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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洪祥佩 

 

香港工業發展概況 

 

  由 70 年代開始到 80 年代，香港工業仍維持於升級階段，逐步從「勞工密集型」走向「技

術密集型」。除了電子業急速發展外，玩具、鐘錶業、光學在 70 年代中後期亦發展得非常蓬勃，

特別是鐘錶製造，70 年代末港製手錶每年出口 4,000 萬個以上，出口數量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

第一位。 

 

  1975 年，香港的工廠數目已達 31,034 家，共聘用近 68 萬工人。 

 

  1974 年至 1976 年，政府在工業土地供應上有重大進展，除決定在大埔興建工業邨，亦考

慮在將軍澳、元朗興建工業邨，並成立專案小組負責策劃和推動。另外，政府為提升工業技術

水平，於 1976 年通過學徒條例，並陸續設立工業學院，分別是觀塘工業學院（1975 年)、葵涌

工業學院（1975 年）、黃克競工業學院（1977 年）及李惠利工業學院（1979 年)，專門培訓工業

人才。 

 

港工業發展遇挑戰 廠商會尋出路 

 

  1975 年，政府曾提出徵收營業稅的建議，惟廠商會認為會對工商業造成嚴重打擊，故提出

激烈反對，最終政府收回有關建議。此外，廠商會對於增加電費、電話費等影響企業營運成本

的措施亦積極發聲，維護業界的營商環境。 

 

  自 1974 年 11 月以來，港元浮動令港商損失很大，亦令港貨訂單流失，影響貿易和經濟；

廠商會等業界代表遂建議政府對工業出口給予固定匯率，並為出口及入口商因匯率差異所造成

的損失提供津貼，令經濟能儘快恢復，惟政府因種種原因，無法答允固定利率的要求，亦表明

雙價格難以實行。 

 

  另外，歐洲共同市場給予香港特惠關稅的優惠仍遲遲未付諸實行，甚至對香港存在歧視，

為避免貿易轉移，投資外遷，廠商會不斷努力，致函各國政府促請公平對待香港。至於美國，

雖然在 1975 年所實行的一般特惠關稅計劃不包括香港，但經過一番爭取後，最終把香港列入計

劃內，令香港工業得到公平競爭的機會。 

 

  因應關稅及匯率問題令海外市場需求下降，廠商會加大力度推動港貨本銷，先後與先施、

永安、瑞興等合作，在其百貨公司內售賣會員產品。 

 

工展雖停 會務續發展 

 

  雖然工展會於 1974 年開始停辦，但廠商會深明展覽對促進工商業發展的重要，故改以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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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並與生產力局合作，於 1975 年在大會堂首辦「服裝與設備展覽會」，推廣本港的成衣設

計和製衣設備。 

 

  廠商會自 1968 年獲政府批准簽發來源證及加工證後，復於 1976 年進一步獲授權簽發多國

包括日本、瑞士、加拿大等的普及特惠稅來源證。 

 

  為擴大會員基礎，廠商會於 1975 年通過修章，增加贊助會員類別，吸引其他工商團體和更

多不同類型的商號如貿易業，以至海外工廠企業及團體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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