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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经济指标

除失业率外，上列百分率表示与一年前同期比较的变动。

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 上半年第二季 3.1%

3.3%         失业率 六月至八月 3.3%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 一月至八月八月 3.9%

4.3%

- 2 -经济状况

� 在二零一三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温和增长，按年实质增幅为
3.1%。先进经济体需求疲弱，以致香港出口表现低落；本地内部需
求则仍然坚挺。

� 由于内部需求强韧，劳工市场仍处于全民就业的状态。二零一三年
六月至八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维持在 3.3% 的低水平。基本
通胀大致稳定，在二零一三年首八个月，基本通胀率平均为
3.9%，较二零一二年的 4.7%为低。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温和
- 3 -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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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
� 受制于疲弱和不稳定的货物出口表现，本港在二零一三年上半年
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低于十年的平均趋势增长率。



劳工市场供求仍然偏紧
- 4 -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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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工市场仍处于全民就业状态，二零一三年六月至八月，经季节
性调整的失业率维持在 3.3% 的低水平。工资及收入进一步改善
。由于低技术劳工市场较紧，以及法定最低工资自本年五月起上
调，收入最低十等分的全职雇员在二零一三年五月至七月的平均
就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显著增加。



今年的通胀情况较去年温和
- 5 -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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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食品

私人房屋租金 十月
● 撇除各项一次性纾缓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在八月微升至

4.3%，主要是由于私人房屋租金在二零一二年上升，其滞后效应继
续浮现所致。同时，消费物价指数中其他主要组成部份的增幅普遍
温和。整体而言，基本通胀率在二零一三年首八个月依然平稳，平
均幅度为 3.9%，较二零一二年的 4.7% 为低。



二零一三年的最新预测

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 2.5-3.5%

消费物价通胀
整体
基本

4.3%

4%

- 6 -经济状况

● 先进经济体复苏步伐缓慢不稳，料会持续拖累香港货物贸易在本
年余下时间的表现。然而，内地经济稳健增长仍可为本地起稳定
的作用；本地消费需求强劲，加上访港旅游业兴旺，应可继续为
本地经济带来支持。

� 考虑到本地生产总值上半年的表现及现时外围环境的风险，我们
维持预测二零一三年全年经济温和增长 2.5% 至 3.5%，高于二零
一二年的 1.5% 增幅。

� 通胀展望方面，由于二零一三年上半年进口通胀放缓，加上新订
住宅租金升幅温和，应有助减轻通胀在本年余下时间的上行风
险。预测二零一三年全年的整体及基本消费物价通胀率分别为
4.3% 及 4.0%。



美国收紧宽松货币政策
先进经济体主权债务危机
先进经济体的进口需求疲弱
主要新兴市场经济持续放缓
保护主义情绪再度升温

经济不明朗因素
- 7 -经济状况

● 虽然环球经济前景所面对的严峻风险已较去年减退，但仍有许多不
明朗因素。香港是细小而开放的经济体，容易受外围冲击所影响。
我们须保持警觉，并要按情况采取预防措施，以抵御外围环境逆转
所带来的震荡。



《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条
……以量入为出为原则
……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
……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基本法》清楚确立
财政可持续性的原则

- 8 -财政纪律

● 香港特区政府一向恪守审慎理财的原则。根据《基本法》，财政预
算须

(一) 量入为出；
(二) 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以及
(三) 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 我们必须遵守《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条的三个部分。

● 坚守这些原则，对维持本港经济的健康发展及本港和国际投资者的
信心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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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九七／九八年度以来一直坚守量入为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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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收入
1997/98至2012/13年度的平均水平

(18.6%)

开支
1997/98至2012/13年度的平均水平

(19.3%)

原来预算
� 政府一直坚守《基本法》订明以量入为出的原则管理公共财政。

� 在一九九七／九八年度至二零一二／一三年度期间，政府收入平
均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的 18.6%。

� 同期，政府开支平均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的 17.4%。

� 计及房屋委员会及营运基金的开支，公共开支平均相当于本地生
产总值的 19.3%，符合我们一向坚守控制公营机构规模的原则，
避免窒碍私营机构的发展。

� 若政府要把开支限制提升，政府收入也要相应增加，即是要加税
或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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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九七／九八年度以来
有11个年度录得财政盈余，五个年度录得赤字

