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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一如既往，仍以利得稅、薪俸稅、地價
收入和印花稅收入作為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該等收入項目與
香港經濟狀況息息相關。除 "中國因素 "外，經濟發展亦是一個足以
影響各類政府主要收入項目能為庫房帶來多少貢獻的重要因素。  
 
展望未來，中港經濟不斷融合，加上內地的 "一帶一路 "策略，"中國
因素 "對政府庫房收入的影響更為重要。  
 
至於經濟發展方面， 2016-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為支柱產業
發掘新增長點和開拓更多新市場，同時特為旅遊業提供針對性
紓緩措施。此外，該財政預算案亦提出各項政策措施，藉以推動
經濟多元化發展及孕育新增長動力，當中以創新科技業所獲的
政府財政承擔額最多。  
 
香港的創新科技業起步較遲，與其他已發展經濟體如新加坡和
南韓比較，有不少地方須迎頭趕上。新加坡和南韓均設有特定經濟
誘因推動創新科技業，並訂立中期策略計劃未來 5 年的研發活動。
 
立法會將於 2016 年 4 月 13 日的會議上恢復二讀辯論《 2016 年撥款
條例草案》。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  

 
 
 
 
 
 
 
 
 

 
 
 
 
 
 
 
 
 
 
 
 
1. 背景  
 
 
1.1 財政司司長於 2016 年 2 月 24 日發表其任內第九份財政預算案，

公布 2015-2016 年度錄得 305 億港元盈餘，財政儲備將進一步滾存，更見

豐厚。事實上，政府的財政儲備在過往 10 年間已累積超過一倍，截至

2016 年 3 月底，結餘估計高達 8,590 億港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

35.8%，或 24 個月的政府開支。  
 
1.2 由 2016-2017 年度起的財政年度，政府須為醫療改革和退休保障

提供財政撥備，預計 2018-2019 及 2019-2020 兩個財政年度會因此

「見紅」，分別錄得 290 億港元及 225 億港元赤字，屆時政府須動用財政

儲備以填補赤字。 1 為應付未來日益增加的開支，以及面對或會出現的

結構性財政赤字 2，政府須確保財政收入穩定，甚至增加財政收入，以保持

香港財政穩健。   

                                            
1 財政儲備結餘在 2020 年 3 月底時將會減少至 8,327 億港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

29.4%，或 18 個月的政府開支。  
2 根據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在 2015 年 3 月發表的報告，工作小組曾推算結構性財政赤字

出現的時間，結果顯示在大多數假設情況下，香港的人口日漸老化會導致赤字在 10 年內

出現。  



2 

1.3 過往 10 年間，政府極其依賴來自利得稅、薪俸稅、地價和印花稅

的 收 入 ， 它 們 持 續 為 庫 房 貢 獻 約 三 分 之 二 的 收 入 。 此 趨 勢 在

2016-2017 年度仍然持續，利得稅及地價收入預計分別佔政府收入的

27.7%和 13.4%，而薪俸稅和印花稅的相關份額則分別為 12.2% 和 10.0%。 
 
1.4 作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的利得稅、薪俸稅、地價及印花稅，它們

與香港經濟狀況息息相關。 3 內地經濟迅速發展和開放，為香港提供

大量商機。此外，香港亦受惠於進入內地市場時所獲得的優惠待遇。

再者，香港擔當雙向平台的角色，一方面協助內地企業 "走出去 "，另一

方面促進海外公司拓展內地業務。上述發展帶動中港經濟日益融合，

而內地對於各類政府主要收入項目能為庫房帶來的貢獻，有着舉足輕重

的影響。  
 
1.5 除 "中國因素 "外，經濟發展對政府收入亦同樣重要。近年來，政府

收入的增長，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大致相若 4 (圖  1)，故此經濟發展

一直以來都是每年財政預算案的重要一環。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詞

中，財政司司長提出預留政府資源，用作支援支柱產業，以及科技產業、

初創企業、時裝業和電影業等其他行業。  
 
 
圖  1 ⎯⎯  自 1997-1998 年度起政府收入與本地生產總值的累積增幅  
 
 
 
