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政司司長
邀請大家提出意見



財政司司長現就二○一○／一一年度財政預算案諮詢
立法會議員、各界代表及香港市民。

我們歡迎大家就財政預算案提出意見。
如有意見，可在財政預算案網站www.budget.gov.hk留言，
或以書面遞交，地址為香港下亞厘畢道中區政府合署中座五樓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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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金融危機導致全球出現 60多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令香港大受打擊。
由於內地經濟回復較快增長，以及各先進經濟體系的下行壓力有所緩減，本港
經濟在第二季已顯著反彈及期後在第三季更進一步改善。

• 由於本地經濟逐漸復蘇，勞工市場開始有改善迹象。失業率在二○○九年七月
至九月下跌至 5.3%（在八月至十月進一步跌至 5.2%），是自環球金融危機在
二○○八年九月爆發以來首次下跌。在這期間，由於本地價格壓力仍然緩和，
加上進口貨物價格偏軟，消費物價有放緩趨勢。

• 像香港這樣一個細小而開放的經濟體系，持續而穩固的復蘇有賴外圍環境的根本
改善。復蘇之路可能會不平坦，而我們亦不能排除全球經濟在未來一段時間可能
出現雙谷底衰退。

• 我們的經濟政策以市場主導為原則，政府在有需要時會繼續推動經濟發展。
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應否擔當更積極的角色？



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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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世界各地政府採取強力的政策，全球經濟在二○○九年第一季經歷惡劣情況
後終於稍為喘定。香港經濟也剛進入復蘇的初期。外圍環境仍受到多項不明朗
因素影響，面對很大挑戰。

• 我們已推出一系列措施以穩定金融市場、紓緩信貸緊縮、支援企業、加快落實
工務工程及創造就業。這些措施已為經濟帶來穩定作用。我們會繼續採取這個
策略，直到經濟復蘇牢固為止。我們注意到適當的退市策略十分重要，因為這可
確保經濟可持續增長，以及避免過度影響市場。

• 財政方面，我們已推出的數輪紓困措施，涉及約 876億元，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
的5.2%。隨着經濟逐漸復蘇，我們應按怎樣的優先次序運用有限資源？



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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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業率在金融危機爆發後顯著上升，但到了最近的季度已轉趨較穩定，證明本港
勞工市場適應力強，且具靈活性。隨着營商環境逐步改善，僱主對增聘人手已持
較正面的態度。預計這在短期內會對失業率起紓緩作用，但收入和工資仍會繼續
面對下調壓力。就業情況的改善是經濟復蘇的重要指標。

• 政府多項保就業和創造就業的措施已取得一定成效。現時經濟已穩定復蘇，失業
率亦已下降，但我們不可自滿。我們怎樣可以使勞工市場這個令人鼓舞的趨勢
持續下去？

• 貫徹市場主導的經濟政策，我們會依循「從受助到自助」的原則解決貧窮問題、
創造就業機會、發動商界支援各項社會措施，以及改善低收入人士和弱勢社羣的
生活。我們一直大量投資於教育，以促進社會流動性，並紓緩跨代貧窮。我們
可以再做些什麼，以進一步增加社會流動性？如何可以使香港成為一個更仁愛
的社會？



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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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地及外圍價格壓力隨着全球經濟倒退而大致消除，消費物價進一步回落。
這是全球的普遍現象。對全球及本港經濟來說，通縮的風險及影響全球經濟復蘇
的不明朗因素，是更加迫切的威脅。



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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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全球經濟回穩，加上內地經濟增長較快，對外貿易應繼續有所改善。相對
穩定的勞工市場、低利率，以及政府推出的紓困措施，應可支持消費意欲。

• 考慮到今年首三季本地生產總值下降4.6%，預測二○○九年全年經濟將會收縮
3.3%。

• 由於全球經濟活動仍遠低於金融危機前的水平，預期通脹壓力依然不大。
二○○九年整體綜合消費物價通脹預測平均為 0.5%。

• 在不影響審慎理財原則及市場效率的前提下，政府可以做些什麼去確保經濟復蘇
更為持久？



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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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細小及開放型的經濟體系，因此必定會受全球變化影響。我們須經常檢討
本身的優勢和不足之處，作出更佳的定位，以應付這個不明朗環境的變化。我們
須在環球金融危機中汲取教訓，更有效地管理金融市場的風險。我們如何可以更
有效地管理風險？

