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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赤字非常嚴重

綜合赤字︰

• 2001-02︰

相等於本地生
產總值 5%

• 2002-03︰

將會超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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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帳目持續出現赤字

• 信貸評級機構
／投資者／投
機者同樣重視
經營赤字問題

• 問題自1998年
起持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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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赤問題如未能解決
會對整體經濟造成影響

• 削弱公眾信心

• 可能被評級機構和銀行分析員降級

• 對港元聯繫匯率造成壓力

• 推高利率

• 經濟衰退

• 通縮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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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開支總額的累積增長

造成問題的因由︰

• 開支增長高於本
地生產總值增長

• 通縮令問題進一
步惡化，原因是
名義本地生產總
值對收入的影響，
較實質本地生產
總值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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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收入及開支的累積增長

經營帳目出現
類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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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開支增長
 由 96-97 至 02-03 年度  

的實質增幅  
   
 億元  % 
衞生、福利及食物  132 38 
   —  衞生  73 29 
   —  福利  51 96 
   —  食物  8 20 
教育及㆟力  128 34 
   —  教育  118 32 
   —  ㆟力  10 193 
薪酬調整 (以貨幣計算 ) 120 不適用  
綜援／公共福利金  93 75 
退休金  28 29 
環境、運輸及工務  29 25 
民政事務  14 21 
經濟發展及勞工  10 38 
房屋、規劃及㆞政  8 27 
保安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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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縮加劇
令赤字問題更為嚴重

(%) 2002 年預測  

 2002 年 3 月  最新預測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1.0 2.0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1.5 -2.5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0.5 -0.5 
 

三月份時預測2003-06年度的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4.4%未必能達到

(%) 2002 年第一季 2002 年第二季 2002 年第三季 

本地生產總值 

平減物價指數 
-2.1 -2.1 -3.0 

消費物價指數 -2.6 -3.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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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採取措施以解決經營赤字問題

註： 至 年度預算曲線只作圖示， 並不代表實際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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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4年度財政預算案
初步諮詢結果

諮詢對象及渠道包括：

• 立法會議員

• 主要工商團體

• 區議會主席

• 學者

• 部門首長和同事

• 市民及團體書面意見

• 報章社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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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的整體意見

• 認同財赤問題嚴峻

• 認同必須徹底消除財赤

• 贊成「三管齊下」方案，即：

振興經濟

大力節流

適當開源

• 共同承擔

• 其他意見：推行反周期措施，刺激需求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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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的節流意見

• 普遍要求政府大力節流

• 建議政府精簡架構、重訂優次

• 檢討公務員薪酬

• 縮減公務員編制

• 檢討綜援

• 其他意見：不應削減基建及教育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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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的開源意見

• 普遍反對開徵銷售稅

• 適當擴闊稅基

• 調高利得稅稅率

• 調高薪俸稅稅率、調低薪俸稅免稅額

• 就利得稅和薪俸稅引入累進稅制

• 落實邊境建設稅

• 開徵環保稅

• 開徵外傭稅

• 開徵足球博彩稅、調高現行博彩稅

• 發債、出售政府資產/資產證券化

• 其他意見：延續特定稅項優惠及凍結與民生有關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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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跟進

• 社會逐漸形成共識

• 普遍願意共同承擔、共渡時艱

• 「三管齊下」全面方案

• 繼續研究不同方案和諮詢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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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你們的支持

• 明白社會對公共服務的期望和希望避免加稅/

收費

• 然而，如不解決財赤問題，後果嚴重

• 全體市民須分擔這個責任

• 政府會起帶頭作用,盡力控制公共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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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節流目標

• 2003-04年度的 2,104億元經營開支維持不變

• 2006-07 年度的經營開支 (計及削減的 4.8%)   

由 2,198億元減至 2,000億元

• 各局／部門會有較大的削減幅度，因退休金、綜

援／公共福利金會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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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採取措施以解決經營赤字問題
億元

註： 至 年度預算曲線只作圖示， 並不代表實際數值

2,000億元

收入

開支

3月份預算收入

收入增長減慢

3月份預算開支

收入措施

振興經濟

削減開支
重定預算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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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流方向