 
 
 
 
 
 
 
 
 
 
 
 
 
數據來源： 2016-2017 Budget。  

  

                                            
3 請參閱 Scott (2010)。  
4 請參閱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2014)。  

累積增幅  

本地生產總值

增幅

政府收入

增幅  

 1997-98 1999-00 2001-02 2003-04 2005-06 2007-08 2009-10 2011-12 2013-14 2015-16 
          (修訂預算 ) 

本地生產總值與政府

收入均錄得負增長 

本地生產總值與政府

收入均錄得正增長 

8 0 % 

6 0 % 

4 0 % 

2 0 % 

0% 

- 2 0 %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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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因素 "的重要性  
 
 
2.1 如圖  2 所示，香港與內地在金融和貿易領域上聯繫密切。  
 
 
圖  2 ⎯⎯  中港的經濟關係  
 
 
 貿易  進出口 (2015 年 )  
 
 
 
 
 
 
 投資  兩地投資往來  

(2014 年年底 ) 
 
 
 
 
 
 
 

 金融  內地企業來港上市  
 的數目和市值  
  (2015 年年底 ) 

 
 
 
 
 
 
 

 地產  批予內地發展商的  
用地招標項目  
(2015 年 )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及 Jones Lang LaSalle。  

49.3%* 

30.1%*
*

截在 2014年底，香港是內地最大的

實 際 利 用 外 商 直 接 投 資 來 源 地 ，

佔內地外來投資總額的 49.3%。  

截 至 2014 年 底 ， 內 地 是 香 港 外 來

直接投資的第二大來源地，佔香港

外來直接投資總額的 30.1%。  

內地佔本港進口 49.0% 

內地佔本港出口 53.8%

自 1985年起，內地一直是香港最大
貿易夥伴。  

2015 年 ， 內 地 是 香 港 最 大 進 口
來源地 (佔總進口貨值 49.0%)及最大
出口市場 (佔總出口貨值 53.8%)。

佔上市公司

數目 51%  

佔市場總值 62%

香 港 是 內 地 企 業 重 要 的 離 岸 集 資

中心。  

截至 2015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內地

企 業 有 951家 ， 佔上 市 公司數 目 的

51%和市場總值的 62%。  

佔批出項目

總數 25% 

2015 年 ， 由 政 府 招 標 出 售 的 住 宅

用地中，超過一半接獲內地發展商

競 投 ， 並 成 功 投 得 當 中 約 25% 的

地皮。

在 2016至 2019年間落成的私人住宅

單位中，估計多達 8%經由內地發展

商興建。  

*佔投資總額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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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香港利用其良好的基建和金融基礎設施，加上擁有優越的地理

位置，與內地建立起緊密的經濟聯繫。多年來的中港經濟關係，因《內地

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 "CEPA"5)、"個人遊 "計劃、

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計劃 6，以及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 7 
等多項政策措施進一步得以鞏固。  
 
2.3 隨着中港經濟日漸融合，訪港內地旅客人次 (圖  3)和來港開展

業務的內地企業數目 (圖  4)近年均有所增加，為本港經濟 (包括政府收入 )
帶來莫大裨益。舉例來說，大量 "個人遊 "旅客訪港，推動了與旅遊業相關

的行業的增長，並為業界提供就業機會。此外，內地地產發展商參與本地

地產發展，為政府帶來利得稅和地價的收入，而他們興建的住宅單位日後

的買賣交易，亦為庫房印花稅收入帶來進帳。再者，內地企業來港上市

有助提升本地股票市場的深度和寬度，刺激市場交投，增加印花稅的

收入。  
 
 
圖  3 ⎯⎯  2015 年訪港內地旅客人次  
 
 
 
 
 
 
 
 
 
 
 
 
 
 
 
數據來源：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5 《 CEPA》是內地與香港為開放兩地之間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貿易投資便利化而簽訂的

