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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地說，拯救或幫助中小企，最直接有效的辦法是設立一個 「中小企協助基金」 。
「中小企協助基金」 的放貸，基本上都屬短期性質，金融海嘯平息，基金即停止放貸，一旦
貸款全部收回，歸還庫房，基金完全停止運作，功德圓滿，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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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優惠激發消費意欲 □上官泰芙

前景可期 ．黃 牛．

香港中小企在金融海嘯下的前景，至今仍相當
暗淡，有許多更在掙扎求存，可以形容為 「命懸一
線」。

問題不僅僅在於中小企本身的 「生死」，更在
於中小企假如大批倒閉所帶來的嚴重失業，將影響
香港社會和諧和穩定，那才是真正的 「大件事」。
本港大約有二十八萬家中小企，佔企業總數的百分
之九十八。中小企的全部員工約一百四十萬人，佔
本港就業人口達百分之六十。試認真設想一下：假
如本港有一成中小企無法抵擋金融海嘯的衝擊，以
至結業倒閉，意味着社會上將增加十四萬名失業工
人，這顯然是香港 「難以承受之重」。

中小企望 「水」 興嘆
無可否認，特區政府說了一些話，包括向銀行

界 「喊話」，要銀行負起社會責任。政府也做了一
些事，例如調整中小企六百萬元總額的信貸保證計
劃，連其中原本用於購置機器設備的五百萬元，也
一併可以充作營運資金。政府（金管局）更多次將
港元注入銀行系統，令港元結餘達到超過八百億元
的歷史水平，意圖壓低銀行拆息，間接迫使銀行向
中小企放貸。可惜，收效甚微，銀行不為所動，似
乎銀行界不約而同認為，面對金融海嘯，最大限度
地掌握現金是上上之策。與此同時，銀行在這樣巨
大的危機中也懷疑中小企的還貸能力。總之，沒有
百分之百的信貸保證，銀行不想冒太大的風險。結
果，雖然銀行 「水浸」，中小企仍然只能望 「水」
興嘆。

上述情形的關鍵在於銀行體制。本港銀行不論
港資、中資、外資，均屬私人商業銀行， 「在商言

商」，穩健經營，不冒風險，理所當然。銀行體制不
同，就會有不同做法。

例子一：內地的銀行，大多數是國有銀行，包括
四大商業銀行，民營銀行的規模、分行數目，當然無
法與之相比，兩者存貸政策也有所不同。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宣布，為經濟增長 「保八」，為刺激內需，銀
行應放寬信貸。對此，所有的國有銀行當然會照辦不
虞。人行為配合這一政策，也大幅降息一點○八厘，
並調低準備金率一個百分點（大銀行）或兩個百分點
（小銀行）。值得提一句：在內地的港資企業同樣可
因放寬信貸而受惠。這是中央關懷香港的又一證明。
這種帶有政治性的銀行信貸政策，在香港是不能想像
也不會出現的。

例子二：英國首相白高敦的 「救市」對策主要就
是直接注資銀行。儘管有人形容這是 「國有化」、
「實行社會主義」，但白高敦在英國、歐洲乃至西方

世界，卻成了 「救市」英雄。但有一點可能被人忽略
了，那就是白高敦注資銀行的條件之一便是銀行必須
放寬對中小企的信貸。拯救中小企，必須有這樣及時
的舉措。後來，連美國布什政府也向白高敦學習了。
不難由此推論， 「救救中小企」，政府要有一些實質
上能夠到位的對策。

政府何樂而不為
在香港，估計政府或金管局都不會直接注資銀行

，本港也沒有將倒而未倒的銀行急需政府注資，結果
就是政府不能下令銀行必須放貸給中小企，而中小企
則還在掙扎，嗷嗷待救，局面之淒涼就是如此。

業界有人提出建議，特區政府直接向銀行購入金
融資產，再迫使銀行向中小企放貸。也有人建議由按

揭證券公司購入中小企貸款，然後將貸
款證券化。這兩項建議不是不好，而是
兜兜轉轉，將問題複雜化了。而且，銀
行或證券公司作為 「中間人」，在不承
擔風險之下，要在貸款利息賺上一筆。
既然放貸給中小企用的是納稅人的公帑
，為何不能將利息的收益歸給納稅人的
庫房呢？既然給中小企貸款的風險由政
府承擔，那麼，利益歸政府收受也是完

