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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難而上：會員 2025 年經營前景調查 
 中經會議：定九大任務擴內需居首位 

1. 迎難而上：會員 2025 年經營前景調查 

2024 年第四季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對 103 家特選的會員企業進行了一項快速問

卷營調查，為掌握香港廠商在當前經濟環境下的經營狀況提供了第一手的參考。 

短評 

快速問卷調查於 2024 年 10月底至 11月中旬進行，旨在瞭解香港業界對 2025
年商業前景的看法及當前所面對的經營挑戰；研究對象主要為廠商會會董會成員

的屬下公司，研究團隊亦透過廠商會屬下 26 個行業委員會向部分會員企業收集

問卷，並聽取行業委員會代表在焦點小組會議上圍繞調查主題所作的補充發言。 

是次調查共收回 103 份有效問卷，涵蓋 20 個不同行業類別，回應公司在香

港的僱傭人數平均為 70 人(經調整後)。它們當中，77.7%的回應企業從事生產性

活動，分別有 66 家、22 家和 20 家現於内地、香港以及海外設有生產線，他們在

內地和海外的平均僱傭規模經調整後分別為 306 人及 282 人；其中有 23 家企業

採用「中國+ 1」的策略，同時在內地和海外或/及香港設有生產基地。 

回應企業普遍表示當前正面臨多重經營挑戰，惟按加權評分計(採用 1 至 4
分的量度表)，大多數影響因素的評分均處於 2 至 3 之間，代表困難或挑戰的強

度介於「輕微」至「嚴重」。若以 2.5 分為中線計，則影響偏於「嚴重」的經營挑

戰包括客戶壓價(2.73)、地緣政治風險(2.68)、營商成本上漲(2.68)、融資困難

(2.63)、外圍市場需求轉弱(2.62)、市場競爭加劇(2.54)、本地消費力下降(2.52)、
難以找到業務增長點(2.51)等。至於一些內部因素或者說港商較有能力加以管控

的範疇，包括供應鏈不穩(1.83)、科技競爭力不足(2.04)、數碼轉型緩慢(2.04)、欠

缺管理和技術人才(2.12)、人力資源短缺(2.33)等，則大多屬「影響輕微」。兩組

數據的差異性反映了業界當前面臨的較突出困難主要源自外圍環境帶來的壓

力，同時港商亦顯示出對自身的業務基礎以及應變能力仍具有較強的信心。 

與 2024 年 7 月廠商會的前一次類似調查相比，回應企業對自身業務以及所

屬行業發展前景的評估依舊審慎；尤其是對內地市場的看法轉趨保守，反映了國

內經濟的復甦步伐未如預期對企業營商信心的拖累效應。但在是次調查中，業界

對海外市場前景明顯已看高一線，其評分上升至「中性」偏向「樂觀」的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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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本土市場前景的看法亦有所改觀，由「偏於悲觀」向「中性」轉化，釋出

了對本地經濟信心漸增的積極信號。 

儘管遭遇諸多經營困難，所有回應企業均表示將採取積極的市場拓展策略加

以應對。84.5%的企業表示會加緊拓展內銷，40.8%的企業有意鞏固歐美市場，

35.9%的企業將進軍東盟，另有 16.5%的企業則關注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的機遇。

回應公司在市場拓展的地理分布上呈現出多元化、立體化的發展態勢，既是對全

球巿場作深耕細作的重新佈局，亦是對沖外部風險的一種戰略抉擇。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研究揭示了香港市場在港商業務發展版圖中仍佔據不可

