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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政府當局目前為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推行的
一系列支援措施的最新背景資料，包括 3 項中小企業資助計劃 (即
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信貸保證計劃")、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市場推廣基金")及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發展支援基金"))，以
及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計劃("擔保計劃")及其特別優惠措施。本文件
亦提供有關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專項
基金")的最新背景資料，並綜述委員在過往討論該等課題時表達的
意見及關注。 
 
 
背景 
 
2. 現時本港共有約 33 萬家中小企，1 佔全港企業總數逾 98%，
合共聘用了約 46%的私營機構僱員。2 因此，中小企的蓬勃發展與
商業表現對本港經濟的發展尤為重要。多年來，政府當局一直因應

當前的經濟環境，透過多項資助計劃協助中小企，以支援其持續

發展。 
 
 

                                                 
1 根據工業貿易署("工貿署")提供的資料，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指任何從事製造
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 100 人的企業；或任何從事非製造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
50 人的企業。  

 
2 工貿署提供的數字更新至 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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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資助計劃 
 
3. 為協助中小企取得融資、拓展出口市場、提升人力資源及

提升競爭力，政府當局在 2001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 月期間成立了
多項中小企業資助計劃，分別為信貸保證計劃、3 市場推廣基金、4

發展支援基金5 和中小企業培訓基金6。在 2008 年年底，政府當局
進一步推出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信保計劃 ")，由政府提供信貸
擔保，為個別企業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提供信貸保證，以協助企業向

參與計劃的貸款機構 ("參與貸款機構 ")取得貸款，用作支付一般
業務用途的開支，解決資金周轉問題。信保計劃後來於 2010 年
年底完結。7 
 
4. 為協助中小企業把握經濟機遇和提升競爭力，財政司司長在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8中宣布就市場推廣基金及發展支援基金推

                                                 
3 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旨在由政府提供信貸擔保，協助中小企向參與計劃的
貸款機構取得貸款，用作購置營運設備及器材，以及營運資金。每家中小企

可獲得的保證額為獲批貸款額的 50%，最高為 600 萬元。信貸保證額可運用於
營運設備及器材貸款與營運資金貸款。保證期最長為 5 年。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累積申請數目為 33 995 宗，當中 30 968 宗獲得批准，批出資助金額逾
520 億元。  

 
4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直接資助中小企參與出口推廣活動，包括參加本地或
境外貿易展覽會、外地商業考察團，以及在以出口貿易市場為目標對象的印刷

貿易刊物或貿易網站上刊登廣告，從而鼓勵企業擴展出口業務。每宗成功申請

最高的資助額為申請企業就有關活動繳付的核准開支總費用的 50%或 5 萬元，
以較低者為準。截至 2018 年 2 月 23 日，累積申請數目為 254 820 宗，當中
215 479 宗獲得批准，批出資助金額逾 32 億元。  

 
5 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旨在資助非分配利潤組織推行項目，以提升香港中小企
整體或個別行業的競爭力。每個獲批項目最高可獲發展支援基金資助 500 萬
元，或該項目獲批支出的 90%，以金額較低者為準。獲資助機構須自行承擔
項目總支出的 10%，形式可以是現金、實物或贊助。每個項目必須於 3 年內
完成。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累積申請數目為 1 142 宗，當中 284 宗獲得
批准，批出資助金額逾 3 億 4,500 萬元。  

 
6 中小企業培訓基金("培訓基金")於 2002 年 1 月推出，旨在資助中小企僱主和
僱員報讀與本身業務有關的培訓課程。由於培訓基金與其他可獲政府資助的

中小企僱主和僱員培訓和教育計劃有很大的重疊之處，因此政府由 2005 年
7 月起已停止接受新的培訓基金申請。  

 
7 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在特別信貸保證計劃下，合共有 39 275 宗申請獲得
批准，批出貸款金額逾 940 億元。  

 
8 財政司司長亦宣布向香港貿易發展局自 2018-19 年度起的五個財政年度增撥合
共二億五千萬元，協助香港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 )把握"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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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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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下列改善措施： 
 

(a) 為市場推廣基金及發展支援基金注資10億元；及 

(b)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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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萬元資助額的使用條件限制。 

 
過往的討論 
 
5. 政府當局曾在 2015年 6月 16日的會議上，向工商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簡介其建議，即向市場推廣基金及發展支援基金
注資 15 億元；將發展支援基金每個項目的資助上限，由 200 萬元
增加至 500 萬元，並將每個項目的執行年期上限由 2 年增至 3 年；
以及擴大市場推廣基金的資助範圍，以涵蓋更多種類的出口推廣

