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及林鄭月娥上任一年以來的表現，香港中小型企業總
商會會長巢國明的評價，是 「遠勝預期，務實又果斷，處處
證明她對香港有承擔，絕對是一位真心做實事的好特首。」
他坦言，由於林鄭月娥過往的公職生涯中，均未能任職財金
部門，故不少商界中人，擔心她上任後政策會傾向福利主義
，以 「派糖」來籠絡人心。然而，從林鄭月娥敢於推出利得
稅兩級制一事，令人佩服其勇氣和果斷作風。

「以前都有特首講過要減利得稅，但最終連影都無埋，
今日只有林鄭月娥能頂住壓力、不計個人得失去做，證明她
明白到中小企的經營苦況，亦明白到搞好中小企，香港經濟
自然會更好的道理。」提及利得稅兩級制，巢國明對林鄭月
娥只有一個 「服」字，是一位真心做實事的好特首，並指在
她領導下，對香港前景更有信心。

近十萬家企業受惠
按有關建議，若實施利得稅兩級制，有限公司首200萬

元應課稅的稅率將會減半，由16.5%降至8.25%，其後即變回
16.5%，每家企業最多可省稅16.5萬元。巢國明表示，在租金
及工資高企的雙重壓力下，很多初創和小企業都在 「捱世界
」，相信不少利潤都在200萬元以下，故節省到16萬元稅款
，已經幫到一大筆。因此，利得稅兩級制絕對是初創和小企
業的佳音。

據估計，利得稅兩級制將令近10萬企業受惠，而庫房料
每年少收58億元，香港中小企商會聯席主席羅少雄表示，現
時庫房 「水浸」，即使一年少收58億元，絕不會影響到政府
的財政穩定，但卻幫到好多中小企喘一口氣，絕對是除笨有
精。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則認為，減輕中小微企稅務負
擔，可容許他們將賺取到的微利進行再投資，有機會將業務
做大做強，而且亦將加強香港營商環境的綜合實力，可以吸
引更多海外公司來港設立公司。

「林鄭月娥在參選行政長官的政綱中曾提出的利得稅兩
級制，上任後即履行競選承諾，對中小企來說，絕對是一大
好消息及德政，亦證明佢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因此贏得很多
港商的肯定和讚賞，亦慶幸香港有個叻人來做特首。」郭振
華高度評價林鄭月娥，形容她是一位有抱負、有理想及有能
力的領袖。

鞏固優勢兼建創業天堂
郭振華強調，香港具備法制完善、通訊及出入境自由、

基建發達、治安良好、政府行政效率高及廉潔等優勢，且為
全球金融中心及商貿中心，加上背靠內地這個龐大的市場，
因而被很多初創企業 「睇中」，將香港視為創業的首選之地
。他透露，利得稅兩級制消息公布後，有意在港創業人士數
目激增，加上政府及相關團體積極協助初創企業，相信假以
時日將令香港變成創業天堂，亦有利鞏固香港作為區內商貿
中心地位。

對於林鄭月娥給人 「好打得」的形象，但經常接觸林鄭
月娥的郭振華認為，以剛柔並重來形容林鄭月娥更適合，因
為她遇事總能迎難而上，做事講道理之餘，亦能顧及他人感
受，真正做到情理兼備。

海外市場乍暖還寒，加上工資、租金等連年
上漲，中小企經營壓力沉重。有見及此，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上任後，新班子過去一年積極推出扶
助中小企的措施，特別是利得稅兩級制，及加碼
中小企資助計劃，前者令每家企業最多可省稅
16.5萬元，大大增強中小企的競爭力，後者鼓勵
中小企更主動開拓新市場，因而贏盡掌聲。商界
人士認為，相關措施有利鞏固香港作為區內商貿
中心地位，並形容林鄭月娥能虛心納諫聆聽商界
聲音，是一位真心做實事的好特首。

