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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及零售行業在大灣區發展共融建議 

 

陳議員你好，感謝您一直以來對本會的支持！「香港工商協進聯盟」(官網 www.mcahk.com )宗旨利用創新思

維及務實的執行態度，以實際行動及資源共享優勢，致力推動各行業發展，凝聚新力量，創造新機遇。本會

自創會短短 3 年間，經已招募超過 800 間香港企業成為企業會員，行業類型主要是零售貿易、會展、廣告、

文化、青年發展及各行各業，創造各種機遇及提供各項支援，為中港兩地增加交流及對接；此外，亦透過本

會籌辦的企業文化計劃提升香港企業文化水平。 

 

監於疫情漸趨緩和，中國內地落實與香港通關，香港貿易及零售行業有望加快速度將業務拓展至中國，尤其

是擁有超過 8 千萬人口的大灣區，透過中國政府給與香港人到內地創業及開公司提供的各種資助支援，以及

可利用近年發展迅速的線上平台和各種實體營銷渠道，為港企打通一個極具潛力拓展業務的窗口，達致互聯

互通，推動區域經濟協助發展。 

 

不過窗口需大，但在通過窗口時受到的各種限制及舊有政策而導致很多企業卻步及未能通過，產生樽頸情

況，我們希望分享部份情況及建議方案： 

 

1. 面對文化差異問題 增加風險及難度 

 

港企在大灣區發展必然遇到文化差異的問題，其中包括：1. 日常與內地客戶和員工的溝通，會影響企業的營

商策略和操作方式；2. 在市場推廣方法各有不同，例如香港主要使用 Facebook、Instagram，而內地則常用微

信和小紅書等；3. 因大灣區各地區文化及經營環境有所不同，港企未必能夠稍為準確定立營銷策略和發展方

向，增加經營環境不確定性。 

 

{建議方案} 

 

各灣區政府提供資助、支援及補貼，招攬其他灣區活動營辦商及團體帶領當地企業及市民來臨舉辦不同類型

的展覽、文化交流活動、商業研討會及考察團、各類比賽，以及技術及學術有關活動等，增加兩地居民及企

業互相應知及關係。 

 

一直以來因大灣區粵港澳三地制度不一，經過經濟轉營、現代化、環境變遷，以及中央政府已在 2015 年將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納入國家發展重點之一，有需要正視按階階將三地部份制度融合，在業務及個人發展

上帶來簡便及近一體化，同時在各層面上讓企業及青年創業者多了解當中差異及貼地的營商情況，以及在各

區舉辦不同的活動下，讓企業及市民更加了解灣區當地特式及文化，從而增加信心走進大灣區發展。 

http://www.mcahk.com/


 

2. 商品出口問題 

 

因現時所有商品以正常途徑進入內地時，所需的報關程序和文件是非常繁複，審核時間長，以及沉重的稅項

開支影響，使港企不易將貨品進行內地市場進行銷售推廣，以及因稅項及其他成本問題因而卻步。 

 

尤其很多港商都希望透過參加展覽初步評估公司產品進入內地市場的潛力及了解其發展策略，但都因產品報

關及稅項問題產生重大的障礙；原因是除了參加內地不是以銷售為主的貿易展覽會較容易申報進入內地外，

基本上參加任何公眾銷售貼地接觸消費群的公眾展覽會，都會因報關及稅項問題而令都大部份港企卻步，過

往香港較大型的主辦機構在內地舉辦展覽都一樣遇到這情況，部份參展商有機會以走水貨或其他方式將貨品

帶到內地參加展覽，但這方法存在各種風險，大部份港企都寧願不參展。 

 

現階段國家提倡各項大灣區發展規劃，最少都要讓大灣區共 11 個城市能進行經濟互動，透過一些新政策例如

各種優惠、減免、支援、協助產生 11 個城市的互動互助優勢，讓商業行為更流通。因此，本會建議調教舊有

制度及政策，迎接新經濟環境。 

 

300 間行業意見調查 

 

本會聯繫 300 間以零售及貿易業務為主的香港企業進行意見調查，約 86%企業有意於今年後在內地及大灣區

進行業務發展，其中大半企業都知道貨品出口內地是非常困難、稅項甚高，以及不太熟識方法可以將公司產

品到內地發展；部分有參展過內地展覽會的企業尤其認為將貨品進入內地參加展覽的報關手續是非常困難，

加上要付高昂稅項，寧願不參加，專注在香港繼續尋求生意商機。 

 

{建議方案} 

 

1. 提升大灣區 11 個城市的經濟互動，讓香港企業到內地特別在大灣區各城市參加在當地展覽會，無論是公

眾或業內展覽都能夠利用「簡便貨品出口通道」，包括：簡易報關程序、稅項豁免，以及日後獲得內地買

家合作而建立銷售渠道，可獲得低稅出口優惠(可以是有數量限制或限期)，其後將優勢伸延至全中國。 

2. 除了針對香港企業到大灣區發展外，其他大灣區城市的商品在進入香港進行銷售推廣及發展都需要能夠

獲得優惠及支援，例如各城市對當地企業到香港參加展覽或發展都能提供各種資助支援，產生互動互助

優勢。 

 

 

 

 

 

 



 

3. 香港品牌及香港製造 

 

近年不少港商及年青企業建立自己品牌，無論在設計及成品都是香港製造，甚至有部份品牌在國際上已打響

名堂；不過從我們的會員及零售同業得知，因出口內地無論註冊、報關、稅項等在處理認証、文件手續，以

及所花費的時間較漫長及非常繁複，再加上嚴重的侵權問題，另人卻步，錯失進駐內地十多億人口的發展機

會。 

 

{建議方案} 

 

1. 香港品牌的商品在出口內地尤其大灣區，都能獲得各方面的便利及稅項優惠，甚至進註初期免稅，透過

各灣區政府協助，讓香港品牌得以落地及推廣，配合香港政府提供更清晰指引及介紹、資助及支援，協

助港商到灣區開設公司，以及建立線上或線下的銷售推廣網絡。 

2. 香港及內地政府扶助港商在內地開設工廠及生產線，提供合適設廠地點及各項優惠。 

3. 保護知識版權，特別是針對大灣區內。 

 

 

最後，我們都建議針對青年創業者及在內地開設公司的港人獲得更大的優惠及支援，同時與更多內地及香港

商會團體合作，協助他們產生更多在大灣區參加展覽及灣區內的網上及實體銷售推廣渠道、資助支援及交流

機會，讓年青一代獲得各種途徑認識大灣區及提供踏板讓他們更容易及低成本在大灣區獲得發展機會，慢慢

令他們更容易接受中國，影響他們產生對中國正面想法。 

 

懇請陳學鋒議員能為業界爭取更多支援，增加新政策讓港企更容易及有興趣在大灣區發展，打通大灣區經濟

脈絡，為企業向國家及政府發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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