全合情合理的事。
客觀地說，拯救或幫助中小企，最直接有效的辦

法是設立一個 「中小企協助基金」，不經銀行，由這
一基金負責審批中小企提出的貸款申請，一般應在三
至五個工作天內給予回覆。倘申請者有抵押或擔保，
批出的時間當然會快一些。或許，政府內部缺少合適
擔當這一工作的人手，基金會大可向社會招聘，例如
，剛被銀行裁減的人員之中，相信必有這方面的人才
。值得指出， 「中小企協助基金」不是一個常設的永
久性機構，因應金融海嘯的影響情況，估計存在一年
至兩年已經足夠，最長相信不該超過三年。因此，基
金會所有員工（估計三十至五十人已可應付相關工作
），都以合約形式聘用，大多數以一年為期，期滿可
以續約。至於基金會領導層，可考慮簽兩至三年的較
長合約。基金會員工的薪酬，不妨參考銀行信貸部門
員工的水平，相若即可。在當前失業成潮的狀況下，
估計即使薪酬略低於銀行，也會有人樂意爭做這份工
。由於基金會可賺取貸款利息，員工的薪酬實際上不
會由政府支付。筆者深信，基金的放貸壞帳比率不會
太多，基金最終在扣除房租、人工及日常運作費用開
支後，還可賺一點。政府幫了中小企，又達到了挽救
本港經濟（包括維持就業）的目的，還可以有錢賺，
何樂而不為？

規模可至二百億
至於 「中小企協助基金」的規模，根據工聯會提

出的 「二千億元振興基金」，其中第六項提高 「中小
企特別信貸保證計劃」信貸保證至百分之一百，總擔
保上限增至一百億元。倘獨立成立 「中小企協助基金
」，其規模可擴大至二百億元，以便在更廣泛的範圍
協助中小企渡過難關。 「中小企協助基金」的放貸，
基本上都屬短期性質，例如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
。主要是臨時性協助周轉。少數較長期的貸款，原則
上也以最長一年為限。這樣，應對金融海嘯的目標就
比較明確。兩年之後，金融海嘯平息，基金即停止放
貸，人手也可根據合約相應減少。到第三年，陸續收
回到期的信貸。一旦貸款全部收回，歸還庫房，基金
完全停止運作，功德圓滿，皆大歡喜。

在備受矚目的二十國集團
領導人峰會及亞太經合組織會
議中，中國躋身於 「世界領導
層」的主角地位已成為最大亮
點。

代表全球90%經濟產值的
G20領袖齊聚一堂，否定了七
國集團繼續存在的價值，終結

了西方國家壟斷世界經濟事務的局面。歐美媒體均稱，這次峰
會讓中國在金融決策上獲得了更大發言權，也擴大了影響力。
峰會期間，國家主席胡錦濤被安排坐在布什旁邊的主賓位置。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更表示，歐盟願意減少在國際金融機構
中的代表權，為中國 「騰出位置」。

西方冷戰思維未消
而在利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則深深地烙有 「中國

印」。《共和國報》在頭版印上 「歡迎」兩個大紅漢字。秘魯
總統為胡錦濤主席舉行歡迎儀式，在峰會演說時多次提到中國
，認為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不僅能夠確保中國經濟穩定增長，
而且對穩定人們對世界經濟的信心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的經濟
發展模式和政策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和借鑒。

雖然中國在兩個峰會上地位顯赫、備受尊重，甚至被一些
西方國家視為世界經濟的 「救世主」，但就此以為西方對中國
的冷戰思維已經煙消雲散，卻是大錯特錯矣。據英國廣播公司
報道，前港督彭定康最近接受專訪時表示： 「中國的潛在威脅
不在於其廉價出口貨物，而是對西方民主的威脅。」還說，中
國傳揚着不需要西方式民主也可以致富的觀念，這是中國對西
方的最大威脅。

中國在非西式體制下取得了令人驚訝的成就，完全顛覆了
西方宣揚了幾十年的 「只有西式體制才能救世界」的信條，並
被秘魯等許多國家視為學習的榜樣。彭定康當然不會高興，並
視之為對西方的最大威脅，可見其民主是假民主：只允許西式
體制的存在，不允許別的可以致富的體制存在。

