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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已就二○○八 ／○九年度財政預算案廣泛諮詢 
立法會議員、各界代表及香港市民。

我們歡迎大家就財政預算案提出意見。 
如有意見，可在財政預算案網站 www.budget.gov.hk  

留言或以書面遞交，地址為 
香港下亞厘畢道中區政府合署中座五樓。

引 言



基本法 4 – 5

經濟原則和策略 6 – 9

經濟表現和前瞻 10 – 21

政府財政狀況 22 – 25

開支 26 – 31

收入 32 – 35

檢討範疇 36 – 46

目 錄



2基本法



這些有關審慎理財政策的憲制條文，對維持國際財經界及本港和海外投資者
的信心至為重要。

政府亦會致力奉行低稅率的簡單稅制，以及維持金融體系的健全和穩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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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濟原則和策略



我們的經濟政策以「大市場、小政府」為指導原則。公共開支維持在本地 
生產總值的 20% 以下。

我們會堅守量入為出的原則，審慎管理公共財政。

貫徹市場主導的經濟政策，我們會依循 「從受助到自助」的原則解決貧窮
問題、創造就業機會、發動商界支援各項社會措施，以及改善低收入人士的
生活。我們會大量投資於教育，以促進社會流動性，並紓緩跨代貧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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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原則和策略



內地經濟急速發展，已經為我們帶來無數機會和挑戰，而這情況會繼續 
下去。我們應為自己定位，以充分利用內地經濟崛起所帶來的機遇，並 
維持我們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角色。

提升我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發展貿易、物流、航運、航空及 
旅遊，都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藉着加強人力資源、投資基礎設施及改善

「軟」實力來提高競爭力，以便在全球一體化的環境下，迎接區內競爭所 
帶來的挑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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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1%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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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

 1.5% ( 1.6%)

經濟表現和前瞻



香港經濟已連續 15 個季度以高於趨勢的步伐增長，另一方面，消費物價 
升幅仍保持溫和。隨着經濟好轉，勞工市場情況亦不斷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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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表現和前瞻



香港經濟在二○○七年第二季迅速擴張，本地生產總值的按年實質增長加
快，由第一季的 5.6 % 增至第二季的 6.6 %，而 二○○六年則錄得 6.8%  
的強勁增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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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表現和前瞻



由於經濟好轉，經濟增長相當強勁，勞工市場情況持續改善。經季節性調整
的失業率已由二○○三年年中的 8.5% 高位顯著下降至二○○七年第三季的 
4.1%，為一九九八年年中以來的最低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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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表現和前瞻



與世界多個地方一樣，香港近年的通脹也逐漸爬升。未來數年，如果經濟 
表現持續強勁，通脹仍然可能成為經濟管理的一個主要憂慮。我們主要關注
生活開支上升對低收入階層的影響。我們充分了解這方面的發展情況，並會
竭盡所能為這些人士提供協助。

•

1�



9

5% – 6%

1.8% – 2%

經濟表現和前瞻



考慮到首半年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為 6.1%，較預期佳，以及外圍環境現時的
不明朗因素，香港經濟的實質增長在二○○七年全年應可再次高於趨勢， 
達 5% 至 6%。   

雖然我們的經濟在過去四年以平均約 7% 的幅度增長，但消費物價升幅仍
屬溫和。然而，食品價格上升，人民幣升值，以及最近美元弱勢，都會繼續
增加通脹上升的風險。按照目前的趨勢，二○○七年全年的消費物價升幅約
為 1.8% 至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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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濟表現和前瞻



香港是細小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必定會受世界性事件所影響。我們的產品 
與金融及勞工市場的彈性，可否對外界的變化作出迅速回應？我們如何 
能更有效地管理金融市場的風險？我們的市場體制、規管制度和財政狀況 
的穩健程度，是否足以在外圍一旦出現震盪時，讓我們渡過難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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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財政狀況



過去三年，經濟強勁增長，本地生產總值每年均錄得介乎 6.9% 至 8.6% 之
間的增長，因此政府的財政狀況得以顯著改善。二○○六／○七年度的綜合
盈餘達 586 億元。  

假設未來的經濟增長每年約為 4.5%，我們預測在未來五年，即截至 
二○一一／一二年度，政府帳目會繼續錄得盈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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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財政狀況



在計及二○○六／○七年度的實際數字和二○○七年二月的預測後，財政 
儲備在二○○八年三月底的結餘預計為 3,947 億元（相等於 19 個月的政府 
開支或本地生產總值的 25.7%），隨後逐步上升，預期在二○一二年三月底
會升至 5,879 億元（相等於 24 個月的政府開支或本地生產總值的 30.2%）。 

