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除了銀
行主動提出措施支援中小企外，商界亦希
望政府可以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更多實質
支援中小企的方案，例如推出「定向消費
券」，優化百分百融資擔保借貸計劃，以
及進一步提供稅務優惠政策，如暫停一年
徵收暫繳利得稅，讓中小企能擁有更多流
動資金儲備等。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指出，面
對現時嚴峻局面，希望政府扶持各界，例如
推出「定向消費券」，以準確支援受疫情影
響的行業，如餐飲、美容、旅遊、健身室
等，同時允許市民把「消費券」轉贈或捐予
更有需要人士達扶貧功效。

廠商會冀加強助企業拓內銷
他又建議，政府應加強協助企業進軍內銷
市場。政府可以配合國策，鼓勵和協助港商
銷售產品，加快「出口轉內銷」的轉型，特
別企業是因疫情影響而未能直接返回內地，
可以把握電子商貿蓬勃發展的機遇拓寬內銷
渠道。針對內地商業信用制度未夠健全、企
業「放賬多，收數難」的痛點，政府亦應責
成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肩負起支持港商拓展
內銷市場，強化和開發更多適用於內銷業務
的保險服務。

中小企盼優化融資擔保計劃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指出，中小企原本預
期年初，在恢復通關後，在聖誕及新年消費旺
季有望增加營業額，可惜全球疫情藏有暗湧，
以致一些依賴旅遊的相關行業如零售業、餐飲
服務業、旅遊業的中小企繼續受影響，經營仍
然困難，面臨財務困境。為避免部分的中小企
倒閉及破產，造成更多人失業，他建議政府優
化百分百融資擔保借貸計劃，容許企業在香港
與內地恢復自由通關兩年後才開始還款，在還
款細節上讓銀行提供不同的信貸支援方案。

建議減稅 可有效解燃眉之急
另外，劉達邦認為解決中小企燃眉之急，減

稅亦是有效的做法，他建議除維持現行《利得
稅兩級制》政策外，考慮暫停一年徵收暫繳利
得稅，讓中小企能擁有更多流動資金儲備，亦
希望政府將《利得稅兩級制》的優惠稅率由現
時以股東身份作單位，改為以公司作單位。
劉達邦續指，之前政府派發消費券主要被電

子支付平台齊全的大集團商戶吸納了大部分市
民的消費需求，中小企受惠未必很多，建議積
極考慮推出只限於中小企使用的消費券，在短
期刺激市民到小商戶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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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支持抗疫防疫 六措施加大金融服務

香港第五波疫情嚴峻，政府周四再

收緊防疫措施，企業經營艱難，民生

苦困，各大機構加大支援社會措施，中資企

業再發揮中流砥柱作用。中銀香港因應新一

波疫情，昨公布進一步加大金融服務支持力

度，包括投入 500 億元信貸資源支持中小

企，進一步延長物業按揭貸款「延期還本」

的申請期等六項措施。本港商界亦期望稍後

公布的財政預算案能為企業提供實質支援，

零售管理協會亦再度呼籲舖主減租，全社會

咬牙共渡時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本港第五波疫情形勢危急，政府昨公布的新
增確診高達1,325宗，另外初步確診亦超

過1,500宗，均破疫情以來的單日新高。而政
府在本周四起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包括實施
禁止在私人地方兩個家庭以上的聚會、宗教場
所理髮店關閉兩周等等。針對疫情持續情況之
下本地企業困難的經營環境，中資企業再發揮
穩定香港經濟及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中銀昨
進一步加大金融服務支持力度，幫助本地中小
企業及市民應對疫情挑戰，紓緩經營及資金周
轉等壓力。

積極支援受疫情影響客戶
相關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六項：首先是投入

500億元信貸資源支持本地中小企。2020年2
月中銀香港率先推出「抗疫防疫五項金融服務
支持措施」，包括物業按揭貸款「延期還本」
措施、「中小企抗疫專項貸款計劃」、支持保
障抗疫物資供應等，積極支援受疫情影響的客
戶。
其次是繼續支持和參與政府及金管局各項支

援計劃。該行繼續支持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項下「百分百擔保特
惠貸款」等各類信貸擔保產品，以及「百分百
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並全力支持金管局
「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

