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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經局今年計劃撮要
支援中小企：
●將向「BUD專項基金」以及市場推廣和工
商機構支援基金，共額外注資15億元，連
同2024年施政報告宣布的10億元注資，合
共注資25億元。

●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計劃增加最高貸款額、延
長擔保期和提升政府信貸保證總額，去年
11月重推的「還息不還本」安排為期一
年，計劃已批出超過2,880億元貸款，惠及
接近65,000家企業及超過80萬名僱員。

加強電商發展：

●擴大「BUD專項基金——電商易」資助範
圍，涵蓋東盟10個國家。

●貿發局將於今年8月在內地電商平台舉辦
「香港好物節」。

●貿發局會於今年推出「電子商務快車」。

●工業貿易署亦會透過營商導師計劃，加強支
援中小企業發展品牌和拓展電商銷售的網
絡。

對外拓展：

●與馬來西亞和沙特阿拉伯政府積極商討在吉
隆坡和利雅得開設經濟貿易辦事處。

●現正與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埃及和秘魯探
討簽署投資協定。

●積極爭取盡早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CEP）。

●投資推廣署及貿發局聯手為有關企業提供包
括諮詢服務、企業培訓和貿易融資等三方面
的一站式服務，支援到港的內地企業「走出
去」。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可為與跨國供應鏈相關
的出口服務提供信用保險。

便利貿易：

●將研究透過修例，便利貿易文件電子化。

銀髮經濟：

●促進銀髮經濟工作組會循五個範疇包括促
進「銀色消費」和推廣「銀色品質保證」
推出措施。

商經局5方向發力 助港企「發圍」
丘應樺：力擴朋友圈 正洽吉隆坡利雅得設經貿辦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向「BUD專項

基金」及「市場推廣及工商機構支援基

金」額外注資合共15億元，並優化申請

安排等措施，繼續支持香港企業開拓市

場。特區政府商經局局長丘應樺昨出席

財政預算案相關措施記者會時，就局方

在新財年支援中小企、加強電商發展、

對外拓展、便利貿易、銀髮經濟等多個

方面的舉措作解說。當中提到正與馬來

西亞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商討在吉隆坡和

利雅得開設經濟貿易辦事處，加強香港

與中東及東盟貿易夥伴的聯繫。他表

示，面對經貿格局的轉變，特區政府致

力於支持中小企業的變革與創新，並力

擴香港的朋友圈，協助港企尋找新的增

長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

丘應樺表示，面對地緣政治及環球經貿格局的轉
變，政府致力支援中小企業變革創新，尋找新

增長點，並因應經濟情況及業界需要，檢討和優化
各項支援措施，減輕中小企業的經營壓力。他並對
商經局新財年的多個工作重點（見表）作解說，其
中在支援中小企方面，政府將向「BUD專項基金」
及「市場推廣和工商機構支援基金」合共額外注資
15億元，及優化申請安排，具體細節稍後公布。他
表示，加上特區政府2024年宣布的10億元注資，合
計注資25億元，顯示政府在財政緊張的情況下，仍
持續為中小企業提供支持。
他續指，政府自2012年起，透過中小企業融資擔
保計劃，為企業提供信貸擔保，幫助中小企業獲得
商業貸款。同時還持續推出優化措施，包括增加最
高貸款額、延長擔保期和提升政府信貸保證總額。
去年11月重推的「還息不還本」安排為期一年，借
款企業可以申請最多12個月「還息不還本」，以滿
足其在經濟下行期間的融資需求。截至2024年年
底，該計劃已批出超過 2,880 億元貸款，惠及近
65,000家企業及超過80萬名員工。
為協助中小企業掌握電子商貿帶來的龐大機遇，
開拓新質生產力，政府在今年擴大了「BUD專項基

金—電商易」的資助範圍，涵蓋東盟10國，並會
繼續透過貿發局於今年8月在內地電商平台舉辦
「香港好物節」，提升香港產品的品牌知名度，協
助企業開拓市場和提升銷售，亦會適時在東盟市場
舉辦「香港好物節」。