扶持中小企 商會讚務實又果斷
推利得稅兩級制 向多個支援基金加碼

中美貿易關係持續緊張，美國擬對
總值約500億美元中國貨品加徵25%關稅
，而中國亦有意對同等同金額的美國貨
加徵25%關稅。商會人士指出，由於中
國內地與美國是香港最大兩大出口市場
，若兩國爆發貿易戰，料部分買家為免
付關稅而取消訂單，屆時將打擊香港出
口表現，而保險、銀行、運輸等行業亦
受拖累，冀特區政府保持警覺性，必要
時向中小企提供更多支援。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巢國明
表示，中小企對香港經濟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現時香港中小企數目達33萬家，
佔全港企業數目逾98%，共聘用約46%的
私營機構僱員。因此，中小企的興衰對

香港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他說，不少
出口商擔憂爆發貿易戰，美國買家將取
消訂單，或以各種藉口為由而要求延遲
付運，屆時情況將不堪設想。

面對各項不明朗因素，巢國明坦言
，香港作為兩國貿易的重要轉口港，根
本無法獨善其身，故港商必須關注事態
發展對企業營運可能帶來的影響，及早
做好適當部署。短期而言，應盡快聯絡
在東盟等地設廠的同業，以便需要時可
將生產外判出去。

談及特區政府的應對措施，巢國明表
示，自中美貿易關係轉趨關張之後，商經
局及工貿署等官員，經常與商會保持密
切聯繫，以了解企業最新情況，並指相

關官員已十分勤力，亦明白到在中美兩
大國之間，特區政府官員已盡力而為。

巢國明指出，買家和廠家可能就分
擔關稅一事出現矛盾，若買家不願承擔
關稅，或會千方百計以各種藉口為由，
挑剔產品有問題而拒收，屆時港商遇上
訴訟問題。「聘請美國律師山長水遠來港
，律師費一定係天文數字，一般港商根
本無力負擔，若政府肯出錢請律師，為
港商指點迷津，簡直係雪中送炭，若港
商捱過咗難關，一定對政府大大加分，
將來亦會更願意投資香港，因為大家知
道政府係撐我哋。」巢國明認為，貿易戰
可能帶來很大的影響，故非常時期，特區
政府應用非常手段，才能真正幫到港商。

貿戰在即 冀政府有非常手段助港商

自金融海嘯重創歐美經濟後，不少中小企有意藉
開拓新興市場及發展品牌，以分散風險。近年政府在
支援中小企上着力甚多，特別是早前提出向 「發展品
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及 「中小
企業市場推廣和發展支援基金」分別注資15億和10億
元，是基金成立以來首次，亦將 「專項基金」資助地
域範圍由中國內地擴大至東盟，以及將 「推廣基金」
的企業累計資助上限由20萬元增至40萬元。這些加碼
措施能實際幫到中小企，鼓勵他們更積極開拓新興市
場。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表示，政府 「加碼」支
援中小企，證明政府對中小企的重視，這些資金能支
持中小企 「走出去」，更積極開拓新興市場。 「歐美
等傳統市場競爭不斷加劇，大家都知道要去開拓新興
市場，貿發局舉辦了很多訪問團，但參加這些活動花
費不少，令一向缺水的中小企很頭痛，而增加資助正
好讓他們放膽出去拚。」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巢國明形容，中小企
仿如初生幼苗，需要當局悉心支持才能茁壯成長，故
政府的 「加碼」措施十分有用，增加了中小企申請基
金的意欲，而 「推廣基金」上限倍增，能令中小企更
積極參與展覽、推廣等，對擴大業務有好處。他提及
，將專項基金資助地域範圍由中國內地擴大至東盟，
正好配合國家力推 「一帶一路」倡議，因現時香港中
小企對於在越南、緬甸及印尼等投資興趣甚濃，擴大
資助的地域，令他們更積極到當地找商機。