減免費用 助降低營運成本
三，提供費用減免及回贈優惠，降低中小企
營運成本。除了資金支持，該行亦透過提供一
系列貸款、存款、開戶、外匯、匯款及數碼服
務費用減免或回贈等優惠，每戶總值高達18萬
元，藉以減輕中小企負擔，降低營運成本。
四，穩妥便捷的線上金融服務，協助中小企
便利營商，客戶無需前往銀行，也可申請貸
款，幫助企業更便捷獲得營運資金。同時，該
行還提供多項數字化金融服務，協助中小企便

利數碼營商。

延長樓按「延期還本」措施
五，為協助個人客戶紓緩資金壓力，該行進

一步延長物業按揭貸款「延期還本」措施的申
請期，並擴大受惠客戶群。受惠客戶群擴大至
供款3個月或以上且還款紀錄正常的客戶，申
請期限延長至2022年10月31日。繼續支持香
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的「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
貸款」計劃，協助受疫情衝擊的失業人士紓緩
資金周轉壓力，解決燃眉之急，可提供高達8
萬元或月薪6倍的貸款。

慈善捐贈助基層市民防疫
六，與慈善機構合作多個項目，捐贈資金為
基層市民提供防疫物資。第五波疫情爆發後，
中銀香港已積極聯絡香港公益金、東華三院、
保良局等本地慈善機構及相關團體，推出多個
慈善捐贈項目，全方位支援社會同心抗疫。捐
款總額超過500萬元，主要用於為基層市民提
供防疫及生活物資。
中銀指出，將繼續與各主要商會、行業協會

和企業保持密切溝通，積極支持和參與政府及
香港金管局的各類金融紓困和經濟發展計劃，
適時推出合適的措施，幫助客戶渡過難關，助
力香港經濟復甦。
過去金管局為協助中小微企，夥拍銀行界推
出多項撐企業計劃。截至今年1月15日，在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方面，已批出超過
47,400 宗申請，涉及金額約 827 億元，約
31,400宗申請選擇還息不還本；「八成及九成
信貸擔保產品」方面，已批出超過27,000宗申
請，涉及金額約1,037億元，約1,900宗申請選
擇還息不還本；另在「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
款計劃」方面，已批出約36,100宗申請，涉及
金額約25億元，平均每宗貸款額約69,400元。

「黑疫」3年
零售飲食業「山窮水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第五波疫情於今
年初急速惡化，加上防疫措施進一步收緊限聚人數
及無晚市堂食，以及不少公司實施在家工作，令到
街上人流大減，不少香港老字號商店或食肆捱不住
而被迫結業。繼之前中環百年找換店關門，鳳城酒
家飲食集團昨宣布旗下上環鳳城酒家總店於本月20
日後光榮結業。零售業過去三年受修例風波及疫情
打擊，捱到今天已山窮水盡，零售管理協會發公開
信再籲舖主減免租金。

川菜館午市生意得四成客
除了集團式經營的零售餐飲商撐唔住要結束部分

分店之外，有本地小店都要縮短營業時間和增加優
惠才能撐住營運下去，有在新蒲崗四川菜館工作的

員工表示，自從周四（10日）起限聚令由4人收緊
至2人之後生意明顯轉差，以往午膳時間也可以坐
到五成至六成座位，現時只有四成左右。雖然外賣
生意是有增加，但不足以彌補堂食客人的流失。為
了減省經營開支，營業時間只好由9時半，提早至
晚上8時半完結，以及在下午茶時段提供特價食品
吸引客人光顧。
第五波疫情急速於各區擴散，令市民消費意慾低

迷，面對目前市況，零售商即使未被強制停業，不
少店舖的情況已猶如停業。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呼籲
政府以有效措施強制商舖業主與零售商同舟共濟，
該會建議在第五波疫情期間免收底租，只收營業額
按百分比抽成、街舖租戶租金減免一半。

零售業盼商舖業主免收底租
此外，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指出，政府除了在2020
年初推出的首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包括零售業資助
計劃及保就業計劃外，一直沒有再資助受影響的零
售商，甚至最新公布的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亦令業
界非常失望。該會促請政府將受影響的零售類別納
入為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的受資助對象，提供針對
性的幫助。
零售商相繼受修例風波及疫情打擊共近三年時

