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六年首三季，香港经济录得温和增长，按年实质增幅为
1.4% 。随着外围环境回稳，香港经济自第二季有相对改善，
增长步伐于第三季进一步加快。

 劳工市场继续处于全民就业状态。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在二
零一六年九月至十一月微跌至3.3%。基本通胀进一步回落，二
零一六年首十一个月，平均为2.3% ，较二零一五年的 2.5%
和二零一四年的3.5%为低。



● 二零一六年第三季，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速，按年增长为

1.9%，惟仍低于十年平均趋势增长。

● 随着早前困扰环球经济的严峻风险略为减退，亚洲出口得

以普遍回稳。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三季续有增长，近期表

现继续靠稳，而服务输出的跌势亦显著减慢。

● 同期，内部需求明显转强。就业及收入平稳向好，带动私

人消费开支在第三季重拾一些增长动力。投资开支则连续

四个季度下滑后强劲反弹。



● 劳工市场仍然相当强韧。二零一六年九月至十一月，经季

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微跌至3.3%。总就业人数续见温和增长，

惟与贸易及消费相关行业的劳工需求依然疲软。

● 就业收入持续改善。二零一六年首九个月，基层劳工的平

均每月就业收入继续录得实质增长。



● 基本通胀率在年初因天气恶劣而短暂上升，随后已逐步回落，

十一月为2.1%，主要是由于租金成本及基本食品价格的按年

升幅缓和所致。此外，基本消费物价指数的其他主要组成项目

的价格压力亦大致温和。



● 环球经济在最近维持温和增长，为亚洲贸易以至香港出口带

来支持。本地方面，全民就业、市民收入状况良好，都是支

撑消费增长的重要基本因素。同时，基建工程全速进行，加

上私人建造活动稳健增长，也应为整体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 考虑到二零一六年首三季的实际增长数字，加上第四季亦可

望进一步温和增长，二零一六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为1.5%。

● 物价方面，由于环球通胀普遍低企，以及本地成本压力温

和，通胀压力在短期内应会继续受控，二零一六年全年的基

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预测分别为2.3%及2.4%。



● 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受制于根深柢固的结构性问题，

而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仍然疲弱。此外，美国加息的

步伐仍未明朗，加上其他主要央行不同的政策措施，或会

令资金流向急速变化，令国际金融市场更加波动，对基调

较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构成威胁。

● 市场关注美国大选后美国的经济形势，以及新政府的政策

取向。由于美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其可能衍生的影响深远。美国经济继续向好，对全球

以至亚洲和香港的经济前景都至为重要。

● 目前英国「脱欧」对本港经济的直接影响应该不大。不

过，事件仍在发展中，而欧洲今年亦会有多个重要的选

举，环球经济金融形势再受冲击的可能性仍不能排除。

● 主要先进经济体的需求持续不振，凸显与亚洲经济伙伴

（尤其是内地）建立更紧密联系，以及把握“一带一路”

策略所带来的庞大商机的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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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一九九七／九八年度以来，有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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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一九九七／九八年度起，计至二零一五／一六年度完结时，
本地生产总值增加了75%。

● 政府开支增加了124%，由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的1,940亿元，
增至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4,360亿元。

● 经常开支上升了117%，由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的1,490亿元，
增至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3,250亿元。

● 政府收入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幅大致相同：现金收付制帐目
显示，政府收入由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的2,810亿元，增至二
零一五／一六年度的4,500亿元，增幅为60%；如计及因实施
预算案所提纾困措施而减少的收入，以及房屋储备金的拨备，
增幅则为82%。

● 政府显然有需要控制开支增长。





● 二零一六／一七年度政府总开支预计达4,869亿元，较二零一五／

一六年度实际开支增加513亿元 (或11.8%)，主要是由于经常开支

和基本工程开支的拨款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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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工程开支 +205%
 经常开支 +133%

