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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財政司司長現就二○○九／一○年度財政預算案廣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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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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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環境



� 我們的經濟政策以「大市場、小政府」為指導原則。通過緊守財政紀律，我們把
公共開支維持在本地生產總值的 20% 以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是什麼？

� 在管理公共財政方面，我們會按照《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量入為出，
堅守審慎理財的原則。我們的預算案是否每年都需要平衡？

� 貫徹市場主導的經濟政策，我們會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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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改善低收入巿民及弱勢社羣的
生活。我們大量投資於教育，以促進社會流動性，並紓緩跨代貧窮。我們應如何
進一步促進社會流動性？我們怎樣可以建立一個更仁愛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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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經濟急速發展，已經為我們帶來很多機會和挑戰，而這情況會繼續下去。
我們會繼續把握這優勢，充分利用內地經濟崛起所帶來的機遇，並在國家發展中
擔當重要的角色。我們也會擴展並加強與全世界新興經濟體系的聯繫。

� 我們須提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更有效地發揮我們作為樞紐的角色。
香港作為公司總部所在地的競爭力也很強。我們會藉着加強人力資源、投資基礎
設施及提升「軟」實力來提高對外競爭力，以及迎接全球一體化所帶來的挑戰。

� 我們應如何善用內地經濟發展的成果？我們應擔當什麼角色？

� 在全球一體化的世界中，我們應如何保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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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全球經濟活動放緩及金融市場海嘯的初步影響，香港的經濟增長在第三季
顯著放緩至 1.7%。

� 由於香港是高度外向型經濟體系，香港已受到這場金融海嘯擴散的影響。

� 就業市場前景已轉差，而失業率正在上升。

� 通脹在過去一年顯著上升，主要是由全球食品價格急漲帶動。本港經濟和內部
需求在過往一段長時間的快速增長，尤其是私人住屋租金和各種貨品及服務的
價格上升亦引至通脹。隨着近期國際市場(特別是內地)的食品價格回落，香港
的食品通脹在近月已開始放緩，短期內可紓緩通脹上升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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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全球經濟逆轉，而且香港經濟自二○○三年年中起已經歷一段長時間的強勁
擴張，香港經濟放緩並非完全意料不到。

� 我們在上年度推出了多項「藏富於民」的措施。本港經濟預料會因全球經濟逆轉而
進一步放緩，我們應如何訂出援助對象的優先次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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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業率在二○○八年年中已由 3.2% 的低位回升。勞工市場情況轉壞，失業率在
未來數月勢將上升。薪金及收入在過去幾年的上升趨勢可能難以維持。

� 我們應怎樣應付預期上升的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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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全球食品的供應情況改善及國際市場(包括內地)的食品價格下降，本港的
食品通脹開始回落。不過，由於早前租金上升的滯後效應，私人住宅租金繼續
上升。基本消費物價通脹在十月微降至 5.9%。經過多月以來食品價格急漲以致
通脹上升，通脹回落對香港來說是好現象。

� 在上一份財政預算案及行政長官在七月公布的利民紓困措施，有助整體消費物價
通脹回落，由七月的 6.3% 下降至九月的 3.0%，而在十月進一步下降至 1.8%。

� 我們主要關注生活開支上升對低收入市民和弱勢社羣的影響。我們會繼續密切
注視通脹的趨勢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 在上一份預算案，我們藏富於民，與市民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在經濟逆轉時，
你們有何期望？我們應向哪些人優先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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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外圍環境逆轉，本地經濟在未來幾季勢將進一步放緩。

� 考慮到今年首三季經濟增長平均達 4.3%，二○○八年全年的經濟增長預測為 3% 
至 3.5%。

� 由於包括食品及燃油價格在內的商品價格進一步下跌，消費物價通脹上升的風險
相信會減低。假如這些有利因素持續，則在過去一年左右一直困擾市民的消費
物價通脹升勢，預料可受遏止。

