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二零一五年首三季，香港經濟錄得溫和增長，按年實質增幅

為2.5%，與二零一四年全年的增長率相同。儘管外圍環境嚴

峻，但內部環節表現相對強韌，為整體經濟提供緩衝。

● 勞工市場大致保持平穩，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二零一五

年八月至十月維持在 3.3%的低水平。基本通脹繼續緩和趨

勢，二零一五年首十個月，基本通脹率平均為2.5%，較二零

一四年的3.5%為低。



● 今年第三季，香港經濟按年增長2.3%，低於上一季2.8%的

增幅，亦低於十年平均趨勢增長。

● 今年以來，全球經濟表現遜於預期。由於環球經濟疲弱，

第三季經濟增長減速是區內普遍現象，這亦反映外部需求

欠佳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日益加深。

● 本地環節雖然相對較為穩定，但擴張步伐在第三季亦有所

減慢。私人消費開支仍有穩健增長，投資開支在外圍環境

欠佳的背景下則明顯轉弱。



● 儘管外圍環境不穩，但在堅韌的內需支持下，勞工市場大

致保持平穩。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二零一五年八月至

十月維持在3.3%的低水平，足證本地勞工市場的調節力及

靈活性。然而，訪港旅遊業放緩以及各種外圍不利因素對

勞工市場的潛在影響，須要密切關注。

● 住戶收入在今年首九個月續見實質改善。法定最低工資水

平自二零一五年五月起上調，非技術全職僱員 (不包括外

籍家庭傭工 )的平均每月就業收入的實質增長近月也見加

快。



● 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繼續趨緩，由二零一三年的 4.0%及二零

一四年的3.5%，跌至二零一五年首十個月的2.5%。

● 外圍價格壓力輕微，反映主要進口來源地通脹低企，國際商

品及食品價格偏軟。同時，由於工資及收入升勢大體上平

穩，加上新訂樓宇租金在二零一四年大部分時間升幅緩和，

其影響陸續浮現，本地價格壓力也大致受控。



● 二零一五年，環球經濟增長料會是二零零九年以來最慢，

短期內有顯著的下行風險。外圍環境嚴峻，會繼續制約香

港出口的表現。

 鑑於外部需求疲弱的影響將會持續，在未來一段時間，香

港經濟的主要增長動力將要依靠內需。就業及收入情況穩

定，料會繼續支持消費意欲；不過，美國正準備加息，環

球經濟前景亦有各種下行風險，對本地資產價格以至經濟

氣氛都可能有負面影響，須密切留意。整體而言，二零一

五年香港經濟實質增長預測為2.4%。

● 價格方面，由於外圍價格壓力輕微，以及本地經濟增長放

緩，通脹的上行風險短期而言仍會受控。二零一五年全年的

基本和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率預測分別為2.5%和3%。



● 環球經濟復蘇步伐仍緩慢不穩，反映國際金融危機的後續影

響仍未散去，需求積弱，金融市場加劇波動。亞洲經濟體

(包括內地經濟 )，今年以來的出口及生產同告下滑，如情況

惡化，將增加本地出口的下行壓力。

● 環球金融市場在今年第三季出現大幅波動，正提醒我們美國

未來利率正常化可能帶來的衝擊，尤其是環球經濟低迷，境

況將更嚴峻。新興市場備受資金外流的打擊。我們須保持警

覺，留意事態發展，以及其對本地資產市場和經濟前景的影

響。

● 此外，訪港旅遊業放緩及其對就業創造的影響，同樣值得關

注。

● 憑着良好的經濟基調，加上政府在過去數年推行多項宏觀審慎

措施，香港能夠應付挑戰，待外圍環境改善，經濟定能恢復動

力。然而，我們仍須繼續鞏固自身的競爭優勢，靈活把握發展

的新機遇，特別是來自「一帶一路」建設和國家「十三五」規

劃所帶來的機會。





● 香港特區政府一向恪守審慎理財的原則。根據《基本

法》，財政預算須 ﹕

(a ) 量入為出；

(b) 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以及

(c ) 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 我們必須遵守《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所述的三點。