自由貿易協議。香港產品、公司和居民進入內地市場時，藉《 CEPA》取得比世貿承諾為佳

的開放優惠。  
6 "滬港通 "於 2014 年 11 月正式啟動，開通了中港兩地股票市場。  
7 有關計劃在 2015 年 7 月推出，讓符合資格的內地及香港基金只要通過簡易的審核程序，

便可以獲得對方的監管機構認可或許可，能夠直接在對方市場向公眾投資者進行銷售。  

1.  內 地 是 香 港 入 境 旅 遊

最大客源市場。  
2.  2015 年，訪港旅客總數

達 5 930 萬人次，當中

4 580 萬人次或 77% 來自

內地。  

訪港旅客總人次： 5 930萬

內地旅客：  
4 580萬人次 (77%) 

非內地旅客：  
1  3 50萬人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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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005 至 2015 年間母公司在內地的駐港公司數目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4 政府表示，內地繼續是香港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來源地和目的

地。 8 此外，預期內地未來會不斷深化金融改革，中港兩地的投資活動

可望繼續加強。舉例來說，內地會在今年內落實 "深港通 "和擴大 "滬港通 "
的投資範疇， 9 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 2015 年 11 月決定把人民幣納入

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的安排，將有助人民幣繼續走向國際化，從而促進

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進一步發展。  
 
2.5 展望未來， 2016-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在 "一帶一路 "沿線

開拓新市場，作為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令 "中國因素 "對政府庫房收入

的影響更為重要。政府表示，"一帶一路 "策略涵蓋逾 60 個經濟體，香港

有條件成為它們的集資及金融管理平台、貿易及物流中心，以及投資

跳板。 10 
  

                                            
8 請參閱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2015)。  
9 請參閱香港電台網站 (2016)。  
10 請參閱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2016)。  

公司類別 (2015 年 )   數目  
駐港地區總部   133 
駐港地區辦事處   186 
駐港當地辦事處   772 
總數   1 091 
整體增長 (2005 至 2015 年間 )  +54% 

+74% 駐港當地辦事處 駐港地區 

辦事處 +16% 

2005年2015年

+24%駐港地區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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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柱產業的發展  
 
