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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查毅超

善用兩地機遇為本地工業注入雙倍動力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新一年財政預
算案，繼續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應對嚴
峻形勢，逆周期措施總承擔額逾1700億
港元。本港受疫情反覆困擾兩年有多，
第五波疫情更為兇猛，百業蕭條，民生

困頓，在這個艱難時刻，政府推出積極、大手筆的逆
周期措施，既是為了紓解民困，更是為了保住經濟元
氣，為未來作投資。不過，疫情仍不知伊於胡底，各
項紓困措施必須及早推出，而且需要因應情況考慮加
碼。更重要的是，預算案既要顧及目前，更要規劃長
遠，各項長遠規劃及建屋計劃，都必須繼續推進，讓
市民看到前景和希望。

特區政府開庫救民
在疫情之下，全世界的經濟體都在大印鈔票、大灑

金錢，刺激經濟紓解民困，以政府坐擁龐大儲備，儲
備千日，正是為了在危急之時有能力開庫救民，保住
香港元氣，為之後的復蘇作準備。在這一份逆周期的
預算案中，相關開支總承擔額1700億元，連同基建、
其他開支，將對經濟產生約3%提振作用，為香港疲
弱經濟注入動力。

疫情之下，本港經濟陷入 「寒冬」 ，消費停頓，百
業蕭條，結業潮、失業潮隨時接踵而至。香港最新失
業率3.9%，但這個數字並未反映當前市況，未來失業
率仍將繼續攀升。面對當前經濟困境，面對社會的信

心危機，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推出大手筆的紓困措施，
絕對有必要。

預算案一方面持續過去的紓困措施，繼續推出多項
紓困措施，包括寬減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物業差
餉；向合資格電力住戶提供1000元電費補貼，另會向
綜援戶發放等同半個月資助金額的津貼，在職家庭津
貼亦會作出類似安排，維持撐民生力度；另一方面亦
作出了更大承擔，包括回應社會期望，推出新一輪消
費券，向合資格18歲或以上市民發放兩期一萬元消費
券，既為市民提供實際的支持，亦為消費市道注入活
水，對經濟將可產生乘數效應。

香港經濟因為第五波疫情元氣大傷，中小企更是首
當其衝，香港中小企是香港經濟的基石，佔企業總數
98%，並僱用了45%的私營企業員工，中小企在疫下能
否保住，不但關係香港經濟，更關係廣大打工仔飯
碗。預算案除了重派消費券刺激市道之外，亦寬減利
得稅、非住宅差餉；減商業登記費；資助非住宅用戶
水費及排污費；延長34類政府收費，寬減政府收費；
寬減適用政府處所合資格租戶；將中小企融資申請期
延長1年等，通過減費及資助，從而降低企業的營商成
本，讓企業有能力捱過疫情，以免出現大量結業潮。

這一連串的措施體現特區政府在財政思維上更加積
極，更加敢於開庫救民保元氣。在面對經濟困難之
時，政府推出逆周期措施是必須的，過去政府由於
「審慎理財」 思維所限，對於 「災年」 時的逆周期力

度往往不足，擔心影響財政穩健。然而，財政儲備本
來就是為了應對困境之用，香港正面對史無前例的疫
情衝擊，更沒有理由守大量資源不用。這份預算案
在紓解民困上基本做到盡心盡力，在保住社會元氣上
也敢於投入，不但減輕市民壓力，更為各界打好這場
「疫戰」 注入了信心和士氣。
預算案不單是政府財政的 「流水帳」 ，更要為香港

的長遠規劃和發展提供資源。這份預算案明確香港須
用好自身優勢，積極拓展龐大內地市場，參與國家經
濟內循環，擔當內外循環 「交匯點角色」 ，聯繫國內
外市場投資者，開拓市場。

預算案並提出發展兩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產業：
一是創科及 「數字經濟」 。港府會設立 「數字化經濟
委員會」 ，並投放 1300 億元。二是聚焦生命健康科
研，政府會再撥出100億元協助臨床試驗等，在落馬
洲港深科技園設 INNO LIFE Tech Hub 創新科研中
心。疫情之下科研醫療產業是全球的朝陽產業，香港
具有發展醫療產業的條件，並與大灣區城市有很強互
補性；香港在金融科技上亦發展成熟，具有發展 「數
字經濟」 的基礎。這兩個產業正是香港融入國家、推
動產業升級的突破點。

預算案在紓困上作出不少投資，但同時香港的房屋
問題依然嚴峻，公屋上樓時間愈來愈長，民生困局並
未有紓解。固然，抗擊疫情是當前急務，但突破各項
民生矛盾同樣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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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紓民困保元氣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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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乎中國內地、美國、歐洲等多地的
先進工業政策，除了發展創新科技、新
興產業外，助本地傳統或人手密集的工
業引入先進數碼化技術、提升價值亦是
重要的產業發展方向，以維持長遠競爭

力和可持續性，並為人民創造更理想的職位。近年，
香港在創科政策上已投入許多資源並漸見成果，產出
不少 「獨角獸」 和先進製造企業；筆者認為，政府應
同時考慮如何有效地助現有的本地工業升級，鼓勵本
地廠商投資本地科研及智能生產技術，善用大灣區作
為香港巿場的延伸，成為 「再工業化」 的支柱，為本
地帶來更多元化的經濟及就業機會。

現時香港廠商約有7000家；本地廠房營運成本高，
願意留在香港經營的多數是仍具有一定本地需求的行
業，例如食品製造、回收及環保業、醫藥用品、印刷
等，對香港民生經濟貢獻不少。然而，不少本地中小
企廠商雖有意升級轉型，但均面對香港巿場小、廠房
用地不足等挑戰。可幸的是，香港現在有大灣區巿場

