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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TF 文件第 72 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 

 

簡介支援食物業的紓困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支援食物業界的紓困措施。  

 

背景  

 

2. 香港經濟下行壓力顯著，近月情況更為嚴峻。外圍方面，環

球經濟陰霾密布，中美貿易磨擦升溫、亞洲工業和貿易活動表現疲

弱，加上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市場憂慮主要經濟體會出現衰退。本

港方面，近期的社會事件打擊了零售、餐飲和旅遊業，令本已疲弱

的經濟進一步受創。按目前情況和展望估計，今年餘下時間香港的

經濟形勢仍然嚴峻。  

 

3. 為應對上述極具挑戰的內外經濟環境，財政司司長於二零

一九年八月十五日宣布一系列措施，以撐企業（尤其是中小企）、

保就業，以及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有關新聞公報可參閱附錄。  

 

4. 與食物業有關的支援措施主要是豁免政府收費，以下闡

述詳情。  

  

支援措施  

 

豁免牌照費用  

5.  下列與食物業有關的牌照及許可證的費用可獲豁免，為

期十二個月 :  

(a)  食物業牌照及暫准牌照 (包括普通食肆、海上食肆、小食食肆、

工廠食堂、新鮮糧食店、燒味及鹵味店、綜合食物店、烘製

麪包餅食店、食物製造廠、冰凍甜點製造廠、奶品廠及凍房 )  

的新簽發或續期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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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屠房牌照的續期費用 ;  

(c)  受限制出售食物許可證的新簽發或續期費用 ;  

(d)  卡拉 OK 場所許可證或臨時許可證的新簽發或續發費用 ;及  

(e)  酒牌 /會社酒牌的新簽發或續期費用。  

 

豁免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6. 有關工商業污水附加費可獲豁免，為期一年。  

 

實施日期  

 

7. 上述第五段所指的食物業牌照及許可證費用的寬減措

施有效期為一年，由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開始，直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就牌照有效期有可能超過一

年的牌照而言，例如是卡拉OK場所許可證及酒牌 /會社酒牌，於

寬免期內簽發及／或續期的相關許可證或牌照的費用豁免上限

為十二個月。  

 

8. 上述與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的寬減措施的有效期為一年，

由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直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徵詢意見  

 

9.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環境衞生署  

渠務署  

2019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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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財政司司長宣布支援企業和市民的措施 

＊＊＊＊＊＊＊＊＊＊＊＊＊＊＊＊＊ 

  香港經濟第二季下行壓力顯著，近月情況更為嚴峻。外圍方

面，環球經濟陰霾密布，除了中美貿易磨擦升溫、英國「硬脫歐」

風險顯著、中東地緣政局持續緊張外，亞洲工業和貿易活動表現疲

弱，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市場憂慮主要經濟體會出現衰退。因此，

香港進出口貿易、運輸物流業和相關行業前景仍然困難。本港方

面，近期的社會事件打擊了零售、餐飲和旅遊業，令本已疲弱的經

濟進一步受創，並影響了香港在國際社會的形象。目前，已有29個

國家對香港發出不同程度的旅遊提示，國際信貸評級機構亦關注香

港的情況。境外遊客、商人來港旅遊、經商和投資的意欲亦受到影

響。 

 

  按目前情況和展望估計，今年餘下時間香港的經濟形勢仍然嚴

峻，政府因而需將二○一九年全年實質增長率預測下調至0%至1%。 

 

  為應對上述極具挑戰的內外經濟環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日

（八月十五日）宣布一系列措施，以撐企業（尤其是中小企）、保

就業，以及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 

 

（一）撐企業、保就業 

 

  中小企佔本地企業超過98%，僱用人數佔全港就業人數45%，是

香港經濟的中流砥柱。為協助中小企應對在當前經濟環境下的經營

壓力，政府會推出以下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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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豁免27類政府收費，為期12個月。措施惠及多個行業，包括

海事、物流、零售、飲食、旅遊、建造以至漁農業等，詳情見附件

一。 

 