 
3.1 經濟發展一貫是財政預算案中的重要一環，而本年度的財政

預算案一如既往，提出為支柱產業發掘新增長點和開拓更多新市場。

舉例而言，在金融服務業方面，政府會落實推行 "深港通 "及推廣綠色

金融，以及在香港金融管理局轄下成立 "一帶一路 "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 
 
3.2 至於涉及支柱產業的開支措施，2016-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只向

旅遊業提供針對性的紓緩措施。面對訪港旅客人次顯著放緩，財政司司長

推出共涉及 1 億 4,000 萬港元的短期措施，豁免酒店和旅館、旅行社、

食肆、小販和持有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的商戶的牌照費用一年；同時

撥款 2 億 4,000 萬港元，舉辦各項娛樂活動及體育盛事，藉以宣傳香港

和吸引更多遊客訪港。  
 
3.3 上述短期措施應可紓緩持續疲弱的旅遊業的部分下行壓力，然而

香港旅遊景點的競爭力仍存有隱憂。自香港迪士尼樂園在 2005 年開幕

後，香港在推出受旅客歡迎的新景點無以為繼。根據 2016-2017 年度

財政預算案，香港迪士尼樂園將於 2016 年啟用 "鐵甲奇俠 "新園區，以及

在 2017 年建成以探索冒險為主題的新酒店。此外，海洋公園內第一間

酒店和大樹灣水上樂園預計分別在 2017 年和 2018 年落成。然而，上述

基建項目只屬於在現有景點上增建新的設施，藉以提高相關景點對旅客

的吸引力。  
 
3.4 另一方面，近年亞洲各地爭相興建主題公園，中國、日本和南韓

以至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均有新主題公園在未來數年間陸續落成

(圖  5)，以吸引在亞洲人數正急速增長的中產人士。部分新主題公園不單

是為家庭旅客提供休閒活動的景點，同時亦是吸引多元化旅客的綜合度

假區的一部分。 11 在亞洲各主題公園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下，香港旅遊

景點的競爭力是否能夠足以應付未來的挑戰，令人倍感關注。  
  

                                            
11 舉例來說，馬來西亞雲頂二十世紀霍士世界 (Twentieth Century Fox World Genting Malaysia)以吸引

家庭旅客和會展旅客為主。會展旅客是指前赴外地參與企業會議、獎勵旅遊、大型會議及

展覽活動的旅客。另一方面，南韓的濟州名勝世界 (Resorts World Jeju)亦是一個集主題公園、

酒店、大型水上冒險樂園、博彩、文化設施、休閒及娛樂設施於一身的綜合度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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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興建中的亞洲大型主題公園項目  
 

 
 
 
 
 
 
 
 
 
 
 
 
 
 
 
 
 
 
 
 
 
 
 
 
 
註：  =  預計開幕日期、  =  政府支援措施。  

數據來源：相關發展商和娛樂企業的網站及新聞稿等。  
 
 
4. 經濟多元化  
 
 
4.1 在經濟發展方面，2016-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另一重點，着眼

於經濟多元化發展及孕育新增長動力，就此財政司司長提出多項開支

措施及／或計劃，藉以 (a)推動創新科技； (b)支援初創企業和中小企；

(c)鼓勵應用金融科技； (d)推動創意產業的發展，以及 (e)協助本地產業

開拓 "一帶一路 "沿線的市場。  
  

韓國樂高樂園
 春川  

 2 0 1 8年  

 稅項豁免 +  
政府提供基建 + 
政府撥地  

日本樂高樂園  
 名古屋  

 2 0 1 7年第二季  

 政府提供基建  

韓國二十世紀  
霍士世界  
 昌原  

 2 0 1 8年  

 政府注資  
(272億港元 )  

機械人樂園
 仁川  

 2 0 1 6年 9月  

 政府注資  
(20億港元 )  
+稅項豁免  

濟州名勝世界  
 濟州  

 2 0 1 7年  

 稅項豁免  

北京環球影城  
 北京  

 2 0 2 0年春季  

 政府注資  
(183億港元 )  

夢幻島  
 廖內群島  

 2 0 1 7年  

 政府提供基建  

海昌極地海洋公園  
 上海  

 2 0 1 7年年底  

 政府撥地  

馬來西亞雲頂  
二十世紀霍士世界  
 雲頂  

 2 0 1 6年下半年  

 稅項豁免  

動畫影城樂園  
 怡保  

 2 0 1 6年年中  

 政府提供基建  

香 港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  
 上海  

 2 0 1 6年 6月  

 政府注資  
(243億港元 )  

姆明世界  
 宮沢湖  

 2 0 1 7年  

 政府負責推廣  



8 

4.2 在財政司司長公布的各項開支建議中，創新科技業所獲的政府

財政承擔額最多，總金額估計為 183 億港元 (圖 6)。  
 
圖 6 ⎯⎯  2016-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就創新科技業所提供的財政承擔額  
 
 
 
 
  
 
 
 
 
 
 
 
 
 
 
 
 
 
 

資料來源： 2016-2017 Budget。  

 
 
4.3 然而，香港的創新科技業起步較遲，12 與其他競爭的城市比較，

有不少地方須迎頭趕上。 2014 年，香港研發開支總金額僅佔本地生產

總值的 0.74% (圖 7)，落後於許多其他已發展經濟體。用作反映研發投入

力度的另一指標 ⎯研究人員比例 13，亦顯示香港在研發方面的差距。

2014 年，香港的研究人員比例為 6.15，在已發展經濟體中屬比例最低

之列。  
  

                                            
12 請參閱 Central Policy Unit (2015)。  
13 按研究人員 (相當於全職人員的人數 )佔每千名勞動人口的比例計算。  

82 億港元  
在將軍澳工業邨推動

智能生產和研發  

44 億港元  
分階段擴建科學園

5 億港元  
增加 "Wi-Fi.HK"
熱點數目  

2 億港元  
數碼港投資  
初創企業  

5 億港元  
成立 "創科生活基金 " 

