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政司司長諮詢各界人士

背景資料

二○○四年〸一月

二○○五至○六年度

財政預算案



圖 1

目 錄

一、經濟定位和前瞻 (圖 2 至 7)

二、公共財政管理 (圖 8 至 21)

引言

財政司司長將會在未來幾個月就二○○五/○六年度財政預算
案廣泛諮詢立法會議員及各界代表。

為方便進行討論，我們擬備了這份背景資料，以供參考。背景
資料的內容已上載財政預算案網址 (www.budget.gov.hk)。

我們歡迎各界就財政預算案提出意見。有關意見可以透過會
面，網站留言或書面遞交。



圖 2

經濟定位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市場主導、政府促進

發揮香港優勢、提高主要行業競爭力

把握CEPA機遇、鞏固雙向商貿平台

發展人力資源、促進就業機會

維持完善市場體制、確保政策貫徹始終

一、經濟定位和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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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的復蘇層面在二○○四年第二季已全面擴展，整體經

濟活動轉趨活躍。由於去年同期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令比較基準異常偏低，二○○四年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比

較實質躍升12.1%，升幅明顯高於第一季的7.0%，也是四年來
的最大升幅。



圖 4

本地生產總值 第二季 +12.1% 
   
失業率  七月至九月 6.8% (自 8.6% 高峯回落) 
   
貨物出口量 首八個月 +16.7% (八月份 +19.4%) 
   
服務輸出量 第二季 +31.3% 
   
離港貨櫃吞吐量  首七個月 +7.4% (七月份 +8.2%) 
   
空運離港貨物總量 首九個月 +23.0% (九月份 +22.3%) 
   
訪港旅客人次 首八個月 +58.4% (八月份 +25.6%) 
   
零售量  首八個月  +10.0% (八月份 +4.2%) 
   
投資開支 第二季 +13.2% 

 

一、經濟定位和前瞻

最新經濟指標

除失業率外，以上百分率表示與一年前同期比較的變動。

從多個經濟指標可見，經濟正廣泛上揚。

展望未來，經濟基調大致會維持良好。預期商品出口在未來數

月會持續增加，儘管增長速度可能不及二○○四年年初般迅

速。服務輸出在年內餘下的時間預期也會維持強勁的增長勢

頭。原因是為內地來港旅客而設的個人遊計劃已實施，而來自

其他主要地區的旅客數目亦可望進一步回升，訪港旅遊業相信

會維持興旺。此外，由於外圍環境良好和區內貿易暢旺，離岸

貿易應可繼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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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定位和前瞻

二○○四年七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回升0.9%，顯示長
達68個月的通縮期結束。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八月和九月再
錄得升幅，分別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0.8%和0.7%。

由於經濟情況普遍好轉、消費需求復蘇和進口貨物價格上

升，零售商紛紛減少先前提供的折扣優惠，甚或提高部分消

費品的價格。

按年升幅的另外一個相關因素是二○○三年第三季寬減差

餉，以及同年八月至十一月寬免水費及排污費，導致較偏低

的比較基準。



圖 6

香港經濟的最新預測

一、經濟定位和前瞻

0%

7.5%

二○○四年的預測

(相對於三月份所預測之 -1%)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相對於三月份所預測之 6%)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

由於本年至今錄得的本地生產總值實際數字遠較預期理想，加

上外來及本地需求在年內餘下的時間可望維持強勁增長，現時

我們預測二○○四年全年合計本地生產總值會有7.5%的增長，
較二○○四年《財政預算案》所預測的6%上調1.5個百分點。

二○○四年全年合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預測，現由-1%上調至
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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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朗因素

外圍方面

油價飈升

美國息口上升

中國內地宏觀調控措施

內部方面

資產市場發展

就業增長步伐

一、經濟定位和前瞻

雖然經濟前景樂觀，但仍有一些不明朗因素。

外圍環境仍受到油價高企、美國利率上升和內地的宏觀調控

措施影響。不過，這些風險因素迄今並未扭轉或嚴重抑制全

球經濟的增長勢頭。雖然內地的整體投資活動放緩，但由於

外貿進一步飆升，內地經濟仍維持強勁增長。在工業生產增

加和出口持續蓬勃的情況下，工業國家的需求也保持堅挺。

鑑於這些國家近年對石油的依賴程度已下降，油價上升對他

們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應不會如以往般嚴重。此外，雖然近期

美國利率上升，但美國的整體貨幣政策大致上仍是寬鬆的。

至於本地經濟，在創造職位的速度和資產市場的發展兩方面

也有不明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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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財政管理

盈餘

赤字

自一九九八/九九年度起，我們連續六年錄得經營赤字，並錄
得五年綜合赤字。

二○○三/○四年度的綜合赤字為401億元，相等於本地生產
總值的3.3%，而經營赤字則為286億元，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
的2.3%。

在二○○四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我們預測綜合帳目的赤

字會逐年遞減，並在二○○八/○九年度會錄得60億元盈餘，
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0.4%。不過，經營帳目在該年度仍會
錄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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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財政管理

