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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對港經濟貢獻勿低估 

 內地首部電子商務法問世 

 中央撐民企紓緩融資困境 

 舉辦進博會展中國新角色 

1. 廠商對港經濟貢獻勿低估 

根據香港統計處的數據，製造業目前僅佔香港 GDP 比重約 1%；但該處的一項專題研究

發現，廠商對香港經濟的貢獻應遠不止此數。 

短評 

2016 年本港製造業公司產生的價值增量約 335 億元，佔香港 GDP 的比重約 1.3%；從業

人數約 9.4 萬人，為全港總體就業人數的 2.4%。但眾所周知，此數據未必能準確反映香

港廠商製造業活動的真實規模。1980 年代之後，香港工業的勞動密集型工序北移，相當

一部分本地的廠商轉型為貿易商。這些貿易商並不符合統計意義上製造業的定義，在香

港無大型生產線和僱用大量工人，但其運作又與傳統的進出口貿易公司有所不同；他們

當中有相當部分本身仍是內地工廠的東主或合夥人，而且往往亦會涉及與製造業相關的

技術支援服務，即採用「前店後廠」的經營模式。香港統計處定期對這類「從事分判製

造工序的安排及提供與製造業相關的技術支援服務的貿易公司」進行研究，發現這類公

司在 1990 年代上半期迅速增加，高峰期多達 25,000 家左右；其數目雖然在 1997 年之後

明顯減少，但近 10年大致平穩，2016 年為 13,889家，從業人數達 10萬人。若將這些外

貿公司與本港現有的製造業公司合併統計，則 2016 年他們合共的增加價值佔香港 GDP

的 4.2%，與本港支柱產業之一旅遊業的經濟貢獻 4.7%不相上下；有關數字或可能更能

全面反映香港廠商對經濟的實際貢獻程度。值得留意的是，超過一半的這類外貿公司至

今仍對他們分判予內地的製造工序提供多方面的支援，包括採購、設計、管理、技術等；

反映了這種香港總部與內地生產分支的產業分工關係仍然緊密，廠商在內地的經營活動

亦對本港的相關服務業，特別是金融、運輸、商貿及專業服務等衍生了龐大需求。如果

對比 2012 年與 2016 年期間貿易公司為內地生產單位提供的支援服務類別，則涉及「生

產物料採購」的企業比重維持於 72%，「品質控制」從 73%降為 67%、「樣本及工模製

造」從 67%跌至 63%、「生產規劃、管理及控制」更從 60%跌至 48%；但「產品設計」

則從 69%上升至 72%、「專業及技術服務」從 55%增至 59%，「包裝及後勤服務」從

47%上升為 50%。從中可以管窺到，近年港商於內地的分支機構雖在一些生產性服務領

域有「去香港化」的趨勢，但在設計、技術、形象等方面反而更加倚重香港的支援；這

種「進化」中的跨境產業分工，相信亦是促進香港本土產業活動向高增值方向發展的一

支重要力量。 

2. 內地首部電子商務法問世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8 月 31 日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 (簡稱「電商

法」)，將於 2019 年 1 月 1日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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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評 

內地電子商務迅猛發展；網上零售額從 2007 年的 542 億元增長 131 倍至 2017 年的 7.18

萬億元，年復合增長率高達 63%。然而，諸如售賣假貨等不規範現象卻一直存在；據報，

全國最大的電商平台淘寶網旗下的「打假」部門，去年就查處了 24 萬個疑似侵權的網店。

自 2013 年起，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始研討就電子商務立法，冀望藉此推動行業健康發展。

今次出台的「電商法」是中國乃至全球首部電商方面的綜合性法規，涉及合同內容、快

遞物流、經營主體、經營行為、電子支付等與電商發展有關的典型議題；當中有三項尤

其引人關注。首先，「電商法」強調要「平等對待線上線下商務活動，促進線上線下融

合發展」，要求所有電子商務經營者均須進行商業登記。此前由於缺乏明確規定，加之

政府有意為電商的發展提供寬鬆環境，許多小微型、個體網店在開設前並不會主動到工

商局進行登記，由此亦存在避稅空間，令他們在經營成本上比起實體店和傳統商業更有

優勢。新規將堵塞監管漏洞，讓線上線下的企業在公平的環境中開展競爭。其次，法例

表明電商平台有責任對其平台上的經營者進行監管，違者須承擔責任。這項規定賦予平

台「把關」的責任，透過將其監督功能上升到法律高度，強制性地建立業界的自律機制，

為打擊假冒偽劣產品以及其他業內欠規範行為祭出了一道強而有力的「殺手鐧」。此外，

電商法還提出了多項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內容；例如，規定電商平台須主動對顧客的

個人隱私進行保密，亦不能輕易洩露消費者進行網絡消費時的消費偏好與習慣等數據。

有評論擔憂新法規的出台會導致內地電商生態產生改變，業界特別是小規模經營者將面

臨規管收緊、遵從成本上升等挑戰；然而，「電商法」畢竟為內地電商業確立了行為規

範和監管框架，即使在短期內掀起一次「大浪淘沙」的範式重整，但對行業以至新經濟

整體發展的正面作用，相信會利在長遠。 

3. 中央撐民企紓緩融資困境 

11 月 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會上強調將毫不動搖鼓勵、

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並提出了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六大政策舉措。 