5 億港元  
為中小企推出  
"科技券先導計劃 " 

20 億港元  
成立 "創科創投基金 " 

20 億港元  
成立 "院校中游研發

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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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選定經濟體的研發投資和研究人員比例 (2014 年 *) 
 
 
 
 
 
 
 
 
 
 
 
 
 
 
 
 
註：  (*)  瑞士最新的數字為 2012 年，而新加坡及美國則為 2013 年，其餘地方均為 2014 年。 
 (^)  括號內的數字是相關地方在《 2015-2016 年度全球競爭力年報》所取得的全球創新

指數的排名。  
 (#)  圖中圓形的大小顯示研發開支總金額。  
資料來源：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及 World 

Economic Forum。 

 
 
4.4 與香港比較，其他亞洲經濟體如新加坡及南韓在創新科技取得

較大的發展，建立起穩固的基礎。 14 新加坡在 25 年前已開始進行研發

工作，時至今日已躋身研發密集國家之列。 15 至於南韓，憑藉發展科技

的決心，在過去 10 年間位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下稱 "經合組織 ")增長

最快的經濟體之一。此外，南韓亦是世界上研發最密集的國家，2014 年

的研發開支總金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4.29%。除獲政府財政承擔之外，

新加坡及南韓亦借助其他因素 (見下文詳述 )躋身區內科技樞紐的前列

位置。  
  

                                            
14 份屬亞洲 "四小龍 "之一的台灣，其大型科技公司近年因欠缺新的創新技術，產品的質素和

性能改進停滯不前，在全球市場上逐漸失去優勢。請參閱 Rosier (2016)。  
15 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研發開支總金額佔本地 /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  

研究人員比例

德國 (6^)  

美國 (4)
瑞士 (1)  

荷蘭 (8)

新加坡 (9)

英國 (12)
加拿大 (22)香港 (27)  

南韓 (19)

台灣 (11)

瑞典 (7) 芬蘭 (2)

丹麥 (10)

以色列 (3)日本 (5)
#

5% 

4% 

3% 

2% 

1% 

0% 
4 8 12 1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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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4.5 新加坡政府大力投資引進先進的設施及設備，加上提供優厚的

薪酬待遇吸引世界知名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到當地發展，新加坡的研究

人員比例居於世界前列。2013 年，新加坡的研究人員比例高達 10.5。 16 
 
4.6 對於被視為對國家有重要作用或具有強大發展潛力的行業，

新加坡政府亦為該等行業設立特定的稅務優惠和資助，當中包括生產力

及創新優惠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Credit)，所提供的稅收抵免 (tax credits)
除適用於實質的創新活動外，亦涵蓋其他與創新活動間接有關的開支

項目，例如提供員工培訓及註冊知識產權。 17 此外，新加坡亦設有能力

發展津貼⎯⎯科技創新 (Capacity Development Grant-Technology Innovation)，
用以資助當地企業開展有關發展創新科技產品或方案的項目。 18 
 
4.7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制定《研究、創新與企業計劃》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Plan)，作為未來 5 年研發工作的路線圖。新加坡早