維持充足的財政儲備可有助紓緩外圍因素引致經濟下滑或不景所造成的影
響，並可改善外匯基金在有需要時維持貨幣金融體制穩定和健全的能力， 
這對香港的經濟穩定及繁榮極為重要。我們只會把財政儲備維持在足以應付 
所需的水平。 

何謂適當的財政儲備水平？我們能否以較低的財政儲備水平，應付全球的 
經濟不明朗因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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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支



根據二○○七／○八年度預算，教育 （24.4%）、社會福利（17.5%）、衞生    
 （14.8%）及保安（11.7%）的開支合共佔政府經常開支總額約 68.4%。 

我們會確保資源按策略性優先次序適當地分配和有效地運用。行政長官在
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承諾把醫療開支所佔比例由現時的 15%，在二○一一／
一二年度增加至 17%。就此我們應削減哪些政策範疇的開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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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經常開支總額在過去十年增加約 478 億元，幅度為 30%。

教育及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增幅較其他政策範疇為大：

 教育     +35.2%

 社會福利    +80.3% 

– 綜援金/公共福利金  +85.3% 

– 其他福利開支   +6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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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支



政府會繼續致力開展有助促進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工程項目。  

我們會繼續每年平均預留 290 億元用於公共工程項目。如有需要，我們會 
增加某一年的撥款。  

基本工程開支不時出現周期性的變動。二○○三 ／○四及二○○四 ／○五年
度的開支高峯期剛好是多項大型工程項目的建築期。下一批大型工程項目

（例如中環灣仔繞道及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中九龍幹線和啓德發展計劃）
的預備工作（包括公眾諮詢）需時較長，仍有待落實，因此基本工程的開支
在近年有所放緩。

我們預計基本工程開支會在未來數年逐漸增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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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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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利得稅及薪俸稅是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預計在二○○七/○八年度合共 
佔政府總收入的 39.2%。其次最大的單一收入來源是地價收入，佔總收入的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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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稅及薪俸稅合共佔政府收入約 40%。由於偏重入息稅，香港的公共 
財政很容易受全球經濟周期變化和外圍衝擊影響。 

非稅項收入佔政府收入約 35%，主要來自地價收入和財政儲備的投資收
入。為了穩定財政儲備的收入，政府由二○○七年四月一日起預先釐定 
投資的回報率，而二○○七年的回報率定為 7%。不過，地價收入仍然 
波動，過去十年在 3% 至 25% 之間上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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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檢討範疇



完善穩健的公共財政制度是香港主要的經濟優勢之一，我們必須緊守財政 
紀律，不能因為單單一兩年財政狀況改善，便大幅增加開支及減稅。

另一方面，政府須盡速回應社會各界合理的訴求，並為迎接未來的挑戰作好
準備，包括：

 收入波動不定

 稅基狹窄

 醫療開支上升

 人口老化

 改善環境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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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範疇



政府未來數年的支出增長幅度，須視乎政府可增加的收入而定。

過去十年，政府收入在 1,700 億元至 2,900 億元之間大幅波動。 

另一方面，政府支出缺乏彈性。政府在過去數年把支出由二○○三 ／○四年
度的 2,475 億元，減至二○○六 ／○七年度的 2,294 億元，實在不容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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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範疇



在 350 萬總工作人口當中，只有 130 萬人（37%）須繳納薪俸稅。

二○○七／○八年度繳納最多薪俸稅的首10 萬名納稅人，估計他們所繳納的
稅款佔薪俸稅總收入的 61.9%。在一九九七／九八年度這個比率為 54.8%，
而在二○○五／○六年度則為 6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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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範疇



在二○○五／○六課稅年度香港有超過 70 000 家公司須繳納利得稅，但有
大約 65% 的利得稅收入來自繳稅最多的 800 家公司。大部分小型企業只繳
納很少稅款或無須繳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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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範疇



在研究適合香港的稅制改革方案時，我們應考慮以下幾點：

 必須符合公平、能者多付的原則。設計和配套安排，要確保經濟能力較
高的人承擔較大的稅務責任；

 能創造穩定和可觀的收入，提供資源以回應社會的挑戰和不斷增加 
的需求；及

 必須明確、可預測，並能保持香港的簡單低稅制和不損害香港的國際 
競爭力。

我們在二○○六年七月發表了一份稅制改革諮詢文件。在諮詢期間，大部 
分市民並不接受商品及服務稅為解決本港稅基狹窄問題的主要方案。根據上
述原則，我們會繼續研究擴闊稅基的方案，並在往後適當時間讓市民討論 
這些方案。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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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範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 採用環保油墨及用再造紙印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