或缺的一席之地；超過兩成的回應企業仍在香港保留生產線，亦有 35%的受訪企

業表明有意進一步拓展香港的本銷市場。這除了反映香港巿場的韌性以及方興未

艾的「近岸作業」風尚之外，亦可能與本地巿場競爭態勢的變遷不無關係。 

在調研會議上，與會者提及的主要經營困難除了集中於地緣政治局勢的影響

外，本地市場競爭格局的轉變亦是另一個討論焦點。多位業者指出，隨著跨境交

通日趨便利，港人頻繁到內地城市特別是大灣區消費，加深了對國內品牌的認識

和接受程度，這種消費習慣改變不但加劇本土消費力外流的壓力，亦刺激內地品

牌進軍香港市場的意欲，在某種程度上令本地品牌面臨更直接的外來競爭壓力。 

另一方面，近年的移民潮令本地部分原有的較高消費群體流失，而新來港人

士往往會保持舊有的消費習慣，例如繼續偏好內地品牌，對本土零售業構成了新

的挑戰。在此背景下，部分受訪企業將拓展香港本土市場視為未來發展的重中之

重，亦可以解讀為是一種應對競爭、鞏固「本營」的自然反應。 

此外，回應企業在本次調查中屢次重申了發展品牌的重要性。例如，在談及

對特區政府支援措施的期望時，有四成多企業指政府應協助推廣香港品牌，這一

比例僅低於希望政府基金加強對業界的支援(佔回應企業 76.3%)以及提供稅費減

免(55.3%)和融資支持(55.3%)；亦有 48.3%回應企業希望政府的基金應投放於支

持業界的品牌創建活動，有關比例位居第三，排在市場拓展 (76.3%)和營運津貼

(49.5%)之後，但高於研發創新(41.7%)以及科技商品化、電子商貿和人才培育(均
為 39.2%)。這般強烈的「雙訴求」凸顯了香港品牌在受訪企業心目中具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 

總括而言，「廠商會會員 2025 年經營前景快速調查」揭示了，當前香港廠商

面對的經營挑戰主要來自外部環境轉變的壓力，無論政府還是企業均難以一己之

力扭轉「大氣候」。雖然如此，特區政府仍可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協助業界「逆

市擴張」，尤其在推廣香港品牌和拓展銷售市場等方面提供更多切實的支持措

施。另一方面，鑒於香港作為港商生產和市場「雙基地」的重要性持續未減，加

之香港具備潛力成為港資、內地甚至外資企業實施「中國+1」生產佈局的戰略性

節點，將制訂吸引港企回流的政策納入政府議事日程，亦是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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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經會議：定九大任務擴內需居首位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於 12 月 11 日至 12 日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總結 2024 年

經濟工作，分析當前經濟形勢，並部署 2025 年經濟工作。李强總理作總結講話，

對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做好明年經濟工作提出要求。 

短評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為中國官方規格最高的年度經濟會議，通常在每年歲末

隆重召開，它是洞察內地經濟形勢和預判來年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的「風向標」。

相比往年，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海內外受到高度關注，相信與當下幾個特

殊因素有關。一方面，美國下任總統特朗普履新在即，其內閣集結了不少對華鷹

派成員，對華加徵關稅的風險驟然上升，令國際環境尤其是中美經貿關係徒添不

確定性，內地經濟增長面臨的外部壓力也隨之更加顯著。 

另一方面，今年以來內需表現略顯乏力。儘管在中央及各級政府大力推動設

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之下，部分領域的消費品和設備投資實現較顯

著的增長；但總體而言，內需市場的表現依舊乏善可陳。例如，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今年前 11 個月累計同比增長 3.5%，比起去年全年的 7.2%增速「腰斬」過半；

若以單月看，11 月的社零消費金額僅同比增長 3%，遜於 9 月和 10 月的 3.2%和

4.8%。可以說，有效需求不足仍舊是當前制約內地經濟增長的突出問題之一；加

之今後一段時間的外部環境必將更具挑戰性，擴大內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自然更

加突出，而中央在 2025 年實施更大力度的逆周期調控政策的必要性亦更加凸顯。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夕，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強化