於 1991 年制定首個 5 年計劃，多年來的科技計劃成功幫助新加坡建立

全面的研發生態，由公營研究機構、學術機構研究所及企業研發實驗室

協作所產生的研發成果，其成效可反映於其成果轉化為商品在市場銷售

的情況，涉及的金額由 2003 年的 104 億新加坡元 (465 億港元 )上升至

2013 年的 223 億新加坡元 (1,383 億港元 )，升幅超過一倍。  
 
4.8 2016 年 1 月，新加坡宣布最新的《研究、創新與企業 2020 計劃》，

未來 5 年的科技研究預算將提升至 190 億新加坡元 (1,070 億港元 )， 19

金額遠較 1991 年首個 5 年科技計劃的 20 億新加坡元 (90 億港元 )為高。

新加坡政府表示， 20 《研究、創新與企業 2020 計劃》將為當地帶來

重大的經濟效益、締造機遇、創造就業機會、落實智慧國 21 (Smart Nation)
的願景，以及協助工人在科技日新月異及全球化的環境下自強不息。

將研發成果商業化亦是《研究、創新與企業 2020 計劃》的另一焦點，

力求將研發投資轉化為具經濟效益的成果和提升生活質素的產品。  
  

                                            
16 2013年的數字是經合組織公布的最新數字。  
17 根據該計劃，合資格的公司可享有 400% 的稅務寬減／免稅額及／或獲取相等於投資開支

60%的現金津貼。  
18 該津貼承擔最高 70% 的合資格項目費用 (例如有關顧問、培訓、核證及添置設備的費用 )。 
19 撥 款 將 會 集 中 投 放 於 新 加 坡 具 競 爭 優 勢 或 能 滿 足 國 家 需 要 的 4 個 核 心 科 技 領 域 ，

即 (a)先進製造及工程； (b)衛生及醫療生物科學； (c)服務及數碼經濟，以及 (d)都市問題

解決方案及其可持續性。  
20 請參閱 Prime Minister's Office (2016)。  
21 智慧國是新加坡的國家願景，即利用最新科技改善民生和營商環境。 "智慧國 "這名稱及

靈感源自智慧城市的概念，並將這概念擴大至全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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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4.9 在南韓，創新不僅依靠研發方面的投資，還放眼於教育及知識

資本的累積。因此，南韓的投資範圍已超逾研發活動，涵蓋至其他範疇，

例如企業所需的特定技能。經合組織報告指出，南韓的企業員工多獲

在職培訓，其普遍程度可媲美一些北歐國家。 22 
 
4.10 此外，南韓政府亦在研發開支上為企業提供直接支援，例如向

僱用研發人員的企業提供資助，以及就企業進行原創性基本研究時提供

資助。南韓亦透過稅項寬免措施鼓勵企業進行研發活動。2013 年，南韓

政 府 資 助 企 業 研 發 工 作 的 總 金 額 是 所 有 經 合 組 織 國 家 之 中 最 高 ，

達 61,470 億南韓圜 (436 億港元 )或國內生產總值的 0.43%。  
 
4.11 2013 年 6 月，南韓公布《第三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Third Basic Pla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制定 2013 年至 2017 年間政府支援研發活動的

策略。這項涉及 790 億美元 (6,120 億港元 )的計劃集中以下 5 個範疇：

(a) 擴 大 政 府 在 研 發 方 面 的 投 資 ； (b) 發 展 國 家 層 面 的 策 略 性 科 技 ；

(c)為基本研究提供更多經費，藉此培育創意人才； (d)加強對中小企的

科技援助，以及 (e)創造更多與創新科技相關的職位。《第三期科學技術

基本計劃》旨在 (a)將研發活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 35% 提升至 40%；

(b)推動南韓躋身全球科學技術創新能力首 7 強國家之列，以及 (c)開創

640 000 個與科學和工程有關的職位。  
 
4.12 圖 8 扼要重述香港、新加坡和南韓的創新科技發展。  
  

                                            
22 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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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  香港、新加坡和南韓的創新科技發展  
 
 
 
 

  
0.74% 
(2014 年 )

2.0% 
(2013 年 )

4.29% 
(2014 年 )

 
 
 

  
6.15
(2014 年 )

10.46
(2013 年 )

13.02 
(2014 年 )  

 
 
 

  2016-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  
  183 億港元   

  《研究、創新與企業 2020 計劃》：  
  1,070 億港元 (2016-2020 年間 )   

  《第三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  
  6,120 億港元 (2013-2017 年間 )  

 
 
 
 

    一如 2016-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所述，創新科技

帶動經濟多元化發展及孕育新增長動力。    

 
   《研究、創新與企業 2020 計劃》目標是推動經濟

發 展 、 締 造 機 遇 及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 落 實 智 慧 國 的

願景、協助工人在科技日新月異及全球化的情況下

自強不息，以及促進科技商業化。    

 

