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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立德希望政府可以實行「應使則使」
的理念。

■莊子雄認為今年本港經濟仍面對三大挑
戰。

■通關復常有助企業投資信心回升以及勞工市場穩定。 資料圖片

廠商會會長史立德日前預期，香港與內地復
常通關，今年內地訪港旅客人數有可能恢

復到 2019 年的六成，將有助旅遊業走出困
境，並推動本地零售、餐飲和住宿等相關行業
的復甦，進而帶動服務貿易輸出加速回升，助
力企業投資信心回升以及勞工市場穩定。

莊子雄料3月感受生機勃勃

香港工業總會常務副主席莊子雄亦指出，
隨着內地開放措施快且狠，相信內地經濟會快
速步向復甦，香港亦受惠而令經濟增長力加
強。他說：「內地去年GDP增長3%，令市場
驚喜，而內地疫情亦較大家預期中為佳，反映
內地經濟有一定韌性。」他續指，復常通關的
效果相信要待農曆年後才會較明顯，現時正處
於過渡期，南向旅客不太多，旅客仍需時觀
望，預計到3月，大家會開始感受到生機勃
勃，旅遊業、餐飲業及就業情況都會有所好
轉。
雖然復常通關會為本港經濟帶來動力，但

史立德認為，全球宏觀經濟形勢卻不容樂觀，
環球經濟全面走弱、先進經濟體通脹繼續高
企、以美聯儲為首的主要央行維持加息力度，
加上俄烏衝突危機未解、中美角力趨白熱化等
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和疫情反覆等不明朗因素，
在新的一年仍為香港經濟復原帶來一定的挑
戰。他預期香港首季外貿仍會負增長，到第二
季才能回穩，下半年重拾升軌，全年或錄較高

的單位數增長。
展望2023 年，莊子雄亦認為，今年本港

經濟仍面對三大挑戰。第一，全球經濟環境
差，歐美面對俄烏衝突、能源危機等，惟本港
廠商出口仍集中於歐美地區，出口展望添憂；
第二，美國高通脹問題，政府收緊貨幣政策，
對投資環境亦有影響；第三，中美地緣政治問
題，美國不斷聯同盟友瘋狂壓制中國。他指
出，中小企是經濟的基石，政府應該繼續推出
支援措施。
莊子雄建議政府在最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中推出新基金，為企業短期紓困，例如寬
減利得稅、個人入息稅、商業登記費、排污
費，非住宅電費補貼等。至於市民熱切期待的
消費券，他則認為之前已派過幾次，今次反而
可以轉為重點幫助中小企，從而令企業加多些
人工，增加招聘，帶動整個經濟，從而幫到打
工仔。
另外，他亦建議，港商多留意新興經濟體

的發展潛力，相信在全球經濟中動力相對較
好。港商亦已陸續實行「中國+1」部署，以他
自己為例，除了在大灣區設廠，菲律賓及印度
等「一帶一路」地區亦有生產線，他表示：
「跟着國策走不會有錯的。」

望今年續推消費券計劃

史立德亦指，希望政府可以實行「應使則
使」的理念，推出逆經濟周期調節的措施，一
方面透過提供更多的一次性回饋，包括差餉、
薪俸稅、租金、公司利得稅、政府收費等的寬
減，幫助社會各階層紓解短期的困難，同時針
對部分復甦艱難的行業，制訂進一步的支援措
施，而政府過去2年推出的電子消費券，產生
了很多的乘數效應，對刺激經濟和推廣電子支
付的成效顯著。因此，廠商會希望當局今年可
繼續推出消費券計劃，提振消費和商業信心。

今年本港正式進入疫後復常階段，
除了與內地恢復全面通關，多項防疫限
制及社交距離措施亦已解除，多個商會
都認為，與內地復常通關是刺激今年經
濟復甦的一大利好因素。但本港仍面對
多項挑戰，包括全球經濟環境疲弱，港
商出口受壓；美國高通脹高息環境持
續；中美及俄烏地緣政治影響。建議政
府在周三（22 日）公布的《財政預算
案》，繼續推出逆周期調控措施，以助
社會各階層紓解短期困難，並針對部分
復甦艱難的行業予以扶持，助他們進一
步走出「疫境」。

創科局局長孫東早前訪京時表示，國
家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公布的香港創新科技
發展藍圖，並希望香港特區進一步融入國
家的科技發展大局，本地商會亦認為，發
展創科及「再工業化」將會是推動香港多
元發展的重要引擎。

工總常務副主席莊子雄指出，香港有
必要發展多元經濟，而施政報告公布的
「產學研1+計劃」，將院校科研成果轉化
成工業，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其社會和經
濟價值。而且，香港的融資優勢有助完善
科研生態圈。工總認為，港交所應更積極
吸納頂尖科技公司來港上巿，及盡快落實
活化GEM板，為中小型及初創企業提供更
有效融資平台。

「全球排名頭100間大學中，香港佔有
5間，本港的科研力其實很強。」莊子雄指
出，設立100億元的「產學研1+計劃」，
冀有助不少於100支本地大學創科團隊進行
科研計劃，並將科研成果產品化，最快於
第2及第3季申請，將有望加快科研成果商
品化。另外，「再工業化」亦很重要，香

港亦着重發展智能、先進的工業，以香港
作為產業鏈總部所統籌的多元化、高增值
生產性服務。

制定香港再工業化藍圖

廠商會會長史立德亦指，「期望新一
份《財政預算案》能長短兼顧，除了照顧
幫助中小企紓解短期的困難，更重要的是
為香港產業發展作出長遠且全面的規
劃。」該會期望當局能進一步研究和推廣
「中試」概念，以科研成果的中試、市場
化應用和推廣作為未來推動本港創科發展
的切入點，並投入更多資源，推動中游轉
化和下游產業化。與此同時，廠商會希望
政府可盡快制定《香港再工業化藍圖》，
三管齊下，發展新型工業、促進傳統製造

業升級轉型，以及支援境外港資工業三方
面支持香港「再工業化」發展。
而「北部都會區」作為香港未來策略

發展的據點，廠商會建議在新界北預留土
地打造香港優勢工業的示範基地，以創造
優質就業機會。
香港人才嚴重流失，政府近期已積極

實施一系列「搶人才」政策。廠商會會長
史立德指，人才是推動產業升級的致勝關
鍵，除了透過成立「通關緩衝帶」，促進
粵港兩地人才流動，亦希望政府可盡快推
出招攬人才的鼓勵性政策，例如「科技人
員入境政策」、「人才清單」等延伸至更
廣泛領域，例如是工程師、技師、工匠等
實用型工業技術人才。另外，他亦希望當
局鼓勵高等教育界加強在本港和大灣區發
展應用型的院系、增撥資源推動職業專才
教育，加快工業技術人才的培育，以配合
本港和大灣區未來發展的需要。

望有更多涉再工業化及創科內容

■發展創科為推動香港多元發展重要引擎。
圖為香港科學園。

本港仍面對多項挑戰 冀助進一步走出「疫境」

港商倡預算案推紓困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