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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探索大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今公布，對
於有聲音建議政府加稅，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
認為這與當前的經濟環境背道而馳。他指，政府
錄得3,000億元史上最大財赤，主要是一時防疫
的開支增加所致，並不是結構性的因素，面對着
仍疲弱不堪的經濟，理應減稅，加稅是倒退的做
法。他又認為，派糖措施應要精準，向真正受影
響的人及企業派發，一些稅務寬免及優待措施亦
有助刺激經濟。

籲延長保就業3個月
就短期救急措施而言，總商會建議，應延長
「保就業計劃」和「遙距營商計劃」三個月或直
至疫苗接種見效為止，延長保就業計劃將有助紓
緩失業情況，而延長遙距營商計劃則可促進數碼
化發展。該會促請政府以更具針對性的方式延長
各項援助措施，幫助中小企紓困，尤其是受疫情
重挫的餐飲、旅遊、住宿和康樂，以及藝術和娛
樂行業。另外，可暫緩強積金供款三至六個月，
豁免2020/21評稅年度的暫繳稅，並加快退稅進
度等，這些措施均有助減輕納稅人的負擔，從而
紓緩資金周轉壓力。

發債滅赤一箭雙雕
長遠而言，稅基狹窄是香港存在已久的問題，
該會建議政府積極探討通過發債籌集資金。該會
認為，發行政府債券除了能夠減輕財政儲備的壓
力，還可鞏固香港的資本市場和本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隨着香港人口老化，香港必須進
一步發展長期儲蓄和退休收入市場。由於香港欠
缺長期港元債市，本港的保險公司現時未能為市
民提供全面的長期港元儲蓄計劃，該會提倡通過
發行30年期政府債券，以及向發行長期債券的

港企提供財政激勵措施，進一步發展長期港元債
券市場。
另外，政府應積極考慮擴大現有的綠色債券計

劃，為綠色公共項目融資。此舉還有助促進本地
綠色債券市場發展。經合組織發表「侵蝕稅基及
轉移利潤」（BEPS）2.0方案，提倡向數碼經濟
徵稅，並設立全球最低稅率，對香港稅
制（尤其是優惠稅率及跨國企業）
或會造成重大影響。有見及
此，為維持香港長遠的
稅務競爭力和財政
可持續性，建議
政府藉此機會
全面檢討
和 更 新
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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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網購成熟 港零售旅遊難復當年勇

即使通關後，內地

遊客來港情況料

難回復從前好景，

香港難以再靠「食

老本」，必須另覓

新動力。

疫苗到港，惟本港經濟要恢復至疫情前水平仍有漫

漫長路，而且仍不乏隱憂，例如病毒變種、海外地區

的疫情未受控等。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即使通關後，內地遊客來港情況料

難回復從前好景，即香港難以再靠「食老本」，必須

另覓新動力。大灣區會是香港服務業輸出的重要市

場，本港的金融、專業服務、醫療及零售於未來5至

10年應能漸進式進入大灣區市場，現最需要的是港府

要爭取內地放寬跨境資本調動，同時亦要統一兩地金

融業監管及應用標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2�/

�/
&�

│建│言│預│算│案│

│經│濟│多│元│化│ │中│美│關│係│

再工業化不能遲 冀政策協調 美撤銷新增關稅可能性低

●梁兆基認為，政府需理順政策以推動再工業化。

短期措施：
●延長「保就業計劃」和「遙距營商計
劃」三個月或直至有效疫苗面世為止

●暫緩強積金供款三至六個月

●豁免2020/21評稅年度的暫繳稅，並加快退稅進度

●下調利得稅和薪俸稅稅率1%，為期一年

●引入虧損轉回

長期措施：

財政預算案倡議措施財政預算案倡議措施

●發行政府債券以保留財政
實力
●進一步發展長年期港元
債券市場
●推動綠色金融

●強化稅務政策組
●全面檢討香港稅

制

●鼓勵設立地區總部
●擴大香港的全面避免雙重
徵稅協定網絡
●增加強積金供款
●精簡預先定價安排程
序
●加快推行「工
業4.0」

財赤非結構性 加稅是背道而馳

梁兆基指出，目前英國、美國、以色列等國家疫苗接種率高，
預計隨着接種人口慢慢上升，跨境人流將會恢復，這對於本

港的外貿有正面作用。至於本地接種方面，疫苗已到港，接種率料
會慢慢提升，若確診數字於未來一段時間都維持低水平，政府亦會
放寬社交限制，甚至恢復通關，屆時對本地的零售業及餐廳業都有
很大提振。

經濟最快下半年才反彈
他預計，本港經濟最快於下半年會開始反彈，今年全年錄得正增
長的機會很大。不過，在此前，由於很多企業可能已「捱唔住」，
失業率有機會進一步攀升，到下半年才回落。他建議，政府應推出
改良版的保就業計劃，針對一些真正受影響企業及失業人士提供財
務寬免，讓他們渡過短期難關。
當問到香港未來有何動力時，梁兆基坦言，通關後即使內地遊客

