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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會董會（1966 – 1968） 

會長蔡章閣 

 

香港工業發展概況 

 

  1967 年，香港工業生產輸出總額較 1963 年上升幾近一倍，近港幣 67 億元，反映工業發展

不斷增長，然而 1965 年發生的股災，其影響仍餘波未了，加上 67 年的社會暴動，銀行收緊信

貸，令中小企資金更形緊絀。與此同時，港元跟隨英磅貶值 14.3%，令工資及物價不斷提升，

故即使工業出口不斷增加，廠商的實際利潤卻愈來愈少。當年，商會對維持經濟平穩和協助業

界解困着力不少。 

 

廠商會籲政府平息經濟波動 

 

  1967 年，港元跟隨英磅貶值，令工業成本增加了不少，時任廠商會會長蔡章閣等於 11 月

21 日謁見財政司，力陳工業遭英磅和港元貶值的影響，港府於翌日即把港元貶值率減至 5.7%，

令經濟波動稍為平息；與此同時，各大商會亦協議，呼籲會員暫勿抬高物價，以免影響本地民

生。 

 

  廠商會多年來積極向政府爭取成立工業銀行，但一直未能實現，遂於 1967 年聯同工業總會

向政府提出應向工業提供長期貸款措施，以紓緩廠商資金斷裂問題及促進工業發展。1968 年，

政府透露有意成立一所貸款機構，為工業提供定息中期貸款，並由政府作擔保。 

 

  事實上，在商會不斷推動下，政府對促進工業發展的態度亦愈見積極。1966 至 1968 年期

間，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香港工業設計中心相繼成立，旨在推進貿易及改善

生產技術，提升產品品質，廠商會亦派有代表擔任這些機構的骨幹成員。 

 

建議興建工業學院 

 

  除了支持香港理工大學的成立，時任廠商會會長莊重文於 60 年代已開始向政府提出興建工

業學院的建議，惟初期政府並未採取積極的態度，故廠商會決定憑自己力量去實現「自建工業

學院」的構想，以應付當前工業界對中、下級技術人才的迫切需求。經多番交涉，廠商會接受

政府把學校的名稱由「工業學校」改為「職業先修學校」的建議，項目才正式上馬。初期建校

的總預算為 400 多萬港元，其中四份之一由廠商會出資，並開始籌募經費。經歷多年的籌建，「廠

商會職業先修學校」（1997 年改名為「廠商會中學」）終於在 1976 年開校，為那些未能升讀傳

統文法中學的學生提供 3 年制學徒訓練。 

 

獲政府批准簽發來源證及加工證 

 

1967 年 8 月，廠商會獲政府批准簽發來源證及加工證，並由時任工商業管理處長蘇弼（Directo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Terence Dare Sorby）親臨廠商會頒發授權書。港府並通知聯合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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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會簽發的來源證在世界各地海關生效。當時，廠商會每月平均處理逾千份來源證。 

 

「香港工業出口銀禧展覽會」 

 

  1967 年 12 月 5 日開幕的第二十五屆工展會，適逢銀禧慶典，故定名為「香港工業出口銀

禧展覽會」（The Silver Jubilee Industrial Products Exhibition）。該屆展會除邀得香港政府設立展覽

館，展出極富意義且具教育性的文物外，亦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合作，設立香港工業出口陳列中

心館，搜集和展出本港歷來富有代表性的工業產品，場內亦設有國際機器原料陳列館，展出各

國最新的工業機器和原料，規模一時無兩。 

 

  為了推廣香港產品，廠商會於 1967 年亦曾組團前赴美國參加展覽會，至於本土則繼續推動

「香港人用香港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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