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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小企對經濟的貢獻 自六十年代起，香港經濟經歷了急速的發展，中小企被視為香港經濟起飛的重要支柱。六、七十年代，香港製造業正值全盛時期，工業區工廠林立；到了八十年代，內地改革開放，不少香港企業家抓緊機遇，在珠三角投資設廠。憑著企業家靈活的頭腦，以及優越的地理位置，今天的香港已經成為內地引進外資、管理、技術，與世界接軌的重要平台。時至今日，香港中小企依然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實在不容忽視。 

 時至今日，中小企業依然是香港經濟的一個重要支柱，約佔本地企業總數的 98.2%，亦佔私營機構僱員人數約 48%。香港的中小企業本身不但在本地稅收和就業等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健康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資源再分配方面亦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經過內地三十年來的開放，香港中小企面臨多方面的挑戰。雖然，服務業的集聚使得近年香港經濟發展蓬勃，漸漸蛻變成地區乃至世界的一個經濟中心，已成為一個頗具規模的世界城市。然而，在世界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要具備多個經濟增長點才能提高一個地區的經濟免疫力，才能從容面對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尤其是香港這樣的外向型經濟體系。現時有專家警告，香港在某些行業上已出現大企業壟斷的局面，中小企業經營環境日益困難。根據政府統計署資料，受僱於中小企業的人數佔總勞動人口的比例由 2004年的 50.7%下降至
2009年的 48%。而 1998年、2003年以及 2008年所發生金融危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們：若缺乏多元化發展，香港經濟就會更動盪，難以抵禦下一輪的金融危機。  

 香港中小企發展的現狀及挑戰 

 現時香港中小企業的發展不但要面對來自國內外的競爭和經營成本上漲的挑戰，更受制於政府全力支持六大產業政策帶來的結構性資源分配問題。試問有多少中小企能受益於以上政策呢？在經濟出現問題，中小企最需要資金支持時，銀行不但不能加大力度支持中小企融資以渡過難關，反而收緊信貸，令飽受財務困擾的中小企雪上加霜。然而，在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下，貸款不成比例地流向大企業卻是殘酷的現實。即使於經濟緊縮期內，政府為鼓勵銀行對中小企批出貸款而扮演擔保的角色，成效顯著但受惠者十分有限。工業貿易署數據顯示，自 2008年 11 月 6日「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推出加強措施後，截至 2010年 11 月
19日，獲批的信貸保證申請數目只有 2,339個，佔香港中小企總數二十八萬的不足百分之一。累積的獲批貸款額為 94.6 億元，平均每間企業貸款額為四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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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香港的經濟實在太過倚賴金融業。而對於實質創造財富的製造業卻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從工業貿易署網頁上所公佈的政策資訊只有｢貿易政策｣而不見｢工業政策｣，政府對工業的放棄心態就可見一斑。其實，從各國的產業分佈結構數據可見，各個成熟經濟體系，大如美國，小如新加坡，對高增值製造業都寄與相當大的期望。根據 OECD 二零零八年報告（OECD-Eurostat EEIP Programme, p.19），高增值製造業和服務業佔 GDP的比重是十分接近的。與香港政府不同，各國在資金、技術等方面向某些高增值行業採取政策傾斜。我們不禁要問，以金融服務業帶動的一元經濟體能否持續增長，能否帶領香港迎接全球化經濟的挑戰？ 

 現時國內市場備受追捧，似乎仍是商機無限，但事實上港商日益受到限制。首先，許多地方的市場受山頭主義影響，貿易保護依然嚴重，港商即使進入投資亦難有大作為。其次，港府對內地辦事處投入力度不足，實在難以協助港資企業發展。面對如美歐等傳統海外市場受經濟周期不穩定性影響，港商發展空間日窄；貿發局對協助中小企開發最有潛質的，如巴西、俄羅斯和印度等新興市場的迫切性要有清晰的認知。政府更應研究成立獨立部門，直接及全面統籌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支援。 

 香港經濟正面臨跨行業壟斷、抵禦周期性打擊能力低、難以應對大企業資金轉移、跨代貧窮與在職貧窮、缺乏創業機會與社會晉升階梯大不如前等挑戰。如果政府能就中小企業發展作出長遠規劃及制定政策，幫助解決中小企業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則作為經濟重要一環的中小企業勢必可成為香港經濟中一個亮點，並幫助改善以上的問題，改善香港未來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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