• 分發《經營開支封套》

• 具體措施讓各局／部門享有更大靈活性和自主權

• 在 2003-04年度削減 1.8%開支不變

• 但須盡速採取行動，以達致 2006-07年度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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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02及2002-03年度主要收入來源
 2001-02 

(實際收入) 

2002-03 

(原來預算) 

 億元 (%) 億元 (%) 

利得稅 444 (25.3%) 429 (20.0%) 

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 

及物業稅 

334 (19.0%) 355 (16.5%) 

土地收入 103 (5.9%) 250 (11.6%) 

由財政儲備所得的投資收益 9 (0.5%) 138 (6.4%) 

博彩稅 116 (6.6%) 126 (5.9%) 

公用事業、各項收費 143 (8.1%) 120 (5.6%) 

 

* 括號內數字表示收入項目佔總政府收入的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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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4收入建議

實施足球博彩稅 (每年最少十億元 )

實施邊境建設稅 (每年約十億元 )

• 除銷售稅暫不開徵外，檢討其他可能稅項及

收費調整



振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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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經濟情況

• 自一九九七年以來，兩度衰退

• 持續通縮 （48個月以來，消費物價
指數共下跌12%）

• 失業率高企 （7.2%）

• 龐大的財政赤字 （ >5%的本地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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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出現調整的原因

兩方面的問題同時出現：

（一）周期性經濟下滑

• 香港 （地產泡沫爆破）

• 美國/歐洲 （資訊科技泡沫爆破）

（二）結構性轉移

• 知識型經濟

• 全球化及中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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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宏觀經濟調控工具有限

• 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聯繫匯率）

• 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有限

（乘數效應 = 0.5）

• 因此，焦點放在改善實質經濟的競爭力



25

首要策略 – 打贏人才戰

• 在知識經濟，唯一競爭手段是知識和人才

• 教育改革

• 改變政策以吸引更多：

專業人士、優才、學者、資優學生；以及

投資移民 / 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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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策略 – 打贏人才戰

• 吸引人才因素：

機會

生活模式

• 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

在經濟上作為亞洲的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

充份開拓在內地特別是珠江三角洲的機會

自由、富庶、文明、多元及珍惜賢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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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性原則

• 信奉自由市塲

• 政府的角色：有限但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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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1)人才戰

(2)由小島經濟轉型到和周邊融合的大都會經濟

• 增加和內地的相向流通：人、貨、資金、訊息
和服務

• 建立大珠三角經濟區

• 大珠三角合力向外國推廣及招商

• 向各省市進一步推介香港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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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3)小政府，大市塲

• 公共開支由本地生產總值的23%減至20%

• 重訂政務優次、重組架構、重整工序，以及更
善用市塲 - 公司化、私有化、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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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4)釐清政府在地產市塲的角色

• 停止作為地產發展者

• 通過靈活的市塲機制，維持土地供應

• 為有需要人士提供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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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5)投資基本建設，包括：

• 與內地的交通聯繫

• 與環境有關的建設

• 文化及體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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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6)促進高增值行業的發展，包括：

• 金融

• 物流

• 專業服務

• 創意工業

• 具優勢的高科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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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7)發展為較低技術勞工提供職位的行業，包括：

• 旅遊業

• 本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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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8)維持制度性優勢

• 法治

• 公平競爭

• 廉潔及有效率的政府

• 資訊自由流通

• 低稅率及簡單稅制

• 良好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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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通縮的措施

增加外來需求，包括：

• 遊客

• 投資移民

• 外國公司以香港為地區總部

• 投資者（認可本地機構投資、地區性債券基金）

• 區內對保健及教育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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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措施，已起作用

• 第三季度本地生產總值上升3.3%

• 貨物出口上升11.4%

• 服務出口上升14.1%

• 失業率由7.8%降至7.2%

• 短期本地生產總值前景審慎樂觀

• 中期有眾多不明朗因素

• 通縮可能持續，比三月時估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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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通縮持續令預計財政收入縮減

• 財赤情況非常嚴峻，必須解決，否則影響

整體經濟

• 政府會致力振興經濟，控制政府開支和考

慮開源方案

• 必須得到議員和市民支持、社會共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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