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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指数 
“渣打香港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渣打中小企指数）调查由渣打

银行（香港）有限公司赞助，是一项针对香港中小型企业营商状况

的季度调查。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生产力局）的调查团队于每季度

访问不少于 800 家来自制造业、建造业、进出口贸易及批发业、零

售业、运输、仓库及速递服务业、住宿及膳食服务业、信息及通讯

业、金融及保险业、专业及商用服务业、地产业，以及社会及个人

服务业的本地中小企决策人，了解他们对近期营商环境的信心。调

查范围包括香港中小型企业本季的营业状况及盈利表现，对投资及

人员招聘的意向，以及环球经济情况对他们的影响。 

 

调查方法 

样本分布 

是次抽样调查共访问 808 家香港中小企，均来自公开的中小企名册

和政府统计处的中小企数据库。分层抽样是根据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版和香港中小企的成立数目而进行，共包括十一个类别：一）制

造业、二）建造业、三）进出口贸易及批发业、四）零售业、五）

运输、仓库及速递服务业、六）住宿及膳食服务业、七）信息及通

讯业、八）金融及保险业、九）专业及商用服务业、十）地产业，

以及十一）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指数计算 

渣打中小企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数，包含下列五个不同比重的营商环

境扩散指数： 

 

扩散指数 比重 

招聘意向 25% 

投资意向 25% 

营业状况 20% 

盈利表现 20% 

环球经济 10% 

 

受访者可选择以下答案表示对每个营商环境因素的展望：上升，不

变或下降。每项扩散指数以下列算式计算： 

上升% x 100 + 不变% x 50 + 下降% x 0 

 

扩散指数被广泛使用为领先指标，清晰概括地说明受访者对营商环

境展望的变化方向。当指数高于 50 中性水平线时，表示受访者对该

项营商环境因素持正面态度；而指数低于 50 中性水平线时，则表示

受访者看淡该项营商环境因素；指数在 50 中性水平线时，表示态度

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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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渣打中小企指数”第四十七次调查于 2023 年 12 月进行。是次调

查成功访问了 808 家香港中小企的决策人，收集他们对 2024 年第

一季度整体营商环境的看法，以及探讨他们在电子商贸方面的发展

状况。

重点 
2024 年第一季“渣打中小企指数”较上季回落 3.9 至 43.7，跌至

2022 年第四季水平。是次调查结果的重点如下： 

 

 五大分项指数中，除“投资意向”保持平稳（48.8）外，其

余四项均录得跌幅，包括：“盈利表现”（37.1，-8.3）、“营业

状况”（40.2，-7.5）、“环球经济”（30.3，-4.3）及“招聘意

向”（52.0，-1.0），显示香港中小企业对本季的生意额的信心

有所回落。当中，“环球经济”分项指数连续三季下跌，自

2023 年第二季起累计下跌 18.0，反映香港中小企继续受到外

围环境的挑战； 

 本季综合营商行业指数方面，在 11 大行业中，以“金融及保

险业”（53.0）的升幅最大，上升 5.2点，并重回 50点中性水

平线以上。同时，“社会及个人服务业”（52.1）也在 50 点中

性水平线以上。相反，“住宿及膳食服务业”（47.1，-8.4）、

“进出口贸易及批发业”（39.2，-7.5）、“专业及商用服务业”

（43.6，-6.4）、“信息及通讯业”（43.9，-6.2）及“零售业”

（38.8，-4.4）录得较大的跌幅，而“进出口贸易及批发业”

（39.2）、“零售业”（38.8）及“运输、仓库及速递服务业”

（36.9）的行业指数更低于 40 点； 

 整体投资趋势方面，91%受访香港中小企表示会在本季维持

或增加投资，与上季持平。最多香港中小企预期本季维持或

增加投资的项目为“与电子商务或数字科技相关的培训”、

“线上／线下市场推广”及“信息科技系统”； 

 成本项目变化方面，预期本季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香港中小企

百分比有所回升，较上季回升四个百分点至 59%。同样地，

预期本季员工薪金上升的香港中小企也较上季回升十个百分

点至 35%，重回 2023年第三季水平，反映香港中小企将要重

新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只有 23%的香港中小企

计划提升货品或服务价格，较上季轻微上升两个百分点，显

示大部分香港中小企并没有计划把成本上涨压力转嫁给消费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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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续） 
 是次专题调查探讨香港中小企在电子商贸方面的发展状况： 

◼ 调查显示，在现时有进行网上销售的香港中小企中，

大部分主要发展香港本地市场（85%）；其次，约三分

一（35%）香港中小企现时有发展内地的网上销售市

场；也有三分一（34%）于海外市场进行网上销售； 

◼ 在会考虑拓展网上销售的香港中小企当中，接近三分

二（62%）表示会于内地进行网上销售，而分别有 40%

及 36%的香港中小企，表示会继续在香港及海外拓展

网上销售市场； 

◼ 香港中小企于内地进行或拓展网上销售时遇到的困难

及挑战包括“不了解有关的法则或规例”、“内地品牌

太多”、“不了解内地消费者的需求及喜好／内地消费

者喜好变化太大”及“缺乏相关的人手或专才”； 

◼ 最多香港中小企期望得到的支援为“资金支援”（如资

金支援或促进融资）；“业界合作”（如政府或业界于内

地协办网上销售活动）；及“市场洞悉”（如提高于内

地进行网上销售的认知、或提供有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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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中小企指数 
2024 第一季 

43.7 
 

 

 

 

 