• 在全球金融及經濟環境出現急劇轉變時，往往會有新的經濟機遇潛在。我們應
如何應對及抓緊這些機遇？我們在應付短期的挑戰時，也應顧及中期的問題，
例如財政可持續性。

• 我們在應付環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時，也不應忽視本港經濟的長期發展需要。
我們應怎樣加快與內地經濟融合的步伐？我們應如何推動經濟發展？



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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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經常開支總額在過去十年增加約465億元，增幅為26%。

• 作為財富重新分配的部分措施，以及為了改善較低收入人士的生活，我們已不斷
增加教育、社會福利和衞生方面的開支：

 • 教育 + 23%

 • 衞生 + 20%

 • 社會福利 + 49%

 – 綜緩金 + 34%
 – 公共福利金 + 80%
 – 其他福利開支 + 55%

• 隨着人口老化，預計社會福利及衞生的開支日後都會上升。我們應如何應付這個
挑戰？



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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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二○○九／一○年度的原來預算，教育（23.6%）、社會福利（17.2%）、
衞生（15.7%）及保安（11.8%）的開支，合共佔政府經常開支總額 68.3%。

• 我們會確保資源按策略性優先次序適當地分配和有效地運用。政府承諾在
二○一一／一二年度或之前把醫療衞生開支佔經常開支的比率增至17%。
因此，以百分比計算，某些政策範疇的撥款難免會減少，雖然撥款金額仍然
高於二○○九／一○年度的水平。我們有需要訂定政府資源運用的優先次序，
以應付不斷轉變的需要。在現有服務當中，有哪些已經再無必要提供或成本
效益偏低，而其公帑資助應予減少，轉而用在較為迫切的措施上？



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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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會繼續致力投資基建，以帶動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以及提高香港的
長遠競爭力。

• 過去，我們每年平均預留290億元，用於工務工程項目。今年這方面的開支預算
為 393億元。隨着各項大型基建工程，包括行政長官在二○○七／○八年度施政
報告中公布的十大基建，進入建築高峯期，我們預計基本工程開支在未來數年會
大幅增長。中期而言，基本工程開支將會處於非常高的水平，預計平均每年約為
500億元，這個開支額屬史無前例。

• 隨着基建投資的急速增長，我們會密切留意建造業的承擔能力，避免出現工程
過分集中，引發建造業勞工供應緊張和工程合約價格波動。在制訂工務計劃時，
我們也會考慮私人建造業活動的情況，以免造成公營與私人建造業市場之間的
不必要資源競爭，這些競爭可能引致工程成本增加。我們應如何管理基建工程的
開支，在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不會對建造業形成壓力？



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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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得稅及薪俸稅是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在二○○九／一○年度的原來預算合共
佔政府總收入的40.6%。其次是投資收入，佔總收入的12%。

• 二○○九年的投資回報率定為 6.8%。這個收入來源提供了龐大的資源，以應付
政府的開支。政府的財政儲備水平是其中一個影響投資收入的因素。如果我們
繼續動用財政儲備，便會對這個收入來源造成不利影響。

• 五個主要收入項目佔政府總收入的 68.5%。這些收入項目都很容易受經濟狀況
影響。我們應否引入新的收入來源或增加其他稅項的稅率，以減輕我們對這些
高回報收入來源的依賴？



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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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700萬人口中，只有350萬人屬工作人口，而當中只有140萬人繳納薪俸稅。

• 在二○○七／○八課稅年度，繳納最多薪俸稅的10萬名納稅人（佔總人口的1.4%）
所繳納的稅款，佔薪俸稅收入的79.4%，即政府總收入的8.3%。

• 在同一年度，有大約72.6%的利得稅收入（佔政府總收入的18.5%）來自繳稅最多
的1 200家公司。大部分小型企業只繳納很少稅款或無須繳稅。

• 我們是否需要擴闊稅基？如需要的話，則應怎樣做？



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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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我們的薪俸稅制度設有優厚的免稅額和扣除額，因此，即使我們撇除一次過
減稅措施的影響，在二○○七／○八年度有約 87%的納稅人的平均實際稅率仍
低於6%。

