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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業發展概況 

 

  1987 年香港經濟發展蓬勃，GDP 增長達 13.5%，其中工業佔 22%；出口總值為 1,950 億港

元，同比增長 27%，轉口總值更是數十年來首次超越出口總值，顯示香港貿易已出現了變化，

這與中國開放政策措施及透過出口鼓勵創匯存在直接關係。事實上，香港的製造業總產值雖仍

逐年上升，但其在香港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卻自 80 年代開始逐漸下降。1970 年製造業總產值佔

香港生產總值 30.9%，到了 80 年代，則一直徘徊在 22%至 24%之間。 

 

  勞工短缺、工資上漲是 80 年代本地製造業的主要問題，隨着內地改革開放政策，香港工廠

已不斷北移。當年北移的香港工廠主要以「三來一補」的方式運作，即港方提供原料、設備、

技術和管理，內地提供廠房和工人，成品運返香港包裝和出口。事實上，從當年的貿易數據顯

示，由香港運往內地的貨品中，大多是原料和半製成品，可見本港正積極參與中國外運加工及

補償貿易的活動。 

 

  港資製造商積極擴大內地的生產規模，自行買地設廠，更發展內銷業務，部分更開始由來

料加工轉型為「三資企業」或進料加工，並以外商投資企業身份在國內進行生產，據稱香港廠

商當時在南中國正僱用 150 萬人，而香港本地製造業則僱用 87 萬人。 

 

為企業發聲 

 

  為了推動工業持續發展和轉型，廠商會不斷向政府提出增加不同支援工業的服務，例如成

立科技中心和塑膠技術中心等；有關建議獲得政府重視，並進行可行性研究。 

 

  面對勞工短缺，廠商會積極研究對策，除促請廠家改善工業環境和勞資關係，並鼓勵婦女

投身製造業外，廠商會認為最有效方法是加快自動化，轉向技術密集型發展，這也是會方的工

作重點。 

 

  1987 年，政府在廠商會等業界的反對聲下收回設立中央公積金計劃的方案，改為增加老人

退休保障、對私人公積金計劃進行監管，以及改善長期服務金計劃，廠商會對此表示歡迎。為

配合政府的退休政策，廠商會於 1988 年推出廠商會公積金計劃，鼓勵會員企業參與，為旗下僱

員提供公積金福利，並用作抵銷法例規定的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 

 

基本法研究委員會 

 

  廠商會於 1987 年成立基本法研究委員會，討論和研究基本法內容，委員會於 1988 年 9 月

向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提交建議，內容圍繞中央與特區政府的關係、居民的權利和義務，以至經

濟和政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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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禦保護主義 

 

  80 年代末，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升溫；1987 年歐洲共市開始對香港公司進行訴訟，採取反傾

銷行為，以保障自己國家的貿易。由於中小企缺乏專門人員應付反傾銷指控，廠商會等十大工

商組織遂設立反傾銷訴訟委員會，向業界提供協助。 

 

推動工業與貿易 

 

  1988 年，廠商會與貿發局舉辦第 3 次東南亞考察團，到訪曼谷及新加坡，並如常舉行香港

產品展覽會。同年，司徒輝會長先後率團前赴珠海和江門市、北京、青島和大連作考察和訪問。 

 

  1989 年，時任港督衛奕信宣佈設立總督工業獎勵計劃，並委派廠商會作為機器及設備設計

比賽的主辦機構。自此，廠商會以此項比賽取代自 1970 年起每年舉行的「香港新產品比賽」，

以鼓勵及改良在香港設計和生產的機器與設備。總督工業獎於 1996 年起易名為香港工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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