（ii）向地政總署轄下大部分作商業及社區用途的政府土地短期租

約、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的公眾街市檔位、政府產業署出租的食肆

及零售商店、海事處轄下公眾貨物裝卸停泊位租戶，以及漁農自然

護理署管理的四個政府批發市場的檔位及設施的租戶，提供百分之

五十的租金減免，為期六個月。有關措施載列於附件二。 

 

（iii）按收回成本原則釐定的各項政府收費，由即日起凍結至二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iv）進一步優化「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

金」（BUD專項基金）及「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並再次額外

注資，以支持企業開拓商機、促進市場營銷，以及參與由政府及相

關機構舉辦的市場拓展商務考察團，詳情見附件三。 

 

（v）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會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開設

新的信貸擔保產品，由政府為核准貸款提供九成的信貸擔保，協助

有意創業的人士、經營經驗尚淺的企業及有意成立個別執業公司的

專業人士取得資金，並把「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

施」（即由政府提供八成信貸擔保）的申請期，以及在去年推出的

三項優化措施的有效期，延長至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vi）爭取增加小型工程項目或加快其推展進度，以切合市民所

需，同時為建造業界創造更多就業職位，例如提前推展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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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碼頭計劃」，改善位置偏遠公共碼頭的結構和設施標準，利

便市民往返偏遠鄉村、郊遊景點和自然遺產。我們亦會考慮優化現

有的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樓宇更新大行動2.0、優化升降

機資助計劃，以及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 

 

（vii）僱員再培訓局會籌劃推出特別的培訓計劃，並為參與計劃

人士提供特別津貼，協助因行業不景而失業或者就業不足的人士，

提升技能，增加競爭力。具體措施將由該局另行公布。 

 

（二）紓民困 

 

  為減輕市民的財政負擔，政府將推出以下措施： 

 

（i）將二零一八／二零一九課稅年度內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

利得稅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政府財政預算

案》建議的75%提升至100%，而每宗個案的上限則維持在20,000

元。上述進一步寬免可惠及約143萬名納稅人／企業（其中133萬人

／企業因而不需交稅），讓他們額外節省約18億4千萬稅款。 

 

（ii）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人士，額外發放金額相當於一個月的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

傷殘津貼。在職家庭津貼及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亦會作出相若安排。這項措施將涉及約40億元的開支。 

 

（iii）在2019/20學年，為本港的幼稚園、小學及中學日校學生提

供每人2,500元的津貼，以減輕家長在教育支出方面的財政負擔。

這項措施將涉及約23億元的開支，超過90萬名學生將可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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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為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和香港房屋協會公共租住單位

的較低收入租戶代繳一個月租金，開支約為14億元。 

 

（v）為每個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一次性2,000元的電費補貼。這

項措施將涉及約56億元的開支，超過270萬個合資格住宅用戶將可

受惠。 

 

（vi）邀請關愛基金考慮為非公屋住戶和未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家庭

（俗稱「N無人士」）提供一次過生活津貼。 

 

（vii）房委會、香港機場管理局、建造業議會、香港科技園公司

及數碼港亦正制定相關寬免措施。具體措施將由相關機構另行公

布。 

 

  上述（ii）到（v）項措施的開支詳情載於附件四。 

 

  陳茂波表示：「這一系列支援企業和減輕市民生活負擔的措施

未計及工程開支，預計約為191億元。連同在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

《政府財政預算案》中公布總值429億元的一次性紓困措施，可為

我們的經濟注入動力，並有助企業和市民應對經濟環境困難所帶來

的挑戰。」 

 

（三）實施時間 

 

  上述27類豁免政府收費建議，其中19 類須修訂附屬法例。我

們將於二○一九年十月，向立法會提交相關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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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審議的程序。 

 

  部分支援措施需要額外資源，政府會盡快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批

准。 

 

  政府計劃在二○一九年十月對《2019年稅務（修訂）（稅務寬

免）條例草案》提出修訂建議，以落實上述進一步寬免稅務的措

施。稅務局將於立法會通過有關法例後發出二零一八／二零一九課

稅年度的評稅通知書。 

 

  陳茂波說：「相關決策局和部門將全力跟進落實上述一系列措

施，使企業（特別是中小企）和市民能早日受惠。」 

 