• 二○○七／○八年度所有薪俸稅納稅人的整體平均實際稅率（在實施一次過減稅
措施之前）為 8.3%。

• 本港薪俸稅納稅人（特別是屬中低收入組別者）的實際稅率，是在全球最低之列。



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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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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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度的1,042億元之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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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度的 390億元之間。

• 在這段期間，印花稅收入介乎75億元與 515億元之間。

• 雖然我們已由二○○七年四月一日起採用新的安排，根據過往的回報預先釐定
投資回報率，但來自財政儲備的投資收入仍頗為波動。來自這個來源的收入總額
在二○○七／○八年度為279億元，在二○○八／○九年度則為 466億元。

• 至於非經營收入，地價收入波動最大，過去十年在 54億元至 623億元之間上落。

• 政府應採取什麼措施去應付收入波動不定所帶來的挑戰？

• 過去，我們曾研究措施以尋求額外收入來源及／或擴闊稅基，也曾就商品及服務稅
進行公眾諮詢。我們應探討什麼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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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儲備幫助我們解決收入波動的問題，對我們非常有用。

• 我們一直都以財政儲備的投資收入作為其中一個收入來源。在二○○九／一○年度，
這項投資收入是我們第三大的收入來源，佔政府總收入的12%。如果沒有這項
收入，我們就必須增加稅款及政府收費或削減服務。

• 在經濟和財政困難時期，我們會利用儲備填補財政赤字，讓我們在本地生產總值
及收入下跌時仍可維持相對穩定的開支水平。在一九九八／九九年度起的六年內，
有五年錄得財政赤字，耗用了約 2,000億元的儲備。



財政預算案

869

-232

100

-78

-633 -617

-401

214 140

586

1,236

15

-399
-250 -219

-88
-13

-1,000

-500

0

500

1,000

1,500

2,000

97-98 98-99 99-00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05-06 06-07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67!þÐ"#

$É@ÑÒµ¶-<��Ñ� 

·¸

���������Ñ� 
-<

¹Fsº st



35

• 在本年二月財政預算案公布的中期預測中，我們提出動用財政儲備，以反經濟
周期方式應付現時的經濟困難。在二○○九／一○年度開始時，財政儲備約為
5,000億元，相等於19個月的政府開支；預計到二○一三／一四年度完結時，
會縮減至4,000億元，相等於14個月的政府開支。

• 我們須在一段時間內達致收支平衡。財政儲備發揮保護的作用，可緩和政府收入
連年波動不定所造成的影響。

• 長遠來說，我們須重建儲備。在下年度，我們應如何在開支、收入及財政儲備
方面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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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本年二月在財政預算案中公布的中期預測。

• 預計在中期預測所涵蓋的期間，政府支出會繼續增加，以應付平均每年可能約為
500億元的基本工程開支，以及推行新服務或改善服務去配合社會需要。然而，
我們不可讓赤字無限期持續。我們須在適當時候恢復收支平衡。

• 長遠來說，我們須量入為出，並使開支增長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展望將來—

 • 二○一○／一一年度本地生產總值的表現會如何？在中期預測期內餘下時間
 的 表現又會如何？

 • 二○一○／一一年度的適當財政政策應為何？



財政預算案

&à'X&�

	
��AB

íîx!M()ño*+

~,-�

./ÃÄ

01�23



39

• 政府和社會各界須同心協力，應付未來的挑戰。

• 經濟機遇委員會選定了六項香港具有優勢的產業，分別為教育服務、醫療服務、
檢測和認證、環保產業、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政府如何與私營界別合作
推動這六大產業的發展？

• 我們應如何定位，以確保經濟復蘇更為持久？

• 我們須應付政府收入波動不定所帶來的挑戰。擴闊稅基？增加財政儲備以紓緩
經濟不明朗因素的影響？有沒有其他建議？

• 我們須為人口老化帶來的種種挑戰作好準備。如何能達到這個目標？

• 我們如何鼓勵香港市民與政府同心協力，創造更美好的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