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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近況及短期展望  

 政府於十一月中發表了二零零七年第三季經濟報

告，該報告連同最新修訂的二零零七年全年經濟預測

的新聞公布文件，早前已送交各位議員。  

 本文件首先分析最近期香港的整體經濟發展，然

後概述最新修訂二零零七年全年的經濟預測，並初步

分析一些可能影響二零零八年經濟展望的因素。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  
經濟分析部  
二零零七年十一月二十六日  

 



香港經濟近況及短期展望  

引言  

 本 文 件 分 析 香 港 經 濟 的 近 期 表 現 ， 並 概 述 於 十 一 月 中

公布的最新修訂二零零七年全年的經濟預測，以及二零零八

年的經濟展望。  

經濟近況  

2.  香 港 經 濟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第 三 季 依 然 充 滿 動 力 ， 實 質 本

地生產總值繼上半年强勁增長 6.1%後，在第三季較一年前躍

升 6.2%。本港經濟自二零零三年中經濟開始復甦以來，已連

續 16 個季度錄得顯著高於趨勢的增長(圖一 )。儘管環球信貸

市場在八、九月期間動盪不安，本港的外貿在第三季續有可

觀增長，而同期的本地需求亦非常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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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經濟連續十六季度錄得顯著高於趨勢的增長

與一年前同季比較的實質增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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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第三季，商品出口仍表現堅挺，錄得 6.4﹪的升幅

(圖二(a))。內地市場繼續是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這是受惠

於內地經濟的蓬勃發展。輸往多個其他新興亞洲市場(例如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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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及印尼)的商品出口，表現亦屬強

勁。再加上輸往歐洲的商品出口續有持續增長，這些有利因

素均有助抵消出口往美國的疲弱表現。美國疲弱的經濟相信

亦是台灣、新加玻、南韓三地原材料輸入疲軟的因由，從而

令本港輸往這三地的商品出口表現欠佳。輸往日本的出口則

因日元疲弱以及當地本地需求偏軟而轉升為跌。 

4. 服 務 輸 出 繼 續 明 顯 急 升 。 由 於 訪 港 旅 遊 業 處 於 強 勢 、

金融市場活動活躍、以及離岸貿易快速上升，服務輸出在第

三 季 進 一 步 加 快 增 長 ， 與 去 年 同 期 比 較 實質 上 升了 12.3%。

首三季合計的升幅則為 11.0%(圖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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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a): 商品出口有可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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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內 部 需 求 在 推 動 整 體 經 濟 增 長 方 面 擔 當 著 重 要 的 角

色。隨著勞工市場有所改善、住戶的收入及財富上升，私人

消費開支在第三季強勁增長，與去年同期比較，實質增長為

9.7%。去 年第三 季的基 數較低 ，也是 私人消 費開支 在今年 第

三季度按年升幅強勁的部份原因。首三季合計，私人消費開

支則錄得 6.7%的顯著增幅(圖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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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整 體 投 資 開 支 續 有 擴 張 ， 繼 二 零 零 六 年 錄 得 顯 著 的

6.3%實質 增 長後 ， 二零 零 七年 首 三季 與 去年 同 期比 較 ，實 質

增長亦達 4.9%。機器及設備投資在二零零七年首三季較去年

同期實質上升 5.2%，是整體投資的主要增長動力。整體投資

在第三季的實質增長為 2.0%，該增幅不及前一季，主要是受

去 年 同 季 基 數 較 高 所 影 響 。 最 新 的 《 季 度 業 務 展 望 統 計 調

查》結果顯示，短期的營商前境仍佳。另外，私營機構的建

造量在二零零七年首三季展現可觀反彈，然而公營部門的建

造 活 動 仍 處 於 跌 勢 ， 令 整 體 建 造 活 動 只 是 略 有 增 長 (圖 三
(b))。  

 

一
季

三
季

一
季

三
季

一
季

三
季

一
季

三
季

一
季

三
季

一
季

三
季

0

2

4

6

8

10

12

14

16

-2

-4

-6

-8

-10

Year-on-year rate of change in real terms (%) 

圖三(a): 私人消費開支強勁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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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b): 整體投資持續擴張

與一年前同季比較的實質增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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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 濟 持 續 維 持 強 勢 ， 繼 續 帶 來 就 業 機 會 ， 並 廣 泛 惠 及