人已 「過氣」 敢說實話
彭定康的話雖然霸道和冷戰味十足，卻是不折不扣的 「大實話」，因為西

方主要國家迄今依然視中國為潛在敵手。無論胡錦濤被安排坐在布什旁邊，或
歐盟表示要為中國 「騰出位置」，都改變不了這個現實。不過，在百年不遇的
金融海嘯衝擊下，西式經濟體系搖搖欲墜，誰還敢開罪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口
袋裡有近兩萬億美元的中國呢。

中國不僅袋有近兩萬億美元，而且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日前，美
國《華盛頓日報》有《美國經濟掌握在中國手中》一文
，文中說道：中國已經成為了擁有 「美國國債」的最大
持有國。中國已經開始擁有掌控美國經濟的能力了。美
國 10 美元的外債中有 1 美元是從中國那裡借來的。要
預備 7000 億美元的金融救援資金，美國必須看中國的
「眼色」行事。

能夠影響美國經濟，就能夠影響世界經濟。以西方
為大的西方主要國家當權者們已經自身難保，自然要迴
避政治去拉攏中國。唯有彭定康此類過氣政客才會毫無
顧忌地跳出來說說真心話。

有關派發消費券的議題近期幾已成
為城中的熱炒話題。社會各界以至大大
小小政黨都有不同的意見和說法。似乎
事在必行，十足把握。然至今為止，政
府當局對此並無一點反映，沒說會派，
也沒說不想派。令大家一味靠估，一味
等政府開聲揭盅。

對於坊間要求提出派發消費券的金
額和意義來說，也存有分歧，意見紛呈
。例如消費券金額方面，有的要求一千
元，有的要求二千元，有的五百元也都
要。以一千元計，政府大概要花七十億
元。以二千元計，就要再花一百四十億
元。五百元的話就只花三十五億元。這
個數字計算，說的是全港市民無分男女
老少、有錢人家和貧苦人，總之有身份
證就有份受惠。這種派發，比較公平，
人人有份。不似早前兩次派 「錢」那樣
，有些連連 「中獎」，享受了三個月的
公屋免租，又可享受三千六百元的電費
津貼。然而有些同是低薪一族的基層勞
工、家庭租住私樓板間房人士，卻一個
仙都得不到。如此不公，情何以堪。

確實刺激消費
雖然有人會說有身份證就可領取一

二千元的消費券，對有錢人來說豈不是
明益他們，覺得不公平。其實，這是納
稅人的錢。有錢人的貢獻和繳稅遠比普
羅大眾多得多，他們領取消費券是應得
的。不能因為人家有錢就不能享受這種
消費券。若如此，那就顯得不公平。至
於他們領不領取那是他們的事。

對於提出要求政府派發消費券問題
。大致有兩種說法。一是能促進市民的
消費意慾，刺激經濟。第二種說法就是
能為貧苦一族尤其是上兩次 「派糖」未
能受惠的人能夠得到 「安慰獎」。

個人認為，第二種的意義遠比第一
種說法更為重要。沒錯，若政府能每人
派發一千元消費券，當然起到一種刺激
市民消費的意慾，帶旺零售市場和經濟
。手中有券，見到鍾意的喜愛的東西就
不稍考慮買下，以消費券找數。總之，
將手中一千或二千元的消費券盡快花完
為止才 「過癮」。如此這般確實起到刺
激消費和經濟的效應。

從另一方面來說，對於低收入貧苦
一族的勞工基層人士和家庭來說，在手
中的一千元消費券，他們的想法和花費
肯定不像其他人士那般考慮。也絕不是
隨意去買一些鍾意喜愛的東西物品。而
是家庭缺乏之柴米油鹽的生活急需品。
若能分得三數千元消費券，大抵可抵得
住他們一家一個月兩個月或三個月的柴
米油鹽和餸菜的 「糧草」開支。說白一

點，有三數千元消費券在手就不愁 「無飯開」之感。

值得探討研究
貧苦一族的一千二千元消費券，確實很有必要和急需來

應付目前的困境。一千二千元對有錢人來說覺得只是微不足
道，細眉細眼。但對低收入人士家庭來說，就感到特別矜貴
和需要。

派發消費券與其說是用來刺激經濟和所謂救市，不如說
用來紓解百多萬低收入勞工市民的燃眉之急更好。希望有關
政黨和政府能從這個方面考慮，早作決定和實施。對於救市
救經濟，除了派發消費券之外，其實還有更多的門路和方法
值得探討研究。

