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 至 2017 年每份施政報告提及中小企的段落
發表時間 有關內容

2017 年 10 月

在利得稅兩級制方面，企業首 200 萬元的利得稅率將由政綱所建議的 10% 進一步降至 8.25%，即利得稅
率的一半，其後的利潤則繼續按標準稅率 16.5% 評稅。第一級的稅率較政綱中所建議更低，有助進一步紓
緩中小企的稅務負擔。為了將稅務優惠集中在中小企，我們會加入條文，限制每個集團只可提名一間企業
受惠於較低稅率。（66 段）

建造業議會新設立的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會在今年年底前投入服務，提供本地及海外的嶄新技術資訊，並
協助中小企引入使用。（113 段）

本屆政府對取消「對沖」安排的立場是明確的，亦願意加大財政承擔，以減低取消「對沖」安排對企業尤
其是中小微企的影響。（201 段）

我們正透過逐步優化回收基金運作，協助業界尤其是中小企擴充及提升業務。（242 段）

2017 年 1 月

政府大力鼓勵業界發揮電影、設計、動漫等產業的知識產權潛力（……）並擴大商業配對平台，鼓勵更多
本地創作者、設計師及品牌特許人與中小企互動。（32 段）

政府已在兩個月前推出「科技券計劃」，資助中小企利用科技提高生產力或升級轉型。（65 段）

政府現在建議逐步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長服金）的「對沖」（……）為協助僱主，尤其是
中小企，政府會自建議實施日期起的 10 年內分擔僱主的部分額外遣散費或長服金開支。（188-189 段）

2016 沒有

2015 香港樓價高，租金貴（……）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外國投資者對香港望門興嘆。（71 段）

2014 沒有

2013

我在政綱中提出建立 CEPA 聯合工作小組。（……）重點協助業界，尤其是中小企業，解決問題。（25 段）

中小企是香港經濟的支柱。在「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的支持下，我們推出不少支援計劃，層面多樣化，例
如借貸擔保、開拓出口市場、提供出口信用保險、升級轉型、建立品牌、支援創業、技術研發及專利申請等。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去年成立了「中小企一站通」，向中小企推廣及說明各項支援計劃。我們會繼續加強與
中小企的溝通，並適時提供更多支援。（……）政府特別重視中小企在內地的經營問題，會繼續協助中小
企在內地拓展市場，包括有效運用「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專項基金」，並支持香港的商會
在內地省巿設立展銷場地，建立香港品牌。（48 段）

2011-12

我們會檢討「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和「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更有效支援中小企研發工作。（160
段）

政府提出《競爭條例草案》（……）我關注到商界特別是中小企對草案內容的疑慮。（170 段）

近期外圍經濟急劇惡化，較通脹威脅更令人擔憂。（……）我們要做好準備，密切監察外圍形勢變化，特
別關注中小企面對的困難，有需要時會推出措施協助他們渡過難關。（171 段）

2010-11

因應全球金融危機，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穩金融、撐企業、保就業」措施，協助中小企渡過難關。（107 段）

工業貿易署的「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會繼續資助中小企參與出口市場推廣活動。「中小企業發展支援
基金」亦資助工商專業團體、支援組織和研究機關，推行不同項目，提升中小企的競爭能力。（109 段）

政府十分理解中小企擔心競爭法可能影響營商的靈活性和增加經營成本。（……）我們會繼續向商界解釋
新法例的內容，並小心聽取他們的意見。（110 段）

2009-10 沒有

2008-09 沒有

2007-08

我們並會改善中小型企業資助計劃，協助業界提升生產設備及開拓新市場。至今的努力已經取得一些實質
成果；例如，中央政府已決定在繳納台賬保證金方面准許一些新的安排，我們對此十分感謝。（30 段）

雖然公眾普遍對競爭法表示支持，但企業界仍然擔憂這法例可能會對企業，尤其是中小企的正常營商運作，
造成負面影響。（33 段）

僱員再培訓局亦會與工商界，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及社會企業緊密合作，了解它們對勞動力及技能的需求，
協助不同行業的企業進行人力資源培訓及持續的技能提升。（75 段）

2006-07 沒有

2005-06 我們並非要干預市場，而是積極維護市場秩序和公平競爭，防止出現如合謀定價、串通投標、分割市場等
操控行為。任何措施包括立法在內，目的都是要有利於個人創業、有利於中小企業的經營和發展。（37 段）

2005 沒有

2004

香港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發揮重要的經濟角色。特區政府為支持中小企業而設立的四項基金，運作以來，
取得實際成效，尤其是在提升裝備和對外推廣方面。（36 段）

中小企業最關注內地市場能否降低准入的門檻。（……）我們會視乎實際開業經營的情況，與內地政府一
起研究下一步的發展。（37 段）

2003

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是香港經濟的活力所在，聘用了大量的勞動力，特區政府會大力協助。傳統產業與本
土經濟在香港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有其獨特角色，因為它們可以為市民提供各種類型的就業機會，我們會積
極配合它們的發展。（18 段）