短評 

雖然民營企業對內地經濟增長、居民就業乃至政府稅收等方面的貢獻愈發舉足輕重，但

對「國進民退」的討論近年卻不絕於耳。這在一定程度上又與國有企業的改革應何去何

從有關，尤其是中央多番強調要繼續「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加大了坊間對民企的發展

空間和競爭優勢可能被弱化的憂慮。今年來，「國進民退」的論調非但沒有偃旗息鼓，

反而進一步升級；有論者甚至提出「私營企業退場論」，公然宣揚民企幫助國企改革的

歷史使命已經完成的奇談怪論。有見及此，中央決策層意識到有必要在輿論和實際行動

上做出「撥亂反正」，由最高領導人「一槌定音」向社會表明國家支持民企發展的明確

立場，藉此為民企注入「強心針」。在座談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出了支持民企發展的六

大具體舉措，包括減輕企業稅費負擔、解決民企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營造民企與國企公

平競爭環境、完善政策執行方式、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

等。其中，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是民營企業面臨的「老問題」；在國家積極推動金融部

門「去槓桿」的政策環境下，民企循「正規途徑」向銀行借貸更形困難，即使要透過「影

子銀行」或民間借貸融資亦受到更多限制；加上近期在中美貿易摩擦的陰霾下，許多民

企因為自身業務轉差而導致財務狀況惡化，其資金周轉壓力增大甚至資金鏈可能斷裂的

風險已顯著上升。為此，最近中央多個財政金融部門已率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組合拳」，

包括實施民企債券融資支持計劃，研究支持民企股權融資，鼓勵私募基金發起設立民企

發展支持基金；完善商業銀行考核體系，提高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考核權重；要求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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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產品有市場、項目有發展前景、技術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不盲目停貸、壓貸、抽

貸、斷貸」；以及治理附加不合理貸款條件、人為拉長融資鏈條的問題等。另一邊廂，

各地方省市政府亦紛紛出手，甚至不惜撥出「真金白銀」紓緩民企融資困境。例如，廣

東省日前推出「民營經濟十條」；上海市亦發佈了「27 條」支持民營經濟，提出「3 個

100 億」項目，以建立民企上市公司紓困基金、為優質中小民企提供信用和擔保貸款以

及擴大中小微企政策性融資擔保基金等。中央及地方政府除了將改善資金環境作為落實

「挺民企」政策的突破口之外，亦是藉著替企業解燃眉之急，為紓緩當前內地經濟的下

行壓力尋求突圍之道。 

4. 舉辦進博會展中國新角色 

中國首屆國際進口博覽會正式開鑼，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儀式上致詞，承諾中國將加

大進口，並預計未來 15 年中國進口商品和服務將分別逾 30萬億和 10 萬億美元。 

短評 

進博會堪稱中國乃至全球首個以進口為主題的大型國家級展會，共吸引了來自 151 個國

家和地區的 3,617 家企業參展，盛況空前；由近百間中國中央企業及逾千間下屬單位組

成採購團以及各大電商平台紛紛簽下大訂單。據中國官方統計，進博會期間首次展出的

新產品、新技術或服務逾 570 件，按未來一年計算的意向成交額達 578.3 億美元。中國

主辦進博會起意於去年 5月，原意是在紀念改革開放 40 週年之際，對外宣示中國將以此

開闢開放市場的新平台。中國的對外經貿一向以出口為重為先，從最初輸出天然資源，

到後來發展出口加工裝配產業，以至近年「中國製造」的產品行銷各地，中國晉身成為

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國和第三大順差國；根據 WTO 的統計，2017 年中國出口總額為 

22,630 億美元，進口額為 18,420 億，商品貿易順差高達 4,210 美元。隨著經濟迅速增長、

人民的收入水漲船高，中國正逐步向消費大國邁進，不但國內市場的消費總量持續擴大，

近年更迎來消費結構的升級，對高品質的商品與服務的需求與日俱增；中共「十九大」

報告亦指出，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已

成為當務之急。故此，在中國立志從「世界工廠」向「世界市場」轉型的進程中，舉辦

進博會被賦予了多重的戰略意義：不但是新一輪高水準對外開放的一面「旗幟」，亦是

增進人民福祉和踐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舉措；而擴大進口還能為市場

引入良性競爭，倒逼內地企業加緊提升產品的品質和檔次，更可對近年民眾透過出境旅

遊和「海淘」以「螞蟻搬家」式購買境外商品的龐大需求因勢利導，納入正規的跨境貿

易渠道。此外，當前正值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特殊時點，首個進博會如期舉辦，一方面

兌現了習近平主席早前在博鰲論壇上所作出的承諾，以實際行動表明「中國不以追求貿

易順差為目標，真誠希望擴大進口，促進經常項目收支平衡」；另一方面亦可藉此重申

和彰顯中國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國際形勢下仍然堅守貿易自由化的決心。習近平主席

在開幕上宣佈多項擴大開放的承諾，當中包括進一步降低關稅、放寬市場准入、引入懲

罰賠償機制以保護知識產權等；這些新政正正是針對美國等外資公司最為關切的痛點，

在某種程度亦為紓緩中美貿易糾紛釋出誠意，無怪呼有評論將今年進博會譽為「一場精

心策劃的信心大會」。值得留意的是，本屆進博會中有 1,000 多家的參與企業來自 58 個

「一帶一路」沿綫的國家，佔參展企業總數將近三成；隨著中國全面啟動進口合作的引

擎，「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有望踏入一個新階段，走出偏重於向沿線國家輸出資金和

產能的「單行道」，為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開啟「市場共融，互惠雙贏」的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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