財政儲備在過去六年減少了40%，由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4,575億元(相等於當時28個月的政府開支)減至二○○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的2,753億元 (相等於14個月的政府開支)。

根據現時的預測，財政儲備會在直至二○○八/○九年度結尾的
未來五年較一九九八年三月再減少24%，或較二○○四年三月
減少39%。財政儲備在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會大約剩餘
1,673億元，只相等於八個月的政府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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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財政管理

億元

雖然經濟復蘇速度理想，但經營收入仍不足以應付經營開支。

非經常收入(例如地價收入)偶爾帶來的額外收益並不穩定，不
能賴以解決經營帳目收支不平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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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小部分納稅人的依賴增加

* 2% 的工作人口須按百分之〸五的標準稅率繳稅，他們的稅款佔薪俸稅總額約43.9%

須繳納薪俸稅的工作人口 (總數：133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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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有1.27%的工作人口須按百分之〸六的標準稅率繳稅，他們的稅款佔薪俸稅總額的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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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財政管理

一九九七/九八至二○○二/○三年間，工作人口由316萬人增至320萬
人，但納稅人的數目則由133萬人減至116萬人。

二○○三/○四年度和二○○四/○五年度各項調整薪俸稅的措施落實
後，該兩個年度的納稅人總數估計會分別回升至121萬人和126萬
人。

這些圖表以一九九七/九八年度和二○○四/○五年度繳納薪俸稅人士
的稅款為依據，將他們每10萬人分成一個級別，計算其稅款佔薪俸
稅總收益的百分率。

在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繳納最多薪俸稅的首10萬名納稅人，其稅款
佔薪俸稅總收益的54.8%。在二○○二/○三年度所佔的比率增至
61.1%，顯示在這兩個年度之間稅收對高收入人士的依賴有所增加。

二○○三/○四年度各項調整薪俸稅的措施落實後，依賴程度已有紓
緩。二○○三/○四年度繳納最多薪俸稅的首10萬名納稅人，其稅款
在稅收所佔的比率估計會降至59.2%，而二○○四/○五年度則會再
降至57%。



圖 12

維持政府財政穩健的承諾

在二○○八／○九年度恢復經營帳目和綜合帳
目收支平衡

把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20%
或以下

在二○○五／○六年度把政府經營開支減至
2,106億元，並在二○○八／○九年度減至
2,000億元

二、 公共財政管理

在二○○四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我們承諾－

致力在二○○八/○九年度恢復經營帳目收支平衡和綜合帳
目收支平衡；

基於 “大市場、小政府” 的原則，把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
總值的比例控制在20%或以下；以及

在二○○五/○六年度把政府經營開支減至2,106億元，而
較長遠目標是在二○○八/○九年度減至2,0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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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財政管理

過去數年，基本工程的實際開支每年平均約為280億元。

在二○○四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我們表示，在直至二○○

八/○九年度的一段期間，平均每年會撥款約290億元，以進行
基建工程。這個預算基準會維持不變。

二○○三/○四年度基本工程的實際開支為314億元，而二○○
四/○五年度原來預算的基本工程開支則為329億元。



圖 14

按政策目標分配資源
二○○四／○五年度

政府經常開支 總額: 2,035 億元

教育 (24.2%) 492億元

社會褔利
(16.6%) 337億元

輔助服務 (15.4%) 313億元
衞生 (14.9%) 303億元

保安 (11.7%) 240億元

基礎建設 (5.6%) 112億元

環境及食物 (4.0%) 82 億元

經濟 (3.9%) 80億元

社區及對外事務 (3.5%) 71億元

房屋 (0.2%) 5億元

二、 公共財政管理

以上圖表按政策範疇列出二○○四/○五年度政府預算的經常
開支。教育 (24.2%)、社會福利 (16.6%) 及衞生 (14.9%) 合共
佔政府經常開支總額差不多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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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財政管理

億元

政府經常開支

過去十年，經常開支總額增加了約915億元或82%。

教育及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增幅較其他政策範疇為大－

教育 +88%

社會福利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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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基金、
物業及投資

(8.2%) 167億元

差餉
(6.1%) 123億元

#其他
經營收入

(5.0%)
101億元

地價收入
(5.9%) 120億元

應課稅品稅
(3.3%) 
68億元

公用事業、各項收費
(6.8%) 138億元

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
及物業稅

(17.0%) 347億元

博彩稅
(6.2%) 126億元

印花稅
(5.4%) 110億元

利得稅
(23.4%) 476億元

總額 : 2,035 億元

*其他非經營收入

(12.7%) 259億元

經營收入
(81.4%) 1,656億元

非經營收入
(18.6%) 379 億元

維持穩定的收入來源
二○○四／○五年度

政府收入總額 (不包括政府債券收益)