在此，建議政府首先考慮派發消費券的可行性，研究消
費券的金額數字，五百、一千或二千的承受力。以及有關的
印券和派發等問題。盡早推行派發，無論對刺激經濟和紓解
低收入百多萬勞工基層人士都是 「及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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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中市民們的消
費意欲大為下降，近期成為
媒體、市民的熱門話題。聖
誕、元旦和農曆新年三大節
日將屆，如果市面一片冷清
，不但那些靠一年一度大節
日銷貨的店舖頂不住，要紛

紛關門大吉，縱然大的百貨、超市生意也要銳減幾成。可幸
多個部門都在想盡辦法、聯手出招，想必這一次危機不至於
像上次 「沙士」期間那樣嚴重。在那愁雲慘霧的日子中，酒
樓食肆靜悄悄地倒閉了四十家，頗為驚人。

拿捏好遊戲規則
家居毗鄰某日資超市，該區多個商場並存，食肆有多家

，以 「美食街」聞名。在這一場金融海嘯中，顧客、食肆均
未見減少而冷清，相反，人流依然洶湧，顧客、食客仍如平
時一樣，或是牽手拍拖中的年輕男女，或是相依為命中的老
者，或是結婚已幾十年的中年夫婦……乘周日放假之際，全
部出動。一個美食街內的七八種特色不同的食店，都無不人
頭湧湧，座無虛席。

如果不看報紙，不看新聞，根本不知道香港和世界發生
了什麼大事。所見只是一片天下太平、生意興隆、大家胃口
大好的景象；而了解到經濟大蕭條的人，不禁也會好奇心大
發：怎麼大家還有錢出外吃飯？按大家一般的想法，出外解
決兩餐，花費總是要比自家煮食為高呀！

認真、仔細將食街走了走，看了看，方才發現餐廳食肆
還是那餐廳食肆，但在制度、宣傳、價格等等方面已發生了
悄悄變化。例如，一向要在總消費額上再 「加一」（10%小
費）的規定已取消。在餐牌上，將某些餐食特別優惠，本來
需要三十六元的，竟減至半價十八元。再有，加強了下午茶
優惠的宣傳，不少食品價格一減再減，而有的雖僅是減少一

兩元，食客已是心中大悅，非常受落，認為 「好平！」。還
有各種各樣的優惠方案，最為明顯的是在 「下午茶」時段對
於新舊食客的招徠。

一般來說，香港的食店，無論是快餐廳還是酒樓，都是
晚餐最為正宗，價錢最貴，也最為受重視，下午二時（或二
時半）至六時（或五時半）各食肆的食客最少，茶樓就在此
時段推出 「下午茶」，大部分點心的價格約打了七折左右。
快餐廳的 「下午茶」更形成了一種文化，價錢比中午餐便宜
，雖只是點心，也成了知省識慳的街坊替代午餐、省些花費
的解決肚子需求的方式。金融海嘯打擊了市民的消費，不輕
易優惠的各種特色餐廳也相應推出了下午優惠餐，彌補晚餐
減少了的客源。下午茶、下午餐的大優惠，無疑地對促進普
羅大眾的飲食消費意欲，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不但飲食業如此，連百貨、零售也是大家聯手出招，大
力激發和提高大眾的消費意欲。看來是有一定成效的。走進
一些綜合性的大百貨公司，發現人頭湧湧，到處都是一片大
採購、大掃貨、大排隊的太平景象，繁榮熱鬧的氣氛猶勝平
日。了解之下，原來百貨市場銷售決策人將 「遊戲規則」掌
握和拿捏得極好，於是在經濟大海嘯中居然克服了 「門可羅
雀」，贏得了旺場。在逆境中激發了大眾的消費意欲，這不
是件容易的事，但一些百貨業的決策人居然辦到了。以下是
值得向業界推薦的好經驗：