- 10 -财政纪律亿元

● 《基本法》订明我们须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

● 从一九九七／九八年度至今，当中11年录得财政盈余。可是，一
九九八／九九至二零零三／零四年度，我们经历了五年的财政赤
字，令财政储备的水平大量消耗。



多年来政府收入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幅相若
但政府开支增幅远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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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订明财政预算须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 由一九九七／九八至二零一三／一四年度，本地生产总值增加约
六成。

● 同期，政府开支由接近 2,000 亿元增至超过 4,000 亿元，增幅超过
一倍。

● 经常开支则由 1,500 亿元增至超过 2,900 亿元，增幅接近一倍。

● 尽管每年有所变动，一九九七／九八年度以来，政府收入的增长
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大致相同。

● 控制政府开支增长的需要清晰明确。



自一九九七／九八年度以来总开支增加 126.4%4,400亿元
2,348亿元2,392亿元1,944亿元

3,77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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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一四年度总开支预计为 4,400 亿元，较二零一二／一三年度
实际开支增加 627 亿元 (或17%)；与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较，增幅逾
一倍：

与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较
� 经常开支 +95%

� 基本工程开支 +172%



自一九九七／九八年度以来经常开支增加 95%

2,913亿元
2,623亿元

1,994亿元1,980亿元
1,49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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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 (+179.0%)

(基础建设、经济、环境及食物、辅助服务等)

其他 (+107.5%)保安 (+47.2%)卫生 (+87.5%)

教育 (+68.7%)

* 不包括前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的开支。 原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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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一四年度的经常开支预计为 2,913 亿元，较二零一二
／一三年度的实际开支增加 290 亿元 (或11%)；与一九九七／九
八年度比较，增幅几近一倍。经常开支的增长幅度，反映政府在
改善民生方面的长远承担。

● 教育、社会福利和卫生方面的经常开支持续增加：

与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较
� 教育 +69%

� 社会福利 +179%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116%

(综援)计划
公共福利金计划 +329%

其他福利开支 +168%

� 卫生 +88%



二零一三／一四年度的经常开支教育 630亿元 (21.6%)

社会福利－其他福利开支
164 亿元 (5.6%)辅助服务 420 亿元 (14.5%) 卫生 488 亿元 (16.7%)保安 324 亿元 (11.1%)

基础建设 179 亿元 (6.1%)

环境及食物 119 亿元 (4.1%)

经济 96 亿元 (3.3%)

房屋 3 亿元 (0.1%) 社会福利－综援金／公共福利金
393 亿元 (13.5%)

小区及对外事务 97 亿元 (3.4%)

- 14 -开支

政府经常开支：2,913亿元 (占政府开支总额4,400亿元的66.2%)

● 根据二零一三／一四年度的开支预算，教育 (21.6%)、社会福利
(19.1%) 及卫生 (16.7%) 的开支，合共占政府经常开支总额的
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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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
标示的开支预测

* 不包括前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的开支。 2018-19

政府基本工程投资创新高

● 二零一三／一四年度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的基本工程开支预算为
701 亿元 (包括小型工程拨款 82 亿元)，较二零一二／一三年度实
际开支增加约 13%。

● 与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的实际开支比较，增加约 170%。

● 随着多项大型基建工程陆续进入建筑高峰期，未来数年，基本工
程开支预计会维持在现时的高水平。



获批核工程的无拨备承担额约为四千亿元
开支 - 16 -

• 没有为经财务委员会批准的工程项目预留未来支出的拨款无拨备承担额=核准工程项目预算 –累积开支

� 为推动经济发展及改善市民生活质素，我们的一揽子基本工程
项目包括运输基建、医院与医护设施、长者福利设施 、文化与
康乐设施，以及增辟土地。

� 经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批准拨款，现时有超过700项工程项目已
经展开。

� 截至二零一三年八月底，尚未支付的基本工程承担额为 3,980 

亿元 (按付款当日价格计算)。我们无拨备以支付该笔款项。



自一九九七／九八年度以来总收入增长54.7% 

收入 - 17 -

2,812亿元
1,775亿元 3,585亿元 4,421亿元 4,35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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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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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收入 (+10.4%)其他非经营收入 (+15.8%)印花税 (+37.5%)投资收入 (+99.1%)

非经营收入经营收入
其他经营收入 (+30.5%)
(费用及收费、一般差饷等)

利得税 (+136.7%)薪俸税 (+69.1%)

*  不包括前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的收入。
� 利得税是我们最大的经营收入来源，总额介乎一九九九／二零零零
年度的 377 亿元与二零一二／一三年度的 1,256 亿元之间。

