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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會董會（1954 – 1956） 

會長許岳 

 

50 年代香港成功由轉口港轉型至世界工廠 

 

  1950 年代，韓戰禁運、內地移民等因素促使香港工業急速起飛，使這個轉口港搖身一變成

為世界工廠。當時，除東南亞的華僑和其他外資流入香港外，大量的資金和設備也從上海、廣

州等地流入，更引進了技術和管理人才，帶動了香港工業迅速發展，亦開始改變以往英資財團

佔據的優勢。本地外資銀行如滙豐、渣打等，也開始為香港工業發展包括紡織、成衣、金屬、

塑料、船舶修造、香煙等提供相當數量的貸款。另一方面，除了英國和英聯邦國家是香港產品

的重要出口市場外，美國亦於 1953 年開始容許港製品輸入，亦從那時起，美國逐步發展成香港

最大的出口市場，直到 90 年代初其地位才逐漸被中國取代。 

 

  除了中、大型工廠，小型山寨廠亦於此時開始興起，這類小型工廠以低技術加工為主，如

織假髮、車衣、剪線頭、裝嵌、串膠花等，不少是以家庭式經營。 

 

  1955 年，香港工廠的數目有 2,437 家，較 1950 年多逾 1,000 家，僱用人數亦由 8 萬增至 11

萬人。 

 

廠商會進一步發展 

 

  1954 年廠商會內部曾因改選問題引起爭議，原理事會主席許岳繼任成為第十一屆會長。 

 

  1954 年 11 月 1 日，廠商會遷至位於香港干諾道中 64-66 號的新會所辦公。該大樓樓高 4

層，當中有兩層闢作出品陳列室及工業資料室，供會員參觀及使用。 

 

  除了會務發展愈來愈紮實外，廠商會亦繼續協助業界拓展海外市場及推廣港貨。當年，印

尼及泰國均是香港工業製品的固有市場，人口龐大，惟前者因外匯管制限制進口，而後者則因

報復港府停止入口泰國米而禁止部分港貨進口，但港商不願意放棄兩大市場，故廠商會於 1954

年組織印尼及泰國考察團，並與當地官員會面，希望把市場爭取回來。 

 

  日本工業在大戰後發展迅速，成為工業強國。適逢 1954 年大阪舉行國際展覽會，廠商會便

組織 44 人考察團前往觀摩，希望在技術和機器上尋求改進。除了技術交流，此行亦有助促進港

日之間的貿易。 

 

  本地方面，1954 年 12 月舉行的第十二屆工展會獲香港政府撥出中環皇后碼頭附近的新填

地舉行，地積增大了，攤位及參展商數目分別增加至 654 個及 192 家。是屆展會除新增工業新

出品陳列及擴大聯合陳列室展示會員及非會員產品外，大會亦邀請了印尼、菲律賓、韓國、台

灣、北婆羅洲等地的考察團到場參觀，加深他們對港產品的認識。到了 1955 年 12 月的第十三

屆工展會，更首次加入國際工業機器及原料陳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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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香港工業教育 

 

  當時香港工業雖已有相當成就，但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本港的科學技術和管理仍十分幼

嫩，故廠商會於 1955 年 8 月議決向政府獻捐港幣 100 萬元，於香港工業學院（現稱香港理工大

學）設立廠商會工藝學院，培育工業專門人才。廠商會利用兩年時間進行募捐，分別於 1956

年及 1957 年把捐款獻交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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