活動。上述建議獲事務委員會支持，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在
2015 年 7 月 17 日批准撥款。政府當局又在 2017 年 4 月 18 日及
10 月 17 日向事務委員會匯報這些中小企資助計劃的最新推行
進度。議員提出的意見及關注綜述於下文各段。 
 
6. 在 2015 年 6 月 16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關注到，
市場推廣基金的申請宗數由 2010 年的 27 000 多宗，降至 2014 年
的 17 000 多宗。政府當局表示，由於自 2008 年年底環球金融海嘯
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後，傳統歐美出口市場表現疲弱，中小企在進行

出口推廣時更加謹慎，或減少推廣活動。政府當局亦觀察到，隨着

使用互聯網進行推廣出口活動的技術發達和普及，中小企採用傳統

方式進行出口市場推廣活動有所減少。 
 
7. 委員又關注到，發展支援基金的申請成功率偏低 (在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間，僅有 50%的申請獲批)，並詢問發展支援
基金的目標與專項基金的目標是否有重疊之處 (有關專項基金的詳
情，載於第 21 至 37 段)。政府當局表示一直有鼓勵非分配利潤組
織申請發展支援基金，尤其是工商組織。申請被拒的申請者會獲告

知被拒的原因，並會獲安排與有關方面舉行會議，以助申請者按其

意願修改申請並再行提交。不少被拒的申請最終都獲批准。政府當

局進一步解釋，專項基金的企業支援計劃旨在幫助本港企業開拓及

發展內地市場，而專項基金的機構支援計劃則向非分配利潤組織提

供資助，以推行有助香港企業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地內銷

市場的項目。另一方面，發展支援基金向非分配利潤組織提供資

助，以推行可提升中小企競爭力的項目，包括開拓海外市場，並且

沒有任何地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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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2017年 10月 17 日的政策簡報會及會議上，政府當局察悉
委員建議，對於關乎 "一帶一路 "的出口推廣及商業考察活動，應
提高市場推廣基金的資助金額；以及放寬該資助計劃的限制，使其

更具彈性；根據有關限制，資助金額中最後的 5 萬元資助額，必須
用於參與企業未曾獲基金首 15萬元資助額資助的出口推廣活動。 
 

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計劃 
 
9.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按揭證券公司")在 2011 年 1 月 1 日
推出擔保計劃；該計劃由市場主導，並以自負盈虧方式運作，旨在

協助香港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 )取得融資，以應付業務需要。在擔保
計劃下，按揭證券公司就企業從參與貸款機構取得的核准貸款提供

最高七成的信貸擔保。參與貸款機構/企業須繳付擔保費。每筆

貸款的利率均屬參與貸款機構的商業決定。 
 

10. 鑒於外圍經濟環境不明朗，為協助企業(特別是中小企)解決可
能因信貸收緊而面對的信貸緊縮問題，政府提供總數 1,000 億元的
信貸保證承擔額，供按揭證券公司於 2012 年 5 月 31 日在擔保計劃
下推出有時限的特別優惠措施9。在特別優惠措施推出後，企業可獲

提供八成信貸擔保，而擔保費亦大幅降低。 
 

11. 由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政府把措施的擔保費年率降低一成，
並取消了措施 0.5%的最低擔保費。 

 
12. 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原定為 9 個月，至 2013 年 2 月底止。
鑒於外圍經濟環境充滿挑戰，政府五度延長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

施的申請期至 2018 年 2 月底。為進一步協助中小企提升競爭力，
財政司司長在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延長擔保計劃下特
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至 2019年 2月 28日。 

 
13. 據政府當局表示，特別優惠措施的整體成功申請率偏高(截至
2017年 2月 28日，比率高達 99.3%)，顯示措施能有效協助中小企
取得銀行貸款。此外，特別優惠措施有助降低借貸成本，在特別優

惠措施下獲批的貸款，平均總借貸成本為年利率 5.32%(包括平均
借貸利率 4.82%及平均擔保費年率 0.50%)，這與在擔保計劃下獲
提供五成/六成/七成信貸保證的貸款的平均借貸總成本的年利率

