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經濟近況及短期展望

　　今天政府發表二○○三年第一季經濟報告，該報告及載有

新修訂的二○○三年全年經濟預測的新聞發佈文件已送交各

位議員。

　　本資料文件分析較近期香港的整體經濟增長、對外貿易、

本地需求、勞工市場及消費物價等各方面的情況，並評估非典

型肺炎擴散對香港整體經濟的影響，以及簡報政府最新修訂的

二○○三年全年經濟預測。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經濟分析部

2003 年 5 月 30 日

立法會 CB(1)1788/02-03(09)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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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二○○三年第一季經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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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季節性調整
與上季比較的
實質增減率

與一年前同季比較的
實質增減率

表一 : 本地生產總值

 香港經濟繼二○○二年後期顯著增長後，於二○○三年

年初保持強勁增長勢頭。

 與去年同季比較，本地生產總值(GDP)在二○○三年第

一季仍錄得可觀的 4.5%升幅，儘管略低於二○○二年

第四季的 5.1%。對外貿易依然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

動力，而整體內部需求於首兩月亦有復蘇的跡象。

 經季節性調整與對上季度比較，本地生產總值繼二○○

二年第四季上升 1.7%後，二○○三年第一季回跌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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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 整體貨物出口

 有形貿易方面，貨物出口在二 ○○三年第一季持續勁

升，是連續第三季錄得雙位數的按年升幅。

 與去年同季比較，貨物出口在二○○三年第一季實質激

增 19.1%，表現尤勝於二○○二年第四季的 18.3%增幅。

 按出口市場分析，輸往東亞地區的貨物出口仍是二○○三

年第一季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其中輸往中國內地及台灣

的貨物出口升幅尤為強勁。輸往日本的貨物出口亦顯著增

加。至於輸往美國的貨物出口，首季表現仍佳，這是由於

美國進口吸納穩步改善，加上美元轉弱亦令香港貨物出口

的價格競爭力增強。與此同時，歐盟的進口需求漸見回

升，而歐羅轉強，也令輸往當地的貨物出口進一步顯著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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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 服務輸出

 無形貿易方面，旅遊收益在二○○三年第一季大部份時

間均表現理想，加上運輸服務出口及離岸貿易持續顯著

增長，令服務輸出在二○○三年第一季較去年同季仍實

質上升 12.2%，惟相對於二○○二年第四季的 18.1%升幅

有所放緩。

 這放緩主要反映非典型肺炎在首季度後期開始擴散，引致

三月下旬出現訪港旅客劇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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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 內部需求

整體投資開支

私人消費開支

整體內部需求

 整體內部需求在本年初見有復蘇跡象，但受非典型肺

炎擴散打擊，於首季度後期開始急劇下滑。

 與去年同季比較，二○○三年第一季私人消費開支實質

下跌 2.1%，跌幅略大於二○○二年第四季的 1.8%。

 至於整體投資開支，其中樓宇及建造量仍然疲弱，但機

器、設備及電腦軟件開支持續回升。與去年同季比較，

整體投資開支在二○○三年第一季錄得 3.9%的溫和升

幅，二○○二年第四季則錄得 0.7%的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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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 私人消費開支的主要類別

非耐用品

耐用品

服務

食品

 在非典型肺炎的肆虐下，各類主要消費開支於三月下旬均

見縮減。整個第一季而言，非耐用品開支的跌幅進一步擴

大，而消費服務開支亦明顯放緩。本已疲弱的市民外遊開

支更見急劇下滑。耐用品開支雖有增幅，惟這只是反映季

初的購買活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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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不足率