各 個 勞 工 環 節 。  (圖 四 (a))。 自 二 零 零 三 年 的 經 濟 低 潮 以

來，本港經濟共創造了約 330  000 個淨新增職位。大量的新

增職位亦令長期失業人士的數目顯著減少，較二零零三年中

的高位相較下跌 64%(圖四 (b))。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八

月至十月進一步下跌至 3.9%，為九年半以來的低位 (圖五 )。
處於勞工市場基層的勞工的就業情況亦有重大的改善。工資

和勞工收入在二零零七年六月均進一步上升，並在扣除通脹

的影響後錄得實質增長。職位空缺亦繼續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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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近 年 ， 本 港 在 提 升 其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的 地 位 ， 以 及 在 維

持 作 為 區 內 具 領 導 地 位 的 貿 易 樞 紐 方 面 均 取 得 了 豐 碩 的 成

果 。 金 融 服 務 業 的 淨 產 值 在 過 去 三 年 間 平 均 每 年 實 質 急 升

17.7%，並在二零零七年上半年進一步急升 17.9%。進出口貿

易業的淨產值亦在二零零四年至二零零六年間錄得強勁的升

幅 ， 平 均 每 年 為 13.7%， 並在 二 零 零 七 年 上 半 年 進 一 步 錄 得

8.8%的可觀升幅 (圖六 )。批發及零售業，和飲食及酒店業亦

在近數季隨著消費需求強勁以及訪港旅遊業興旺而有上佳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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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住 宅 物 業 市 場 繼 續 增 添 動 力 。 由 於 家 庭 財 政 狀 況 不 斷

改善、對經濟前景的信心增強，以及市場普遍預期減息，住

宅物業市場在近月交投更見活躍(圖七 (a))，價格與租金亦分

別錄得不俗的升幅(圖七 (b))。與六月相比，二零零七年九月

的私人住宅樓宇價格上升 2.2%，而較二零零六年九月則上升

11.3%。二零零七年九月的私人住宅樓宇價格平均已較二零零

三 年 的 低 位 顯 著 反 彈 ， 但 仍 較 一 九 九 七年的高峯低 40%。 私

人住宅租金在第三季亦顯著上升 3.7%，這反映了強勁的租務

需求。至於商業物業方面 (即鋪位及寫字樓 )，因受惠於企業

因應經濟持續處於強勢而計劃擴張業務，故亦表現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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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當 前 環 球 金 融 市 場 以 及 美 國 經 濟 前 境 不 明 朗 ， 令 本 地

股票市場跟其他主要海外股票市場一樣，在近月出現更為大

幅的波動。恒生指數在二零零七年七月處於升勢，然而在八

月中跟隨全球股市下跌而跌至 19 387 的日中低位，然後自八

月下旬起因市場憧憬更多資金流入以及環球股市反彈而再度

急升。本地股市的升勢延續至十月，恒生指數在該月份連續

錄得歷史新高，並首次突破 30 000 點的水平。然而，市場再

次關注源自環球信貸市場動盪的負面影響，恒生指數在二零

零七年十一月二十二日跌至 26 005，較十月三十日的 31 638

收 市 紀 錄 高 位 下 跌 了 18%(圖八 )。 在 十 月 底 ， 本 地 股 票 市 場

的總市值為 23.1 萬億元，較二零零六年十二月末上升 73%。

首次公開招股的活動在近月仍表現活躍，惟總體籌集的資金

未及二零零六年的顯著高位。以在二零零七年一月至九月期

間首次公開招股所募集到的資金數量計算，本港在全球位列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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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股票市場持續興旺而波幅亦同時擴大

 

11. 隨著經濟持續強勁擴張，通脹亦逐步攀升。在二零零七

年首十個月，整體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年平均上升 1.7%，而扣

除差餉減免以及二月公屋免租影響的基本通脹率則為 2.6%(圖
九 )。食物價格上漲、美元疲弱和隨之而來的人民幣升值，以

及近日油價再度飆升，均令外圍成本壓力有所增加。然而，工

資及租金上漲對營商成本所構成的價格上調壓力大致上仍然受

控。這是因為單位勞工成本受制於生產力持續擴張，而單位租

金成本升幅亦為營業額穩健擴張所抵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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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季

三
季

0

2

4

6

8

10

12

14

-2

-4

與一年前同季比較的增減率(%)    

圖九: 通脹在過去數季經濟全面上揚後逐步上升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200420032002 2005 2006 2007

本地生產總值
(實質增減率)

6.2

1.6

 

最新修訂的二零零七年短期經濟預測  

12. 考慮到經濟在二零零七年首三季有 6.1%的顯著增長以及

本地需求目前的強勁升勢，本港二零零七年全年的實質經濟增

長可望達至 6% (圖十 )。除非外圍環境出現突變，經濟在第四

季應可進一步强勁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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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預計整體通脹在第四季會進一步上升，這是因為差餉寬