   《第三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訂定的主要目標為：  
(a)  將 研 發 活 動 對 經 濟 增 長 的 貢 獻 由  35% 提 升 至

40%；  
(b)  推動南韓躋身於全球科學技術創新能力首 7 強

國家之列；及  
(c )  開創 640 000 個與科學和工程有關的職位。  

 
 
資料來源：2016-2017 Budget、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及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研發開支總金額佔本地 /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

政府就創新科技活動所作出的財政承擔  

預期經濟效益  

研究人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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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觀察所得  
 
 
5.1 根據上述分析所得的觀察臚列如下：  
 

(a) 2016-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一如既往，仍以利得稅、薪俸稅、

地價和印花稅的收入作為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該等收入

項目與香港經濟狀況息息相關，近年中港經濟日益融合，

"中國因素 "對於各類政府主要收入項目能為庫房所帶來的

貢獻，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  
 
(b) 展望未來，中港經濟融合不斷深化，加上內地的 "一帶一路 "

策略， "中國因素 "對政府收入的影響應更為重要。事實上，

2016-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了在 "一帶一路 "沿線開拓

新市場，作為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c) 自 1997-1998 財政年度起，政府收入的增長與本地生產總值

的增長大致相若，故此經濟發展對政府收入亦同樣重要，

2016-2107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為支柱產業發掘新增長點和

開拓更多新市場；  
 
(d) 至於涉及支柱產業的開支措施， 2016-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

只向旅遊業提供針對性的紓緩措施。這些短期措施應可紓緩

持續疲弱的旅遊業的部分下行的壓力，但香港旅遊景點的

競爭力仍存有隱憂。自香港迪士尼樂園在 2005 年開幕後，

香港在推出受旅客歡迎的新景點無以為繼。另一方面，近年

亞洲各地爭相興建主題公園，中國、日本和南韓以至新加坡

和馬來西亞等地，均有新主題公園在未來數年間陸續落成，

香港旅遊景點的競爭力是否足以應付未來的挑戰，令人倍感

關注；  
 
(e) 在經濟發展方面， 2016-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另一重點，

是着眼於經濟多元化發展及孕育新增長動力。在財政司司長

公布的各項開支建議中，創新科技業所獲的政府財政承擔額

最多。但香港的創新科技業起步較遲，與研發密集的經濟體

如新加坡及南韓相比，香港的研發開支總金額佔本地生產

總值比率和研究人員比例較為遜色；  
  



14 

(f ) 新加坡設有特定稅務優惠和資助，以推動創新科技業發展；

而南韓則由政府積極支持企業的研發活動，包括提供稅務

優惠和資助。然而，香港向創新科技業提供的經濟誘因

有限。 23 此外，新加坡及南韓均制定中期策略計劃，作為

未來 5 年推動研發活動的路線圖，而香港則未有制定相若的

中期策略；及  
 
(g) 在新加坡，將研發成果轉化為商品後在市場銷售所取得的

收益，涉及的金額在 2003 年至 2013 年間升幅超過一倍。儘管

香港具有進行基本研究的能力，但在研發成果商品化方面仍

有許多不足之處，24 兩者差距可能與投放於應用研究的資源

不足有關，25 這可反映在一向偏低的研發開支總金額佔本地

生產總值的比率上。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2016 年 3 月 30 日  
電話： 2871 21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簡報是為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該等
研究簡報作為上述意見。研究簡報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委員會 ")所擁有。
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研究簡報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
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
存。本期研究簡報的文件編號為 RB03/15-16。   
                                            
23 請參閱 Ernst & Young (2014a)。  
24 請參閱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2015)。  
25 根據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6)， "在美國，基本科研與應用科研的比例約為一比一 . . . . . .

根據 2014 年財政預算案…...政府對創新及科技基金 (ITF)的年度投資額約為 5 億 3,300 萬，該基

金 主要針對 科研商業 應用作研 究。相比 起研究資 助局 (RGC)每 年 為「上 游」及基 本研 究

提供的約 11 億元的資助，應用研究 (包括中游和下游 )的投資有需要急起直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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