間，捱到今天已山窮水盡，以為漸露曙光之際，但
又面對新一波疫情持續嚴峻，亦難望於短期受控，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擔心零售商若未得到適切的支
援，將難以渡過今次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港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全社會上下
都應齊心一致抗疫，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不搞小動作不拖後腿。恒生保險
上月提升新冠病毒確診人士的額外保障，為確診的個人人壽保單新客戶提
供一筆過18萬元額外診斷賠償，不過懷疑鑑於近日本港確診人數大增，市
民「中招」幾率非常高，恒生保險悄悄修改部分保障條款，今起投保的人
士，額外診斷賠償按已繳總保費計算，由最低2,800元至最高20萬元。換
言之，新客在短期內確診可能只獲2,800元額外診斷賠償，不會如以前舊
客可獲一筆過18萬元額外診斷賠償。

舊條款「着數」網傳後 近已作出修改
恒生保險原本上月宣布，今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成功投保個人人

壽保單之客戶，若合資格保單之受保人由保單冷靜期完結日至4月30日期
間，不幸在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每位受保人將可獲提供的一筆過現金賠
償，由10萬元增加至18萬元。
在上述措施公布後，有關內容在網上討論區引起熱議。有網民日前在網
上分享有關計劃的「着數」之處，認為保費低廉之餘，尤其在本港疫情進
一步惡化下，一旦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亦可獲得一筆過現金賠償18萬元，認
為「中獎」染病獲賠償幾率抵過買六合彩，並呼籲其他網民可投保。不過
有關內容在網上熱傳後，恒生近日已修改部分保障條款，而消息傳出後亦
被網民揶揄「投降啦」、「玩唔起」等。

由該行網站可見，條款有所更新，一筆過18萬元賠償只適用於申請期2
月10日或之前的客戶。由昨起至3月31日申請的客戶，若確診新冠病毒，
賠償為以下兩項中的較低者︰港幣20萬元或已繳總保費的25%（不少於
2,800元）。而已繳總保費是指合資格個人保單於確診日期的所有到期及
已繳保費總額。換言之，新客在短期內確診可能只獲2,800元額外診斷賠
償，不會如以前舊客可獲一筆過18萬元額外診斷賠償。
在本港近日疫情惡化之際，除了恒生外，不少保險公司都有為不幸感染

2019冠狀病毒病提供額外保障，而且保障範圍都相當多元化。

針對疫情 友邦保誠推不同保障
其中，友邦香港除了在現有指定醫療產品已為新型冠狀病毒病提供保障

外，在去年推出的「AIA唯一摯保—全面保障」，保障無限種疾病，包括
未知疾病，而在2020年推出的「AIA唯一摯保 — 癌症及嚴重傳染病保
障」及「加裕智倍保」，就特別將世界衞生組織視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
共衞生事件」（PHEIC）的嚴重傳染病納入保障範圍。即使新型冠狀病毒
病發生病毒變種、將來出現未知的新型嚴重傳染病，或被納入PHEIC，若
連續3日或以上入住深切治療病房，即可獲20%保額作為賠償。
保誠於新冠疫情期間，亦推出了多項紓困措施，包括今年1月推出「強
制隔離．全護資助」計劃，為受強制隔離檢疫影響之本港18歲或以上市民
提供一筆過2,000元財務資助，以補助市民的防疫開支。據公司網頁顯

示，該計劃登記期至本月28日。即日起成功登記「強制隔離．全護資
助」，一旦其後被界定為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而被送往政府指定的檢
疫中心進行強制隔離，可領取有關財務支援。
另外，Bowtie最近有見檢測需求日漸增加，決定將新冠病毒測試納入

Bowtie自願醫保保障範圍之內，而每位Bowtie 自願醫保受保人可索償最多
兩次新冠病毒測試費用，每次索償上限為100元。所有新舊客戶及合資格
檢測（包括快速抗原測試及核酸檢測）均適用。

恒生保險變臉 確診額外賠償18萬變2800

◆收緊限聚令後，飲食業首當其衝。 彭博

◆恒生保險今年1月19日出稿指至3月底的成功投保人士，若確診可獲
18萬元額外賠償。

中銀6項抗疫金融服務
支援措施撮要

◆投入500億元信貸資源支持本地中小企

◆繼續支持和參與政府及金管局各項支援計劃

◆提供費用減免及回贈優惠，降低中小企營運成本

◆穩妥便捷的線上金融服務，協助中小企便利營商

◆協助個人客戶紓緩資金壓力，並提供多種線上金
融服務

◆與慈善機構合作多個項目，捐贈資金為基層市民
提供防疫物資

中銀500億信貸撐中小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