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二零一五年首三季，香港经济录得温和增长，按年实质增幅

为2.5%，与二零一四年全年的增长率相同。尽管外围环境严

峻，但内部环节表现相对强韧，为整体经济提供缓冲。

● 劳工市场大致保持平稳，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在二零一五

年八月至十月维持在 3.3%的低水平。基本通胀继续缓和趋

势，二零一五年首十个月，基本通胀率平均为2.5%，较二零

一四年的3.5%为低。



● 今年第三季，香港经济按年增长2.3%，低于上一季2.8%的

增幅，亦低于十年平均趋势增长。

●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表现逊于预期。由于环球经济疲弱，

第三季经济增长减速是区内普遍现象，这亦反映外部需求

欠佳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

● 本地环节虽然相对较为稳定，但扩张步伐在第三季亦有所

减慢。私人消费开支仍有稳健增长，投资开支在外围环境

欠佳的背景下则明显转弱。



● 尽管外围环境不稳，但在坚韧的内需支持下，劳工市场大

致保持平稳。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在二零一五年八月至

十月维持在3.3%的低水平，足证本地劳工市场的调节力及

灵活性。然而，访港旅游业放缓以及各种外围不利因素对

劳工市场的潜在影响，须要密切关注。

● 住户收入在今年首九个月续见实质改善。法定最低工资水

平自二零一五年五月起上调，非技术全职雇员 (不包括外

籍家庭佣工 )的平均每月就业收入的实质增长近月也见加

快。



● 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继续趋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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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2.5%。

● 外围价格压力轻微，反映主要进口来源地通胀低企，国际商

品及食品价格偏软。同时，由于工资及收入升势大体上平

稳，加上新订楼宇租金在二零一四年大部分时间升幅缓和，

其影响陆续浮现，本地价格压力也大致受控。



● 二零一五年，环球经济增长料会是二零零九年以来最慢，

短期内有显著的下行风险。外围环境严峻，会继续制约香

港出口的表现。

 鉴于外部需求疲弱的影响将会持续，在未来一段时间，香

港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将要依靠内需。就业及收入情况稳

定，料会继续支持消费意欲；不过，美国正准备加息，环

球经济前景亦有各种下行风险，对本地资产价格以至经济

气氛都可能有负面影响，须密切留意。整体而言，二零一

五年香港经济实质增长预测为2.4%。

 价格方面，由于外围价格压力轻微，以及本地经济增长放

缓，通胀的上行风险短期而言仍会受控。二零一五年全年

的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预测分别为2.5%和3%。



● 环球经济复苏步伐仍缓慢不稳，反映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

响仍未散去，需求积弱，金融市场加剧波动。亚洲经济体

(包括内地经济 )，今年以来的出口及生产同告下滑，如情况

恶化，将增加本地出口的下行压力。

● 环球金融市场在今年第三季出现大幅波动，正提醒我们美国

未来利率正常化可能带来的冲击，尤其是环球经济低迷，境

况将更严峻。新兴市场备受资金外流的打击。我们须保持警

觉，留意事态发展，以及其对本地资产市场和经济前景的影

响。

● 此外，访港旅游业放缓及其对就业创造的影响，同样值得关

注。

● 凭着良好的经济基调，加上政府在过去数年推行多项宏观审慎

措施，香港能够应付挑战，待外围环境改善，经济定能恢复动

力。然而，我们仍须继续巩固自身的竞争优势，灵活把握发展

的新机遇，特别是来自「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十三五」规

划所带来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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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量入为出；

(b) 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以及

(c ) 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 我们必须遵守《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条所述的三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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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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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录得财政盈余。可

是，在一九九八／九九至二零零三／零四年度期间，我们

经历了五年的财政赤字，令财政储备大量消耗。



● 《基本法》订明财政预算须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

适应。

● 从一九九七／九八年度至今，本地生产总值增加约七

成。

● 政府开支由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接近2,000亿元，增至二

零一五／一六年度约4,400亿元，增幅超过一倍。

● 经常开支由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约1,500亿元，增至二零

一五／一六年度约3,250亿元，增幅超过一倍。

● 政府收入自一九九七／九八年度以来的增长，与本地生

产总值的增长大致相同。

● 政府显然有需要控制开支增长。





● 二零一五／一六年度政府总开支预计为 4,408 亿元，较二零一

四／一五年度实际开支增加446亿元 (或11.3%)，主要是由于经

常开支拨款增加、用作支援医疗改革的100亿元拨款，以及推出

一次性纾困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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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基本工程开支 +172%



● 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经常开支预计为3,246亿元，较二

零一四／一五年度的实际开支增加195亿元 (或 6.4%)，

与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较，增幅逾一倍。 经常开支拨

款的增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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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社会福利 +199%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 +121%

