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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中期展望  

2 . 21  展望中期，香港經濟前景光明。現時香港經濟基調遠較從前穩

健，而本地經濟亦已擺脫早前的不景氣，香港將可繼續乘着與高速增

長 的 內 地 經 濟 日 益 融 合 的 機 遇 而 從 中 受 惠 。 除 非 出 現 嚴 重 的 外 來 衝

擊，否則香港經濟預料可在利 率 連續攀升及早前油價飆升的影響減退

後穩步向前。透過 CEP A 框架，以及擴闊和加深泛珠三角區域內的合

作，預料香港經濟在未來 數 年將繼續向高增值服務及知識型經濟體系

轉移。  

2 .22  香港經濟的中期發展仍然受到徘徊不去的不明朗因素所困擾。

美國蓬勃的樓市一直以來都為美國消費需求的增長提供主要動力，近

期已出現整固，如果美國長期利 率出現急升，樓市便可能出現較預期

為大的調整。此外，全球貿易失衡的情況令人憂慮，恢復平衡的過程

會於何時開始還很難說。如果一旦出現急劇調整，便有可能損及全球

經濟增長及國際金融市場的穩定性。美國及歐盟針對內地產品的保護

主義情緒仍然存在，以及人民幣的升值壓力，都持續對香港的貿易構

成威脅。在內部方面，雖然當前的經濟上升周期在一定程度上紓緩了

失業問題，但由於香港繼續向知識型經濟體系及高增值服務轉移，一

些低技術工人在找尋工作方面仍有困難，故失業問題仍然令人關注。

此外，我們亦須注意人口愈趨老化的問題，因這種情況會對本港的醫

療及社會福利制度和公共財政產生深遠的影響。另外，隨着香港經濟

進入上升周期，通脹已重臨並正逐步爬升，所以我們需要時刻留意通

脹重燃可能帶來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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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3  由於國際營商環境競爭激烈，香港進一步加強其作為亞洲商業

樞紐和金融中心的吸引力，實在至為重要。為此，政府會繼續提升金

融市場的質素，以鞏固香港作為區內主要國際金融中心的地位。為保

持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活力，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發展基建，以

加強香港與內地及世界其他地方的聯繫。此外，提升本地勞動人口的

質素，以有效應付經濟全球化所帶來的競爭亦應優先進行；而政府亦

將更主動地吸引內地和海外的精英來港發展。培育本港企業家及工人

的 創 意 ， 以 增 加 香 港 經 濟 的 靈 活 性 亦 很 重 要 。 香 港 經 濟 得 以 發 展 成

功，主要靠賴健全而高效率的市場制度，因此，政府會貫徹其「市場

主導、政府促進」的經濟政策指導原則。  

2 . 24  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其他省市的合作，可加強香港作為內地企

業「走出去」的門檻，以及外國企業開拓內地豐富資源和商機的平台

角色。政府亦會作出更大努力，確保 CEP A 三個階段能順利及有效地

實施，使香港的企業及專業人士受益。在中期而言，「個人遊」計劃

不斷擴展，亦為香港的經濟增長提供進一步支持。整體來 說，香港將

抓緊與正在高速增長的內地經濟更形緊密的經濟融合，繼續向高增值

服務及知識型經濟體系轉移。這過程對生產力所衍生的提升效應，將

有助本地生產總值在二零 零七至二零一零 年的未來四年間達至 4 %的
趨勢增長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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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   中期經濟前景仍然光明

(甲) 經濟將回復至較平穩的增長步伐 ( ) CEPA乙 及向高增值服務的轉型
令中期前景更形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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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預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