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 在二零一三年首三季，香港經濟溫和增長，按年實質增幅為
3.0%。香港對外環節受疲弱的環球經濟所影響，但內部環節
保持堅穩。

l 由於內部需求強韌，勞工市場仍處於全民就業的狀態。二零一
三年八月至十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維持在 3.3% 的低水
平。基本通脹大致穩定，在二零一三年首十個月，基本通脹率
平均為4.0%，較二零一二年的 4.7%為低。



l 受制於疲弱和不穩定的貨物出口表現，本港在二零一三年首
三季的經濟增長速度，仍低於十年的平均趨勢增長率。



l 勞工市場仍處於全民就業狀態，二零一三年八月至十月，經
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維持在 3.3% 的低水平。工資及收入進
一步改善。由於低技術勞工市場較緊，以及法定最低工資自
本年五月起上調，收入最低十等分的全職僱員的平均就業收
入顯著增加。



● 撇除各項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基本通脹率在第三季微升至
4.3%，但在十月則回跌至 4.0%，主要是由於食品價格在惡劣
天氣下九月份短暫急升，隨後升幅緩和下來。而私人房屋租金
組成項目的價格升幅亦趨平穩。同時，消費物價指數中大多數
主要組成項目的增幅普遍溫和。整體而言，基本通脹率在二零
一三年首十個月大致平穩，平均幅度為 4.0%，較二零一二年
的 4.7% 為低。



● 先進經濟體復蘇步伐緩慢不穩，料會持續拖累香港貨物貿易在
本年餘下時間的表現。然而，內地經濟穩健增長仍會起着穩定
的作用；本地消費需求穩健，基建工程全速進行，加上訪港旅
遊業進一步擴張，應可繼續為本地經濟帶來支持。

l 考慮到本地生産總值首三季的表現及第四季應可錄得進一步溫
和經濟增長，我們預測二零一三年全年經濟溫和增長 3%，較
二零一二年的 1.5% 增幅有所改善。

l 通脹展望方面，由於進口通脹輕微，加上今年以來新訂住宅租
金升幅緩和，應有助減輕通脹在短期内的上行風險。預測二零
一三年全年的整體及基本消費物價通脹率分別為 4.3% 及 4%。



● 雖然環球經濟前景所面對的嚴峻風險已較去年減退，但仍有許
多不明朗因素。香港是細小而開放的經濟體，容易受外圍衝擊
所影響。我們須保持警覺，並要按情況採取預防措施，以抵禦
外圍環境逆轉所帶來的震盪。



● 香港特區政府一向恪守審慎理財的原則。根據《基本法》，財
政預算須

(一) 量入為出；
(二) 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以及
(三) 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 我們必須遵守《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三個部分。

● 堅守這些原則，對維持本港經濟的健康發展及本港和國際投資
者的信心至為重要。



l 政府一直堅守《基本法》訂明以量入為出的原則管理公共財
政。

l 我們目前的收入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二十左右，而開
支亦處於相若的水平。

l 若政府要把開支限制提升，政府收入也要相應增加，即是要
加稅或借貸。



● 《基本法》訂明我們須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

● 從一九九七／九八年度至今，當中11年錄得財政盈餘。可
是，一九九八／九九至二零零三／零四年度，我們經歷了五
年的財政赤字，令財政儲備的水平大量消耗。



● 《基本法》訂明財政預算須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 由一九九七／九八至二零一三／一四年度，本地生產總值增
加約六成。

● 同期，政府開支由接近 2,000 億元增至超過 4,000 億元，增
幅超過一倍。

● 經常開支則由 1,500 億元增至超過 2,900 億元，增幅接近一
倍。

● 儘管每年有所變動，一九九七／九八年度以來，政府收入的
增長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大致相同。

● 控制政府開支增長的需要清晰明確。



● 二零一三／一四年度總開支預計為 4,400 億元，較二零一二／一
三年度實際開支增加 627 億元 (或17%)；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
比較，增幅逾一倍：

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比較
Ø 經常開支 +95%
Ø 基本工程開支 +172%



● 二零一三／一四年度的經常開支預計為 2,913 億元，較二零
一二／一三年度的實際開支增加 290 億元 (或11%)；與一九
九七／九八年度比較，增幅幾近一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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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社會福利和衞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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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Ø 社會福利 +179%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116%
(綜援 )計劃

公共福利金計劃 +329%
其他福利開支 +168%

Ø 衞生 +88%



● 根據二零一三／一四年度的開支預算，教育 (21 .6%)、社會
福利 (19.1%) 及衞生 (16.7%) 的開支，合共佔政府經常開
支總額的 57.4% 。



