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國鈞議員 JP 鈞鑒  

代表會展業、廣告業及資訊科技界別提請訴求 

 

你好！我們是「香港工商協進聯盟」(官網 www.mcahk.com ) 創會會長 吳日峰先生和創會主席 張維樂先

生，近期接收到不少業界聲音和意見，希望我們商會能夠協助他們向政府提出請求，透過更多的保障及援

助，拯救很多面臨倒閉及預期未能渡過這次難關的企業。 

 

自 2019 年中反修例事件令社會動盪，以及緊接新型冠狀病毒肆虐香港及全球，令市民及各行各業都過得十分

艱難，經歷史無前例的考驗；一眾會展業、廣告業、活動制作及資訊科技界別等行業，無論年資長短，都因

生意需求停頓了，受盡從沈重打擊，實在無法繼續經營，甚至結業。跟據業界提供資料顯示，由 2019 年 6 月

至今生意每況愈下，業績對比往年下跌達 9 成，甚至部份企業由於暫停了一切會展及商場活動，大半年業務

停頓了，但實際基本營運資金包括租金及薪酬仍需支付。業內企業規模萎縮，導至部份從業員停薪留職，陷

入半失業或完全失業狀況。僱主除了要解決本身公司營運開支問題外，有關早前申請的公司貸款也相斷被追

討，陷入困境。政府早前公布的“防疫抗疫基金”的支援對於被迫停頓業務的企業來說，可以說作用不大。 

 

非常感激張國鈞議員真誠關心工商業界，提出各種建議協助不同界別。但因行業眾多，未必能夠全面照顧到

每個行業。就會展業、廣告業、活動制作及資訊科技界別等行業，公司註冊數目達數千間，規模由一人至數

百人不等，而每月營運資金約數萬至數百萬，為了拯救業界，我們商會收集業界意見後提出多項建議，深信

能夠有效改善現有經營狀況，減少連環倒閉潮風險，避免帶來更惡劣的後果： 

 

建議方案： 

 

建議一 有關會展業(包括展覽及活動主辦機構，以及其他服務供應商，包括搭建、印刷及周邊行

業)、廣告業、活動制作及資訊科技界別持商業登記証的公司，每間獲發港幣 10 萬元資助

金額，與早前政府對食肆營運中持牌人的資助相近。 

 

備註： 

1. 有關會展行業的現有補貼僅集中在主辦機構未來項目的資助費用，這樣無法直接幫助到

現時狀況。 

2. 香港貿發局 2016 年的研究表明，會展業在我們的供應鏈中提供了相當於 77,000 名勞動

力的就業機會。其他行業，例如涉及大量兼職工人的建築行業，已經從先前的在抗疫基金

獲得了補貼或某種形式的資助，但我們的行業不包括在內。政府應該關注，因為服務提供

者直接或間接僱用的臨時僱員不包括在保就業計劃中。 

 



 

建議二 對多項可申請基金資助的項目簡化申請手續及程序，例如：中小企市場推廣基金 

、遙距營商計劃、科技券及 BUD 專項基金等等。 

 

多間企業反映近期申請遙距營商計劃的程序十分混亂，批核人員的人手不足及不熟悉相關

行業的關係，導致估算申請項目之合理價值有很大偏差及批核過程緩慢，甚至岀現多次發

電郵給申請者補交同一樣文件，過程不斷重複及不斷作出修改，令申請者非常混亂，相關

申請項目亦一再推遲，至今接近 4 個月仍未批出金額，在疫情下跟本未能發揮相關基金推

出的作用及原意，建議修改或增加審批程序透明度，令供應商可提供更多行業資訊令審批

過程更順利進行。 

建議三 強積金戶口可提取備用現金，上限為港幣 10 萬元。 

建議四 保就業計劃資助額外增加 3 個月或 6 個月（現在為 6 個月），並放寬申請企業之申請要求

為強積金於 2020 年 6 月 1 日或之前開戶公司都符合資格申請。 

建議五 政府百分百擔保融資計劃申請租金及人工增加至 1 年（現有為 6 個月），並為已申請之企

業提供第 2 次申請機會。 

建議六 增加就業職位，為企業提供新增職位資助，新增職位可享政府補貼人工之 30 至 40%, 為期

半年。 

建議七 租金補貼：寬免差餉、地租及提供管理費資助，以上 3 項之支援所需資料由業主提供給租

戶，由租客向政府申請，而申請後之金額直接支付給租戶，使租戶在不需要苦求業主下都

可變相減租，令租客受惠，而業主亦必須簽署承諾書一年內不得加租！ 

建議八 在會展業方面，原有主辦機構在租用會展及亞洲博覽館可獲得豁免租金資助，擴大至在其

他場地例如商場及戶外場地舉行中小型展覽、展銷及公眾活動時都可申請租金資助，讓更

多業內各部份的中小企受惠。 

 

懇請張國鈞議員能為業界爭取更多支援，代表我們一眾正處於危難中的企業向政府發言，感激。 

 

香港工商協進聯盟 

Manufacturers and Commercial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吳日峰 創會會長 

張維樂 創會主席 

2020 年 9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