6.81%(包括平均整體利率 5.26%及平均擔保費年率 1.55%)相比，
更為優惠。 

                                                 
9 每家企業及其關連公司共同在特別優惠措施下可獲擔保的貸款總額最高為

1,200 萬元(包括循環貸款)，而每筆核准貸款的擔保期最長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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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資料，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按揭
證券公司在特別優惠措施下共批出 12 844 宗申請，涉及總貸款額
約為 512億元。在獲批的申請中，逾 70%的申請人來自非製造業，
另約 22%來自製造業。 
 
過往的討論 
 
15.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3 年 4 月 16 日、2014 年 10 月 21 日及
2017年 4月 18日的會議上討論為中小企提供的支援措施，包括擔保
計劃。委員亦曾在財委會審議 2017-18 年度開支預算的 2017 年 4 月
6日特別會議上，討論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成效。 
 
16. 在 2013 年 4 月 16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委員詢問
政府當局有否採取任何行動，與參與貸款機構商討息率事宜。政府

當局表示，擔保計劃 (包括特別優惠措施 )是一個由市場主導的貸款
擔保計劃。每宗商業貸款的息率都是參與貸款機構考慮過一籃子

因素 (包括借款人的營運、財政及還款能力；信貸類別和性質；
以及任何抵押品的類別和質素 )而作出的商業決定。政府當局暫時
沒有計劃與貸款機構商討息率事宜。 
 
17. 在 2014年 10月 21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委員表示，
為金額最高為 1,200 萬元的貸款提供保證的信貸保證計劃和擔保
計劃不能惠及中小型零售商，因為大部分中小企可能只需要金額

少於 100 萬元的小額貸款，最好免利息及能迅速取得，以便解決
迫切的現金周轉問題。政府當局表示，信貸保證計劃和擔保計劃為

任何金額不多於 1,200 萬元的貸款提供擔保。在舉行會議當時，在
擔保計劃特別優惠措施下批出的個案中，超過 1 400 宗涉及金額
100萬元或以下的貸款。 

 
18. 在 2017 年 4 月 18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委員反映，
許多企業認為，由於在特別優惠措施下申請借貸需要繳付擔保費，

成本高昂。委員繼而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再次推行於 2010 年結束的
信保計劃；該計劃免費接受申請，所以廣受企業歡迎。政府當局

指出，擔保計劃特別優惠措施下的平均貸款額(逾 398 萬元)較信保
計劃下的平均貸款額 (約 235 萬元 )為高。至於擔保計劃特別優惠
措施下獲批貸款的借貸成本，考慮到 97%的獲批貸款申請無須
抵押，年利率亦相對為低。 
 
19. 在 2017年 4月 6日的財委會會議及 2017年 4月 18日的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部分委員指出，過去 3 年，在擔保計劃下接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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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申請宗數和獲批申請所涉及的貸款額均見下降。委員詢問政

府當局於 2016 年 6 月把擔保費年率降低及取消最低擔保費後，有
關數字有否回升。政府當局表示，在 2016 年第二季開始，按揭證
券公司經與參與貸款機構協調後已簡化部分申請程序，並就擔保計

劃推出宣傳活動。2016 年下半年的特別優惠措施申請宗數比上半
年增加了 15%；而 2017 年第一季與 2016 年同期相比，亦增加了
45%。 
 
20. 部分委員察悉，在擔保計劃下接獲合共 775 宗淨壞帳索償申
請，當中只有 175 宗獲批准及獲得補償(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
而按揭證券公司在 2016 年只完成處理 94 宗索償個案，他們促請
政府當局加快處理未解決的索償個案。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

按揭證券公司收到壞帳索償申請後，在一般情況下會於 10 個工作
天內回覆參與貸款機構。按揭證券公司一直積極處理尚未完成處理

的壞帳索償，而按揭證券公司未能完成審核這些申請的主要原因，

是由於有關的參與貸款機構尚未能提供所有所需資料及文件，以供

其作盡職審查之用。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21. 國家"十二五"規劃強調擴大內需及產業轉型升級。為了協助
香港企業把握國家 "十二五 "規劃的機遇，時任行政長官在        
2011-12年施政報告中建議成立一項 10億元的專項基金，幫助企業
透過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地內銷，開拓及發展內地市場。 
 
22. 財委會於 2012年 5月 11日批出撥款後，專項基金於 2012年
6月 25日推出。視乎資助餘額，當局初步計劃專項基金公開申請期
為 5 年，而申請期可於有需要時作出檢討及延長。截至 2017 年
2 月底，專項基金下未使用的承擔額約為 4 億 5,900 萬元(佔總承擔
額 45.9%)。財政司司長在 2017-18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把專
項基金的申請期延長 5 年至 2022 年 6 月，繼續協助香港企業發展
內地的業務。專項基金設有兩項計劃，分別是企業支援計劃及機構

