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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受外圍需求疲弱拖累，二○一二年首三季香港經濟按年實質增長
僅為1.0%。

l 由於內部經濟平穩增長，勞工市場大致穩定。不過，經季節性調
整的失業率在截至十月的三個月內微升至3.4%，顯示勞工市場在
經濟連續四季低速增長後開始稍為轉差。隨着本地經濟低速增長
及輸入通脹有所紓緩，通脹今年以來呈回落趨勢。

l 全球經濟仍面對相當大的下行風險，主要原因是歐元區主權債務
危機尚未解決，美國經濟復蘇步伐不穩和財政懸崖逼近，以及亞
洲經濟放緩。雖然本地消費增長、旅客開支持續增長，以及基建
工程開支為本港經濟帶來一定支持，但作為細小而開放的經濟
體，香港無可避免會受到影響。總括而言，二○一二年餘下時間
及明年的經濟前景仍充滿挑戰。我們要對經濟下行風險保持警覺
及作好準備，以應付未來可能出現的不利情況。



l 過去一年，香港經濟增長步伐緩和，主要是由於貨物貿易不景。
鑑於歐美經濟停滯不前及其對亞洲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負面影
響，香港經濟預期在二○一二年餘下時間只會溫和增長。事實
上，隨着區內出口及生產活動放緩，香港的貨物出口近月表現一
直疲弱。

l 同時，先進經濟體因經濟表現不振和結構性問題根深柢固，會在
一段長時間內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我們必須保持警惕，慎防全
球流動資金持續過剩和資金流向一旦逆轉可能造成的干擾，對本
港經濟以及金融和資產市場帶來的風險。



l 雖然在外圍環境嚴峻下，就業增長近來有減慢迹象，失業率因而
近期微升至3.4%，但由於內部經濟相對較有韌力，勞工市場大致
保持穩定。同時，隨着法定最低工資的效應減退，工資和收入增
長繼續放緩。



l 通脹自二○一二年以來大致回落，反映全球食品及商品價格較早前
回軟的影響逐漸浮現，新訂住宅租金在二○一一年底和二○一二年
初相對回穩，以及本地價格壓力因經濟增長放緩而有所緩和。

l 本地和外圍價格壓力減退，應會令通脹在今年內繼續受控。不過，
由於全球流動資金充裕，加上國際食品及商品價格波動，以及近月
來本地新訂租金回升，通脹上行風險在未來一段時間仍會存在。

l 我們會保持警覺，密切留意通脹走勢及其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



l 鑑於全球經濟情況嚴峻，外圍環境仍會困難重重。短期而言，香
港出口會繼續受到影響。內部經濟表現預期會較佳，可望對本港
經濟提供一些緩衝作用。

l 考慮到首三季的實質數字，以及外圍環境顯著的下行風險，二○
一二年全年的經濟增長預測為1.2%。

l 通脹展望方面，由於經濟增長減慢，加上輸入通脹放緩，通脹應
會在二○一二年餘下時間繼續受控。預測二○一二年全年的整體
及基本消費物價通脹率分別為3.9%及4.5%。



l 面對先進經濟體表現疲弱，外貿環境嚴峻，作為一個規模小而開放
的經濟體，香港難獨善其身。我們會繼續把握亞洲區內日益增強的
經濟實力，促進與海外的聯繫，以鞏固香港作為環球金融中心、區
內商貿樞紐，以及進入內地的門徑的優勢。

l 香港擁有穩固的根基和完善的制度，政府會善用這些優勢，積極擔
當市場促進者，推動經濟和產業發展，使本地企業茁壯成長，我們
的整體競爭力得以提升。從這方面來看，在繼續轉型為高增值知識
型經濟體的同時，香港中長期的經濟前景仍是一片光明。



l 二○一二／一三年度總開支預計為3,937億元 ，較二○一一／一二
年度實際開支增加 297億元(或 8%)；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較，
則增逾一倍：

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較
Ø 經常開支 +77%
Ø 基本工程開支 +142%



l 二○一二／一三年度的經常開支預計為2,643億元，較二○
一一／一二年度的實際開支增加218億元 (或9%)；與一九九
七／九八年度比較，增幅超過70%。經常開支的增長幅度，
反映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的長遠承擔。

l 我們在教育、衞生和社會福利方面的經常開支持續增加：

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較

Ø 教育 +60%
Ø 衞生 +72%
Ø 社會福利 +121%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105%
(綜援金 )計劃