我們的經濟發展路向，是善用既有優勢，強化四大支柱產業，配合推動創意產業和科技創新，支持中小企
業多元發展，加快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融合，促進香港經濟轉型，增加香港市民的就業機會。（39 段）

2001

中小型企業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們要有新思路去扶持本港為數眾多的中小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於今年六月底向我提交一份報告書，提出了多項支援中小企業的建議措施，最主要的是
成立四個總額達十三億元的基金，協助中小企業加強培訓、拓展市場、推行有助增強其競爭力的計劃和活
動， 以及獲得政府的信貸保證，以添置營運設備及器材。（69 段）

有見於中小企業當前的困境，我決定向中小型企業委員會建議的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基金額外注資 5
億元，（……）我亦會向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額外注資一億元，使基金總額增至三億元，讓更多企業可
以受惠。（70 段）

換言之， 政府對四個支援中小企業的基金的總承擔達十九億元， 估計受惠企業達十萬多家。此外，我們會
實施委員會提出的其他三十多項新建議，積極支援本港中小企業提升競爭力。（71 段）

在經濟低迷下，為了幫助減輕廣大市民的負擔，特區政府決定減免明年第一至第四季度應繳差餉（……）
各中小企業，都可享這項寬減。（103 段）

2000 沒有

1999

香港大多數企業都是中小型的，它們是經濟中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僱員眾多。在金融風暴衝擊下，信貸
急劇收縮，許多中小企業周轉困難。去年夏天，政府推出二十五億元的中小企業特別信貸計劃，幫助緩解
中小企業的困境。這是因應金融風暴的嚴峻情況而採取的一項特殊措施。這個計劃幫助了五千多家中小企
業應付困難，減少裁員，或者維持原有人手。目前經濟剛開始好轉，而一部分中小企業頭寸仍然緊絀，雖
然我們不打算為這信貸計劃注入新資金，但決定將原來撥款的可擔保貸款額提高一倍。同時，我們會檢討
這計劃的實施條款。（23 段）

由政府提供信貸擔保，只是短期的措施。長遠而言，要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就需要研究更有效的辦法，使
各有關機構提供的輔助服務，能夠真正切合中小企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營造一個有利於創業的環境，
特別是要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24 段）

1998

為了紓解民困，以及為經濟復甦提供必要條件，特區政府經過周詳分析，考慮到整個經濟和社會環境後，
決定利用儲備推出多項措施（……）同時推出了一系列專為紓緩市民困難而設的措施，包括退還差餉和設
立協助中小型企業的信貸保證基金。（6 段）

為使我們的經濟能夠因應時勢，繼續發展，我們的策略重點，是要使香港經濟更多元化，為具備高增值元
素行業，特別是較多利用高科技和多媒體的行業，創造有利條件，並鼓勵工商各業利用祖國內地賦予的優
勢，掌握新機會。同時，我們要鞏固本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例如金融服務業、中小型企業、旅遊業和進出
口行業，此外，也要積極提高本地勞動人口的技術水平。（19 段）

中小型企業是本港經濟的基石，僱員人數約佔全港工作人口三分之二。由於中小型企業創業成本較低，適
應力較強，可說是復興經濟和創造就業機會的一股重要力量。（49 段）

為了幫助深受信貸緊縮影響的中小型企業，我們已撥出二十五億元設立特別信貸計劃，由政府提供借貸保
證，協助中小型企業向財務機構貸款，以取得營運資金。（50 段）

中小型企業，在好幾方面都需要外力支援，才能壯大成長，包括籌集營運資金、搜集市場情報、羅致人才，
以及減低經營成本等。目前，政府已通過工業署和不同機構，實施一系列扶助中小型企業的計劃，例如，
貿易發展局主力開拓海外市場；職業訓練局着重的是人才培訓和發展；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專責提高生產效
率，而香港工業科技中心則負責協助培育科技企業。為了更好地協調和發展各類支援服務，確保中小型企
業能夠善用上述服務，我們會在工業署設立中小型企業服務中心。目前，我們會繼續通過工業支援基金，
資助一些有助中小型企業發展和提高競爭力的計劃，例如有關電腦二千年數位問題、ISO 9000 的應用、生
產方面的資源籌劃、環保技術支援等。（51 段）

1997

香港的商業機構當中，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小型企業，僱員人數約佔全港工作人口三分之二。我們已成立了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照顧這類企業的需要。為了幫助小型企業集資，我們支持聯合交易所研究設立「創業板」
第二股票市場。政府還會撥款五億元，推行信貸保證試驗計劃，幫助中小型企業申請銀行商業貸款，應付
貨物付運前的各項開支。我們正在擬訂有關細節，務求盡快推出這項計劃。（22 段）

搜尋關鍵詞：「中小企」、「中小型企業」、「中小微企」
資料來源：1997 至 2017 年歷年施政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