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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業發展概況 

 

  踏入 60 年代，是香港工業發展最急速的時期。內地政府對香港實行穩定的政策，加上東南

亞一些國家政局混亂，軍事衝突頻發，世界各地的投資者把經營中心移到香港，香港製造業進

入了高速發展階段。據統計，1955 年在香港註冊的外資公司僅有 328 家，但到 1970 年已達 655

家，增加了一倍。 

 

  以歐美為例，由於當地銳意發展第三產業，勞動密集的工業逐漸外移至其他成本較低的地

區，一些工廠或大型零售商向香港廠商落訂單生產貨品，代工產業逐漸興起，與此同時，為了

配合歐美客戶的嚴格要求，本地廠商亦開始提升管理和技術水平。 

 

  60 年代初，工廠和就業人數均增長了近 100 倍；直至 1965 年，香港有 5,346 家工廠，僱用

逾 34 萬人；以行業計，製衣、電子、塑膠、鐘錶等的代工生產最興旺，當中以電子業發展最快，

塑料與玩具業工廠也增長了 6 倍多，就業人數增長 4 倍。 

 

廠商會是第一個支持本地工業教育的商會 

 

  鑑於香港工業在這一時期正高速發展，對相關的人才需求甚大，為鼓勵青少年投身工業，

廠商會於 1964 年成立「工業教育獎學金」（後改名為「廠商會獎學金」)，以獎勵優秀的學生；

另外，廠商會亦舉行工業講座，向學生灌輸工業知識。 

 

  事實上，廠商會是香港第一個支持本地工業教育的商會。廠商會早於 1956 年已向政府捐款

籌建香港工業專門學院，到 1972 年，學院正式提升為「香港理工大學」，開辦技術和實用科目

的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為當時的中學畢業生在大學以外提供多一條出路。 

 

廠商會大廈第一次重建 

 

為應付日益擴充的會務，廠商會早於 1961 年便開始重建中環的會址。1964 年，建廈工程完成；

新廈樓高 12 層，其中 12 樓闢作香港工業產品樣本陳列室，免費為會員陳列產品，每月吸引逾

千人士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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