今年8月於內地辦「香港好物節」
丘應樺續指，貿發局會於今年推出「電子商務快

車」，包括為參與「香港好物節」的港商提供一對
一顧問諮詢服務、舉辦電商市場研究分享及專題講
座等，並會在內地及海外的展覽會設立更多香港
館，加強向境外市場推廣香港品牌。工業貿易署亦
會透過營商導師計劃，以及以工作坊和培訓等形
式，加強支援中小企業發展品牌和拓展電商銷售的
網絡，計劃於今年年中推出有關措施。

推進港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建設
去年的財政預算案提出香港建設「跨國供應鏈管

理中心」，丘應樺表示，因應部分供應鏈正向「全
球南方」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遷移的趨勢，政
府正全力建構香港為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憑藉香
港首屈一指的專業服務，吸引更多內地企業來港。

他提到，貿發局與投資推廣署於去年年底已開展
合作機制，吸引內地企業到香港落戶並建立管理離
岸貿易和供應鏈的國際或區域總部，並透過貿發局
海外辦事處協助這些企業「走出去」。投資推廣署
及貿發局聯手為有關企業提供包括諮詢服務、企業
培訓和貿易融資等三方面的一站式服務，支援到港
的內地企業「走出去」。另外，香港出口信用保險
局可為與跨國供應鏈相關的出口服務（包括貿易融
資及其他專業服務）提供信用保險，為企業「走出
去」提供更全面的支援。
丘應樺又指，香港高齡人口不斷增長，政務司副

司長領導的促進銀髮經濟工作組會循五個範疇包括
促進「銀色消費」和推廣「銀色品質保證」推出措
施。

美對港產品加徵關稅影響不大
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對中國商品加徵額外

10%關稅，丘應樺表示，商經局需要了解這一決定
的具體細節，確定香港的產品是否被納入或排除在
外。他又稱，香港產品出口到美國的貿易量非常
小，僅佔總貿易量0.1%，目前來看相關影響並不顯
著，不過該局會因應需要盡快向世貿作出申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昨日正式
啟動的金管局千億人民幣貿易融資流動資金
安排，首階段有24間參與銀行，三大發鈔行
及恒生亦在名單之列，多間受惠的銀行在新
安排下紛紛踴躍開展相關業務，其中渣打香
港率先宣布，昨早已透過相關安排，以在岸
人民幣巿場利率加上點差的利息水平，借取
為期最多6個月的人民幣流動資金，為浙商
中拓集團股份旗下全資子公司鋒睿國際（香
港）提供3個月貸款期、金額超過1億元（人
民幣，下同）的離岸人民幣貿易融資。

渣打向鋒睿國際提供逾億貿易融資
渣打企業及投資銀行業務香港兼大中華區
主管許穗華表示，現時中國是全球多個國家
和巿場的最大貿易夥伴，隨着更多內地企業
加速「再出海」，加上目前利率環境有利提
升人民幣融資的吸引力，巿場對離岸人民幣
貿易融資的需求明顯增加。浙商中拓總經理
助理邢哲愎稱，是次透過這一創新金融工具
獲取離岸人民幣貿易融資，不僅令公司獲得
長期穩定的低成本流動性支持，更體現了國
際化金融機構對集團全球化戰略的深度賦
能。

滙豐向多家企業貸款 恒生完成4宗交易
滙豐表示，措施推出後，該行隨即利用額
度為多名企業客戶安排貿易貸款，配合客戶
在不同行業和領域的需要，其中包括信用證
貸款、記賬交易貸款及結構性貿易貸款等，
又透露該行客戶對安排反應踴躍，並有不少
離岸企業查詢利用人民幣在香港進行貿易結

算，該行計劃利用額度加強不同層面的貿易融資服
務。恒生則稱，該行昨與4家商業客戶完成試點交易。

中銀首月人民幣貿易業務增近三成
中銀香港亦透露，新安排下該行隨即將為多家企業
開辦人民幣貿易融資，涉及進口發票融資及信用證項
下信託提貨等多種類型。中銀香港副總裁王化斌認
為，企業借助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
的優勢，統籌跨境貿易業務往來，對貿易融資有着長
期持續需求，而在當前國際市場環境下，企業在貿易
往來中使用人民幣的需求加速增長，他亦透露該行今
年1月人民幣貿易業務量按年增長近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曾業俊） 對於新一份財
政預算案為推動香港金融市場發展提出的多項措
施，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行政總裁黃王慈明昨表
示，業界對各項金融相關舉措都非常歡迎，認為
當中有關資產管理行業的建議，強化推動行業發
展的主要增長動力，可確保香港在國際上保持領
先地位。
黃王慈明表示，特區政府將推出的第二份虛擬
資產政策宣言具一定前瞻性，期待推出前業界能
參與討論。
她說，公會認為虛擬資產市場的成功發展取決
於適當的監管框架和基礎設施。儘管基金代幣化