作為延伸，政府更公布 「北部都會區」 策略提供先進
工業用地。

雖然疫情肆虐環球經濟受挫，粵港澳大灣區GDP卻
逐年遞增，內地九市2021年GDP按年增長7.9%，連
同香港與澳門計算，整個大灣區的經濟增長預料達12
萬億元人民幣，經濟總量只低於全球八個國家。大灣
區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強勁韌性，為本地廠商升級生產
線提供誘因和動力。另一方面，政府去年提出 「北部
都會區」 構思，將會以混合模式發展創科用地，一邊
發展多層工業大樓給中小企開展生產研發，同時批地
予大型創科企業自行興建研發或生產設施，構建匯聚
人才、企業、技術的先進工業生態圈，為本地廠商擴
展規模預留了充裕空間。

就本地工業轉型，工總去年就與德勤合作進行了
一項針對食品工業在本港 「再工業化」 的調研。報告
指出本地廠商對 「再工業化」 表現出積極態度，有
61%的受訪企業已經或計劃在未來兩年將業務拓展至
新興市場，當中更視大灣區為主要市場；並會在部署

智能生產線、產品創新、加速數碼化轉型等方向展開
行動，特別是投資於生產及質檢自動化、預測性維護
等重點關節。香港市場增量有限，但若廠商希望拓展
大灣區業務，必須要進一步打通貿易和銷售門道，及
增進對大灣區食品進口法規、巿場、消費習慣等的認
識。

是次研究以回收及環保業為例，工業界作為循環經濟
的一部分，對本地廢物處理、減少堆填有非常關鍵的作
用。若北部都會區能為行業提供更多大型作業用地，加
上處理過後的塑膠粒或紙漿材料可作為原材料出口至大
灣區的產業基地，相信可以成為更多回收及環保業廠商
投資引入創新科技、先進機器的一大動力。

在巿場和土地兩大有利條件下，本港工業向先進製
造發展的前景明朗，可望重拾活力，並吸引更多年輕
人入行或參與相關科研。我們期望日後政府能更進一
步助業界打通至大灣區的門戶，並從教育入手培育新
一代工業人才，讓工業再度扎根香港，成為經濟、就
業、民生穩定發展的基石。

本周二俄羅斯總
統普京簽署法令，
承認烏克蘭東部的
頓涅茨克和盧甘斯

克為獨立國家，但烏克蘭政府一
直稱這兩個地區為烏克蘭領土主
權的一部分。雙方如此對抗說明
一個事實：即烏克蘭無法維持其
領土完整，必須尋求 「北大西洋
公 約 組 織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援助，這一
來便給俄羅斯製造機會出兵 「保
護」 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普京
以 「維和部隊」 的名義採取軍事
行動，確是一個戰略高招，其高
明的地方如下：

第一，長期以來，西方動輒出
兵干預他國內政，其所用的藉口，正是以維護主權完
整為名，實則出兵保護親西方陣營的勢力，打壓反西
方陣營的勢力。最轟動的便是出兵南蘇丹助成其獨立
建國，因此分裂了蘇丹的主權完整，也因此在當地建
立了一個親西方的政權。這次美國糾同 「北約」 高調
維護烏克蘭索取盧頓兩個地區，此舉的政治目的正是
想借烏克蘭去佔據此兩地區，因為這兩地是俄羅斯航
經亞速海的險要據點。普京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 ，也用維護盧頓兩地主權之名義，派出 「維和部
隊」 也就師出有名。

第二，若烏克蘭在 「北約」 保護下成功脫離俄羅
斯，其他的加盟夥伴也都可以如法炮製，這樣西方
長期以來削弱俄羅斯的目的也就如願以償了！

「北約」 企硬維護烏克蘭的藉口是烏克蘭被俄羅
斯佔據為其 「殖民地」 ，因此高調維護烏克蘭脫離
俄羅斯。如果 「北約」 在烏克蘭得逞，便可用同樣
的辦法，公然分裂其他原加盟國。由此可見，烏克
蘭的案例存在瓦解俄羅斯的威脅。

面對這個威脅，普京想到用反 「殖民地」 的辦法去
反制 「北約」 ，指烏克蘭尋求 「北約」 外援，可見其
無能力維持其獨立，也就因此淪為 「北約」 的 「殖民
地」 。盧頓兩地毅然獨立建國也是 「反殖民地」 的壯
舉，俄羅斯派出 「維和部隊」 也就名正言順了。這一
招之所以高明是令到 「北約」 在烏克蘭的政治企圖無
法得逞，其他原加盟共和國看到了烏克蘭自陷險境，
也就不敢輕易效法了。俄羅斯能借烏克蘭去反制 「北
約」 ，因而化解 「北約」 的威脅，一舉兩得。

第三，俄羅斯使出 「烏克蘭」 這一招，不但化解
了 「北約」 的威脅，同時也可用這一招到世界各地
奉陪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派出 「維和部隊」 以武
力反西方干預內政。西方勢力也因此在後殖民地時
代使用此一招來分裂新興國家，以非洲為例。自
1960年各殖民地建國以來的六十多年，無一不陷入分
裂主權的內亂。肇因正是西方以各種藉口，其中以反
獨裁、維護人權等最為常見，去分裂新興國家；建國
伊始，新興國家無足夠能力去抗衡西方這個戰略攻
勢。如今普京在烏克蘭使用的反制戰略，正可用在世
界各地。西方恐怕要面對俄羅斯的挑戰了！在此值得
一提的是烏克蘭的困境，很值得 「台獨」 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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