恢復來港，增長都不及以前大，因內地的新消費模式已形成，網上
銷售愈趨成熟，加上很多內地客已來過香港，高基數因素下，增長
不會大。不過，對本港服務業的前景亦毋須太悲觀，因大灣區的發
展可為本港服務業帶來很大的市場。首先，在金融方面，金管局與
人行和澳門金管局去年中聯合宣布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跨境理財
通」，將允許零售投資者直接跨境開設和操作投資戶口，理財通將
為香港金融業界開拓巨大的客源和業務發展空間，特別是在企業及
個人融資方面。
其次，本港的專業服務、醫療及零售業等，他估計在5至10年都

會以漸進式進入大灣區市場。

金融業最受惠大灣區發展
去年畢馬威中國、滙豐和香港總商會合作進行的《探索大灣區》

調查報告中顯示，有將近一半（42%）受訪者認為金融服務業將是
大灣區發展的主要受益行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
了一系列針對金融服務的舉措，包括有序推動基金、保險等金融產
品跨境交易、擴大人民幣的跨境使用，並建立金融科技和保險科技
中心。有35%受訪者認為貿易與物流是有望從大灣區規劃中受益的
第三大行業，由於大灣區規劃對創新的重視，該地區越來越多的公
司將帶動製造價值鏈的升級，進而增加生產所需零部件的進口。

爭取放寬灣區跨境資金調動
不過，梁兆基認為香港與大灣區的融合仍需時約5至10年，「現
時港人要去大灣區居住、就業，仍需面對很多不同的小困難，例如
保健、保險、跨境資金調動等，這些都需要一一打通。」他希望，
政府能將跨境的監管制度及應用標準統一化，將區內的建設與香港
連接。過去一年，他留意到企業在大灣區的投資比預期放慢，但相
信是受到疫情影響，總商會大部分的會員皆表示未來有意在大灣區
開發業務。調查報告亦顯示，受訪企業普遍認為大灣區的發展將令
其實現強勁的收入增長，有56%預計將在未來三年內增長20%以
上，其中23%的企業認為收入增長將超過30%，當中技術與創新領
域的樂觀情緒尤為顯著。

香港文匯報訊 有業界建議港商向大灣
區尋找機會，數碼化、再工業化亦是企業
的出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指，疫情凸顯
香港迫切需要加快推行「工業4.0」，促進
經濟多元化，創造服務業以外的職位。

法例過時 政策協調不足
梁兆基表示，在再工業化上面，考慮本
港土地緊絀及成本效益等前提下，不應再
發展過往勞工密集式的工業，而是朝向高
科技工業發展。儘管政府已設立資助計
劃，但他認為這項工作仍需要更多政策上
的協調。他指，隨着工業用地的供應逐漸
減少，當局應檢討土地用途，確保規管架
構能夠支援有意在港設立高增值生產線的
企業，並促進他們的持續發展。與此同

時，政府也應趁機檢討影響有關投資的過
時法例。

疫情加速業務數碼化步伐
此外，梁兆基稱留意到香港企業正在步
入業務數碼化的新階段，雖然這趨勢早已
存在，卻因疫情加快了進程，不少企業採
用在家工作模式，正反映這股轉變。他表
示，業務數碼化對不少中小企而言是一項
大挑戰，總商會將盡力支援企業裝備自己
適應日益數碼化的營商環境。去年總商會
進行的「商業前景問卷調查」中顯示，
55%受訪僱主表示會在疫情後，容許員工
至少某些時間在家工作。另外有58%的受
訪公司表示計劃在未來12個月對數碼科技
進行重大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中美關係近兩年
急速惡化，對香港直接及間接都造成
不少影響，港商對於美國飄忽的政策
都感到吃不消，隨着美國新總統拜登
上場，中美緊張關係的形勢會否逆
轉？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認為，相
信中美兩國之間的交往會趨理性，更
符合國際慣例，大大減少了「特朗普
時代」突如其來的措施，但預期美國
撤銷特朗普政府的新增關稅的可能性
較低。

警惕去全球化趨勢
梁兆基指出，去年美國要求港商將

出口到美國的產品由「香港製造」改
為標示「中國製造」，雖然實際影響

不大，但對港商商譽的影響相當大，
而這種更改標示的做法，亦不符合國
際慣例。
雖然拜登上場後，預期中美關係回
歸理性務實，惟他認為，過去數年，
去全球化的趨勢正冒起，越來越多的
貿易壁壘，對於奉行自由貿易的香港
而言無疑是挑戰，全球化倒退將會對
整個環球供應鏈造成影響，本港企業
亦會受到牽連。
他並認為，港商為避開中美貿易戰
而將生產轉移至東盟只是部分因素，
另一誘因在於東盟增長潛力本身都相
當大，增長比西方國家還要快，建議
港商可朝多元化市場發展，以分散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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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兆基預計，本港
經濟最快於下半年會開
始反彈，今年全年錄得
正增長的機會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