� 薪俸税是我们第二或第三大的经营收入来源，总额介乎一九九九／
二零零零年度的 248 亿元与二零一一／一二年度的 518 亿元之间。

� 在这段期间，印花税收入介乎 75 亿元与 515 亿元之间。

� 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我们采用新的安排，根据过往的回报预
先厘定投资回报率，从而大大减少投资收入的波动。在二零零七／
零八年度至二零一二／一三年度期间，每年投资收入平均超过 360 

亿元。

� 至于非经营收入，以地价收入波动最大。在这段期间，地价收入在
54 亿元至 846 亿元之间上落。

� 收入波动不定，为公共财政管理带来挑战。



政府收入远较政府开支更易受经济表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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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细小而开放的经济体。本港税基狭窄，政府收入易受经
济波动影响，也取决于更广泛层面的经济变化，并非政府所能
控制。

● 收入波动不定，为公共财政管理带来挑战。利得税、薪俸税、
印花税和地价收入，合共占二零一二／一三年度政府总收入的
65% 。



薪俸税 510 亿元 (11.7%)其他非经营收入
104 亿元 (2.4%)

利得税
1,310 亿元 (30.1%)地价收入

690 亿元 (15.9%)

印花税 400亿元 (9.2%)

政府收入总额：4,351 亿元经营收入 3,495 亿元 (80.3%)非经营收入 856 亿元 (19.7%)

其他经营收入
977 亿元 (22.4%)

投资收入：经营收入 298 亿元 (6.9%)非经营收入 62 亿元 (1.4%)

二零一三／一四年度的收入预算
- 19 -收入

● 五个主要收入项目分别为利得税 (30.1%)、薪俸税 (11.7%)、印花税
(9.2%)、投资收入 (主要是把财政储备存放在外汇基金所得的回报) 

(8.3%)，以及地价收入 (15.9%)，合共占政府收入总额的 75.2% 。



- 20 -

薪俸税 占税项收益总额*的百分比纳税人数目年薪(元)

24.3%

13.3%

10.7%

4.6%

2.9%

1.4%少于0.1%

42.8%>2,000,000

1,000,001至2,000,000

700,001至1,000,000

500,001至700,000

400,001至500,000

300,001至400,000

200,001至300,000

108,001#至200,000

32 000 (2.0%)

75 000 (4.6%)

89 000 (5.4%)

158 000 (9.7%)

159 000 (9.7%)

257 000 (15.7%)

394 000 (24.1%)

470 000 (28.8%)

纳税人总数：1 634 000^

^ 3 600 000 工作人口中，1 966 000 无须缴纳薪俸税
* 实施一次过减税12,000元措施后
# 2011-12课税年度的个人免税额为108,000元

2011-12 (课税年度)

只有45%的工作人口缴纳薪俸税
当中12%纳税人所缴税款占薪俸税总额超过80%

收入

� 在二零一一／一二课税年度，360万工作人口中，约200万人 (工作
人口的55%) 无须缴纳薪俸税。

� 在160万名缴纳薪俸税的人士中，约20万人 (工作人口的5%或纳税
人口的12%) 所缴纳的税款占薪俸税收入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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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11%的注册公司缴纳利得税
当中少于1%所缴的税款占利得税总额超过60%

收入
7.4%

5.4%

3.9%

5.7%

2.1%

2.6%

2.7%

1.7%

2.1%

1.3%

1.3%

63.8%100,000,000以上
50,000,001至100,000,000

30,000,001至50,000,000

20,000,001至30,000,000

10,000,001至20,000,000

7,500,001至10,000,000

5,000,001至7,500,000

3,000,001至5,000,000

2,000,001至3,000,000

1,000,001至2,000,000

500,001至1,000,000

1至500,000

800 (0.9%)

700 (0.7%)

900 (1.0%)

1 000 (1.1%)

2 600 (2.7%)

1 600 (1.7%)

2 800 (3.0%)

4 500 (4.7%)

4 500 (4.7%)

9 600 (10.1%)

11 500 (12.1%)

54 400 (57.3%)注册公司总数：864 000，其中94 900 (11%)缴纳利得税。

占利得税收益总额的百分比应评税利润(元) 公司数目2011-12 (课税年度)利得税

� 二零一一／一二课税年度，在94 900家缴纳利得税的注册公司
中，800家纳税最多的公司所缴的税款约占利得税收入的64%。有
769 000家公司 (89%) 无须缴纳利得税。



基金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结余百万元政府一般收入账目 404,720基本工程储备基金 77,991资本投资基金 1,396公务员退休金储备基金 25,742赈灾基金 6创新及科技基金 2,379土地基金 209,266贷款基金 2,186奖券基金 10,228合计 733,914

