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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會董會（1976 – 1978） 

會長黃篤修 

 

香港工業發展概況 

 

  香港工業繼續蓬勃發展，工廠數目持續上升。以 1975 年為例，香港的工廠數目已達 31,034

家，共聘用近 68 萬工人。 

 

  承接工業向技術型發展，這個時期的廠家仍以生產電子產品為主，此外，香港亦成為全球

主要鐘錶出口地，1978 年港製手錶出口 4,938 萬個，按年激增 45%，出口數量持續保持世界首

位。 

 

商界關注防貪條例 

 

  自廉政公署於 1974 年成立以來，多次對支付回佣人士提出檢控，引貣工商界關注，認為收

受回佣是由來已久的商場慣例，並不算貪污行賄，批評政府干預正常工商活動，廠商會等 300

多個工商團體舉行座談會商討對策，並發貣聯署向總督提出抗議。但時至今天，香港工商界對

「回佣」的概念與當年已大相徑庭。 

 

廠商會職業先修學校開幕 

 

  1977 年，籌建近 10 年的廠商會職業先修學校開幕，該所位於九龍南昌街的學校，樓高 6

層，耗資 800 多萬，當中兩成由廠商會出資，隨後時任名譽會長黃克競特別捐款 25 萬港元加建

禮堂一座，以紀念歷屆會長對廠商會的貢獻。學校於 1976 年 9 月開課，至 1977 年 10 月 3 日在

所有工程完成後，由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夫人主持揭幕。 

 

廠商會積極參與工業土地發展計劃 

 

  70 年代中，政府在工業土地供應上有重大進展，決定在大埔、將軍澳、元朗等地興建工業

邨。1977 年政府成立「土地闢增特別委員會」，負責研究可供發展的土地，廠商會亦有發表意

見，希望政府能設法減少土地投機活動，以限制用途方式批地，控制好土地價格；另外，同年

政府亦成立「香港工業邨公司」（香港科學園公司前身)，就興建標準廠房向廠商會徵詢意見，

廠商會認為在挑選合適工廠遷入時的門檻和租金應降低，亦應優先安置被遷拆且難覓其他地方

重置的廠戶。 

 

推動工業及貿易 

 

  70 年代末，香港人口已增至 400 多萬，房屋供應開始緊張，造成不少社會問題，香港政府

開始檢討人口政策，並推廣計劃生育；另一方面，香港工業卻仍面對勞工短缺問題，窒礙了發

展。1978 年 3 月，廠商會做了一項名為「香港工業界家庭福利及計劃」的研究，訪問了 6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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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僱主及僱員，了解業界對香港人口及家庭計劃的意見，以及僱員福利的概況。 

 

  70 年代香港成衣業發展蓬勃，1977 年，廠商會首次設立「時裝設計獎」，以推廣本地時裝

設計和表揚傑出設計師，首屆評判來自世界各地。 

 

  70 年代中貣，香港政府開始探討推動經濟多元化，當中推動工業機械化和自動化為策略之

一。廠商會認為，政府應先協助工業界解決缺乏長期貸款的問題，例如成立財務專門機構提供

服務，讓企業有資金改善設備。 

 

  1977 年英女皇登基銀禧紀念，時任廠商會會長黃篤修與秘書長李澤培舉辦赴英考察團，除

官式酬酢外，團員並與英國政府部門和工商機構代表會面，交流貿易合作的事宜。另外，廠商

會亦與貿發局合作組團到星、馬及印尼等地考察。 

 

修章及會長黃篤修病逝 

 

  1978 年，廠商會為配合環境改變，再度修改章程，內容包括副會長由 3 人改為 3 至 5 人，

及加入校董會成立的程序。 

 

  1978 年 10 月 20 日，時任會長黃篤修於新加坡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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