● 由于财务委员会批准在二零一五／一六年度向医院管理局拨款

100亿元作为基金以推行公私营协作措施，为免重复计算，二零

一六／一七年度的原来预算须下调100亿元。经调整后，二零一

六／一七年度的政府开支应为4,769亿元。

与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较
 政府总开支 +145%

>  其他开支 +164%



● 二零一六／一七年度的经常开支预计达3,475亿元，较二零一

五／一六年度的实际开支增加230亿元 (或7.1%)，自二零一

二／一三年度起，以7.3%的趋势增长率稳步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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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福利、卫生和教育方面的经常开支持续增加：

与二零一二／一三年度比较
 社会福利 +54.5%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 + 1 4 . 5 %
公共福利金计划 + 11 0 . 7 %
其他福利开支 + 6 8 . 2 %

 卫生 +23.9%
 教育 +23.6%



累计增长 趋势增长

政府经常开支 +32.5% +7.3%

 社会福利 +54.5% +11.5%
 卫生 +23.9% +5.5%
 教育 +23.6% +5.4%
 其他 +32.3% +7.3%

名义本地生产总值 +21.5% +5.0%

政府收入 +12.7% +3.0%

● 二零一二／一三至二零一六／一七年度预算的累计增长及趋

势增长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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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一
零年度

二零一二／
一三年度

二零一三／
一四年度

二零一六／
一七年度

自实施以来的
平均增长率

(实施年份)

长者生活
津贴*

111亿元 135亿元 每年 7%

低收入
在职家庭
津贴计划

29亿元 －
(二零一六／一七年度

首次实施)

二元交通
优惠计划

2亿元 11亿元 每年 113%

长者医疗券计
划

4,900万元# 13亿元^ 每年 365%

首次实施时250元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零零八／零九年度）

250元  500元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零一一／一二年度)

500元 1,000元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零一二／一三年度)

1,000元 2,000元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 不包括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三年三月期间的补发款项。

# 在二零零九年一月实施。二零零九年一月至三月 (三个月 )的实际开支为700万元。
^ 不包括一笔为数3.8亿元的款项。该笔款项纳入二零一六／一七年度预算内，是长者医 疗 券
计划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递延付款。

 长者医疗券计划的医疗券金额由250元增至2,000元，详情如下：



● 根据二零一六／一七年度的开支预算，教育 (21.5%)、社

会福利(19%)及卫生(16.5%)的开支，合共占政府经常开支

总额的57%。



● 二零一六／一七年度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的基本工程预算开支为

785亿元 (包括小型工程拨款91亿元 )，较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实

际开支增加约3.6%。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实际开支(758亿元)较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的实际开支(688亿元)增加约10%。

● 与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的实际开支 (257 亿元 ) 比较，增幅约为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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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在高水平。



● 现正进行的策略性基建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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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九龙文化区

7. 启德发展计划

● 其他工程项目包括：

8. 卫生 – 例如重建广华医院及葵涌医院，扩建灵实医院，屯门

医院手术室大楼扩建计划及香港佛教医院翻修工程

9. 环境保护 – 例如在小蚝湾发展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及屯门环保

园的废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及回收设施

10. 教育 – 小学、中学及特殊学校工程

11. 文娱、康乐及体育 – 例如观塘彩荣路体育馆、大埔第1区体育

馆、社区会堂及足球场及东九文化中心





● 利得税是政府最大的经营收入来源，款额介乎377亿元 (一九九

九／二零零零年度)与1,402亿元(二零一五／一六年度)之间。

● 薪俸税是第二或第三大的经营收入来源，款额介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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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七／零八至二零一三／一四年度期间，平均每年投资收入

为363亿元。政府在二零一四及二零一五年分别预留275亿元及

452亿元，存放在外汇基金内，作为房屋储备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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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零四年度)与846亿元(二零一一／一二年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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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占二零一五／一六年度政府总收入的

71.5%。



● 五个主要收入项目分别为利得税 (27.7%)、地价收入 (13.4%)、

薪俸税(12.2%)、印花税(10.0%)，以及投资收入(主要来自财政

储备存放在外汇基金所得的回报)(4.2%)，合共占政府总收入的

67.5%。



● 在二零一四／一五课税年度，本港有377万工作人口，当中约

198 万人(工作人口的52%) 无须缴纳薪俸税。

● 在180万名缴纳薪俸税的人士中，纳税最多的5%(约90 000人)

