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二零一四年首三季，香港經濟錄得溫和增長，按年實質增
幅為 2 .4%。經濟表現欠佳，主要受到旅客消費減弱及內部
需求回軟所拖累。

● 勞工市場大致保持平穩，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二零一四
年九月至十一月維持在 3 .3% 的水平。基本通脹有繼續緩和
的趨勢，二零一四年首十一個月基本通脹率平均為 3 .5%。



● 香港經濟在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增長 2 .7% ，儘管較上一季
有所加快，但增速仍低於十年平均趨勢增長。

● 由於先進市場需求不足，本港的貨物出口復蘇至今步伐溫
和。與此同時，旅客消費經過數年快速增長後，出現回
落，儘管跌幅在第三季明顯收窄。內部需求整體而言亦疲
軟，主要受投資支出下滑所拖累。



● 勞工市場大致穩定，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二零一四年
九月至十一月維持在 3 .3% 的水平，而整體就業人數則持
續錄得溫和的按年增長。同時，工資及收入維持平穩增
長，而二零一四年首三季基層勞工的平均就業收入亦續見
實質改善。



● 受惠於租金升幅放緩，加上輸入通脹相對溫和，基本消費物
價通脹從二零一三年全年的 4 .0%降至今年首十一個月平均
的3 .5% 。



● 鑑於先進經濟體復蘇步伐不一，短期內環球經濟充其量只
會以溫和步伐擴張，這會繼續牽制香港出口的表現。

● 考慮到出口在未來數月只會緩步增長，以及「佔領行動」
對消費市道的干擾，預測二零一四年經濟實質增長2.2%。

● 通脹展望方面，隨着本地成本壓力持續緩和，以及環球通
脹仍然溫和，通脹風險在短期內可望進一步減退，二零一
四年全年的整體和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率預測分別為 4.3% 和
3.4%。



 美國加息的時間和步伐仍取決於未來經濟數據的好壞，因
此，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仍有相當多的變數，或會令市場對
資金流向和利率的預期急劇轉變。另外，各地主要中央銀行
的貨幣政策未來走向背馳，油價大幅波動，令本已不穩定的
環球經濟金融環境更為複雜。

● 先進經濟體進口需求增長微弱，而且日本和歐洲的復蘇進程
因受制於結構問題，增長動力欠奉。外圍環境持續不穩且欠
缺動力，或已成為環球金融危機後的新常態。

● 地緣政治風險料會持續高企，影響環球經濟展望。

● 本地方面，零售業銷售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回軟，相信是反映
示威活動對消費意欲的負面影響。另外，旅客消費模式可能
出現轉變以及內需放緩的相關變數亦須關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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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量入為出；
(二 ) 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以及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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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一九九七／九八年度以來，當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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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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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生產總值增加逾六成。

● 政府開支由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接近 2,000 億元，增至二零一
四／一五年度逾 4 ,000 億元，增幅超過一倍。

● 經常開支由大約 1,500 億元增至 3 ,070 億元左右，增幅為一
倍。

● 政府收入自一九九七／九八年度以來的增長，則與本地生產總
值的增長大致相同。

● 政府明顯有需要控制開支增長。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政府總開支預計為 4,112 億元，較二零一
三／一四年度實際開支少 223 億元 (或 5%)，主要是由於政府
縮減一次性紓困措施的規模，以及減少向指定用途基金作出一
次性注資。不過，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較，增幅仍逾一
倍：

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較
 經常開支 + 106%
 基本工程開支 + 175%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的經常開支預計為 3 ,074 億元，較二
零一三／一四年度的實際開支增加 230 億元 (或 8%)；與
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較，增幅逾一倍。經常開支的增長
幅度，反映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的長遠承擔。

● 教育、社會福利和衞生方面的經常開支持續增加：

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較
 教育 + 80%
 社會福利 + 185%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 129%
(綜緩 )計劃

公共福利金計劃 + 295%
其他福利開支 + 192%

 衞生 + 101%



 根據二零一四／一五年度的開支預算，教育 (21 .8%)、社
會福利 (18 .5%) 及衞生 (17%) 的開支，合共佔政府經常
開支總額的 57 .3%。



●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下的基本工程開支預
算為 708 億元 (包括小型工程撥款 85 億元 )。二零一三／一
四年度的實際開支 (如不計及向醫院管理局提供的 130 億元
一次過撥款 )約為700億元，與二零一四／一五年度開支預算
相若。

● 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的實際開支比較，增幅約為 175%。

 隨着多項大型基建工程陸續進入建築高峯期，未來數年，基
本工程開支預計會維持在現時的高水平。



 為推動經濟發展和提升市民生活質素，我們的一籃子基本
工程項目包括增闢土地，以及提供醫院與醫護設施、運輸
基建、長者福利設施和文娛康樂設施。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底，尚未支付的基本工程承擔額約為
3 ,400 億元。我們並無撥備以支付該筆款項。



 利得稅是政府最大的經營收入來源，總額介乎 (一九九九／二零
零零年度 ) 377 億元至 (二零一二／一三年度 ) 1 ,256 億元之
間。

 薪俸稅是第二或第三大的經營收入來源，總額介乎 (一九九九／
二零零零年度 ) 248 億元至 (二零一三／一四年度 ) 556 億元之
間。

● 印花稅收入介乎 (二零零二／零三年度 ) 75 億元與 (二零零七／
零八年度 ) 515 億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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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七／零八年度至二零一四／一五年度期間，每年投資收入
平均超過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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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佔二零一三／一四年度
政府總收入的 66%。



 五 個 主 要 收 入 項 目 分 別 為 利 得 稅 (27 .3%) 、 薪 俸 稅
(12 .3%)、印花稅 (10 .2%)、投資收入 (主要來自財政儲備存
放 在 外 匯 基 金 所 得 的 回 報 ) (6 .3%) ， 以 及 地 價 收 入
(16 .3%)，合共佔政府總收入的 72 .4% 。



 在二零一二／一三課稅年度，本港有 367 萬工作人口，
當中約 207 萬人 (工作人口的 57%) 無須繳納薪俸稅。

 在 160 萬名繳納薪俸稅的人士中，約 215 000 人 (工作
人口的 5 .9% 或納稅人口的 13 .5%) 所繳納的稅款佔薪
俸稅收入的 81%。



 在二零一二／一三課稅年度，有 97 300 家註冊公司須繳
納利得稅，當中納稅最多的 800 家公司所繳的稅款約佔政
府利得稅收入的 63%。無須繳納利得稅的註冊公司約有
863 000 家 (約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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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約 3 ,400 億元的基本工程承擔額 ) 和負
債 (例如公職人員退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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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四年三月底，
財政儲備佔外匯基金資產總值的四分之一。



 在二零一一年，約五名工作人口支援一名長者， 或 5.3 : 1 。

 隨著人口老化，在二零四一年，比例會減至 1.8 : 1，或約兩名工
作人口支援一名長者 。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於三月初發表報告，為香港的財政可持
續性提供科學和客觀的依據。

 工作小組指出隨著人口老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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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赤字會在所難免。

 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們不會讓香港出現財政危機。要避免結構性
財赤出現，政府需要多管齊下，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在開支、
收入和儲蓄三方面下工夫。



 如要解決預期的結構性赤字問題或減輕問題的嚴重性，
政府除了繼續推動本港經濟發展外，還必須控制開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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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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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