減措施這一有利因素在九月後消失，以及食品價格持續急升和

在上文第 11 段已提及的幾項因素。二零零七年全年的綜合消費

物價通脹預計為 2%，而扣除了差餉減免及二月公屋免租的影響

的基本通脹率，二零零七年全年的預測則為 2.7%。  
 

二零零八年經濟展望  

14. 基 於 本 港 是 一 個 對 外 高 度 開 放 的 經 濟 體 系 ， 香 港 在 二

零零八年的經濟前景必然繫於明年全球經濟的表現。雖然截

至目前為止環球信貸市場動盪仍對香港經濟影響輕微，外圍

的貿易環境已轉趨不明朗。信貸市場動盪的負面影響仍未完

全呈現，而美國經濟正受房屋市場下滑、次級按揭問題以及

信貸緊縮等因素所困擾，因此成為未來數月全球經濟增長的

最主要負面風險因素。 

15. 除 非 美 國 經 濟 情 況 急 劇 轉 壞 ， 否 則 ， 仍 有 幾 個 重 要 的

正面因素對本港的外貿起着支持作用。內地經濟可望維持強

勁的增長勢頭。現時近半的本港總貨物出口的目的地是內地

市場。很多其他亞洲新興市場亦表現甚佳，而歐洲經濟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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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維持正面。港元相對於很多亞洲貨幣的弱勢，應會繼續有

助香港的出口競爭力。 

16. 再 者 ， 香 港 內 部 經 濟 持 續 上 揚 ， 經 濟 基 調 已 因 此 而 大

為改善。勞工市場向好、收入趨升以及住戶財務狀況轉佳，

均穩固地支撐著本地的消費需求。營商信心亦隨著本港與內

地成功的經濟融合而保持堅挺。內部需求可望在二零零八年

外貿前景為更多不明朗因素所籠罩之時，成為整體經濟增長

的推動因素。 

17. 通 脹 壓 力 預 計 在 短 期 內 仍 會 持 續 上 升 ， 特 別 是 如 果 經

濟上揚的幅度繼續高於趨勢增長率。二零零八年的通脹展望

亦將會視乎美元弱勢和隨之而來的人民幣升值會否繼續，以

及近期環球食品及原油價格的快速升勢會否維持。此外，本

地 的 工 資 及 物 業 租 金 的 上 升 ， 能 否 被 勞 工 生 產 力 增 長 所 抵

消，從而減低通脹急劇升溫的風險，亦需更多關注。施政報

告公佈的二零零八年第一季的差餉減免應會將二零零八年的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通脹減低 0.3 個百分點。政府會對通脹上

揚 的 風 險 ， 特 別 是 生 活 成 本 上 升 對 社 會 低 下 階 層 市 民 的 影

響，特別關注。  

18.  整體而言，香港經濟在二零零八年應可續有擴張，儘

管增長步伐應會較過去四年的增長幅度為慢。二零零八年經

濟預測會於明年二月與《財政預算案》一併公布。可資參考

的是，國際貨幣基金最近預測香港經濟在二零零八年會增長

4.7%。而 大多數 私人機 構分析 員則預 期香港 經濟進 一步穩 健

擴張，現時他們預測的增長率平均約為 5.1%左右。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 

經濟分析部 

二零零七年十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 

 住戶收入近況 ( 1)  
 
背景  
 
  這 附 件 定 期 提 供 整 體 住 戶 收 入 的 變 動 及 關 於 每 月 收

入低於 4,000 元的住戶之最新情況。 

 
 
最新情況  
 
2.  隨着就業機會及勞工收入進一步增長，住戶入息於過

去數月持續普遍改善。每月平均住戶入息於二零零七年第三季

為 25,700 元，以貨幣計算較去年同期上升 6.0%。撇除價格變

動的影響後，實質升幅為 4.3%。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每月收入

低於 24,000 元 (以當時價格計算 )的住戶比例在過去一年下

降，而每月收入達 24,000 元或以上的住戶比例則有所上升(表
一 )。  
 

表一  :家庭住戶每月住戶收入分布 
  

 

註 : 二 零 零 四 年 第 三 季 和 二 零 零 六 年 第 三 季 的 收 入 購 買 力

（以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分別相等於二零零七年第

三季的 105%和 102%。  

                                                 

 
(1) 本文的分析並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二零零四年

第三季  
二零零六年

第三季  
二零零七年

第三季  
% % % 

4,000 元以下  8.6 8.0 7.7 

4,000-7,999 元  14.1 13.0 12.6 

8,000-11,999 元  14.8 14.2 13.5 

12,000-15,999 元  13.2 12.6 12.4 

16,000-23,999 元  17.1 18.2 17.7 

24,000-39,999 元  17.8 18.7 19.0 

40,000-99,999 元  12.3 12.9 14.4 

100,000 元或以上  2.0 2.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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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住戶收入低於 4,000 元的住戶  
 
