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發新冠肺炎影
響，近期不少食肆的
生意額急跌五成。

香港中小型企業
總商會副會長劉定志表示，去年修
例風波令訪港遊客人數大幅減少，
影響整個餐飲業生意。直至去年底
，社會氣氛稍為緩和，在年初一至
年初三，部分食肆的生意額明顯增
加。但其後爆發新冠肺炎，特別是
內地疫情越趨嚴重，本港確診個案
增加，以及出現 「打邊爐」 互相感
染事例等，市民不願外出光顧食肆
，餐飲業的生意額急跌五成，並再
次面臨困境。

劉定志認為，目前的情況比
2003年沙士更嚴峻，雖然政府已
設立25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但餐
飲業每月要支付昂貴租金及工資，

基金究竟何時才能落實相關細節？
若能在2月份內資助到經營困難的
企業，或許有所幫助；若要用上3
至4個月才正式實施，不少食肆就
可能因難以維持，並要選擇結業。

劉定志希望政府能推出更多紓
困措施，目前本港最大的問題是大
家也不願意消費，沒有了外來遊客
，本港市民也不願外出，若情況持
續，除了餐飲業外，其他行業在骨
牌效應下也會受影響。劉定志表示
，香港可效法內地的小區管理，硬
性規定港人在特定時間內不能外出
，比如18天，若在限期過後沒有新
確診人數出現，這給外界證明了香
港已不是疫區，政府可以開始重新
鼓勵市民外出消費。至於受影響的
企業，港府應提供資金援助，讓它
們更快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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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開放資歷配對，讓資歷學歷
互認，讓港人有機會到外地發
展，反之本港亦能容納更多國
際人才

林宣武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
兼香港付貨人委員會主席

期望政府能支援企業
的短期資金鏈，如提供短
期無抵押貸款擔保、降低
企業利得稅50%

莊子雄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

政府可考慮延遲、減低、或
免收多項稅收，甚至提供貸款或
資金度過困難時期。對商界而言
，政府可考慮提供免擔保或免利
息貸款，延長還款期限，租金優
惠等等

陳鑑光 香港模具及產品科技協會
理事長

新冠肺炎肆虐，重創香港經濟，多名
商界代表均期望，港府必須以破格思維救
經濟，建議派發消費券來振興疲弱的市況
，但對金額意見不一，由6000至10000元
不等，並有提議透過八達通入錢給市民。
同時，面對當前低迷的消費市道，呼籲政
府必須盡快出招救市，否則為時已晚。另
外，因疫情影響，貿發局將3至4月的11
個展覽延期，令港商接單
大受影響，故商界呼籲政
府將利得稅率減半，以助
渡過難關。

經 濟 透 視
大公報記者

李信（文） 林少權（圖）

救市需破格 商界籲派發消費券
經濟重創 支援措施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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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生意額腰斬 慘過沙士
水深
火熱

貿發局已公布延期的展覽
展覽／論壇

香港國際珠寶展
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
香港國際春季燈飾展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
國際資訊科技博覽
香港家庭用品展
香港國際家用紡織品展
香港時裝節
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
香港禮品及贈品展

香港國際影視展

資料來源：貿發局網頁

原定
舉行日期

3月2至6日
3月4至8日
4月6至9日

4月13
至16日

4月20
至23日

4月27
至30日

3月25
至28日

最新安排
舉行日期

5月18
至21日

7月25
至28日

8月27
至29日

舉行地點

亞洲國際
博覽館

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

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

香港模具及產品
科技協會理事長陳鑑
光表示，自年初開始
，疫情剎停全部大型

活動，展覽業首當其衝，直接影響
整體生態環境包括場館租用、主辦
單位、裝潢設計、運輸安裝、策劃
廣告、餐廳保安等。假如香港長期
停止展覽，客戶有可能轉往別處，
業界將來要花更大力氣和更多時間
，以重新吸引或邀請客戶來港。

陳鑑光認為，政府及相關主辦
單位必須審時度勢，制定中長線策
略，維持香港在國際展覽的角色和

形象，提早計劃復甦工作。他指，
內地展覽業發展強勁，香港要找到
自己的定位。現時香港展覽業雖然
配套完善，但費用高昂，港府應定
下時間表，清晰說明下一步發展。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莊子雄認
為，若疫情持續持續到3至4月，展
覽應會取消或延遲，因為即使繼續
但無客來。他表示，難以估計展覽
生意佔中小企業的訂單比例，但肯
定會受到影響，故希望政府推出更
多措施支援及幫助中小企，例如設
立展覽支援基金，補助參展商，免
費請客商來港參展等。