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

表六 : 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

 勞工市場在二○○三年第一季依然疲弱，近季末因受

非典型肺炎擴散打擊而令情況進一步惡化。經季節性

調整的失業率由二○○二年九至十一月的 7.1%回升至

二○○三年二至四月的 7.8%。就業不足率在二○○三

年二至四月亦升至 3.2%。

 按經濟行業分析，二○○三年二至四月與二○○二

年十一月至二○○三年一月比較，失業率於大部份

主要經濟行業皆出現上升，當中以建造業、製造業、

飲食及酒店業和批發及零售業的升幅尤為明顯。

 按職業類別分析，二○○三年二至四月與二○○二年

十一月至二○○三年一月比較，失業率上升主要集

中於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和輔助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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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工資

勞工收入

表七 : 勞工工資及收入

 勞工市場持續放緩，令工資續有下調趨勢。

 與一年前比較，勞工工資按貨幣計算在二○○二年九月

下跌 1.5%後，於十二月再跌 0.8%。而勞工收入按貨幣

計算在二○○二年第三季下跌 1.5%後，於第四季再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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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 住宅樓宇價格

指數 (一九九九年 =   100  )

 二 ○ ○ 三 年 第 一 季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市 道 仍 然 普 遍 低

迷。

 三月中以後樓宇購買意慾進一步受挫，首先是伊拉

克戰事帶來不明朗因素，然後是非典型肺炎在香港

蔓延造成衝擊。另外，新樓宇整體供應非常充裕繼

續影響樓市的供求平衡。

 二○○三年第一季與對上季度比較，住宅樓宇價格

進一步下跌，平均跌幅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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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 住宅、寫字樓及舖位租金

寫字樓租金

指數 (一九九九年 =   100  )

舖位租金

住宅租金

 租金仍然偏軟，而非典型肺炎疫情令租務市道進一步低

迷。

 自三月中起，訪港旅遊業及本地消費以致整體經濟受到

嚴重打擊，令物業租賃更呈沉寂。

 二○○三年第一季與去年同季比較，住宅樓宇租金、寫

字樓租金及鋪位租金的平均跌幅分別為 12.7%， 10.2%

及 3.5%。



- 11 -

一
季

二
季

三
季

四
季

一
季

二
季

三
季

四
季

一
季

二
季

三
季

四
季

一
季

二
季

三
季

四
季

一
季

二
季

三
季

四
季

一
季

0

2

4

6

-2

-4

-6

-8

百份率   

200320022001200019991998

表十 :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經季節性調整
與上季比較
的增減率

與一年前同季
比較的增減率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二○○三 年四月較去年同月下跌

1.8%，而在今年首四個月的平均按年跌幅為 1.9%。

 在非典型肺炎肆虐下，本地市場的價格競爭更趨激烈，

減價幅度擴大。本地營運成本隨着租金及工資進一步緩

和而繼續降低，也促成了本地價格的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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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非典型肺炎擴散對香港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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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 訪港旅客人數

 非典型肺炎廣泛地衝擊經濟多個環節，其中對訪港旅遊

業的打擊尤為嚴重。

 訪港旅遊業在今年首兩個月持續暢旺，訪港旅客人數錄

得按年 29%的強勁增長。然而，隨着非典型肺炎自三月

中在本地擴散，訪港旅客人數急劇下滑，於三月下半月

較去年同期下跌 10%，整個三月僅上升 4%，到四月更急

跌 65%。

 近期酒店入住率僅維持在兩成左右，遠低於同期正常情

況超過八成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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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 香港居民離境人次

 本港市民儘量避免前往受疫症影響的地區，加上某些鄰

近地區對本港市民實施入境限制或入境後隔離，令市民

出外旅遊亦大幅縮減。

 與去年同期比較，香港居民離境人次於三月的跌幅為

14%。這與一月和二月合計仍有 3%的上升形成對比。四

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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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 貨物出口

整體貨物出口

港產品出口

轉口

 商品貿易方面，貨物出口於四月份仍錄得約 10%的按年

實質增長，但升幅明顯較第一季的 19%為慢。在非典型

肺炎的陰霾下，區內經濟的短期前景變得黯淡，而往來

洽談生意及訂購貨物的商業活動亦受到窒礙，這會導致

一些訂單流失。因此，貨物出口在今年後期可能會進一

步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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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 零售量

