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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旅遊零售不堪一擊 拓多元經濟成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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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三大製造行業

─食品製造、環保回

收及高端電子業有很

大發展潛力，再工業

化相信能為本港經濟

帶來新動力。

資料來源：《香

港製造：香港工

業啟新章》中期

研究報告

一場新冠疫情，暴露了香港經濟結構偏重服務業的

弊病，封關措施癱瘓了旅遊零售，約25.33萬人失業，

連國泰航空等優秀企業都瀕臨破產。但不少港企迅速

在港設廠生產口罩，亦引發市場對香港「再工業

化」、發展多元經濟的想像。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

賢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港府去年推出再

工業化基金，資助企業改善生產線，推動自動化，他

認為本港三大製造行業，即食品製造、環保回收及高

端電子業皆有很大發展潛力，有部分廠商打算將少量

生產工序轉回香港，再工業化相信能為本港經濟帶來

新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建│言│預│算│案│

●●工總主席葉中賢建議港商在內地以外設立生產線工總主席葉中賢建議港商在內地以外設立生產線，，以分以分
散風險外散風險外，，同時亦要升級轉型同時亦要升級轉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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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策│略│ │回│流│困│難│

減少依賴美國 港商要分散市場 工業地不足 工總促活化鬆綁

●葉中賢指，有75%的會員認為歐美市場的業務會下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葉中賢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他認為今次疫情對旅遊零售
業打擊及對基層市民影響之大，反映香港有急迫發展多元經

濟的必要性。其中，工總一直提倡的「香港製造」及「再工業
化」是出路之一，能改善本港偏重服務業的經濟結構，同時也能吸
納基層就業，增強香港抵禦風浪的能力。在目前美國限制高技術出
口到中國內地的國際環境下，香港發展高端製造業可謂是難得契
機。

食品製造有口碑 值得加碼
他指，面對中美關係趨惡化，工總除建議港商在內地以外設立生
產線，以分散風險外，升級轉型亦很重要。政府去年推出再工業化
基金，資助範圍涵蓋與在港設立新智能生產線直接相關的費用，包
括機械、設備或儀器的購置、安裝和投產成本，以及就設計和建立
相關生產線而委聘技術顧問的費用等。他認為，本港食品製造的品
質管控嚴格及有口碑，最有潛力，本身已佔本地製造業行業增加值
的最大份額，達32%，廠商都蠢蠢欲動提升自動化，包括雲端技術
管理、大數據管理等。
他透露，食品製造業廠家計劃研發更多高端食品，有見及此，工
總未來將與德勤(Deloitte Touche Tohmatsu)及香港科技園(HKSTP)
合作，進行「鑽石項目計劃」市場研究，並向政府作出推動食品製
造工業的政策倡議。項目主要目標為：活化現有工廠及生產線、建
立「食品科技工業園」生態圈、發展高增值、食品科技群組、打造
「香港製造」優質食品的形象、促進放寬食品跨境貿易限制、建立
綠色通道助廠商拓展大灣區市場。工總相信，是次研究有助完善食
品製造工業的本地產業鏈，帶動上下游的生產性服務業，對香港整
體經濟有連鎖帶動作用。

廢料回收及處理研一條龍
除了食品製造業外，環保回收業是香港的重要工業

之一。葉中賢表示，以往香港的廢料回收業有近九
成靠出口到內地及其他地區，把廢料循環再造，
但隨着外地對廢料進口的規限越來越嚴格，香港
人未來很大可能要「靠自己」消化廢料，必須
擴充本地回收、處理廢料的容量。以2019年
為例，環保署數字指出，本港每日棄置於堆
填區的都巿固體廢物達 11,000 噸，當中
30%為廚餘，50%為紙料、塑料、玻璃、
金屬等應可分類回收處理的廢棄物，整體
回收率只有29%，是十年來的新低。
他認為，若政府可制定更全面的回收政
策和配套，助巿民妥善分類、為業界提供
合適廠房用地等，相信可推動不少廠商引入
新科技、更有效地參與環保回收的產業。

高端電子業補足內地限制
至於高端電子業，這類製造業用地少、增值
高，加上香港在高科技零部件及器材的進出口上相
對便利，發展潛力也相當大。
不過，香港再工業化肯定會涉及到高科技的輸入，中美
貿易戰已擴展到科技層面，香港未來會否同樣受到限制？葉中
賢表示，美國過去十多年來都一直阻撓中國得到一些關鍵技術，很
多技術如精密加工、測試設備都不准出口到內地，但香港則仍然可
以入口。他認為，香港始終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有獨立的法律及
知識產權的保護，相信受限機會不大，日後香港這方面的優勢會更
明顯，可成為內地的精密加工中心，為本港經濟提供新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下周三（24日）將發表財政預算案，工總早前已就預
算案向政府提交意見書，涵蓋八大範疇，希望政府除了抗疫工作外，亦能趁機籌劃措施，
助業界在疫情過後重振經濟，聚焦於支援中小企、推動「再工業化」、促進創科發展及培
育青年。葉中賢認為，類似保就業的措施可針對個別嚴重受影響的行業繼續實施，而「百
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的申請期限亦希望延至2022年中等。
陳茂波早前指，疫情反覆導致錄得破紀錄的財赤，財政儲備在一年間減少近三成降至

