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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18歲或以上
香港永久性居民

發放10,000元

‧ 發放多1個月的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標準金額、高齡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亦有相若安排

‧ 為公屋租住單位較低收入租戶代繳

1個月租金

‧ 為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校
考生代繳考試費

支援勞工
‧ 每年增撥3,000萬元優化
勞工處的就業計劃，調升在職
培訓津貼金額上限

‧ 向僱員再培訓局增撥25億元，
優化「特別‧愛增值」計劃，
調升學員每月最高津貼額至

5,800元

‧ 建造業議會撥出

2億元，津貼
工人接受培訓，
並補助中小企承建商
及註冊分包商，上限20,000元

‧ 寬減2019/20課稅年度100%
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上限

20,000元

‧ 寬減2020/21年度住宅物業四季
差餉，每季上限1,500元

振經濟
   紓民困

$10,000
發
放
現 金



提供100%政府擔保的企業特惠
低息貸款，貸款上限200萬元，

最長3年還款期，申請期
6個月，首6個月還息
不還本

延續去年宣布的紓困措施

‧ 非住宅電力用戶電費：補貼額外

 4個月每月75%電費開支，
每月上限5,000元

‧ 非住宅用戶水費/排污費：
寬減額外4個月75%
水費/排污費，每月

上限20,000元/
12,500元

‧ 本地回收業：撥款1億元提供
6個月的租金資助

‧ 政府物業及土地/短期地契條款
豁免書租金：6個月寬減50%

‧ 康文署文娛中心
設施基本場租：

6個月寬減50%

‧ 郵輪公司收費/郵輪碼頭商戶租金：
寬減6個月

‧ 寬減2019/20課稅年度100%
利得稅，上限20,000元

‧ 寬減2020/21年度非住宅
物業差餉，首兩季每季
上限5,000元，後兩季
每季上限1,500元 

‧ 寬免2020/21年度商業登記費

‧ 寬免公司周年申報表登記費，
為期2年

企 業 特 惠 低 息 貸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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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就業



‧ 為醫院管理局和
衞生署的防疫工作
提供足夠財政支援

‧ 2020/21年度向醫院管理局提供
共750億元經常撥款，
較2017/18年度增加35%

‧ 過去兩份預算案投放了大量資源：
制定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
增加醫療人手培訓、加快更新/添置
醫療設備、引進尖端醫療儀器、
擴闊藥物名冊、設立

100億元公營
醫療撥款穩定
基金、發展
中醫藥服務、
推動基層醫療

‧ 已為兩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預留
約5,000億元，提供超過
 15 000張病床和超過90個
手術室，應付至2036年的服務需求

‧ 已撥款約1億8,000萬元提升
大學的設施和加強醫療專業培訓

‧ 分階段翻新衞生署診所

‧ 由2021/22年度起

5年額外撥款共
36億元予醫院
管理局以挽留醫護
人手

‧ 撥款約6億元，資助非政府組織
在未設立地區康健中心的11個區
設立過渡性質的「地區康健站」

‧ 為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的建造工程
進行招標

‧ 提供足夠資源予相關政策局以支援
精神受困擾的人士 

投 放 資 源
加 強 服 務

強化

醫療系統



金融服務
‧ 將香港年金計劃最低投保年齡由
65歲調低至60歲

‧ 推出總額10億元的定息按揭貸款
試驗計劃，幫助減低供樓人士的
利率波動風險

‧ 發行通脹掛鈎債券
和銀色債券，
總額不少於

 130億元

‧ 未來5年發行合共
約660億元的綠色債券

‧ 寬免在港上市交易所買賣基金
 （即ETF）的市場莊家在發行及贖回
ETF單位過程中的股票買賣印花稅

‧ 設立有限合伙制度，及為私募基金
所分發的附帶權益提供稅務寬免，
以吸引更多私募基金在香港註冊
和營運

創新科技
‧ 預留30億元推展科學園第二階段
擴建計劃

‧ 探討建設第三個「InnoHK創新香港
研發平台」 

‧ 把「科技券」資助上限提高至

60萬元，政府出資比例
調高至75%

‧ 注資3億4,500萬元
推行先導計劃，鼓勵
物流業通過應用科技
以提高生產力

旅遊
‧ 向香港旅遊發展局
增撥超過7億元，
在疫情過後
加強對外推廣

貿易
‧ 向香港貿易發展局
增撥1億5,000萬元，
為港商開拓商機

            專業服務
‧ 預留約

4億5,000萬元
推行「願景2030—
聚焦法治」計劃，
加深香港社會對
法治概念的認識
及實踐

培育人才
‧ 擴大「研究員計劃」和
 「博士專才庫」的
適用範圍至全港
從事研發的科技
公司

文化創意
‧ 向「藝術發展配對資助計劃」
注資9億元，帶動各界贊助
文化藝術的風氣

‧ 預留4,000萬元
為本地大學STEM
課程的本科及研究生
安排短期實習

‧ 政府及公營機構增加2020/21年度
的短期實習名額至近5 000個

多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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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
   城市