「按優化後計劃，企業累計資助上限，可由50萬
增至100萬元。對於一般中小企來說，100萬元可能是
一個天文數字，可以做很多活動。以參展為例，是業
界接觸客戶最直接及最有效的方法，但參展費用動輒
數萬元，只能選擇一些較具規模的展會參展，加碼資
助將令業界更積極參展，從而獲得更大商機。」巢國
明強調說。

注資兩基金
助企業拓疆域

近年特區政府推出各項支援中小企措施，令不少
企業受惠，但至今仍有部分企業不知從何入手，呼籲
政府加強宣傳工作。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透露，
從會員企業的諮詢顯示，很多受訪企業表示，眾多政
府資助計劃中，不知道哪項最適合本身企業申請，也
有企業反映，雖然知悉有關計劃，但由於中小企資源
非常有限，大多未能撥出人力物力去處理繁複的申請
程序，因而沒有申請。

郭振華建議，當局應為所有企業資助計劃開設跨
部門的一站式諮詢服務。企業只要說明所需，有關服
務可介紹合適的計劃，並提供全面支援，包括如何填
報申請表格，以及要呈交的文件清單。同時，工總也
建議當局盡快審視各項支援計劃的申請流程，也應善
用科技，盡量簡化手續及表格，減省非必要的申報及
資料，避免中小微企因申請程序困難而卻步。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巢國明亦表示，部分
申請程序繁複而令人卻步，特別在填寫申請表及採購
程序報價很費時，希望當局能簡化申請手續及時間，
並建議設立非正式的初審制度，讓相關人員在初審時
指出申請問題，以便增加正式申請時的成功機會。

申請手續繁複
冀減省程序

營 商 環 境 篇
大公報記者 李永青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減輕中小微企稅務負擔，讓他們將賺取到的微利進行
再投資，有機會將業務做大做強，而且亦將加強香港營商環境的綜合實力，可以
吸引更多海外公司來港設立公司。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巢國明：林鄭月娥在參選行政長官的政綱中曾提出的
利得稅兩級制，上任後即履行競選承諾，對中小企來說，絕對是一大好消息及德
政。

•香港中小企商會聯席主席羅少雄：即使推動利得稅兩級制，一年令政府少收58億
元，絕不會影響到政府的財政穩定，但卻幫到好多中小企喘一口氣，絕對是除笨
有精。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回應到中小企訴求，有助提高香港競爭力。

•畢馬威香港區管理合夥人劉麥嘉軒：有助提升香港競爭力，除了利及本地中小企
，亦有利香港發揮 「超級聯繫人」 的角色，吸引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 的投資者
來港發展。

▲郭振華建議政府為所有企業資助計劃開設一站
式諮詢服務 大公報攝

▲新稅制令近十萬家中小企業受惠

▲

羅少雄表
示，庫房一
年少收幾十
億，對政府
的財政不會
有什麼影響
，但對中小
企幫助很大

大公報攝

▲巢國明認為，貿易戰可能帶來很大
影響 大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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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班子一周年

近年政府支援中小企部分措施
•向「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專項基金）注資15億元。

•向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和發展支援基金」 注資10億元。

•將 「專項基金」 下的企業支援計劃的資助地域範圍由內地擴大至東盟；資助企業
推行拓展內地和東盟市場項目，而這些項目的資助累計上限各自為100萬元。

•將「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企業累計資助上限，由20萬元增至40萬元，並取消
現時最後五萬元資助額的使用條件限制。

•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至2019年2月28日。

•自2018/19年度起的五個財政年度向貿發局增撥合共2.5億元，協助香港企業把握
「一帶一路」 和大灣區機遇、推動電子商貿，並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高端會議展覽
及採購中心的地位。

各界對利得稅兩級制之意見

▲政府對中小企推行利得稅兩級制，大大減輕企業經營成本

▲推行利得稅兩級制，政府庫房每年少收58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