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政司司長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只
有中文）
＊＊＊＊＊＊＊＊＊＊＊＊＊＊＊＊＊＊＊＊＊＊＊＊＊＊＊＊＊＊

　　以下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日（六月四日）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的發言全文：

主席：

　　我在二月初的《財政預算案》指出，二○一二年對香港經濟來說會是
比較困難和不穩定的一年。作為一個細小而外向型的經濟體，香港要做好
準備，隨時應對外圍環境急劇惡化所帶來的巨大挑戰。

　　受到歐債危機拖累，香港經濟在第一季持續顯著放緩，按年實質增長
從去年第四季的3%下滑至0.4%。這個輕微增幅是自○九年第三季以來最低
的水平。按季比較，經濟亦僅輕微擴張0.4%，與前一季的增幅相若。

　　我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指出，由於歐美經濟欠佳，香港今年上
半年的出口表現是不容樂觀的。事實上，歐洲經濟受債務危機困擾，近期
已經陷入停滯不前，而不少負債纍纍的歐元區國家甚至已經陷入衰退。而
美國經濟的擴張步伐在第一季相當緩慢，所以總體來講，歐美地區的需求
減少，是影響到整個亞洲區出口的重要因素。

　　香港的貨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實質顯著下跌5.7%，為○九年第三季以
來的最大跌幅，是導致我們整體經濟在第一季表現疲弱的主要原因。服務
輸出亦同時放緩，在今年第一季按年僅錄得3.6%的溫和實質升幅。幸好，
旅遊服務輸出仍然表現突出，可以部分抵銷其他環節的負面影響。四月的
貨物出口表現雖然見到一些反彈，但是仍然缺乏動力，和亞洲區內其他的
經濟體的情況一致。

　　雖然外圍環境困難，可幸的是，我們的內部需求在收入情況大幅改
善、機器及設備購置活躍、和公營部門基建工程全速進行的支撐下，在第
一季保持強勁。私人消費以及投資開支都繼續增長，並為整體經濟表現提
供緩衝。零售銷量在四月按年升7.6%，反映本地消費市道依然展示一定韌
力。

　　我高興見到在內部需求勁的支持下，就業市場保持全民就業的狀
態。最新的失業率仍然處於3.3%的低水平。同時，市民的工資及收入繼續
大幅上升。住戶入息中位數在今年第一季按年上升9.5%，達20,800元的紀
錄新高。扣除通脹後仍然實質上升4.1%。同期間收入最低十等份組別全職
僱員的平均就業收入升幅更為可觀，按年上升13.4%，實質升幅為8.4%，反
映實施法定最低工資讓低收入人士的生活得以改善。不過，在外圍環境惡
劣的大形勢下，香港經濟難以獨善其身，所以我們不可以忽視失業率在今
年餘下的時間會有上升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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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經濟前景在今年初曾經出現過一些相對改善，主要是由於美國經
濟情況較預期好，以及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略為穩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在四月亦將今年全球經濟的增長預測輕微上調0.2個百分點至3.5%。經修訂
後的增長預測依然較去年的3.9%增幅為低，意味環球經濟整體增長動力仍
然欠奉。

　　況且，最近幾個星期歐債問題又再有出現急轉直下的情況，再一次提
醒我們絕對不能對外圍的變數掉以輕心。歐洲多國近日的政局發展為歐債
危機增添很大的不明朗因素，加上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經陷入衰退，令失業
率持續上升，而借貸成本高企，情況令人憂慮。

　　現時是難以預測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會對其他歐元區國家，以至全
球經濟構成多大的影響。可以肯定的是，歐元區倘若出現重大的逆轉，將
會為環球金融市場，包括香港，帶來巨大的動盪，亦會對全球經濟構成嚴
重的威脅。

　　展望今年餘下的時間，雖然出口訂單在近月稍見回升，而貿易相關行
業的營商氣氛亦有些少改善，但香港的出口前景仍然面對不少下行風險。
在歐債危機的困擾下，歐洲經濟今年難望有起色，而且更可能出現深度衰
退。美國經濟增長步伐緩慢，加上基本面脆弱，復蘇勢頭能否持續仍是未
知數。歐美的不景氣亦會繼續削弱亞洲區其他經濟體的增長動力。這些不
利因素都會為香港的出口前景蒙上陰影。

　　不過，亞洲經濟體，包括內地經濟，普遍基調比較好，雖然難免會受
到歐美情況的影響，但政策迴旋空間比較大，因此亞洲地區可望成為今年
穩定全球經濟的重要力量。

　　本地方面，私人消費需求至今繼續穩健增長，訪港旅遊業興旺，加上
基建工程全速進行，都會為內部經濟注入動力，可以部分抵銷外圍對整體
經濟的不利影響。此外，我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已經推出了不少提
振經濟的措施，是會有助緩解本港經濟下行的風險。

　　我希望歐洲多國領袖能夠盡他們最大的努力，在短時間內穩住歐債危
機。假如全球經濟未有再受到新的衝擊，香港經濟今年全年的實質增長應
該可以達到我早前預測的1-3%。不過，現時外圍風高浪急，我不能排除
未來幾個月有再調整經濟增長預測的需要。無論如何，政府會維持高度警
惕，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