● 堅守這些原則，對維持本港經濟的健康發展及本港和國際

投資者的信心至為重要。



 《基本法》訂明我們須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

 從一九九七／九八年度至今，當中13年錄得財政盈餘。可

是，在一九九八／九九至二零零三／零四年度期間，我們

經歷了五年的財政赤字，令財政儲備大量消耗。



● 《基本法》訂明財政預算須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

應。

● 從一九九七／九八年度至今，本地生產總值增加約七成。

● 政府開支由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接近2,000億元，增至二零

一五／一六年度約4,400億元，增幅超過一倍。

● 經常開支由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約1,500億元，增至二零一

五／一六年度約3,250億元，增幅超過一倍。

● 政府收入自一九九七／九八年度以來的增長，與本地生產總

值的增長大致相同。

● 政府顯然有需要控制開支增長。





● 二零一五／一六年度政府總開支預計為 4,408 億元，較二零一

四／一五年度實際開支增加446億元 (或11.3%)，主要是由於經

常開支撥款增加、用作支援醫療改革的100億元撥款，以及推出

一次性紓困措施。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較，增幅逾一倍﹕

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較

 經常開支 +117%

 基本工程開支 +172%



● 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經常開支預計為3,246億元，較二

零一四／一五年度的實際開支增加195億元 (或 6.4%)，

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較，增幅逾一倍。 經常開支撥

款的增幅，反映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的長遠承擔。

● 社會福利、衞生和教育方面的經常開支持續增加：

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較

 社會福利 +199%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121%

公共福利金計劃 +333%

其他福利開支 +224%

 衞生 +110%

 教育 +91%



 由二零一零／一一年度至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累計增

長及趨勢增長如下：

累計增長 趨勢增長

政府經常開支 +45% +7.8%

 社會福利 +59% +9.7%

 衞生 +48% +8.2%

 教育 +40% +6.9%

 其他 +42% +7.3%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31% +5.5%

政府收入 +27% +4.9%



 政府近年的開支增長絕不保守，充分反映政府對社會的長

遠承擔。



● 根據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開支預算，教育 (22%)、社會

福利 (18 .4%)及衞生 (16 .8%)的開支，合共佔政府經常開

支總額的 57.2%。



● 二零一五／一六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下的基本工程預算開

支為700億元 (包括小型工程撥款89億元 )。二零一四／一五

年度的實際開支 (688億元 )與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預算開支

相若。

● 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的實際開支比較，增幅約為172%。

● 很多大型工程正值建築高峯期，未來數年，每年基本工程開

支預計維持在逾700億元的水平。



● 現正進行的策略性基建項目：

1. 港珠澳大橋

2.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3.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及屯門西繞道

4. 沙田至中環線

5. 南港島線 (東段 )

6 . 西九文化區

7. 啟德發展計劃

8. 深港共同開發落馬洲河套區

 其他工程項目包括：

9. 衞生 – 例如天水圍醫院、香港兒童醫院、重建仁濟醫院及

翻修香港佛教醫院

10. 環境保護 – 例如在小蠔灣發展有機資源回收中心，以及在

屯門環保園發展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

11. 教育 – 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工程

12. 文娛、康樂及體育 – 例如沙田第24D區體育館、屯門第14
區 (兆麟 )政府綜合大樓，以及東九文化中心





● 利得稅是政府最大的經營收入來源，總額介乎 377 億元 (一九九

九／二零零零年度 )與 1,378 億元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之間。

● 薪俸稅是第二或第三大的經營收入來源，總額介乎248 億元 (一

九九九／二零零零年度 )與 593 億元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之

間。

● 印花稅收入介乎 75 億元 (二零零二／零三年度 )與 748 億元 (二

零一四／一五年度 )之間。

● 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我們採用新的安排，根據過往的回

報預先釐定投資回報率，從而大大減少投資收入的波動。在二

零零七／零八年度至二零一五／一六年度期間，每年投資收入

平均超過 330 億元。

● 至於非經營收入，以地價收入波動最大。在這段期間，地價收

入在 54 億元與 846 億元之間上落。

● 政府收入波動不定，為公共財政管理帶來挑戰。



● 香港是細小而開放的經濟體。本港稅基狹窄，政府收入

易受經濟波動所影響，也取決於更廣泛層面的經濟變

化，並非政府所能控制。

● 收入波動不定，為公共財政管理帶來挑戰。利得稅、薪

俸稅、印花稅和地價收入，合共佔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政府總收入的73%。



● 五個主要收入項目分別為利得稅 (27.9%)、薪俸稅 (11.3%)、

印花稅 (10.5%)、投資收入 (主要來自財政儲備存放在外匯基

金所得的回報 ) (9 .4%)，以及地價收入 (14.7%)，合共佔政府

總收入的 73.8%。



● 在二零一三／一四課稅年度，本港有 373 萬工作人口，

當中約 203 萬人 (工作人口的 54%) 無須繳納薪俸稅。

● 在 170 萬名繳納薪俸稅的人士中，納稅最多的 5% (約

85 000人 ) 所繳納的稅款佔薪俸稅收入的 60%。



● 在二零一三／一四課稅年度，納稅最多的 5% 註冊公司

(約 4 900 家 ) 所繳納的稅款約佔政府利得稅收入的

85%。無須繳納利得稅的註冊公司約有 985 500 家 (佔註

冊公司總數約 91%) 。



● 香 港 奉 行 簡 單 低 稅 制 。 本 港 的 公 司 利 得 稅 率 劃 一 為

16.5% ，屬全球最低之列。



 本 港 的 薪 俸 稅 率 情 況 也 相 同 ， 現 時 上 限 為 標 準 稅 率

15%。





● 「財政儲備」是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9 條為特定目的而設立的八個基金的結餘總額。

● 這是政府可運用的全部資金，用以應付日常運作需要、尚未

支付的承擔額 (包括逾 3,000 億元的基本工程承擔額 ) 和負

債 (例如公職人員的退休金，在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現值為 7,472 億元 )。



● 財政儲備有助加強港元的穩定性。在二零一五年三月底，

財政儲備佔外匯基金資產總值的四分之一。





 展望未來，我們必須居安思危。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在二零一四年三月初發表報

告，為香港的財政可持續性提供科學和客觀的依據。

 工作小組指出，隨着人口老化，經濟增長放緩，如果政

府開支增長持續超越經濟和收入的增長，結構性赤字在

所難免。



 如要解決預期的結構性赤字問題，或減低發生問題的機

會，政府除了繼續推動本港經濟發展外，還須更加積極

地控制開支增長、保障收入，同時要未雨綢繆，設立儲

蓄計劃，以及加強政府資產管理。

 二零一五至一六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公布政府

將於今年設立「未來基金」，作為長期儲蓄，透過長線

投資，爭取更高回報。



 「未來基金」會透過行政途徑於財政儲備中設立名義帳

目，並以2,197億元的土地基金作為「首筆資金」，另每

年把約 25%至 33%的財政盈餘轉撥至「未來基金」作為

恆常注資。政府會因應每年的財政狀況和社會需要，靈

活調整注資的數額。

 「未來基金」仍會是財政儲備的組成部分。至於「未來

基金」以外的其他財政儲備，將稱為「營運及資本儲

備」。



 要解決結構性財赤問題，政府和市民均須認清問題存在，知所

變通。

 政府十分重視結構性財赤問題，並會及早控制開支增幅，使之

與政府收入和本港經濟增長再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