環境保護

‧ 今年下半年推出計劃，分階段淘汰
約40 000輛歐盟四期柴油
商業車，預留71億元提供特惠資助
予受影響車主

‧ 為清潔生產伙伴計劃預留3億元，
鼓勵港資工廠採用清潔生產技術，
改善區域環境質素

‧ 成立2億元的低碳綠色科研基金，
支持減碳技術和綠色科技
的研發及應用

‧ 預留每年不少於

3億元在今年
下半年推行
廢紙回收服務
計劃，穩定本地廢紙
的回收量和價格

‧ 制定本港首份
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

‧ 推行20億元先導計劃，
資助私人住宅停車場
安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

‧ 預留8,000萬元
推行電動公共小巴試驗計劃

‧ 預留3億5,000萬元
推行電動渡輪試驗計劃

電

交

工

動

通

具



智慧城市
‧ 今年公布《香港智慧城市
藍圖2.0》，進一步推動
智慧城市發展

‧ 預留10億元，成立智慧交通基金，
資助與車輛有關的創新科研和應用

‧ 撥款1億元開發綜合數碼平台，
便利工務工程監督的數據
整合和信息互換，加強
項目監管

關愛社會
‧ 未來兩年增加3 000個體弱長者
的照顧服務名額，及未來一年增加  

 1 000張身體機能中度或嚴重
缺損長者的社區照顧服務券，涉及
超過3億元經常開支

‧ 資助安老服務單位為有吞嚥困難
的長者提供軟餐，涉及約

 7,500萬元經常開支

‧ 資助受社會福利署津助並營運日間
服務單位的非政府機構的冷氣費用，
涉及4,600萬元經常開支 

‧ 由今年起分階段推出
全港三維數碼地圖，
並預留6,000萬元
設立首間地理空間實驗室，
推動空間數據的應用

‧ 今年第四季推出「智方便」
一站式個人化數碼服務平台



土地房屋
供應

‧ 2020/21年度政府賣地計劃、
鐵路物業發展和私人發展／重建
項目的潛在住宅用地供應合共可
提供15 700個單位，另6幅商
業用地預計可提供約83萬平方米
樓面面積 

‧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今年上半年
開始接受申請，增加短中期的公私
營房屋供應

‧ 今年第二季公布香港未來土地需求
的最新估算，作為政府日後覓地
造地的藍本

‧ 繼續透過推展
新發展區項目、
改劃具房屋發展
潛力的用地、發展
棕地群和寮屋區等，
全力提供土地以增加房屋供應

預計2019/20至2023/24年度
建屋量約為100 400個單位
包括出租公屋／綠置居共

74 400個單位，及資助出售
房屋共26 000個單位

公 營 房 屋

私 人 住 宅

預計2020年至2024年每年平均
落成量約為19 600個單位 



投資收入

$570億元

薪俸稅

$599億元

印花稅

$750億元
地價收入

$1,180億元

其他收入

$1,317億元

利得稅

$1,309億元

2020-21
政府總收入
及開支

$5,725億元政府
總收入



10.0%
經常開支

$4,866億元

$7,311億元政府
總開支

經濟

$1,209億元
衞生

$977億元

保安

$658億元

基礎建設

$783億元

社會福利

$1,150億元

教育

$1,123億元
其他

（包括社區及對外事務）

$1,011億元

環境及食物

$400億元

本地生產

總值增長

2019
經濟表現

2020
經濟展望

經濟

-1.2%

-1.5%至0.5%



教育

$1,123億元

整體通脹率 基本通脹率

經濟

2.9% 3.0%

-1.5%至0.5% 1.7% 2.5%

公共
   財政

2020/21財政年度 
‧ 預計赤字約1,391億元，
佔本地生產總值4.8%

‧ 其中近1,200億元赤字與現金
發放計劃及其他一次性寬免措施
有關，不會構成長遠財政承擔

2021/22至2024/25財政年度
‧ 預計赤字介乎74億元至
 170億元

‧ 主要成因是政府收入未能追上開支
 （尤其是經常開支）的急劇增加 

2019/20財政年度
‧ 赤字約378億元，佔本地生產
總值約1.3%

‧ 未來政府開支將進入整固期

‧ 往後開支增加，須更注意
政府長遠的承擔能力，
並與收入的增長相對應

‧ 須保持經濟增長與活力，尋找
新的經濟增長點，以提高收入

‧ 可能需要考慮開拓新的收入
來源或調整稅率

‧ 可能需要逐步縮減一次性
寬免措施

應 對 挑 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