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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屆會董會（1989 – 1991） 

會長朱祖涵 

 

香港工業發展概況 

 

  1990 年香港出口總值達 2,250 億港元，但升幅已放緩至只有 1%，這與波斯灣戰爭令世界經

濟衰退有關，亦是中國市場收縮的後遺症；但另一方面，本港的轉口港地位卻日益鞏固，錄得

20%強勁增幅。香港經濟結構不斷轉型，勞動力已漸轉向服務業發展，從香港工業的就業人數

下降至 73 萬人而言，與 1985 年比較，人數減少超過 10 萬，反映本港製造業依靠其他地區勞工

已成為趨勢。 

 

美撤中國最惠國地位 港製造業受威脅 

 

  自 1980 年起，輸美中國貨品可享最惠國待遇優惠，但至 1990 年，美國國會施壓撤銷中國

最惠國地位，這對在內地設廠的港商構成影響，亦危及本港的貿易。廠商會聯同其他商會致函

美國國會議員，力陳做法對香港經濟造成嚴重損害，亦危害美國作為香港第二大投資國的利益。

1991 年 7 月，美國國會決定延長中國最惠國地位，但規定每年檢討。 

 

推動工業與貿易發展 

 

  90 年代香港工業轉型加速，1990 年工業署進行一項有關香港工業未來發展的研究，廠商會

重申基本設施對支援工業發展的重要性，而政府應加快協調好院校和團體在科技發展和研究的

工作。 

 

  香港政府於 1990 年發表「都會計劃」，勾畫市區發展及重建藍圖，其中一項重點是重建過

時的工業區，把工業遷入新市鎮及新工業區發展。由於計劃會為就業人口帶來極大轉變，亦帶

來窒礙工業發展的憂慮，廠商會遂促請政府慎重考慮。另一方面，中英就新機場建設達成協議，

加強了港人和國際投資者信心。 

 

  1990 年，廠商會與貿發局如常舉辦東南亞考察團，到訪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同年，時任會

長朱祖涵亦率考察團到越南訪問，了解當地貿易及投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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