公共福利金计划 +333%

其他福利开支 +224%

 卫生 +110%



 由二零一零／一一年度至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累计增

长及趋势增长如下：

累计增长 趋势增长

政府经常开支 +45% +7.8%

 社会福利 +59% +9.7%

 卫生 +48% +8.2%

 教育 +40% +6.9%

 其他 +42% +7.3%

名义本地生产总值 +31% +5.5%

政府收入 +27% +4.9%



 政府近年的开支增长绝不保守，充分反映政府对社会的长

远承担。



● 根据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开支预算，教育 (22%)、社会

福利 (18 .4%)及卫生 (16 .8%)的开支，合共占政府经常开

支总额的 57.2%。



● 二零一五／一六年度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的基本工程预算开

支为700亿元 (包括小型工程拨款89亿元 )。二零一四／一五

年度的实际开支 (688亿元 )与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预算开支

相若。

● 与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的实际开支比较，增幅约为172%。

● 很多大型工程正值建筑高峰期，未来数年，每年基本工程开

支预计维持在逾700亿元的水平。



● 现正进行的策略性基建项目：

1. 港珠澳大桥

2. 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

3. 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及屯门西绕道

4. 沙田至中环线

5. 南港岛线 (东段 )

6 . 西九文化区

7. 启德发展计划

8. 深港共同开发落马洲河套区

 其他工程项目包括：

9. 卫生 – 例如天水围医院、香港儿童医院、重建仁济医院及

翻修香港佛教医院

10. 环境保护 – 例如在小蚝湾发展有机资源回收中心，以及在

屯门环保园发展废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及回收设施

11. 教育 – 小学、中学及特殊学校工程

12. 文娱、康乐及体育 – 例如沙田第24D区体育馆、屯门第14
区 (兆麟 )政府综合大楼，以及东九文化中心





● 利得税是政府最大的经营收入来源，总额介乎 377 亿元 (一九九

九／二零零零年度 )与 1,378 亿元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之间。

● 薪俸税是第二或第三大的经营收入来源，总额介乎248 亿元 (一

九九九／二零零零年度 )与 593 亿元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之

间。

● 印花税收入介乎 75 亿元 (二零零二／零三年度 )与 748 亿元 (二

零一四／一五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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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七／零八年度至二零一五／一六年度期间，每年投资收入

平均超过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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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与 846 亿元之间上落。

● 政府收入波动不定，为公共财政管理带来挑战。



● 香港是细小而开放的经济体。本港税基狭窄，政府收入

易受经济波动所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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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占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政府总收入的73%。



● 五个主要收入项目分别为利得税 (27.9%)、薪俸税 (11.3%)、

印花税 (10.5%)、投资收入 (主要来自财政储备存放在外汇基

金所得的回报 ) (9 .4%)，以及地价收入 (14.7%)，合共占政府

总收入的 73.8%。



● 在二零一三／一四课税年度，本港有 373 万工作人口，

当中约 203 万人 (工作人口的 54%) 无须缴纳薪俸税。

● 在 170 万名缴纳薪俸税的人士中，纳税最多的 5% (约

85 000人 ) 所缴纳的税款占薪俸税收入的 60%。



● 在二零一三／一四课税年度，纳税最多的 5% 注册公司

(约 4 900 家 ) 所缴纳的税款约占政府利得税收入的

85%。无须缴纳利得税的注册公司约有 985 500 家 (占注

册公司总数约 91%) 。



● 香 港 奉 行 简 单 低 税 制 。 本 港 的 公 司 利 得 税 率 划 一 为

16.5% ，属全球最低之列。



 本 港 的 薪 俸 税 率 情 况 也 相 同 ， 现 时 上 限 为 标 准 税 率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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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的承担额 (包括逾 3,000 亿元的基本工程承担额 ) 和负

债 (例如公职人员的退休金，在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现值为 7,472 亿元 )。



● 财政储备有助加强港元的稳定性。在二零一五年三月底，

财政储备占外汇基金资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在二零一四年三月初发表报

告，为香港的财政可持续性提供科学和客观的依据。

 工作小组指出，随着人口老化，经济增长放缓，如果政

府开支增长持续超越经济和收入的增长，结构性赤字在

所难免。



 如要解决预期的结构性赤字问题，或减低发生问题的机

会，政府除了继续推动本港经济发展外，还须更加积极

地控制开支增长、保障收入，同时要未雨绸缪，设立储

蓄计划，以及加强政府资产管理。

 二零一五至一六财政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

将于今年设立「未来基金」，作为长期储蓄，透过长线

投资，争取更高回报。



 「未来基金」会透过行政途径于财政储备中设立名义帐

目，并以2,197亿元的土地基金作为「首笔资金」，另每

年把约 25%至 33%的财政盈余转拨至「未来基金」作为

恒常注资。政府会因应每年的财政状况和社会需要，灵

活调整注资的数额。

 「未来基金」仍会是财政储备的组成部分。至于「未来

基金」以外的其他财政储备，将称为「营运及资本储

备」。



 要解决结构性财赤问题，政府和市民均须认清问题存在，知所

变通。

 政府十分重视结构性财赤问题，并会及早控制开支增幅，使之

与政府收入和本港经济增长再趋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