● 二零一三／一四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下的基本工程開支預
算為 701 億元 (包括小型工程撥款 82 億元)，較二零一二／
一三年度實際開支增加約 13%。

● 與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的實際開支比較，增加約 170%。

● 隨着多項大型基建工程陸續進入建築高峰期，未來數年，基
本工程開支預計會維持在現時的高水平。



l 為推動經濟發展及改善市民生活質素，我們的一攬子基本
工程項目包括運輸基建、醫院與醫護設施、長者福利設
施 、文化與康樂設施，以及增闢土地。

l 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現時有超過700項工程項
目已經展開。

l 截至二零一三年八月底，尚未支付的基本工程承擔額為
3,980 億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我們無撥備以支付該
筆款項。



l 利得稅是我們最大的經營收入來源，總額介乎377 億元 (一
九九九／二零零零年度)與1,256 億元(二零一二／一三年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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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億元 (一九九九／二零零零年度 )與518 億元 (二零一一／一
二年度)之間。

l 自一九九七／九八年度以來，印花稅收入介乎 75 億元與
515 億元之間。

l 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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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零零七／零八年度至二零一二／一三年度期間，每年投
資收入平均超過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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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是細小而開放的經濟體。本港稅基狹窄，政府收入易
受經濟波動影響，也取決於更廣泛層面的經濟變化，並非
政府所能控制。

● 收入波動不定，為公共財政管理帶來挑戰。利得稅、薪俸
稅、印花稅和地價收入，合共佔二零一二／一三年度政府
總收入的 65% 。



● 五個主要收入項目分別為利得稅 (30.1%)、薪俸稅 (11.7%)、
印花稅 (9.2%)、投資收入 (主要是把財政儲備存放在外匯基金
所得的回報 ) (8.3%)，以及地價收入 (15.9%)，合共佔政府收
入總額的 75.2% 。



l 在二零一一／一二課稅年度，360萬工作人口中，約200萬人
(工作人口的55%) 無須繳納薪俸稅。

l 在160萬名繳納薪俸稅的人士中，約20萬人 (工作人口的5%或
納稅人口的12%) 所繳納的稅款佔薪俸稅收入的80%。



l 二零一一／一二課稅年度，在94 900家繳納利得稅的註冊公
司中，800家納稅最多的公司所繳的稅款約佔利得稅收入的
64%。有769 000家公司 (89%) 無須繳納利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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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約 4,000 億元的基本工程承擔額) 和負債 (例如公職
人員退休金，其在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現值為 6,414 億
元)。



l 財政儲備有助加強港元的穩定性。在二零一三年三月底，財
政儲備佔外匯基金資產總值的四份之一。



● 在一九九八／九九年度至二零零三／零四年度的六年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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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二零零四年三月相當於 13 個月的政
府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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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一個緩衝，以應付年內所需的現金流。



● 財政儲備的投資收入在二零一三／一四年度約為 360 億元，大
約相當於政府收入總額的 8%，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如果
財政儲備減少，投資收入也會減少。



l 截至二零一三年八月底，經立法會批准而尚未支付的基本工程承
擔額為 3,980 億元(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政府保證債項約為807 億元。

l 主要無撥備負債包括公職人員退休金及二零零四年發行的債券。
二零一三／一四年度退休金開支預算為 255 億元，而在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退休金負債的現值為 6,414 億元。



● 二零一二年，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人數為 98 萬，佔全港人口
14%。

● 根據最新的推算，到二零四一年，長者人數會大幅增至 256
萬，佔全港人口 30%。

●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平均十名適齡工作人士 (即15至64歲 ) 供
養一名長者。

● 時至今日，老年撫養比率已跌至五比一，即五名適齡工作人
士供養一名長者。

● 及至二零四一年，老年撫養比率將再跌至少於兩名適齡工作
人士供養一名長者。



● 工作人口比例減低，經濟活力隨而下降，增長動力也因而
放緩。二零二零年代香港經濟的增長動力勢必持續減慢。

● 隨着長者數目增加，工作人口持續萎縮，納稅人數目減
少，經濟增長減慢，若稅制維持不變，政府收入的增長便
會大幅放緩。

● 長者人口比例增加，會令醫療、福利等開支飆升。

● 上述種種情況都會對政府收入和公共開支的可持續性造成
深遠影響。



l 放眼世界，不少經濟體都同樣面對長遠公共開支飆升的問
題。

l 不少海外經濟體推出財政緊縮措施，力求減少財赤和國
債。

l 有些國家利用現有的資源，為未來籌劃，把部分的財政盈
餘或其他收益及資產儲存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