展覽業停擺 盼設基金援助
重振
行業

為了解疫情對港商的影響，大公報昨舉辦研討會
，邀請香港各行業翹楚分享對當前形勢的見解。香港
中小型企業商會會長巢國明表示，疫情令香港百業不
振，對餐飲、旅遊、零售、酒店等行業的影響較大，
且市民減少外出消費，加深市況蕭條，該會和香港商
界已多次向政府建議派發消費券，但當局反應一般。

巢國明表示，若在2至3年前，他也不會支持派發
消費券，但目前情況急速惡化，政府必須放下既有的
處事思維，冀財政預算案能推出消費券，才能鼓勵市
民多消費，以振興經濟。 「企業真係等不了，等多一
周只會有更多企業結業，真係十萬火急，且財政儲備
雄厚，可向每人派10000元消費券，要求半年至1年內
使用，且只能用於本港，這才能真正幫到中小企。」

倡每人派六千至一萬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副會長劉定志亦建議，政

府可透過八達通等派發消費券，以確保市民需留在港
消費，只可惜港府對派發消費券的意欲不大。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莊子雄表示，在1年前對派錢
會有些保留，認為政府財政應用於長遠方面，如教育
、科研、基建等，但目前氣氛已大為不同，要創造氣
氛鼓勵消費，雖然消費券亦有技術問題，惟政府真是
沒有太多選擇，以往派過6000元，現時所以不論消費
券金額是6000元、8000元，甚至10000元都好，支持
經濟的措施必須要快。 「政府的動作總是遲兩日，若
能早兩日，得分便高好多。」

冀利得稅減半 津貼MPF供款
另外，每年3至4月為香港展覽旺季，但因應疫情

影響，貿發局將3至4月的11個展覽，延期到5月、7月
及8月份（見表）。莊子雄認為，有關影響甚大，難以
估計實際損失，目前希望能政府能夠支援企業，例如
為企業提供短期無抵押貸款擔保、降低企業利得稅
50%、政府津貼企業及員工的強積金供款等。此外，
由於企業失去本地的展覽旺季，莊子雄亦希望政府撥
出特別資金，支持各中小企參展商的費用，也期望政
府在2020年度，能夠將BUD專項基金的涵蓋範圍擴展
至全球，讓更多香港企業能到世界各地推廣業務。

除了疫情影響外，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兼香港
付貨人委員會主席林宣武認為，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
問題，社會必須有共識，讓有限的外地勞工去填補香
港無人願做的崗位。同時，面對目前困難時間，當然
希望本地人才留港，但期望外國能認可香港資歷和學
歷，讓港人有機會到外地發展，同一道理，冀香港可
容納更多國際人才，令香港創造機會。 「香港要想一
些創新些的辦法，不怕畀人罵。」

展望香港未來的
出路，香港工業總會
副主席莊子雄認為，
目前香港最大的問題

，是市民不相信政府，使政府施
政非常困難。他解釋指，政府反
應不夠快，未能迅速回應社會問
題，也使市民的不安和不滿累積
，近期各大商會均多番表示，香
港米糧供應充足，但市民仍搶米
搶廁紙，就是不信任的問題。

要突破，就要有 「破格思維
」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副會
長鄭蕾舉例，近期銀行推出 「還
息不還本」 政策正是一例。他笑
說， 「其實諗深一層，還息不還
本係搵笨的」 ，因為在不還本下
， 「400萬貸款，遲還1年本，最
後要供多14萬」 ，所以推出 「還

本不還息」 才是最好的。
鄭蕾指出，有關消息公布後

，市民間的認受性其實很高，認
為銀行真的在 「幫手」 ，而且，
對一間銀行來說，能夠作出這種
決定其實很難，但 「喺中銀帶頭
下，其他銀行都照跟」 ，帶出一
種共同渡過難關的感覺，因此，
鄭蕾認為，目前香港最需要的，
就是這種創新思維。

鄭蕾又指，近期各行各業在
與政府交涉中，或向政府申請各
種東西時，都會遇到不同的困難
，希望政府能在目前情況 「特事
特辦」 。他笑說，現時市民對政
府 「信心已經無得再輸，再做差
啲都無得再差，已經係咁差，橫
掂都無得輸，點解唔可以諗啲
Creative（創意）嘅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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