和虛擬資產仍處於起步階段，但這些領域有望帶
來新的商業模式，豐富生態圈，擴大投資者基礎
及改變行業與投資者的互動方式；對未來基金行
業的發展有深遠意義。

去年零售基金總銷售額增47%
公會昨還公布，2024年香港的基金銷售數字顯

示，去年全年零售基金總銷售額達816.98億美
元，較2023年增長47%，創3年來新高。去年基
金淨流入亦錄得123.19億美元，較2023年的1.87
億美元大增近65倍。
投資基金委員會聯席主席黃德泰展望今年投資

市場趨勢時指出，去年資金大舉流入印度及日本
市場，但今年投資者對A股及港股的諮詢大幅增
加。隨着A股港股持續復甦，自去年第四季以
來，公會觀察到更多投資者將資金分配至混合資
產基金。逆轉過去兩年混合資產基金持續錄得淨
流出的趨勢。

投資者青睞A股及港股
他指，公會對股票整體走勢維持樂觀，但隨着
美股估值偏高及地緣政治局勢升溫，市場或繼續
波動。投資者應維持一個均衡及多元化的投資組
合，以便在把握潛在增長的同時有效管理風險。

金管局千億人民幣貿易融資安排啟動

●金管局千億人民幣貿易融資流動資金安排昨日
啟動，恒生銀行為首批參與銀行，昨與4家商業
客戶完成試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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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香港金融管理
局新推出的千億人民幣貿易融資流動資金安排昨
日正式啟動，有關安排旨在為銀行提供穩定及成
本較低的資金來源，以支持銀行向企業提供人民

幣貿易融資服務。
金管局昨公布，首階段有24間參與銀行，新

安排下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總額度當中
約500億元已分配給參與銀行，未來局方會密切
審視安排的落實情況，包括流程的操作、銀行的
人民幣貿易融資活動、額度的實際使用及市場發
展需要，而視乎落實情況和市場需求，局方擬於
今年中推動下一階段額度分配工作，鼓勵在首階
段尚未參與銀行在稍後階段加入。
金管局表示，額度分配是根據個別銀行對人民
幣貿易融資業務的預期需求，並考慮該銀行現有
人民幣貿易融資業務規模等因素。銀行昨日起可
透過獲分配的額度向金管局借取人民幣資金，為
企業提供人民幣貿易融資服務。
是次人民幣貿易融資流動資金安排，是中國人
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和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在今年1
月亞洲金融論壇上宣布的6項深化香港與內地金

融合作新舉措之一。

許正宇冀發展人民幣債市豐富資產種類
另外，財庫局局長許正宇昨出席電台節目時指

出，本港希望豐富股票以外其他資產種類和市場
深度，包括發展人民幣債券市場等。他解釋，美
國總統特朗普推行的關稅政策及控制外來人口等
政策將推高通脹，美息下調幅度或少過預期，同
時人民幣息口相對較低，因而吸引不少地區及國
家來港發人民幣債券。
他透露，印尼政府亦有意來港發人民幣債

券。被問到未來美元重要性會否降低，他回應
指未來美元重要性會否降低，視乎個別國家發
展的匹配度，認為疫情後亞洲國家之間貿易增
多，個別國家與中國貿易時會考慮未必使用第
三方貨幣交易，而人民幣過去一段時間使用量
增加。

▶ 丘應樺表示，特區政府正全力建構香港為跨國供應
鏈管理中心，吸引更多內地企業來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商經局表示，面對地緣政治及環球經貿格
局的轉變，特區政府致力支援中小企業變革
創新，並推出優化措施減輕中小企業的經營
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