� 在上一份財政預算案及行政長官在七月公布的利民紓困措施，會有助顯著降低
本年後期的整體通脹。二○○八年的整體綜合消費物價通脹預測平均為 4.2%。

� 在經濟困難時期，政府在不影響審慎理財原則及市場效率的前提下，應做些什麼？



經濟環境



19

� 香港是細小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必定會受世界性事件影響。我們的產品與金融
及勞工市場是否有足夠的靈活性及彈性對外圍的挑戰作出迅速回應？我們如何能
更有效地管理金融市場的風險？我們的市場體制、規管制度和財政狀況的穩健
程度，是否足以在外圍發生震盪時，讓我們渡過難關？在全球金融及經濟環境
出現巨大轉變時，何處會有新的經濟機遇，而我們應如何抓緊這些機遇？
我們可以怎樣協助低收入人士及弱勢社羣面對經濟轉變呢？在應付短期的挑戰時，
我們應顧及哪些中期的問題(例如與社會人口老化有關的問題) ？



財政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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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繼續恪守我們的公共理財原則。我們會繼續奉行審慎理財、量入為出、
簡單而低稅率的稅制，以及「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的方針。在撰寫預算案的
過程中，我們亦會堅守三個基本的信念：

社會承擔 ◆

可持續性 ◆

務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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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二月財政預算案公布的中期預測，是基於某些經濟和收入假設。近期的經濟
情況已改變了我們的預測趨勢。

� 考慮到新增的支出措施，包括行政長官在七月公布的利民紓困措施，我們的開支
總額將高於預算。

� 展望將來 _

二○○九／一○年度的本地生產總值表現如何？在中期預測期內餘下時間的 ◆

表現又如何？

我們會有多少收入？應否推出新的收入項目或提高現行稅項的徵收率？ ◆

開支應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抑或應增加支出並運用財政儲備和 ◆

制訂赤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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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經常開支總額在過去十年增加約 413 億元，幅度為 24%。

� 教育及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有顯著增長：

教育 +22.8% ◆

社會福利 +51.6% ◆

綜援金  – +41%

公共福利金  – +64.9%

其他福利開支  – +62.2%



財政預算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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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二○○八／○九年度的原來預算，教育(23.8%)、社會福利(17.6%)、
衞生(15.2%)及保安(11.8%)的開支，合共佔政府經常開支總額約 6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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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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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削減，雖然撥款金額可能仍然高於
二○○八／○九年度的水平。由於我們承諾把醫療衞生開支所佔的比率由 15% 
增加至 17%，那麼我們應減少哪些政策範疇的開支分配？



財政預算案目標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98-99 99-00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05-06 06-07 07-08 08-09
*

* 216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29

� 政府會繼續致力開展有助促進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工程項目。

� 我們會繼續每年預留平均 290 億元，用於工務工程項目。

� 二○○八／○九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基建開支，包括給予西九管理局的 216 億元
一筆過撥款。在未來數年，我們會銳意推展各項基建工程，包括行政長官在
二○○七／○八年度施政報告中公布的十大基建，因此基本工程開支相信會維持
在較高水平。在外圍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基建項目施工可為本港經濟產生一些
紓緩作用。粗略估計，在這十大基建進入成熟階段後，每年會幫助我們創造逾 
1,000 億元的經濟增值，並創造約 25 萬個新職位。

� 我們預期大型基建開支在未來數年會大幅增加。我們應如何分布未來的大型基建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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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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至二○○七／○八年度的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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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元至二○○六／○七年度的 386 億元之間。

� 在這段期間，印花稅收入介乎 75 億元至 515 億元之間。

� 投資收入主要來自財政儲備所賺取的投資收益，在二○○八／○九年度財政預算案
中是第二大的經營收入來源。過去，這方面的收入波幅很大，由二○○一／○二年
度的 3 億元至一九九九／二○○○年度的 368 億元不等。由二○○七年四月一日
起，我們採用新的安排，投資回報率根據過往的回報預先釐定，以穩定這項收入
來源。我們預期，來自財政儲備的投資收入仍會是主要的經營收入之一。