8,000多億元，有市民提出加稅。對此，葉中賢認為要視乎加稅的範圍，如果加利得稅可
能會降低香港在亞洲地區的競爭力，因鄰近地區都紛紛調低利得稅，建議政府應盡量平衡
利害。

促簡化再工業化基金申請
另外，在推動「再工業化」方面，葉中賢認為政府目前推出的再工業化基金，以配對形

式向單個公司提供的最高1,500萬元資助金額，申請程序繁複，建議可設數十萬元的快速
審批金額，供企業用作提升生產力之用。
在推動創新科技方面，政府目前支援的項目多數是200萬元，建議政府可推動多些100
萬元以下的科研項目，例如企業與5大科研機構及大學合作的頂目等。
同時，他亦建議政府多培育年輕工業人才，目前很多職專培訓都是透過自資院校去舉

辦，但自資院校的資源不及八大院校，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更多資助予自資院校，讓其更佳
地培育職專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 中美貿易戰以至科技戰令港商百上加
斤，隨着美國新總統拜登上台，葉中賢認為，今年中美
關係未必會有大改變。他引述拜登早前言論指出，「中
國是目前美國最大及最危險的競爭者」，故港商應及早
做好應對美國的措施，如減少依賴美國市場，轉為發展
內銷及東南亞市場。

產品可瞄準內地中產
葉中賢引述工總的調查指，有超過50%的會員認為在

內地市場的業務會不變或增長，但有75%的會員認為歐
美市場的業務會下跌，即港商們都預計內地的潛力會比
歐美好。故認為港商可迎合內地中產階級的口味，不再
局限生產低端產品，應發揮港人的品牌效應、獨特的設
計等，因內地消費者一直很喜愛本港於時裝及珠寶方面
的設計。
其次是發展電商平台，例如加盟京東、淘寶、快手等
知名平台。其實很多中型的企業已經有發展電商平台，
反而一些中小型企業則需要政府的支援，政府透過貿發
局推出了GoGBA平台，為港商提供全方位支援，涵蓋大

灣區市場及政策資訊、諮詢服務及培訓，以及企業推
廣、拓展和對接服務，具體措施相信春節後會陸續公
布。
葉中賢亦分享了自家業務的經歷，他自己亦

有經營咖啡機等家用電器的業務，在東莞設
廠，進行外銷及內銷，去年內銷市場很可
觀，達雙位數增長，而出口市場亦不太差，
希望今年都可以繼續保持平穩。「內地人不
能外出旅行，消費力集中了在家用電器，故
銷售理想。」
他續指，隨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 )簽訂後，相信在來年
東盟巿場的形勢向好，香港作
為區域內的產業鏈樞紐，貿易
量增加會帶動本地的生產性
服務需求。惟現時政局不明
朗，如緬甸軍事政變，在東
南亞投資的港資廠商須更
謹慎。

香港文匯報訊 港企回流在港設廠，要有
適合的地方才能實現。為吸引港商回流本港
設廠，工總多年來不斷向政府爭取支持相關
工業政策，吸引高增值及高科技生產業回
流。工總近日發表的《香港製造：香港工
業啟新章》中期研究報告反映，231家受訪
港資廠商中，有61家表示（26 %）已在香
港設有生產線，另有約10%有意回流香
港。然而，受訪企業皆認為在港設廠的主
要障礙為產業配套和工業用地不足、人才成

本高等。
葉中賢指出，留意到上水及
元朗等地方在經歷接近兩年
沒有自由行旅客的情況
下，租金下跌，個別廠商
正考慮利用該等地區的
物業作廠房生產之
用，例如一些口
罩廠、電子設

備廠等，相信工業用地和工廈的價格下降對
吸引港資廠商回流有一定吸引力。
他建議，政府可資助業主活化舊式工廈，

並增加適合現代工業的工廈用地供應，同時
修訂「工業」定義，讓創意工業亦可於工廈
中營業。在活化工廈政策中，要求項目持有
人需預留特定樓面面積予新興工業租用，及
考慮允許部分土地，例如棕地，轉作工業用
途。

人才培育不能缺
香港如要推動再工業化，培育人才亦是重

要一環。葉中賢認為，除了受時下年輕人歡
迎的電腦應用課程外，一些獨特的課程如食
品加工業、食品測試、環保技術等也應一併
研究，例如最近有自資院校開辦樹藝課程，
這亦有助培育更多環保技術人才，政府應更
大地資助自資院校開辦更多不同類別再工業
化課程。

針對性「保就業」加稅可免則免

工總會員眼中工總會員眼中
在港設廠主要在港設廠主要障礙障礙

產業配套不足 77%

工業用地不足 69.4%

自主培訓人才成本高昂 69.4%

缺乏工業發展和支援政策 66.1%

政府合規審批時間冗長及手續繁複 61.3%

工廠大廈設計未能配合廠房科技應用要求
59.7%

未能招聘到行業所需人才 59.7%

申請廠牌或原產地證明面對資訊不
充分的情況 45.2%

科研項目在港融資困難 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