 



附件一 

 
建議豁免政府收費項目 

 

建議措施 估計收入減少 估計受惠者數目 實施日期 

1. 遠洋船及高速船繳付的港口設施及燈標

費 

1 億 8,700 萬元 

 

抵港遠洋船及高速

船船次分別為 

25 400 和 87 700 

2019 年 10 月 

2. 內河船繳付的“停留許可證”費用 1 億 300 萬元 內河船抵港船次為 

67 600 

2019 年 11 月 

3. 所有本地船隻牌照費用，即第 I 類別(客

船)、第 II 類別(工作船)、第 III 類別(漁

船)及第 IV 類別(遊樂船)船隻(註 1) 

2,400 萬元 9 600 隻持牌本地船

隻  

2019 年 11 月 

4. 進入公眾貨物裝卸區的貨車需繳付的

“車輛通行票證”費用 (僅限首一小時)  

2,800 萬元 

 

入場貨車車次為

856 500 

2019 年 10 月 

5. 公眾貨物裝卸區營運者繳付的“操作區

許可證”費用 

1,200 萬元 

 

123 個操作區的營

運者 

2019 年 10 月 

6. 過境貨車、巴士及出租汽車封閉道路通

行許可證費用 

720 萬元 14 400 輛 2019 年 12 月 

7. 已登記商用車輛牌照費用(註 2) 5 億 4,300 萬元 177 400 輛商用車輛 2019 年 12 月 

8. 已登記商用車輛驗車費用(註 2) 1億 3,500萬元 177 400 輛商用車輛 2019 年 12 月 

9. 合資格車輛簽發或續發客運營業證費用 

(註 3) 

50 萬元 2 100 名持證人 2019 年 12 月 

10. 合資格車輛簽發或續發客運營業證證明

書費用(註 3) 

260 萬元 11 600 輛 2019 年 12 月 

11. 簽發或續發出租汽車許可證費用 130 萬元 1 200 名持證人 2019 年 12 月 

12. 固定攤位小販及流動小販牌照新申請或

續期費用，以及固定攤位小販攤位費用 

2,860 萬元 5 900 名持牌人 2019 年 10 月 

13. 普通食肆、海上食肆、小食食肆及工廠

食堂牌照及暫准牌照新申請或續期費用 

8,630 萬元 16 300 名持牌人 2019 年 10 月 

https://www.fehd.gov.hk/tc_chi/howtoseries/forms/new/Specified_Snack_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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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措施 估計收入減少 估計受惠者數目 實施日期 

14. 酒牌新申請或續期費用 1,500 萬元 8 500 名持牌人 2019 年 10 月 

15. 限制出售食物許可證新申請或續期費用 420 萬元 8 100 名許可證持

有人 

2019 年 10 月 

16. 新鮮糧食店牌照及暫准牌照新申請或續

期費用 

2,460 萬元 2 700 名持牌人 2019 年 10 月 

17. 烘製麵包餅食店、燒味及鹵味店及綜合

食物店牌照新申請或續期費用 

340 萬元 940 名持牌人 2019 年 10 月 

18. 食物製造廠、冰凍甜點製造廠、奶品廠

及凍房牌照新申請或續期費用 

6,070 萬元 8 400 名持牌人 2019 年 10 月 

19. 屠房牌照續期費用 30 萬元 3 名持牌人 2019 年 10 月 

20. 海魚養殖業牌照批出或續期費用及飼養

禽畜牌照續期費用  

230 萬元 1 000 名持牌人 2019 年 10 月 

21. 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2 億 4,800 萬元 30 000 個商戶 2020 年 1 月 

22. 礦場燃爆證書、第 1 類危險品牌照/許可

證、爆炸品運送及貯存費用 

2,290 萬元 142 炮王/工程承建

商/爆炸品供應商/

管有爆炸品貯存所

公司 

2019 年 10 月 

23. 《建築物(小型工程)(費用)規例》有關註

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費用 

430 萬元 19 600 個承建商 2019 年 10 月 

24. 旅館牌照發出或續期費用  1,260 萬元 2 180 名持牌人  2019 年 10 月 

25. 簽發或續發《公眾娛樂場所規例》下經

營戲院牌照或臨時牌照費用 

110 萬元 80 名持牌人 2019 年 10 月 

26. 卡拉 OK 場所申請簽發及續發許可證、

臨時許可證、牌照及臨時牌照費用 

10 萬元 100 名持牌人 

 