　　物價走勢方面，本地通脹壓力現正逐步緩和。隨環球食品價格回
落，加上內地食品通脹持續降溫，香港食品通脹的升幅在近期已經開始收
窄。同時，早前市場租金上升推高通脹的勢頭最近亦初見減弱。隨食品
通脹回落和本地經濟增長放緩，基本通脹率已經由去年第四季的6.4%下降
至今年第一季的5.9%和四月的5.6%。

　　考慮到全球經濟環境嚴峻以及區內其他經濟體通脹緩和，我估計輸入
通脹和本地成本壓力會逐步減退，香港的通脹料會在未來數季進一步回
落。因此我維持二○一二年全年的整體和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率預測，即分
別為3.5%和4%。我們會繼續關注通脹的情況，特別是通脹對低收入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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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由於食品和石油價格以及匯率都是頗為波動，我亦會對通脹潛在的
上行風險提高警惕。

　　儘管環球與本地經濟仍然面臨嚴峻的挑戰，但是在低息環境持續、流
動資金充裕的推動下，累積的購買力得到釋放，刺激本地樓市成交自二月
起大幅反彈。在三月送交土地註冊處登記的住宅物業買賣合約共有11 400
宗，是二○一○年十一月以來最高數字；在四月和五月份的合約數目平均
每月仍然高於8 200宗水平。

　　樓價自二月起亦急速回升。初步數據顯示，今年四月的整體樓價較去
年十二月累計上升8%，並已比去年六月高位超越4%，相比一九九七年的高
峰更高出13%。

　　隨樓價在過去數年升，市民的供樓負擔亦大幅上升。今年第一季
按揭供款與私人住宅住戶入息中位數的比例，即是所謂置業購買力指標，
已經達到46%。如果按揭利率回升300點子至較正常的水平，該比例將急升
至60%，超越50%的長期平均數。

　　我一直密切留意和監察樓市情況。我認為，在環球經濟疲弱、不穩定
因素正在累積的背景下，近期樓市的急速反彈完全是由氾濫的流動資金和
低利率所推動，這個情況並不健康。我擔心外圍經濟的下行風險正在增
大，一旦全球經濟逆轉，又或者息口掉頭回升，本地樓市便會面對巨大調
整壓力，對經濟和金融市場將會造成極大的破壞。

　　目前，樓市正面對疲弱外圍經濟與超低利率兩股不同方向的力量，未
來走勢難料。樓市在去年下半年就曾經顯著調整；最近受歐債形勢惡化及
引發的環球股市動盪影響，樓市氣氛在五月明顯轉淡。這些發展正好提醒
我們，不可以盲目相信樓價只會上升、不會下跌的神話。

　　為了確保樓市健康平穩發展，政府自二○一○年年初起循四個方向
推出一系列措施，即透過（一）增加土地供應、（二）遏抑物業投機活
動、（三）防止按揭信貸過度增長和（四）提高物業市場透明度。這些措
施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

　　在土地供應方面，政府在過去兩年推出短、中、長期的措施增加土地
同住宅的供應。反映這些努力，中期住宅單位供應已經由二○○九年九月
底估計的52 000個，升至二○一二年三月底估計的64 000個。

　　在剛過去的五月底，政府宣布進一步增加住宅用地的供應，從根本處
理住宅供求平衡的問題。政府在第二季已經以主動招標的方式，推出可以
興建1 400個住宅單位的土地。政府將增加第三季出售的土地，主動招標的
土地加上西鐵的住宅物業發展項目，合共將可以興建不少於5 000個住宅單
位。這對市場來說是一個明顯的信息，政府增加土地供應的決心是不容置
疑的。

　　另外，金融管理局在過去兩年多一共推出四輪宏觀審慎措施，收緊對
按揭成數與供款佔入息比例的限制，減低按揭貸款對金融體系可能帶來的
系統性風險，從而保障銀行體系的穩定。今年第一季，新造按揭的平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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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成數為56%，遠低於二○○九年一至十月的64%。金管局會密切留意情
況，如有需要，會推出進一步的逆周期監管措施，在盡量不影響首次置業
市民的前提下，進一步收緊按揭規定。

　　政府明白，樓市能否健康發展，對社會民生影響深遠重要，樓價上落
亦涉及幾十萬家庭的福祉。政府會時刻保持警惕，密切留意市況。如有需
要，我會毫不猶豫推出進一步的措施，確保樓市健康平穩發展。

　　我亦藉今日這個機會再次向市民呼籲，置業是市民一生中最重要的長
遠投資，在作出置業決定前，大家必須審慎，要量力而為，小心各種潛在
的風險。

　　主席，過去兩年多，憑藉香港人自強不息的精神，加上政府迅速的應
對措施，我們從金融海嘯的衝擊下迅速復元，本地失業率處於較低的水
平，就業情況令人滿意。香港公共財政穩健，政府絕對有能力和經驗抗衡
外來衝擊對香港經濟的影響，穩住民生。

　　無疑，現時外圍環境是極度不明朗，歐債危機的陰霾料會在未來一段
長時間繼續困擾全球經濟。我們會一如過往保持高度危機意識，密切留意
環球事態發展，作好部署，因應環球經濟的變化作出應對。

　　我現在請政府經濟顧問向大家具體講述香港經濟的近期表現和對經濟
展望作更詳細的分析。稍後我會樂意解答各位議員的問題。

　　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１２年６月４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１６時４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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