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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年度預算案的重點

1. 推動創新

2. 開拓市場

3. 培育人才

4. 增加土地資源

5. 關顧民生

6. 維持財政穩健



圖 3

推動創新

 研發應用

 82 億元鼓勵智能生產和研發，匯聚先進製
造業

 5 億元成立「創科生活基金」

 20 億元成立「院校中游研發計劃」

 優化「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40%回贈）

 擴展「公營機構試用計劃」

 延長資助六所大學作技術轉移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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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創新(續)
 金融科技

 跟進金融科技督導小組建議

 投資推廣署專責小組協助相關企業、投資者等
落戶香港

 數碼港劃出 3 000 平方米專用空間

 設立金融科技專用平台

 探討區塊鏈技術

 初創企業
 20億元成立「創科創投基金」

 擴建科學園，工程預算 44 億元

 數碼港預留 2 億元，投資初創企業

 科學園公司，透過「科技企業投資基金」和培
育計劃，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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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創新(續)

 創意產業

 「創意智優計劃」的 4 億元新注資優先支
援新公司和培育人才

 5 億元推動時裝業發展

 繼去年宣佈 2 億元注資，再向「電影發展
基金」額外注資 2,000 萬元，推廣港產粵
語電影文化

 文化藝術及體育

 推出「藝術發展配對資助試驗計劃」

 持續支援香港運動員的培訓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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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市場
 「一帶一路」

 五月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成立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

 適時推出第三輪伊斯蘭債券

 支援亞投行

 商務物流

 締結貿易和投資協定

 配合電子商貿，強化運輸網絡及郵政服務

 建立「單一窗口」

 擴大購買知識產權的資本開支扣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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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市場(續)

 金融服務

 擴大離岸人民幣服務

 為推行深港通和優化滬港通作好準備

 鞏固資產管理業務

 發展綠色金融

 強化證券市場

 發行通脹掛鈎債券 (i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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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人才

 實習和交流

 擴闊學生視野，推動知識型經濟發展

 專業培訓

 2 億元推行三屆試行計劃，資助兼讀指
定專業課程的學費

 建造業、零售業和金融業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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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土地資源

 住宅用地

 增加公私營房屋供應

 注資房屋儲備金，現時結餘 740 億元

 商業用地

 重置政府辦公室及設施，釋出商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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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民生

 投資醫療

 預留 2,000 億元進行 10 年醫院發展計劃

 撥款 100 億元設立基金，加強公私營協作

 支援弱勢社群

 加強安老服務、優化安老按揭計劃、推出
銀色債券試驗計劃

 支援殘疾人士、基層家庭、協助婦女兼顧
家庭和工作

 電費補貼餘額的有效期最後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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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財政穩健

 控制開支

 推行為期三年的控制開支措施，資源重新
分配，全數回饋各政策局，推行新服務

 加強管理工程造價

 保障收入

 落實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

 應對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的方案

 部門檢討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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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財政穩健(續)

 管理財政儲備

 恪守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原則

 注資未來基金，進行長線投資

 前瞻性籌劃

 設立房屋儲備金

 成立未來基金

 推行 10 年醫院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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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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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措施

 扶助中小企

 支援旅遊業

 紓緩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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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中小企

 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寬減 2015-16 年度利得稅

 寬免 2016-17 年度商業登記費

 推出「科技券先導計劃」，資助中
小企使用科技服務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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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旅遊業

 豁免 1 800 旅行社一年牌照費用

 豁免 2 000 酒店和旅館一年牌照費用

 豁免 27 000 食肆和小販，以及受限
制食物售賣許可證一年牌照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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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旅遊業(續)
 撥款 2 億 4,000 萬元，政府會聯同業界

推出推廣措施，包括：

 擴充盛事的規模；

 推出宣傳攻勢；

 推行旅遊景點配對基金；

 資助中小型旅行社應用資訊科技；及

 推廣香港的天然景致和獨特歷史文化

 提升旅遊基建

 推出美食車先導計劃



圖 18

紓緩措施

 寬減 2015-16 年度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

 寬減 2016-17 年度四季差餉

 發放額外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
貼及傷殘津貼

 提高基本免稅額、單親免稅額及已婚人
士免稅額

 提高供養父母和祖父母的免稅額

 提高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扣除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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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年度預算

億元

政府收入 4,983
政府開支 (4,869)

114

經營盈餘 214
非經營赤字 (100)

綜合盈餘 114

預計2017年3月底的財政儲備結餘 8,704

______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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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本地生產總值與收入及開支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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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

自1997-98以來的增幅(%) 2014-15
實際

2015-16
修訂預算

2016-17
預算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64.5 75.0 80.3

政府收入 70.2 62.7 77.2

政府開支# 108.8 119.7 150.5

政府經常開支 104.2 118.0 132.6

2014-15
實際

政府開支#

政府經常開支

名義本地
生產總值

政府收入

#政府開支包括債券及票據的償還款項。

累計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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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年度收入概況(預算)

薪俸稅 605億元 (12.2%)

其他非經營收入
290億元 (5.8%)

利得稅
1,381億元 (27.7%)

地價收入
670億元 (13.4%)

印花稅
500億元 (10.0%)

政府收入總額：4,983億元
經營收入 3,982億元 (79.9%)
非經營收入 1,001億元 (20.1%)

其他經營收入
1,330億元 (26.7%)

投資收入：
經營收入 166億元 (3.3%)
非經營收入 41億元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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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年度的經常開支(預算)

政府經常開支：3,475億元 (佔政府總開支4,869億元的71.4%)
(比2015-16年度修訂預算增加7%)

教育 747億元 (21.5%)

社會福利－其他福利開支
242億元 (6.9%)

輔助服務 515億元 (14.8%)

衞生 573億元 (16.5%)

保安 387億元 (11.1%)

基礎建設 207億元 (6.0%)

環境及食物 147億元 (4.3%)

經濟 112億元 (3.2%)

房屋 4億元 (0.1%)

社會福利－綜援金／公共福利金
420億元 (12.1%)

社區及對外事務 121億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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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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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期預測

(億元)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經營盈餘 
 

214 425 50 229 452 

非經營赤字 

 
(100) (287) (340) (439) (425) 

已計入政府債券及票據償還款項 
  的綜合盈餘 / (赤字) 
 

114 138 (290) (225)# 27 

財政儲備結餘 

- 相當於政府開支的月數 

- 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8,704 

21 

35.2% 

8,842 

22 

34.2% 

8,552 

19 

31.6% 

8,327 

18 

29.4% 

8,354 

18 

28.3% 

 
#計入政府債券及票據償還款項的 1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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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