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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莊重文 

 

香港工業發展概況 

 

  由 70 年代開始到 80 年代，可說是香港工業的升級階段。隨着愈來愈多世界各地的投資者

把經營中心移到香港，大量歐美先進科學技術和現代經營管理方法傳入，令香港經濟出現第二

次結構轉型，開始從製造業基地轉向經濟多元化發展。 

 

  這一時期，香港工業生產亦從過去的「勞工密集型」逐步向高增值及「技術密集型」發展。

紡織製衣這種「勞工密集型」工業在出口總值的比例逐漸出現下降，而一些「技術密集型」工

業相對增加。1960 年，香港的電子廠只有 3 家，但到 70 年末，電子廠已近千家。香港的電子

產品種類繁多，包括收音機、電腦記憶系統、電子計算機、電視。除此之外，玩具、鐘錶業、

光學亦在 70 年代中後期發展得非常蓬勃。 

 

  1968 年，香港工廠的數目有 12,279 家，共聘用近 51 萬工人，出口總值 84 億港元。往後幾

年，香港的製造業總產值雖逐年上升，但其在香港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卻開始下降。1970 年製造

業總產值佔香港生產總值 30.9%，到 80 年代，則一直徘徊在 22%至 24%之間。 

 

歐美保護主義上升 

 

  1969 年 3 月，傳出英國向所有聯邦國家紡織品加徵 15%關稅，消息震驚業界，更擔心其他

國家跟隨，削弱香港紡織品的優勢。廠商會等商會，紛紛促請英國政府收回決定，指措施有違

自由貿易及損害英國國民利益。然而，方案最終仍於 1969 年 7 月通過，由 1972 年起實施，並

取代配額限制。 

 

  60 年代中至 70 年代初，歐美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有上升趨勢。當中對香港工業利益影響至

深的是聯合國貿易及發展委員會對發展中國家的特惠關稅計劃；除了英國外，其他贊助國對是

否給與香港特惠關稅有保留，廠商會因此積極與各國駐港機構及當地貿易團體接洽，情況才有

轉機；1971 年 1 月，歐洲共同市場給與香港特惠關稅，其他國家的態度亦有所軟化。此外，廠

商會亦有就日本於 1972 年對香港所實施的普及特惠稅待遇政策的不公帄與日方展開交涉。 

 

租金上升阻工業發展 

 

  工業土地供應短缺一直困擾工業界，到了 60 年代中期，本港地產業受到打擊，令工業用地

開發和工業樓宇興建停滯不前，租金直線上漲，阻礙工業發展。1970 年，廠商會遂向政府提出

限制租值及在租期上保障廠商利益等建議，其後獲布政司回覆，指會考慮設立租務仲裁機構。 

 

  廠商會亦反對政府以拍賣形式出售土地，認為會增加工廠租金及售價；在 1972 及 1973 年

的工展會開幕禮上，時任廠商會會長莊重文並一再重申政府應以合理價錢增加工業土地，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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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發展新界，而當時政府亦有表示會考慮出售土地予特種工業，以及在大埔、元朗等區興建

工業村。 

 

勞工利益不斷提升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政府頒布了不少勞工法例保障勞工利益，例如限制工時、保護婦女

勞工和童工、懲罰欠薪、放寬工會活動、規管僱傭合約、推動工業安全、設立遣散費等，每次

推出新措施前，政府均會諮詢廠商會的意見，遇到不合理或令廠商困難的條例，廠商會必定發

聲爭取。除了勞工法例，廠商會於 70 年代初，亦就政府檢討空氣污染、增加水費、地稅、燈光

管制等措施，力陳對工業界和社會民生的影響，以帄衡社會整體利益。 

 

籌建工業學校 

 

  為配合工業急速發展，廠商會自 60 年代已有興建工業學校的計劃。為籌建學校，廠商會於

1968 年舉行的第二十六屆工展會發行建校一元獎券，最終籌得超過港幣 32 萬元，連同廠商會

成員及其他熱心人士的捐獻，共籌得港幣 73 萬元，距離港幣 100 萬元的建校資金目標已相當接

近。 

 

九龍辦事處 

 

  為提升會員服務，廠商會於 1969 年，借用觀塘裕民坊政府合署其中一個辦事處，作為會方

首個位於九龍的辦事處。與此同時，廠商會於 1969 年 9 月 1 日獲政府進一步授權，簽發轉口貨

物證書。由於服務不斷增多，地方不敷應用，廠商會遂於 1970 年在旺角另設辦事處，並設會員

產品陳列中心。 

 

向海外推廣港貨 

 

  印尼本為香港重要的貿易伙伴，惟 60 年代中期當地政局出現不穩，雙邊貿易萎靡不振，1969

年，廠商會見該地區局勢稍穩，隨即組團前赴考察，結果接獲近 300 萬港元的出口訂單，亦有

團員決定在當地設廠及購買原料。 

 

  1970 年至 74 年，廠商會組團參加大阪世界博覽會、西柏林入口貨品展覽會、菲律賓的展

覽會等，發掘新商機和觀摩新技術。 

 

工展會推動港貨提升品質 

 

  隨着環球市場競爭愈來愈激烈，香港產品必須改良設計及質素，方可保持地位。工展會此

時亦開始擔當了提升品質和競爭力的重要角色。在 1969 年舉行的第二十七屆工展會期間，廠商

會便首次舉辦了「產品裝璜比賽」、「最佳產品」和「最佳出口產品」比賽，又於第二十八屆工

展會，開始舉辦新產品陳列及比賽，以及「包裝星獎」，藉此向海外人士推廣香港產品，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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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轉向生產設計精美、品質上乘的產品以吸引顧客。與此同時，廠商會亦進一步擴大「香港

人用香港貨」運動，除了成立特別委員會推行各種推廣活動，更在工展會及全港各區宣傳，甚

至為此創作了一首歌曲和舉行歌唱比賽。 

 

  1970 年，工展會已沿用 7 年的紅磡新填地因社區發展被政府收回，該年舉行的第二十八屆

工展會須移師灣仔新填地舉行。 

 

1974 年工展會停辦 

 

  由於缺乏大型戶外展覽場地，工展會一直借助臨時使用的新填海地段，隨着這些土地紛紛

被徵用發展，工展會愈來愈難覓合適的場地。事實上，早於 50 年代，廠商會已向政府爭取固定

場址舉行工展會，1972 年就曾向政府申請在沙田撥地及購地，又於 1973 年向政府申請在灣仔

新填地撥地興建服務中心，並購入該地一個由英國政府興建、佔地 3 萬帄方尺的展覽館，並進

行加固工程，但最終仍遭政府拒絕批准採用，甚至要求即時拆卸。雖然時任會長莊重文立即要

求政府作出解釋，及重申服務中心的重要性，惟政府依然堅持，更拒絕撥地作為第三十二屆工

展會的場地。1974 年 5 月，莊重文在會員大會上宣布「停辦工展會」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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