了外界對內地加碼刺激政策的憧憬。會議結束後發表的公報中提及「超常規逆周

期調控」、「(貨幣政策)適度寬鬆」、「穩住股市樓市」等的字眼，使得市場對內地

明年將加大逆周期宏觀調控力度、甚至推出更强勁刺激措施的預期進一步升溫。 

在此背景下，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將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

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定調由以往的「積極」升級為「更加積極」，會議明確

提出了提高財政赤字率、增加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以及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

發行使用等措施。有分析指出，2025 年中央政府的赤字率或將明顯高於 2024 年

的 3%，有機會達到 3.5%至 4%的水平；加上中央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和地方政

府專項債發行額均有望超過去年規模，為政府在財政政策上發力特別是加碼出台

「惠民生、促消費、增後勁」的措施提供了更充足的財政資源。 

貨幣政策方面，本次會議明確提到「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標誌著自

2010 年以來、連續實施十多年的「穩健貨幣政策」基調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會議

還提出要「適時降准降息」，預示明年內地降准和降息的頻次與力度都將顯著增

强；至於「探索拓展中央銀行宏觀審慎與金融穩定功能，創新金融工具，維護金

融市場穩定」的提法，則表明官方對資本市場穩定發展的重視程度亦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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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2025 年的工作任務而言，會議提出九項主要任務，包括全方位擴大內需、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標誌性改革舉措落地見效、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防

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加大區域戰略實施力度、加緊全面綠

色轉型、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當中，「全方位擴大內需」被列作九大重點任

務之首；會議强調要提振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對消費增長的政策著墨甚

多，並圍繞著「增收入、推補貼、擴場景」制定政府的工作方針，未來一段時間

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將密集出台更有力的促消費政策可謂不言而喻。 

具體而言，會議為促消費祭出了「三道板斧」。其一是提高特定群體的居民

收入水平。例如「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减負、提升消費能力、意願和層次；適

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

標準；以及促進重點群體就業等」。其二是加碼「兩新」政策。去年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提出要「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即兩新政策)」，本次會議

則表示要「加力擴圍實施『兩新』政策」，預示「兩新」政策實施的產品覆蓋範

圍將進一步擴大。其三是推動多元化消費場景的創新，提出要「積極發展首發經

濟、冰雪經濟、銀髮經濟」，進一步釋放消費潜力和刺激新的消費增長點。 

同時，會議再次强調要「持續用力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再次彰顯了

中央穩定房地產市場的决心。在過去幾年，內地房地產市場的持續大幅調整，透

過負面的財富效應削弱了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意願。毫無疑問，推動房地產市場恢

復健康發展不僅是內地防範化解金融系統風險的重要任務之一，更是內地居民消

費增長的關鍵一環，對重啟內地經濟增長動力能起到「撥亂反正」的作用。 

另一方面，科技創新作為引領內地新質生產力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主要著力

點，是中央政府明年工作的第二項重點任務。會議表示，要加强基礎研究和關鍵

核心技術攻關，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項目，開展新技術、新產品、新場景大規模應

用示範行動；提及要推動「人工智能+」，以及運用數字技術、綠色技術改造傳統

產業。針對不少行業「內卷式」競爭，會議亦提出予以整治，力求通過規範地方

政府和企業的行為，避免大規模重複建設和產能過剩等問題，引導行業健康發展。 

此外，即使面對錯綜複雜且挑戰嚴峻的外貿環境，2024 年內地出口依然保持

較快的增長態勢，前 11 個月以美元計的出口金額累計實現了 5.4%的同比增長，

增速較於去年同期提升 10.6 個百分點。同時，內地近期相繼對多個海外地區的居

民實施單方面入境免簽政策，有效刺激了入境旅客的增長；有分析指，內地加快

單邊開放不單涉及對海外旅客的簽證安排，也體現於對海外商品和服務放寬市場

進入的限制。本次會議强調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特別是有序地推進自主開放

和單邊開放；這彰顯中國將持續擁抱多邊主義和積極推動全球化的決心，同時亦

是對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作出有力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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