“财政储备”反映整体的现金结余情况，
当中大多数款项已划作指定用途

财政储备 - 22 -

� 财政储备是政府一般收入账目及根据《公共财政条例》第 29 条为特定
目的而设立的八个基金的结余总额。

� 这是政府可运用的全部资金，用以应付日常运作需要、尚未支付的承担
(包括约 4,000 亿元的基本工程承担额) 和负债 (例如公职人员退休金，
其在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现值为 6,414 亿元)。



应付已承担的开支及负债应付已承担的开支及负债
应付人口老化所带来的挑战应付人口老化所带来的挑战 在经济逆转时发挥缓冲作用在经济逆转时发挥缓冲作用

应付日常运作需要应付日常运作需要赚取投资收入赚取投资收入

加强港元稳定性加强港元稳定性
- 23 -

“财政储备”具备多项功用
财政储备

� 财政储备有助加强港元的稳定性。在二零一三年三月底，财政储
备占外汇基金资产总值的相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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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亿元财政储备

● 在一九九八／九九年度至二零零三／零四年度的六年间，我们经
历了五年赤字，财政储备由一九九八年三月相当于 28 个月的政府
开支，降至二零零四年三月相当于 13 个月的政府开支。



应付日常运作需要的库存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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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财政储备

● 政府的开支，相对平均分布于全年，但收入则大多在年底收取。
我们需要一个缓冲，以应付年内所需的现金流。



带来可观的投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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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 26 -财政储备

● 财政储备的投资收入在二零一三／一四年度约为 360 亿元，大约相
当于政府收入总额的 8%，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财政储备
减少，投资收入也会减少。



6,414 亿元 无拨备的退休金负债
(现值)

3,980 亿元 尚未支付的基本工程承担额

807 亿元 政府保证债项

我们要应付无拨备的承担及负债
这会加重现时和将来纳税人的负担

- 27 -财政储备

� 截至二零一三年八月底，经立法会批准而尚未支付的基本工程承担额
为 3,980 亿元(按付款当日价格计算)。

� 主要无拨备负债包括公职人员退休金及二零零四年发行的债券。二零
一三／一四年度退休金开支预算为 255 亿元，而在二零一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退休金负债的现值为 6,414 亿元。

●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政府保证债项约为807 亿元。



2012至2041年按年龄组别划分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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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未来的挑战
面对财政的挑战，尤以人口老化问题为然，

如何应对方为上策？

● 二零一二年，65 岁或以上的长者人数为 98 万，占全港人口 14%。

● 根据最新的推算，到二零四一年，长者人数会大幅增至 256 万，
占全港人口 30%。

●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平均十名适龄工作人士 (即15至64岁) 供养一
名长者。

● 时至今日，老年抚养比率已跌至五比一，即五名适龄工作人士供
养一名长者。

● 及至二零四一年，老年抚养比率将再跌至少于两名适龄工作人士
供养一名长者。



对政府收入构成压力，主要由于：
♦ 经济增长放缓
♦ 工作人口萎缩
♦ 储蓄比率下降

对政府开支构成压力，特别是：
♦ 医疗
♦ 社会福利

公共财政的长远可持续性

- 29 -未来的挑战
人口老化对公共财政的影响

● 工作人口比例减低，经济活力随而下降，增长动力也因而放
缓。

● 二零二零年代香港经济的增长动力势必持续减慢，远低于过去
十年 4.5% 的趋势增长率。

● 随着长者数目增加，工作人口持续萎缩，纳税人数目减少，经
济增长减慢，若税制维持不变，政府收入的增长便会大幅放
缓。

● 长者人口比例增加，会令医疗、福利等开支飙升。

● 上述种种情况都会对政府收入和公共开支的可持续性造成深远
影响。



全球经济体系推行财政紧缩措施
是大势所趋

订定目标，务求削减财政预算赤字／恢复财政收
支平衡，以及控制政府的负债水平
推行储蓄计划，以预留资金，应付未来须承担的
开支
检讨税例和提高税率，以增加收入
检讨款项运用的优次缓急，并限制开支增长，以
控制开支

- 30 -未来的挑战

� 放眼世界，不少经济体都同样面对长远公共开支飙升的问题。

� 不少海外经济体推出财政紧缩措施，力求减少财赤和国债。

� 有些国家利用现有的资源，为未来筹划，把部分的财政盈余或
其他收益及资产储存备用。



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www.policyaddres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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