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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 共渡時艱

新型冠狀病毒帶來史無前例的挑戰：

• 廣泛的經濟活動受嚴重干擾，當中一些更完全停頓，例如航空業
及旅遊業

• 加強社交距離措施令各行各業的生意大跌

• 許多企業面臨倒閉

• 預期出現大規模裁員，令許多家庭及個人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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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 共渡時艱

政府作出史無前例的回應，目標是：

• 協助企業繼續經營

• 保住員工的就業

• 減輕企業和市民財政負擔

• 讓經濟在疫情受控後盡快復蘇

這是繼於2月26日公布的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的1200億元紓緩措
施及獲立法會於2月21日批准的第一期30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以外的
進一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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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 共渡時艱

我們須要果斷及迅速的措施：

• 簡單易明

• 容易申請

• 迅速發放款項

• 涵蓋範圍廣泛，但亦能為重創行業提供額外援助

• 為經濟復蘇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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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 共渡時艱

措施的四大組成部分：

I. 保就業、創職位及提升工作效能

II.為特定行業提供援助

III.政府寬減租金、豁免費用、提供貸款及延後還款，
以助減輕財政負擔

IV.由政府促成的其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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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保就業、創職位及提升工作效能

(1) 推出800億元「保就業」計劃：

• 政府向合資格僱主提供工資補貼，以保留其僱員，但僱主須承諾
不會裁員

• 所有為僱員作出強積金供款的僱主均符合資格，載於豁免列表者
除外(香港特區政府、法定機構及政府資助機構員工)

• 政府提供的工資補貼以五成工資作為基礎計算，該工資上限為每
月18,000元，為期6個月； 18,000元是本港2019年第二季工資中位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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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兩期支付僱主，第一期不遲於2020年6月發放，預計涵蓋150萬
名僱員

• 向強積金計劃沒有完全涵蓋的飲食、建造及運輸(主要為的士及紅
色小巴司機)三個行業的僱主提供支援(涉及約800 000人)

• 向自僱強積金供款人士(約215 000人)提供一筆過資助

• 放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資產上限以協助更多失業人士，
為期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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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保就業、創職位及提升工作效能(續)



I. 保就業、創職位及提升工作效能(續)

(2) 未來兩年在公私營界別創造3萬個總值60億元的有時限職位。
政府作為最大僱主，會繼續在2020-21年度聘請約10 000個公務員
職位及約5 000名青年實習生

(3) 支援8億元的工作提升項目，讓員工學習新技能，或讓企業應用
更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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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為特定行業提供的援助

除了首輪動用300億元推出的24項措施，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提供
16個支援項目，預計動用210億元，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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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習社
• 學校相關服務提供者
• 註冊體育教練
• 社會服務中心興趣班導

師
• 私人廢物收集商
• 本地漁農產品生產人
• 中小型交易所參加者及

證監會的持牌人

• 持牌地產代理及營業員
• 客運業*
• 戲院、元創方設計中心、

印刷及出版業
• 旅遊業
• 建造相關企業*

• 於發展局轄下不同歷史
建築及休憩用地項目中
經營的非牟利機構

• 航空業
• 食肆*
• 11類被勒令關閉的行業

*包括保就業計劃



III.寬減租金、豁免費用及提供貸款，以減輕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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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

• 提高每家企業的最高貸款額

八成信貸擔保 1,500萬元→ 1,800萬元

九成信貸擔保 600萬元 → 800萬元

百分百信貸擔保 200萬元 → 400萬元

• 為八成及九成的擔保貸款提供為期一年不超過3%特惠利息



III.寬減租金、豁免費用及提供貸款，以減輕財政負擔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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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長申請期，並放寬讓上市公司亦符合申請資格

• 提高百分百特別擔保產品的政府信貸保證承擔額，由200億元增加
至500億元，配合企業的更大需求

• 總體來說，三個計劃的政府信貸承擔總額為1,830億元



III.寬減租金、豁免費用及提供貸款，以減輕財政負擔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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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2020年4月至9月期間，提高政府處所租戶及租用者的政府租
金寬減幅度，減幅由50% 提高至75%

(3)在2020年4月至9月期間，提高由地政總署管理的合資格短期租
約及豁免書的政府租金寬減或費用寬免幅度，減幅由50% 提高
至75%

(4)把上述(2)和(3)項的範圍擴大，涵蓋之前不包括在內的企業
／租戶



III.寬減租金、豁免費用及提供貸款，以減輕財政負擔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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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寬減非住宅帳戶75%水費及排污費的措施再延長4個月，直至
2020年11月為止(之前已合共寬減8 個月)

(6) 豁免125 000名醫護專業人員的註冊/登記費，為期3年

(7) 由2020年7月1日起，減地鐵車費20%，為期6個月，一半損失的
收入由政府支付



III.寬減租金、豁免費用及提供貸款，以減輕財政負擔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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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由2020年7月起，放寬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補貼門檻，由
400元降至200元，為期六個月

(9) 為自資專上學院及非牟利國際學校提供免息延長還款期，為期
兩年

(10) 為所有學生貸款還款人(拖欠還款者除外) 自動(即無須申請)提
供免息延長還款期，為期兩年

(11) 為應於本年四、五、六月繳交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
納稅人自動提供三個月的延期



IV.由政府促成的其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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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場管理局：為航空公司及提供直接支援的營運者提供20億元
的額外紓緩措施

(2) 香港金融管理局：調整規管準則，使銀行得以借出貸款，釋放
合共一萬億元的借貸空間，以及為客戶提供在一段指定期間內
“還息不還本”的安排，同時推出其他針對特定行業的措施，
為該等行業提供急需的流動資金



IV.由政府促成的其他援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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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險業監管局：協助各主要保險公司為客戶提供寬限期，讓個
人人壽、危疾及醫療保單持有人在一段指定期間內無須繳付保
險費

(4) 各政府決策局／部門：延長項目完成期限及／或放寬政府工程
和非工程合約的付款時間，以及延長土地契約中的建築規約期
最多六個月



財政影響

實施整套措施的開支總額為1,375億元，包括：

防疫抗疫基金、信貸保證計劃及綜援計劃分別需1,095億元、
117億元及32億元額外開支，另加應急開支，共1,357億元

寬減租金、豁免費用、提供貸款及延遲還款等措施令政府收
入減少約1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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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影響 (續)

• 此外，我們會尋求批准為數300億元的額外承擔額，以增加百分
百特別擔保產品

• 連同第一輪基金的300億元撥款和財政預算案措施所涉的1,200億
元，財政承擔總額為2,875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10%

• 假設這些額外措施的開支均須於2020-21年度支付，將令2020-21
年度的財政預算赤字由1,391億元擴大至2,766億元，即由本地生
產總值的4.8%增至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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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鑑於疫情對香港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影響，政府必須大幅
動用本港積存多年的財政儲備，協助企業和市民

•香港根基穩固，加上市民抗逆力極強，我有信心我們定
能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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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續)

•只要我們並肩攜手、同心抗疫，香港定能重新出發，邁
步向前

•為表示我們願意與市民共渡時艱，行政長官和各主要官
員(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和13位局長)及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在未來12個月會減薪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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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 共渡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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