2024 年第一季综合营商指数录得 43.7，按季下跌 3.9，跌至 2022 年第四季度水平。 

除“投资意向”外，所有分项指数全线下跌，反映香港中小企对本季生意额的信心有所减少。值得留意的是，“环球经济”分项指数连续三季

下跌，按季下跌 4.3 至 30.3，自 2023 年第二季起累计下跌达 18.0，反映香港中小企继续受到外围环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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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行业指数 
 

 

制造业  42.4 

 

制造业的行业指数连续三季下跌，累计下跌 3.9 至本季度的 42.4，

重回接近 2022 年第四季的水平。指数下跌主要受“盈利表现”及

“营业状况”分项指数下跌所拖累，分别下跌 7.7 及 1.5。相反，

“环球经济”分项指数于本季录得升幅，是自2023年第二季起首次

录得升幅。 

 

分项指数 指数 较上季 较去年同期 

招聘意向 49.0 上升 下跌 

投资意向 50.0 下跌 下跌 

营业状况 37.4 下跌 下跌 

盈利表现 33.5 下跌 上升 

环球经济 34.5 上升 下跌 

 

 

 

 

进出口贸易及批发业  39.2 

 

进出口贸易及批发业的行业指数于本季录得较大的跌幅，较上季下

跌 7.5 至 39.2。所有分项指数都录得跌幅，其中“盈利表现”及

“营业状况”的跌幅最大，分别下跌 13.5 及 12.6。 

 

分项指数 指数 较上季 较去年同期 

招聘意向 49.6 下跌 上升 

投资意向 43.6 下跌 下跌 

营业状况 33.1 下跌 下跌 

盈利表现 30.5 下跌 下跌 

环球经济 31.8 下跌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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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行业指数 
 

 

零售业  38.8 

 

零售业的行业指数连续三季下跌，累计下跌 15.2 至本季度的 38.8，

低于 2022 年第四季水平。当中，“营业状况”、“环球经济”及“盈

利表现”录得最大跌幅，分别下跌 11.6、10.9 及 8.3。相反，“投资

意向”录得轻微升幅（+3.3）。 

 

分项指数 指数 较上季 较去年同期 

招聘意向 50.0 下跌 不变 

投资意向 46.2 上升 下跌 

营业状况 30.1 下跌 下跌 

盈利表现 31.4 下跌 下跌 

环球经济 24.4 下跌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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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指数 

 

本季综合营商行业指数方面，以“金融及保险业”（+5.2）的升幅最大。相反，“住宿及膳食服务业”（-8.4）、“进出口贸易及批发业” 

（-7.5）、“专业及商用服务业”（-6.4）、“信息及通讯业”（-6.2）及“零售业”（-4.4）录得较大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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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展望 
 

整体投资趋势方面，91%受访香港中小企表示会在本季维持或增加投资，与上季持平。 

 

 

 

最多香港中小企预期本季维持或增加投资的项目为“与电子商务或数字科技相关的培训”、“市场推广（线上／线下）”及“信息科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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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展望 
 

成本项目变化方面，预期本季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香港中小企百分比有所回升，较上季回升四个百分点至 59%。同样地，预期本季员工薪金上

升的香港中小企也较上季回升十个百分点至 35%，重回 2023 年第三季水平，反映香港中小企将要重新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只

有 23%的香港中小企计划提升货品或服务价格，较上季轻微上升两个百分点，显示大部分香港中小企并没有计划把成本上涨压力转嫁给消费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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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专题 

香港中小企在电子商贸方面的发展状况 

 

是次专题调查探讨香港中小企在电子商贸方面的发展状况。调查显示，在现时有进行网上销售的香港中小企中，大部分主要发展香港本地市

场（85%）；其次，约三分一（35%）香港中小企现时有发展内地的网上销售市场；也有三分一（34%）于海外市场进行网上销售。 

在发展内地网上销售市场的香港中小企中，他们遇到的困难及挑战包括“不了解有关的法则或规例”、“内地品牌太多”、“缺乏相关的人手或

专才”、“缺乏资金开发”及“内地消费者的喜好变化太大”。 

 

 

在会考虑拓展网上销售的香港中小企中，接近三分二（62%）考虑拓展内地网上销售市场，而分别有 40%及 36%的中小企，表示会继续在香

港及海外拓展网上销售市场。 

他们预期于内地进行网上销售时会遇到差不多的困难及挑战，包括“不了解有关的法则或规例”、“内地品牌太多”、“不了解内地消费者的需

求及喜好”、“缺乏相关的人手或专才”及“担心网络交易安全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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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专题 

香港中小企在电子商贸方面的发展状况 

 

就支援香港中小企发展内地网上销售方面，最多香港中小企期望得到的支援为“资金支援”（如资金支援或促进融资）；“业界合作”（如政府

或业界于内地协办网上销售活动）；及“市场洞悉”（如提高于内地进行网上销售的认知、或提供有关方案）。 

 

 

另一方面，六成（61%）受访香港中小企表示目前没有进行网上销售，或不会考虑进行网上销售。背后的主要原因包括：“公司业务性质不适

合”、“缺乏相关的人手或专才”与“缺乏资金开发网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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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三大行业指数的分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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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季主要成本项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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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发布 
渣打中小企指数将于每季季初公布季度调查结果。渣打中小企指数

调查报告可于生产力局网站下载（https://u.hkpc.org/scbi-hk）。 

 

 

 

 

 

 

 

 

 

 

 

 

免责声明： 

本调查报告内容及数据均属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所有。未经本局授权

不得对报告内容及数据作出任何修改或将其出售。对于本调查报告

内容及资料中出现的任何错误、偏颇、疏漏或延误，或据此而采取

之任何行动，本局概不负上任何责任。对于因使用本调查报告内容

及数据而产生的任何特殊的、附带或相应的损失，本局概不负上任

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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