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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梁欽榮 

 

香港經濟發展概況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導致泡沫經濟爆破，香港股市樓市大跌，企業盈利倒退甚至倒閉，

出口量急挫 10.9%，而轉口貿易亦出現多年來首次下跌（6.9%)。 

 

  幸好， 香港經濟在 1999 年起顯著復蘇，主要由強勁的出口貿易帶動所致。亞洲市場需求

重現，而美國和歐洲亦繼續吸納進口貨物，使本港出口貨物在下半年錄得雙位數字增長。服務

輸出在年內亦顯著回升，訪港旅遊業持續增長。1999 年全年合計，本地生產總值實質上升 2.9%，

與 1998 年的 5.1%跌幅形成強烈對比。 

 

香港製造業發展概況 

  

  由於大部分製造業企業自 80 年代起北移，其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比率亦持續下降；由

1980 年的 24%下跌至 1990 的 18%，1998 年更進一步跌至 6%。 

 

  然而，製造業仍然是當年本港經濟的重要支柱。1999 年，全港共有 23,079 家製造業工廠，

合共僱用 24 萬多名工人，佔總就業人數的 10%，是本港第 4 大僱主。其中，製衣業是本港製造

業中僱員人數最多的行業，其次是印刷、出版及相關行業。由於機器化和自動化日漸普及，加

上裝配工序大部分遷往內地進行，本地製造業加速轉向以知識為本及具有較高增值能力的方向

發展。 

 

  製造業日益增加科技和創新意念的應用，使工序更趨專門精細和全球化。香港從製造基地

轉變為生產網絡控制中心。 

 

  1999 年，港產品出口總值達 1,710 億元，主要的出口項目包括成衣、電子產品、紡織品、

化學產品和珠寶。1997 年，香港已是全球首要的紡織品、成衣及鐘錶出口地之一。 

 

  市場方面，內地和美國依然是最大出口市場，各佔約三成，其他主要市場為英國（6.1%）、

德國（5%）及日本（3.2%）。 

 

支援企業 拓展業務 

 

  為協助於亞洲金融風暴中陷入財困的中小企，廠商會建議政府成立「信貸保證計劃」，結果

類似的計劃迅速於年內推出。 

 

  廠商會獲政府「服務業支援資助計劃」撥款，與生產力局進行一項「中小企資訊網絡 SME-Net」

専責工作計劃，其中主要部分為發展中國資訊，並向內地港資企業進行調查了解他們的經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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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提供免費網上廣告和協助企業在互聯網推廣產品。 

 

  隨着電子商務愈來愈盛行，廠商會於 1998 年開始與貿易通聯手推出電子貿易服務，讓業界

以 EDI 申請各種簽證。 

 

  雖然經濟低迷，但廠商會仍在 1998 年 10 月及 12 月在廣州和香港舉行工展會（「第三十三

屆香港國際工業出品展覽會」），協助港商拓展本地及海內外市場，尋求出路。 

 

  期內，廠商會亦舉行外訪，到福建省、北京、河北、上海、浙冮、深圳、廣州、汕頭、江

西、江門、台灣等地考察，為會員發掘更多的商機。 

 

回歸後首辦工展會 

 

  1998 年適逢工展會 60 周年，且為回歸後的首屆，該年工展會首次移師中環添馬艦露天廣

場舉行，結果有超過 75 萬人次入場。自此，工展會無間斷在港舉行，成為香港一年一度的盛事。 

 

政策倡議及意見 

 

  廠商會於期內曾就工商業污水、舊式商業樓宇消防措施、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可持續發展

等發表意見。廠商會又於 1998 年與香港工商專業聯合會合作，在新蒲崗進行一項大規模研究，

了解舊工業區工廈的狀況，並收集業主對重建舊工業區的意見，會方在綜合所得結果後向政府

提出多項針對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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