所缴纳的税款占薪俸税收入的63%。



● 在二零一四／一五课税年度，纳税最多的 5 % 注册公司

(约 5 000家 )所缴纳的税款占政府利得税收入约 8 6 %。无

须 缴 纳 利 得 税 的 注 册 公 司 约 有

1 048 100家 (占注册公司总数约9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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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的数字) 。



● 本港的薪俸税率情况也相同，现时上限为标准税率15% (截

至二零一五年的数字) 。





● 「财政储备」是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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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大多

数款项已划作指定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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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计至二零一六年三月底约3,000亿元的基本

工程承担)和负债(例如公职人员退休金，在二零一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的现值为8,747亿元)。



 对香港来说，逾8,000亿元相当于多少？

 在二零一五／一六年度完结时，财政储备相等于23个月的政

府开支。

 到了二零一六／一七年度完结时，预计财政储备大约相等于

21个月的政府开支。

财政年度 财政储备
(亿元)

名义本地生产
总值(亿元)

财政储备
按本地生产总值

百分比

1997-98 4,575 13,731 33.3%

2015-16 8,429 23,971 35.2%

2016-17 
原来预算(注)

8,543 24,751 34.5%

注： 二零一六／一七年度的财政储备结余预测已作修订，以计及二零一五／一六年
度的实际财务状况。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底，经立法会批准而尚未支付的基本

工程项目承担额为2,967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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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未偿还的票据。二零一六／一七年度退休金开支预算为

330亿元。预计未来十年无拨备的退休金负债为4,519亿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政府的或有负债约为

863亿元。







● 本港人口正急速老化。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推算会由二

零一六年的16%显著上升至二零二六年的23%、二零三六

年的29%、二零四六年的31%、二零五六年的33%，以及

二零六四年的33%。

● 15至64岁人口的比例则推算会由二零一六年的73%下降至

二零六四年的58%。

● 老年抚养比率 (65岁及以上人口 /15-64岁人口 )推算会由二

零一六年的22%(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的平均比率为

20%)上升至二零二六年的36%(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年

的平均比率为25%，二零二二年至二零二六年的平均比率

为33%) 、二零三六年的47%、二零四六年的52%、二零五

六年的56%，以及二零六四年的57%。



● 香港的劳动人口预计在二零一八年会达到顶峯，随后直至二

零三零年代初期都会持续减少。香港经济长远增长在未来三十

年难免受到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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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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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政府开支增长；

 保障、稳定和扩阔收入基础；以及

 未雨绸缪，设立未来基金。



 政府于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透过行政途径，在财政储备内设立未

来基金，并以2,197亿元的土地基金结余作为「首笔资金」，以名

义帐目的方式持有。其后，政府可对未来基金作出恒常注资，并

会因应当时的财政状况和社会需要，灵活调整注资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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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为「营运及资本储备」。

 设立未来基金纵非解决全部问题的对策，但可以缓减我们下一代

的财政压力。

 自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起，未来基金也包括相当于二零一五／一

六年度实际财政盈余三分之一(即48亿元)的额外注资。



 政府在二零一四年注资275亿元设立房屋储备金，凸显政

府致力配合未来十年公营房屋供应的目标。到了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房屋储备金的累计利息有15亿元，加上一年前

预留作首笔资金的275亿元，房屋储备金已达290亿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政府决定进一步注资452亿元。截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连同二零一四年的拨款及累

积投资收益，房屋储备金的结余为742亿元。



● 今年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均有提及医院发展计划。此计划

为期十年，将投放总值 2,000亿元以改善公营医疗设施，目

的是让医院管理局可长远和灵活地规划和医院相关的项目，

医管局预期在计划下会新增病床、手术室及医疗中心等设

施，亦会提升专科和普通科门诊的就诊人次。

● 我们预计在二零一五年起未来十年的基本工程计划资源分配

工作中，需要拨备约23%的资源以推行计划。



 为解决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开支、收入及本地生产总值的
增长应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