支援計劃。 
 
23. 財政司司長在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進一步宣布建議
為專項基金注資 15 億元，並建議加強專項基金下的企業支援計
劃，有關詳情載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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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支援計劃 
 
24. 企業支援計劃向個別本港企業提供資助，推行項目以發展
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地市場銷售，從而提升企業在內地市場的

競爭力及促進其在內地市場的業務發展。所有按照《商業登記

條例》(第 310 章)在香港登記，並在香港有實質業務運作的非上市
企業，均符合資格申請企業支援計劃的資助。財政司司長在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建議將企業支援計劃的資助地域
範圍由內地擴大至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 
 
25. 企業支援計劃的資助會按對等原則提供，即政府最多資助
個別項目總核准開支的 50%，而企業須以現金形式承擔不少於該
項目總核准開支的 50%。在專項基金的申請期內，每家企業最多
可獲資助 3 個核准項目。每個項目須於 24 個月內完成。財政司
司長在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每家企業在企業支援計劃
下的累計資助上限將由 50 萬元增加至 100 萬元，以資助企業推行
拓展內地和東盟市場項目。 
 
26. 在 2015 年 8 月推出的"ESP 申請易簡易申請計劃"("ESP
申請易")下，申請企業只須填妥簡化的申請表格。資助會按照對等
原則在項目完成後發放，而每個項目最多可獲 20 萬元的資助，並
須於 12 個月內完成。"ESP 申請易"下獲批項目的資助金額會計入
每家企業在企業支援計劃下的累計資助上限，每間企業在企業支援
計劃(包括"ESP申請易")下可合共獲資助最多 3個項目。 
 
27. 當局亦於 2016 年 10 月在一般申請途徑下推出"支援易"。在
"支援易"下，若企業選擇不領取首期撥款，最早可以在提交申請後
翌日即開展項目，並無須另外開設項目帳戶。 

 
28. 截至 2017 年 2 月底，當局已處理合共 2 087 宗申請。在該
2 087 宗申請中，撇除 493 宗企業後來撤回的申請後，共有
1 594 宗申請，其中 806 宗申請獲得資助，總資助額約為 2 億
8,700萬元。 
 
機構支援計劃 
 
29. 機構支援計劃向非分配利潤組織提供資助，以推行有助香港
整體或個別行業的企業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地內銷市場的
項目，從而提升他們在內地市場的整體競爭力。 
 
30. 每個獲批項目的最高資助額為 500 萬元或項目核准開支的
90%，以金額較低者為準。申請者須負責餘下 10%的項目開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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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現金、實物或贊助形式支付。每個項目必須在 3年內完成。 
 
31.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累積申請數目共有 200 宗，當中 70
宗獲得批准，89 宗不獲批准，撤回的申請則有 35 宗。批出資助金
額合共逾 2億 2,300萬元。 
 
過往的討論 
 
32.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7 年 4 月 18 日的會議上討論專項基金的
最新推行進度。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綜述於下文各段。 
 
33. 委員察悉，專項基金有龐大的未動用款項，而儘管委員在
2015 年 3 月 17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建議進行推廣及宣傳，以
加強企業對企業支援計劃的申請要求和程序的了解，但企業支援
計劃的申請成功率仍然偏低。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加強相關宣傳及
推廣工作後成功率如此低的原因，並建議增加每年接受申請的
批次，以及提高資助水平，從而善用資助款項。政府當局表示，在
推出多項改善措施後，所接獲的企業支援計劃申請數目及整體申請
成功率均有所增加。 
 
34. 部分委員察悉，一些協助中小企申請企業支援計劃的公司就
所提供的服務收取高昂費用。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在申請過程中為
申請企業提供更多協助，使該等企業不必求助於中介公司，並可將
所批資助有效地用於項目的推行。 

 
35.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企業支援計劃下，企業可申請
資助，以委聘合資格的服務提供者協助制訂全盤業務發展計劃，而
政府當局在審批申請時，已特別注意與委聘顧問有關的開支，確保
這些開支在項目獲批的資助額中所佔比例不會不合理地偏高。 
 