2019 年 10 月 

27. 旅行代理商牌照費用 1,130 萬元 1 800 間旅行代理商 2019 年 10 月 

總計 15億 6,930萬元  



附件一 

 
註 1： 僅限出租的遊樂船隻。 

 

註 2： 商用車輛包括貨車、特別用途車輛、拖車、的士、非專營公共巴士、專營公共巴士、私家巴士、

小巴(包括公共及私家) ，以及出租汽車。 

 

註 3： 合資格車輛包括非專營公共巴士、用作學生服務的私家巴士，以及公共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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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租金寬減措施 

 建議措施 估算收入減少 估計受惠者數目 實施日期 

1 減免地政總署轄下

大部分作社區及商

業用途的政府土地

短期租約的百分之

五十的租金，為期

六個月 

1 億元 1 500 名租戶 2019 年 10 月 

2 減免食物環境衞生

署轄下的公眾街市

檔位百分之五十的

租金，為期六個月 

1 億 1,100 萬元 

 

12 400 名公眾街市

檔位租戶 

2019 年 10 月 

3 減免由政府產業署

出租的食肆及零售

商店(超級市場、超

級商店及大型商場

除外)百分之五十

的租金，為期六個

月 

1,600 萬元 100 名租戶 2019 年 10 月 

4 減免海事處轄下公

眾貨物裝卸區營運

商按「停泊位特許

協議」繳付的每月

費用百分之五十，

為期六個月 

2,000 萬元 

 

100 個公眾貨物裝

卸區營運商 

2019 年 10 月 

5 減免漁農自然護理

署管理的四個政府

批發市場檔位及設

施百分之五十的租

金，為期六個月 

2,450 萬元 950 名租戶 2019 年 10 月 

 總計 2億 7,150萬元  



附件三 

 

 

中小企支援措施 

 

 措施 預算開支 

(百萬元) 

受惠對象 

1.  繼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建議向「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

場的專項基金」（專項基金）注資 10億元，

以及把專項基金的資助地域範圍擴展至所

有與香港簽署自貿協定的經濟體後，再向專

項基金注資 10 億元，並將其內地計劃下每

家企業的資助倍增至 200萬元，支援企業開

拓商機。 

1,000 香港非上市企業 

2.  向「市場推廣及工商機構支援基金」注資 10

億元，把「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下每家

企業的累計資助上限倍增至 80 萬元，同時

優化基金運作，以更全面支援中小企業參與

政府及相關團體主辦的商務考察團，藉此拓

展市場。 

1,000 香港中小企業 

 

總計 2,000  

 



附件四  

利民紓困的開支措施  

 

措施 

 

 

預算開支 

(百萬元) 

 

 

預計受惠者數目 

 

1.  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人士，額外發

放金額相當於一個月的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

活津貼或傷殘津貼 

在職家庭津貼及以個人為申請單位

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亦會作出相若

安排 

4,043 約 133 萬名領取社會

保障金額的合資格受

助人、57 000個領取在

職家庭津貼的合資格

住戶，以及 31 600 名

領取個人為申請單位

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的合資格受助人 

 

2.  在2019/20學年，為本港的幼稚園、

小學及中學日校學生提供每人2,500

元的津貼，以減輕家長在教育支出方

面的財政負擔 

 

2,325 約 93萬名學生 

3.  為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和香港

房屋協會(房協)公共租住單位的較

低收入租戶*代繳一個月租金 

*不包括須向房委會或房協繳交額外

租金的租戶，以及房協乙類屋邨的非

「年長者居住單位」租戶 

 

1,433 約 78.5萬個租戶 

4.  為每個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一次

性 2,000元的電費補貼 

 

5,569 

 
超過 270 萬個合資格

住宅用戶 

 總計 1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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