3.  在二零零七年第三季，每月入息低於 4,000 元的住戶

(簡 稱 “ 低 收 入 住 戶 ” )  數 目 較 去 年 同 期 減 少 4 300 個 (或

2.4%)，至 173  600 個。不同類型的低收入住戶數目皆有所下

跌。當中非從事經濟活動的低收入住戶(即所有家庭成員均沒

有從事經濟活動)在連續上升五年後錄得較明顯的跌幅。這可

能是反映隨着就業情況的進一步改善(尤其是低技術工人，其

整體失業率由二零零六年第三季的 5.4% 跌至二零零七年第

三季的 4.4%)，勞動人口參與比率亦相應上升。長者（即所有

成員均為六十歲或以上）及從事經濟活動(即至少有一名從事

經濟活動的家庭成員)低收入住戶的數目亦持續下跌。總括來

說，低收入住戶佔所有家庭住戶的比例，由二零零六年第三季

的 8.0%，降至二零零七年第三季的 7.7%。  

 

4.  二零零七年第三季與一九九七年第三季比較，低收入

住戶的數目和比例仍有所增加，但這主要是由於已退休的長者

住戶數目之急升以及住戶平均人數有所下降所致(表二 )。  
 

表二 : 低收入住戶的數目及比例  

 

 長者住戶 
非從事經濟

活動住戶  
從事經濟  

活動住戶  總數 
     
一九九七年  62 700 15 300 7 500 85 600 

第三季  (3.3) (0.8) (0.4) (4.4) 

     

二零零四年  115 700 32 700 38 000 186 400 

第三季  (5.3) (1.5) (1.7) (8.6) 

     

二零零五年  119 700 34 500 31 900 186 100 

第三季  (5.5) (1.6) (1.5) (8.5) 

     

二零零六年  115 000 37 900 25 000 177 900 

第三季  (5.2) (1.7) (1.1) (8.0) 

     

二零零七年  114 800 35 100 23 700 173 600 

第三季  (5.1) (1.6) (1.1) (7.7) 

 
註 : ( ) 佔所有家庭住戶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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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一步解構這些低收入住戶後，我們有以下主要發現 :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第 三 季 ， 三 分 之 二 的 低 收 入 住 戶 為 一 人 家

庭，當中以六十歲或以上的長者佔大多數(78%)。  
 

 共有 64 300 名家庭成員居住於非從事經濟活動的低收入

住戶中。其中超過三分之一（35%）是 20 歲以下及 60 歲

或 以 上 (主 要 為 學 生 及 退 休 人 士 )。 其 餘 41 500 名 介 乎

20-59 歲的人士則主要為料理家務人士(26%)、長期病患者

(17%)及退休人士(23%)。  
 

 在從事經濟活動的低收入住戶內的 26 000 名從事經濟活

動者，52%是失業人士，25%是兼職員工(每週工作少於 35

小時的人士，其中包括自願或非自願即就業不足者 )，其

餘 23%則為全職工人。這些家庭成員數目在過去數年大幅

下降，顯示他們大部分已賺取較高入息，因而進入較高收

入住戶組別(圖一 )。  
 
 

三季 三季 三季 三季 三季 三季 三季 三季 三季 三季 三季

0

10

20

30

40

50
人數 ('000)   

失業
(13 500, 佔52%)

就業不足
(3 100, 佔12%)

自願兼職
(3 400, 佔13%)

全職
(6 000, 佔23%)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這不包括只有長者的低收入住戶當中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但這類人士為數不多。
                                                                                                                                                                                    

括號內的數字是二零零七年第三季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數。   

註：(*)

圖一 : 在低收入住戶中*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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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於二零零七年第三季生活於低收入住戶的 252 100

人當中，大部分（ 64.5%）是六十歲或以上的長者。接近

三分之一是介乎 15–59 歲的人士，當中超過三分之二並沒

有從事任何經濟活動(圖二 )。  
 

0-14歲 (4.2%)

60歲或以上
(64.5%)

15-59歲 (31.3%) 非從事經濟活動
(67.7%)

就業
(15.3%)

失業
(17.0%)

圖二 : 二零零七年第三季按年齡及活動身分劃分的低收入住戶人士

按年齡劃分 15-59歲人士按活動身分劃分

162 700

10 600

78 800

12 000

53 400

13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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