� 至於非經營收入，地價收入波動不定，過去十年在 54 億元至 623 億元之間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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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得稅及薪俸稅是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在二○○八／○九年度的原來預算合共佔
政府總收入的 35.6%。其次最大的單一收入來源是地價收入，佔總收入的 14%。

� 在本財政年度首六個月，地價收入只有 124 億元，而預算數字為 431 億元。

� 二○○八年的投資回報率定為 9.4%。二○○九年的回報率會因應外匯基金投資
組合在二○○三至二○○八年的回報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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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355 萬總工作人口中，只有 130 萬人(36.6%)繳納薪俸稅。

� 二○○八／○九年度繳納最多薪俸稅的首 10 萬名納稅人，他們所繳納的稅款
將佔薪俸稅總收入的 64.7%。在一九九八／九九年度這個比率為 60.9%，而在
二○○六／○七年度則為 71.2%。

� 只有 1.5% 納稅人須按照 15% 這個標準稅率繳稅，而繳納薪俸稅人士的平均稅率
約為 7.5%，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系比較，這是個很輕的稅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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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六／○七課稅年度，香港有超過 74 000 家公司須繳納利得稅，但有大約 
67% 的利得稅收入來自繳稅最多的 1 000 家公司。大部分小型企業只繳納很少
稅款或無須繳稅。

� 由於經濟逆轉，我們預期稅收會下跌。我們還有減稅的空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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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廣香港作為亞洲的主要資產管理中心，我們在二○○五／○六年度財政預算
案中宣布，豁免離岸基金繳交利得稅和取消遺產稅。截至二○○七年年底，香港
的基金管理業務合併資產達 96,310 億港元(12,350 億美元)，較二○○六年增加 
56.5%，而較二○○五年則增加 112.8%。

� 在二○○六／○七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我們宣布就純度為 995.0 或以上的金條
的報關費提供寬免，以提高香港作為物流樞紐和黃金貿易中心的地位。金條的
轉口量由二○○六年的大約 14 公噸，大幅增加至二○○七年的超過 22 公噸。
在二○○八年首七個月內，增長趨勢持續，轉口量約為 37 公噸。

� 我們在二○○八／○九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豁免葡萄酒、啤酒及其他非烈酒
酒類飲品的應課稅品稅，以及撤銷有關的行政管制措施。這項安排對葡萄酒貿易
和集散業務所產生的效果，令人鼓舞。在財政預算案發表後的四個月內，葡萄酒
的入口總值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143%。

� 有沒有可令香港整體受惠的其他創新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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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二○○八／○九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已指出環球經濟放緩帶來的風險，情況有
機會在不久的將來轉壞，及經濟可能會持續放緩。我們可能現正步入另一個經濟
困難的周期。我們值得參考過去我們怎樣應付經濟及財政上的艱難時期。

� 儘管本地生產總值和收入減少，我們仍能通過運用儲備，把政府開支維持在相對
穩定的水平。

� 財政儲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讓我們得以在經濟逆轉及收入減少的情況下仍然
維持開支。

� 展望將來 _

有沒有一些現存的服務已不再屬於必須的基本服務，又或是未符成本效益 ◆

的考慮？是否應減少對這類服務的公帑資助，使資源可用於更有迫切性的
計劃上？

如政府須增加開支以刺激經濟，我們應把新增開支投放於指定界別，還是採用 ◆

能給予市場較大主導空間的開支措施？



財政預算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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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須適時回應社會各界的訴求，並為迎接未來的挑戰作好準備。

� 經濟逆轉，我們如何渡過這難關？

� 我們應如何藉着創新措施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

� 政府收入很不穩定，但又要應付開支方面的需求，我們如何維持財政的穩健性？
政府支出的優先次序應該怎樣？我們應如何擴闊稅基？ 

� 我們須採取什麼措施去保持香港的競爭力？

� 如何為人口老化帶來的種種挑戰作好準備？有什麼措施可令香港成為一個更美好
的居住地方？



www.budget.gov.hk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採用環保油墨及用再造紙印製）

財政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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