二、 公共財政管理

以上圖表顯示根據二○○四/○五年度原來預算的政府經營及非經營收入來源
的整體情況。

向公司及業務徵收的入息稅 (即利得稅) 及向個人徵收的入息稅 (即薪俸稅、
個人入息課稅及物業稅) 是二○○四/○五年度兩個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合共
佔政府總收入的40.4%。

其他經營收入(#) 包括－
貸款、償款及其他 (28億元)
汽車首次登記稅 (29億元)
專利稅及特權稅 (6億元)
罰款、沒收及罰金 (9億元)
飛機乘客離境稅 (14億元)
酒店房租稅 (2億元)
股本投資所得的回報 (13億元)

其他非經營收入(*) 包括－
貸款基金 (64億元)
資本投資基金 (82億元) 
從房屋委員會收回的款項 (1億元)
遺產稅 (15億元)
償還的貸款及墊款 (2億元)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71億元)
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及賑災基金 (8億元)
獎券基金 (11億元)
創新及科技基金、的士專營權稅及其他收入 (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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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財政管理

億元

原來預算

政府收入總額 (不包括政府債券收益)

經營收入總額 (包括稅收、印花稅及超過4 000項政府收費) 在過
去十年只增加了134億元 (即9.4%)。

另一方面，同期非經營收入 (主要包括地價收入) 及投資收益極
不穩定。

地價收入在一九九四/九五年度佔總收入的10.9%，一九九九/二
○○○年度為14.9%，二○○三/○四年度則降至2.6% (原先預測
二○○四/○五年度降至5.9%)。

投資收益在一九九四/九五年度佔總收入的3.8%，一九九九/二
○○○年度為18%，二○○三/○四年度則為12.5% (原先預測二
○○四/○五年度降至6%)。

政府不能依賴非經營收入及投資收益解決經營赤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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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及服務稅？

應否開徵這種稅項？

如開徵的話，應否盡可能包括所有商品及服務？

考慮豁免徵稅的項目？

是否需要採取寬免／補償措施予

低收入家庭、

商界、以及

社會大眾？

開徵這稅項的時間表？

資產收益稅？就居民來自世界各地的收入徵稅？

環保稅？

徵收膠袋稅／車軚稅？

擴闊稅基

二、 公共財政管理

政府需要擴闊收入來源，以提供可觀而穩定的收入，從而

保障政府的收入和應付開支方面的需要。開徵稅基廣闊的

商品及服務稅是合理而公平的做法，亦可紓緩政府收入不

穩定情況。

一個內部專責委員會正就香港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一事進行

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委員會會參考其他地方的經驗，擬訂

切合香港情況的徵稅方案。委員會會在今年年底向財政司

司長提交報告。我們收到報告後，會考慮政府下一步的計

劃。

政府會盡力就如何實施商品及服務稅與社會各界人士取得

共識，並會在二○○五年就這稅項進行諮詢。

我們須研究如何為政府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開徵資產收

益稅和就居民來自世界各地的收入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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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

含酒精飲品應課稅品稅

檢討現行稅項

二、 公共財政管理

二○○四/○五年度的遺產稅收入估計為15億元。就遺產稅進
行的諮詢剛剛結束。我們接獲的意見分歧，有的認為遺產稅是

向有錢人徵收的稅項，有助重新分配貧富兩者的收入。不過，

另外有不少意見認為政府該取消遺產稅，因為這種稅項容易逃

避，有欠公平；取消遺產稅，有助香港發展成為區內首選的資

產管理中心。我們會進一步研究和考慮所收到的意見。

有社會人士認為應取消含酒精飲品應課稅品稅，以促進旅遊業

及協助香港發展成為區內的酒類產品銷售中心。另一方面，含

酒精飲品應課稅品稅通常被視為對非必需品徵收的稅項，並可

為政府提供穩定的經常收入。在二○○四/○五年度，這項稅
收的收入估計為7.6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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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

發行債券可增加政府運用資金的靈活性，

並有助促進本港資本市場的發展

在二○○四年七月向機構投資者及零售投

資者發行200億元的債券

發行債券可增加政府運用資金的靈活性，並有助促進本港資本

市場的發展。

二○○四年七月，我們向機構投資者及零售投資者發行總值

200億元的債券，當中包括12.5億美元(相等於97.5億港元) 的機
構票據(以美元為單位)，以及102.5億港元的機構票據和零售債
券(以港元為單位)。

特區政府首次發行債券，創下多項紀錄，包括－

區內規模最大的雙貨幣及同時向零售投資者和機構投資

者發行的債券；

歷來最高認購金額及發行額的零售債券；以及

發行零售債券規模最大的零售網絡，共有23家本港銀行
超過1 100家分行及數以百計證券行參與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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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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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財政管理

政府歡迎各界就如何為香港經濟重新定位及恢復政府財政穩

健，提供意見及建議。有關二○○五/○六年度財政預算案，議
員和各界人士可在諮詢會議向財政司司長提出意見，在財政預

算案網站留言或遞交意見書。我們擬訂二○○五/○六年度財政
預算案時，會慎重考慮各方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