貿發局的 T-box 為港企提供海外市場的

資訊，並為有意作投資發展的企業提供

協助；及  
 

(e)  在特區政府支持下，生產力局編製了有
關東盟各成員國的指南。  

 
013914 - 
014758 

主席  
黃定光議員  
盧偉國議員  
政府當局  
 

鑒於目前各式各樣的中小企資助計劃由不同

的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管理，資助範疇、金額

和要求亦各有不同，黃定光議員促請商經局

帶頭作出協調，以助個別中小企找出最適合

其業務需要的資助計劃，特別要協助中小企

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過後重整業務。  
 
盧 偉 國 議 員 建 議 ， 政 府 當 局 應 設 立 專 題

網站，綜合提供所有可供中小企申請的資助

計劃的資訊，以提高中小企對該等計劃的認

識，協助企業找出最適合其業務需要的資助

計劃。申請企業繼而可直接轉往相關資助

計劃的網站，進一步了解詳情。  
 
商經局副秘書長 (工商 )3 表示，政府當局已聯
同生產力局舉辦 "中小企資助基金推廣日
2019"及 "中小企資援組——資助基金推廣全
面觀 "，向中小企介紹近 50 項中小企政府資
助計劃及支援措施的詳情。  
 
商經局副局長知悉盧偉國議員的建議。他回

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會繼續推出中小企支援

措施，尤其會協助企業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
情過後重整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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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 III 項其他事項  
014759 - 
014823 

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1 年 6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