「折後再折」 免囤積
優惠政策是最佳策略，值得長期堅持。大超市、大百貨

公司平時是不怎麼再打折扣的，他們自認為已經薄利多銷，
平通全港（有關部門審價之後，發現超市某些商品價格比外
面商店貴，才打破了超市東西最平的神話）。但這一次最不
同，將許多日用品、食用品等按類別的不同，打上不同的折
扣價，有的東西，在標價之後，已有 「折後價」，豈料海報
上寫的是 「按價打八折」、 「折後再折」，比如一百元的商

品，八折是八十元，折後再八折就是六十四元，已幾乎平到
了六折多一些。顧客們怎不受落？當然是舉家出動，萬人空
巷了。整個大超市、大百貨公司變成了像在過一個盛大節日
！優惠、折扣都是一般消費顧客最為喜歡的事情，既然身家
虧蝕去一大半，令人意興闌珊，消費欲、食欲、性欲等都急
劇下降，但物價因為優惠、打折，形同降價，豈能不激發那
沉睡中的購買欲？打了折，顧客感到物有所值，用很少的錢
可以買到較多的東西，對消費意欲無疑是一種極大的刺激；
對於超市、大百貨及所有商店來說，薄利多銷，免得貨物囤
積，遠勝沒有或極少顧客購買東西。

「買一送一」 獲歡迎
一拖二、一拖三政策。這不是今次金融海嘯才有的推銷

策略，實際上，早已有人那麼做了。比如，一塊雞尾麵包售
三元，兩塊麵包則售五元，三塊售七元之類，高明的老闆如
果當天只製作三十塊麵包，用 「一拖二」策略給十個客買完
麵包，可達到營業額七十元；然如果用一塊賣三元的形式，
可能有些人會嫌貴，只銷出十塊，收入僅三十元，其他二十
塊過了 「賞味有效期」，只好丟棄。在大百貨或各種服裝店
，我們可以看到 「買一送一」的推銷方式獲得顧客歡迎。

再者，優惠日期是應該有限期和有時段的。有的公司只
規定在幾天之內，並每日適當延長營業時間，果然令顧客十
分珍惜，爭先恐後出動掃貨。在幾個節日將先後來到，而普
羅大眾的消費意欲普遍劇降的情況下，優惠策略是最好的銷
貨策略。沒有什麼比在市民腰包大大扁平的狀況下將物價大
減更實在更有效。大出血換來大掃貨，這是必然的。如果說
在以前，斤斤計較是人性中貪小便宜的劣根性的話，那麼今
天，不該如是觀，大眾在拮据的狀況下量入為出，應得到大
家的理解和諒解了。消費額保持，整個市面欣欣向榮，是一
件大好事啊！

作者為資深出版人，作家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七日 星期日

B4 大公評論（一）
電郵：tkporg@takungpao.com 傳真：28345135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與中小企互動
□白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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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沒有金融海嘯的衝擊，銀行也被形
容為社會最勢利的行業之一，原因在於目光
只瞄在企業盛衰之上。企業興旺時，銀行推
銷員會頻頻上門推銷不同金融產品，或者慫
慂企業更大幅借貸，但當企業出現資金周轉
困難時，銀行則會成為第一個上門追債的人
。這樣的事實恐怕商家的體會最深刻。當然

，站在各自維持本身利益的立場，不能說銀行做法有錯，但如果換一個角
度，從社會責任或社會良心方面看，銀行自然就要被抨擊為落井投石，對
扶持社會企業不力。

香港雖然不乏大型或跨國大企業，跨國企業選擇香港作為地區總部的
情況也頗突出，但香港各銀行面對的還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中小企業。中小
企與銀行的關係向來十分密切，原因出在中小企的生存依附在與銀行的資
金互動關係上，中小企必須靠銀行提供資金幫助解決營運上的問題。同時
保持着良好的還貸信譽。不過，一場金融海嘯令兩者都出現了意想不到的
難題。譬如中小企預算中的利潤大幅減少，甚至因為訂單不足而令營運出
現困難，必須得到銀行的支持才能渡過難關，不然就只能在壓力下面對倒
閉劣勢。如果銀行站在維護本身利益的立場而對營運困難的中小企採取閂
水喉方法，兩者的互動關係就會結束。倒閉一方既無法償還債務，銀行也
未必能夠如意收到欠數。因此，銀行應與中小企彈性互動，不要一見到中
小企出現困難便迫不及待地上門追債，以致造成雙輸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