公共福利金計劃 +127%
其他福利開支 +140%



l 根據二○一二／一三年度的開支預算，教育 (22.6%)、衞生
(16.9%)及社會福利 (16.7%)的開支，合共佔政府經常開支總
額 56.2%。

l 推出長者生活津貼及提高長者每年可申領的醫療券金額，將
進一步增加社會福利和衞生的開支。



l 二○一二／一三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下的基本工程開支預算
為623億元 (包括小型工程撥款80億元 )，較二○一一／一二年度
實際開支增加7%；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的實際開支比較，增
幅1.4倍。在未來數年，基本工程開支預計會增加至每年超過
700億元的水平。截至二○一二年七月底，經立法會批准而尚未
支付的基本工程承擔額為3,685億元(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l 利得稅是我們最大的經營收入來源，總額介乎一九九九／二
○○○年度的377億元與二○一一／一二年度的1,186億元之
間。

l 薪俸稅是我們第二或第三大的經營收入來源，總額介乎
一九九九／二○○○年度的248億元與二○一一／一二年度的
518億元之間。

l 在這段期間，印花稅收入介乎75億元與515億元之間。

l 由二○○七年四月一日起，我們採用新的安排，根據過往的
回報預先釐定投資回報率，從而大大減少投資收入的波動。
在二○○七／○八年度至二○一二／一三年度期間，投資收
入平均每年超過350億元。

l 至於非經營收入，以地價收入波動最大。在這段期間，地價
收入在54億元至846億元之間上落。

l 收入波動不定，為公共財政管理帶來挑戰。



l 五個主要收入項目分別為利得稅(27.1%)、薪俸稅(12.6%)、
印花稅 (9.5%)、投資收入 (主要是將財政儲備存放在外匯基
金所得的回報 )(9.4%)，以及地價收入 (15.4%)，合共佔政府
總收入的74%。



l 在776 000家註冊公司中，只有91 000家公司 (12%) 繳納利得
稅，不用繳稅的公司幾達九成。在公司利得稅收入中，69%來
自1 400家公司 (佔註冊公司數目的0.18%) 所繳納的稅款。



l 接近58%繳納利得稅的公司平均繳納少於25,000元稅款。

l 另有22%繳納利得稅的公司平均繳納稅款遠少於250,000
元。



l 二○一○／一一年度在350萬工作人口中，有200萬人 (工作
人口的57%) 無須繳納薪俸稅。

l 在150萬名繳納薪俸稅的人士中，20萬人 (工作人口的6%)
所繳納的稅款佔薪俸稅收入的81%。



l 由於薪俸稅制度設有免稅額和扣除額，在二○一○／一一
年度，即使在實施一次性減稅措施之前：

Ø 85.3%的納稅人 (每年入息不超過600,000元) 的平均
實際稅率及平均稅款分別低於5.3%及22,000元；

Ø 每年入息在600,001元至900,000元之間的納稅人，
平均實際稅率及平均稅款分別只為 9.7% 及大約
70,000元；以及

Ø 所有薪俸稅納稅人的整體平均實際稅率及平均稅款
分別為8.1%及36,160元。



l 財政儲備是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29
條為特定目的而設立的八個基金的結餘總額。

l 這是政府可運用的全部資金，用以應付日常運作需要、尚未
支付的承擔 (包括截至二○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基本工程承
擔額3,685億元 )和負債 (如公職人員退休金，其在二○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現值為5,338億元)。



l 截至二○一二年七月底，經立法會批准而尚未支付的基本工程承
擔額為3,685億元(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l 主要無撥備負債包括公職人員退休金、二○○四年發行的債券
等。二○一二／一三年度退休金開支預算為231億元，而在二○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退休金負債的現值為5,338億元。

l 截至二○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政府所作的保證為949億元。



l 財政儲備主要存放於外匯基金，有助加強港元的穩定性。在
二○一二年三月底，財政儲備佔外匯基金資產總值的四分之
一。

l 在一九九八／九九年度至二○○三／○四年度的六年間，我
們經歷了五年赤字，財政儲備由一九九八年三月相當於28個
月的政府開支，減至二○○四年三月相當於13個月的政府開
支。

l 政府的開支，相對平均分布於全年，但收入則大多在年底收
取，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緩衝，以應付年內所需的現金流。

l 財政儲備的投資收入在二○一二／一三年度約為370億元，
大約相當於政府總收入的10%，是政府的一個主要收入來源。
如果財政儲備減少，投資收入也會減少。

l 本港人口不斷老化，我們要累積財政儲備，以應付人口結構
轉變所帶來的財政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較早前一份報
告指出，到了二○三○年，為應付人口老化所帶來的財政壓
力，需要的額外儲備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30%。作為參
考，二○一二年本地生產總值預測的30%約為5,900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