 本地方面，非典型肺炎的蔓延大大削弱消費意慾，因而

打擊本已初見復蘇的內部需求。

 與去年同期比較，本地零售量於今年首兩月合計上升

0.7%後，三月回跌 3.7%。四月的跌幅估計會更大。

 近期本地消費意慾已漸見改善，加上世界衞生組織已於

五月廿三日解除對香港的旅遊警告，非典型肺炎對消費

意慾的影響可望在未來期間逐步退減。

 本地市民出外旅遊大幅縮減，對本地消費市場應有所幫

助。而政府於四月二十三日公布總值 118 億元的紓困措

施亦會對經濟提供一些紓緩。

 整體來說，在計及該等措施的紓緩作用後，估計非典型

肺炎事件將會減低今年經濟增長約 1.6 個百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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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今年經濟展望

最新修訂的二零零三年全年經濟預測

早前公布 最新 修訂幅度

（%） （%） (百份點)

實質增減率

本地需求

私人消費開支 0 -3 -3

政府消費開支 2.5 4 1.5

本地固定資本形成 0.9 -5.5 -6.4

對外貿易
貨物出口 6.6 5.5 -1.1

貨物進口 6.3 2.9 -3.4

服務輸出 8 -2 -10

服務輸入 1.5 -13.5 -15

本地生產總值 3 1.5 -1.5

物價變動率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2 -3.5 -1.5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1.5 -2.5 -1

 由於預計貨物出口在今年後期會有所放緩，二○○三年全

年 貨 物 出 口 的 實 質 增 長 預 測 由 早 前 的 6.6% 下 調 至

5.5%。

 服務輸出短期內情況仍會嚴峻。旅遊業未必能即時回升，

而運輸服務亦會受航空業低迷所影響。此外，貿易活動放

緩亦會拖累貨運服務。整體而言，預測服務輸出在二○○

三年實質下跌 2%，與早前 8%增長預測形成強烈對比。

 本地需求在非典型肺炎擴散的打擊下已更趨疲弱。消費開

支估計在第二季將會劇減，其後將由谷底回升。但在就業

情況惡化、收入減少及通縮擴大的情況下，相信消費仍續

會偏弱。私人消費開支預測全年下跌約 3%，而早前的預

測為零增長。此外，在目前不景氣下，投資開支將持續低

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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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 二零零三年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預測

 綜合而言，現時預測二○○三年全年本地生產總值會有

1.5%的增長，較早前的預測下調 1.5 個百份點。

 短期經濟前景仍有不少變數：

□ 出口方面，伊拉克戰事結束無疑令地緣政治因素有所
紓緩。可是，美國經濟情況，包括其就業疲弱，投資
不振及財赤擴大，仍備受關注。歐洲和日本經濟的低
迷情況亦然。這會影響香港的出口表現。

□ 至於香港對東亞區內的出口，將取決於非典型肺炎會
否大幅削弱中國內地、台灣及東南亞的進口需求。

□ 此外，非典型肺炎對區內的威脅仍會遏抑旅客的流
動，訪港旅遊業疲弱的情況可能仍會持續一段時間。

□  本地經濟方面，非典型肺炎帶來了隨後的負面影響，
如失業率攀升、收入下降及通縮惡化等，均會進一步
打擊本地需求，拖慢經濟復蘇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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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二零零三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預測

(預測)

 由於市道低迷令市場價格競爭更趨激烈，而營運成本亦

會進一步下調，本地物價估計將持續下降。此外，四月

下旬政府公布的紓困措施對今年消費物價水平將會有

0.3 個百份點的下調作用。因此，即使美元近期進一步轉

弱將令入口價格回升，現預測二○○三年全年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仍會有 2.5%的跌幅，相對早前的預測下調一

個百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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