36. 部分委員詢問，獲資助企業會否分享他們推行獲資助項目的
經驗、項目對其業務發展帶來的實際裨益，以及成功申請須注意的
事項。政府當局表示已出版一本專案集 (該專案集已上載於企業
支援計劃的網頁，並免費派發 )，輯錄不同行業的企業在企業支援
計劃下推行獲資助項目方面的經驗及成效。此外，當局亦曾邀請獲
資助企業與其他有興趣的企業分享推行獲資助項目的經驗，以及項
目對其業務發展帶來的實際裨益。 

 
37. 部分委員詢問，專項基金可如何協助遭受電子商貿增長不利
影響的企業。政府當局答稱，企業可申請資助推行個別可有效幫助
企業在內地提升競爭力或拓展內地市場的特定活動，包括建立或優
化網頁或網上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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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質詢 
 
38. 在 2016 年 5 月 26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林健鋒議員提出一項
書面質詢，當中問及多項事宜，包括政府當局有否就協助中小企
度過經濟不景氣作充分準備及制訂應對措施，以及政府會否重新
推出信保計劃。 
 
39. 政府當局回覆，為協助中小企在商業信貸市場上取得貸款，
並減低其借貸成本，財政司司長在 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
宣布，政府當局會延長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政府當局亦會繼續推行各項中小企資助計劃，
以協助中小企融資、拓展市場及提升競爭力，包括專項基金。面對

外圍經濟環境不穩，政府當局已在擔保計劃下推出特別優惠措施，

中小企亦可在常設的信貸保證計劃下取得貸款，故此政府當局認為

無須重推信保計劃。 
 
 
最新情況 
 
40. 政府當局將於 2018 年 3 月 20 日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各項資助
計劃(包括專項基金及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 )的推行進度，以及
尋求委員支持就資助計劃提出的優化措施的財務建議。政府當局亦

會在會議上聽取團體就該等課題表達意見。 
 
 
相關文件 
 
41.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年 3月 14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日期 會議 文件 
16/4/2013 工商事務委

員會 
 

政府當局就 "支援中小企業的措施 "提交的
文件 
(立法會 CB(1)832/12-13(07)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為中小型企業提供的支援

措施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1)832/12-13(08)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280/12-13號文件) 
 

15/4/2014 
 

工商事務委

員會 
 

政府當局就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
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的推行進度報告"提交
的文件 
(立法會 CB(1)1236/13-14(03)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

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擬備的最新背景

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1)1236/13-14(04)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593/13-14號文件) 
 

21/10/2014 工商事務委

員會 
 

政府當局就 "政府對受 '佔領中環 '影響的
中小型企業提供的協助"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1)53/14-15(08)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212/14-15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ci/papers/ci0416cb1-832-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ci/papers/ci0416cb1-832-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304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ci/papers/ci0415cb1-1236-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ci/papers/ci0415cb1-1236-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40415.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41021cb1-53-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41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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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會議 文件 
17/3/2015 
 

工商事務委

員會 
 

政府當局就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
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的推行進度報告"提交
的文件 
(立法會 CB(1)632/14-15(03)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

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擬備的背景資料

簡介 
(立法會 CB(1)632/14-15(04)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819/14-15號文件) 
 

16/6/2015 
 

工商事務委

員會 
 

政府當局就"為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及中
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注資及推行優化措施"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1)971/14-15(05)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增加中小企業發展支援

基金及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承擔額及

推行改善措施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1)971/14-15(06)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223/14-15號文件) 
 

17/7/2015 財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和發展支援
基金"提交的文件 
(FCR(2015-16)26) 
 
會議紀要 
(立法會 FC67/15-16號文件) 
 

21/4/2016 
(發出日期) 

工商事務委

員會 
 

政府當局就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特別
優惠措施"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1)831/15-16(01)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50317cb1-632-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50317cb1-632-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503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50616cb1-971-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50616cb1-971-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506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papers/f15-2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minutes/fc20150717b.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ci/papers/cicb1-831-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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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會議 文件 
25/5/2016 立法會 林 健 鋒 議 員 就 " 協 助 中 小 企 應 對 經 濟

不景氣"提出的第十項質詢 
(議事錄) (第 7395至 7399頁) 
 

18/4/2017 工商事務委

員會 
 

政府當局就"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
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及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下特別優惠措施的推行進度報告及延長申

請期的安排"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1)779/16-17(05)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中小型企業支援措施擬備

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1)779/16-17(06)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145/16-17號文件) 
 

12/6/2017 
(發出日期) 

財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延長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
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的申請期"提交的
文件 
(FCRI(2017-18)7)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60525-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70418cb1-779-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70418cb1-779-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704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papers/fi17-07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