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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 中期展望  

2 . 21  儘 管 香港 經濟 當 前面 對 各 種 挑戰 及 不確 定 性， 中期 前 景仍 然 正

面。由於區內新興市場經濟體 (特別是內地 )的增長潛力龐大，亞洲在未

來 數 年 仍 會 是 環 球 經 濟 增 長 的 重 要 引 擎 ， 為 香 港 以 至 全 球 帶 來 龐 大 商

機 。 憑 藉 強 勁 的 競 爭 優 勢 和 處 於 亞 洲 中 心 的 優 越 地 理 位 置 ， 香 港 大 有

條件把握這些發展機遇。  

2 . 22  香 港 與內 地 日 趨 緊密 的 經濟 和金 融 聯 繫 是 香港 中期 發 展的 積 極

推 動 力 。 內 地 透 過 深 化 改 革 和 進 一 步 對 外 開 放 正 朝 向 高 質 量 可 持 續 發

展 ， 應 使 經 濟 得 以 在 更 平 衡 和 可 持 續 的 增 長 軌 道 上 發 展 ， 為 香 港 提 供

大 量 機 遇 ， 同 時 讓 香 港 能 為 國 家 發 展 作 出 貢 獻 。 其 中 ， 香 港 可 藉 參 與

「 一 帶 一 路 」 倡 議 和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發 展 這 兩 項 國 策 ， 加 強 香 港 作 為 內

地 與 全 球 各 地 的 商 業 橋 樑 的 角 色 ， 以 及 鞏 固 作 為 領 先 集 資 中 心 、 全 球

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以及首要的資產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2 . 23  香 港 亦為 把 握 東 盟市 場 等其 他亞 洲 發展 中 經濟 體的 商 機作 好 準

備。過去兩年多，香港一直積極拓展市場，以覆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並透過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加強與東盟經濟伙伴的

貿 易 及 投 資 關 係 。 與 發 展 中 亞 洲 經 濟 體 建 立 更 緊 密 的 經 濟 聯 繫 ， 將 為

本港企業開拓新商機。  

2 . 24  與 此 同時 ，先 進 經濟 體 在 二 零二 零 年以 後 應會 繼續 以 溫和 步 伐

增 長 ， 但 增 長 前 景 將 取 決 於 他 們 在 減 少 政 策 不 確 定 性 和 應 對 結 構 性 問

題 方 面 的 努 力 。 美 國 經 濟 預 料 會 趨 向 其 長 遠 潛 在 的 溫 和 增 長 ， 但 美 國

與 主 要 伙 伴 的 貿 易 關 係 不 斷 變 化 、 未 來 的 財 政 及 貨 幣 政 策 走 向 ， 以 及

公債的可持續性，將為其前景添上不確定性。歐元區的結構性問題，包

括 部 分 成 員 經 濟 體 的 政 府 債 務 水 平 高 企 ， 將 繼 續 限 制 區 內 增 長 前 景 。

歐 盟 未 來 與 英 國 在 後 脫 歐 時 代 的 經 濟 關 係 構 成 新 的 不 確 定 因 素 ， 而 西

班 牙 及 法 國 的 深 層 次 社 會 政 治 問 題 亦 值 得 關 注 。 至 於 日 本 ， 中 期 增 長

潛力仍會受制於人口老化及公債高企等結構性問題 (見專題 2 . 2 )。  

2 . 25  美 國 與內 地經 貿 關係 往 後 會 如何 演 變， 是 一個 主 要 的 不明 朗 因

素 ， 需 多 加 留 意 。 雖 然 雙 方 的 貿 易 摩 擦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一 月 中 達 成 第 一

階 段 貿 易 協 議 後 有 所 緩 和 ， 但 鑑 於 即 將 展 開 的 第 二 階 段 貿 易 談 判 涉 及

棘 手 議 題 ， 雙 邊 經 濟 關 係 在 短 期 以 外 或 仍 會 不 穩 定 ， 可 能 對 環 球 經 濟

構成重大影響。此外，中東的緊張地緣政治局勢仍須關注。  

2 . 26  本 地 方面 ，雖 然 涉 及 暴 力的 社會 事 件在 二 零一 九 年 下 半年 對 各

類經濟活動造成嚴重干擾，但沒有影響到「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有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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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 香 港 的 核 心 競 爭 力 亦 沒 有 受 損 。 有 賴 於 政 府 堅 定 維 護 本 港 的 制 度

優勢，包括資金、貨物、資訊及人才自由進出；具低稅率的簡單稅制；

健 全 的 監 管 制 度 ； 以 及 法 治 和 司 法 獨 立 等 ， 香 港 繼 續 是 備 受 推 崇 的 國

際金融中心和全球最佳營商地之一。  

2 . 27  就 中 期而 言， 人 口老 化 的 制 約將 愈 具挑 戰 。不 過， 政 府會 繼 續

積極發揮「促成者」和「推廣者」角色，並維護香港穩健的制度和核心

競 爭 力 。 為 應 對 挑 戰 ， 政 府 會 不 遺 餘 力 地 增 加 土 地 供 應 、 投 資 人 才 培

訓、大力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和優化營商環境，藉此提高生產力，推動

包 容 性 增 長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 除 了 繼 續 支 持 香 港 傳 統 四 大 支 柱 行 業 ， 政

府 亦 會 致 力 推 動 具 明 顯 增 長 潛 力 的 新 興 產 業 發 展 ， 例 如 創 新 及 科 技 、

文化及創意和環保產業等，藉此擴闊本港的經濟基礎。同時，政府亦會

致力把握「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機遇，為年青一代創

造優質職位，協助香港企業和專業服務開拓新市場。  

2 . 28  考慮到內外環節的情況，預計香港經濟在二零二一至二零二四年

期間的趨勢增長率為每年 2 . 8 %，與過去十年的趨勢增長相若。這預測

的 基 本 假 設 包 括 全 球 經 濟 在 中 期 將 回 到 正 常 增 長 軌 道 上 ， 當 前 的 本 地

社 會 事 件 不 會 對 本 港 經 濟 造 成 任 何 嚴 重 和 長 遠 影 響 ， 以 及 政 府 各 項 經

濟 政 策 得 以 成 功 落 實。不 過，倘 若 目 前 的 內 外 風 險 因 素 持 續，甚 至 在

二 零 二零年以後加劇，香港經濟中期的增長率或較預期弱。  

2 . 29  香 港 中期 通脹 展 望取 決 於 外 圍和 本 地因 素 的發 展 。 由 於主 要 進

口 來 源 地 的 通 脹 預 期 大 致 維 持 在 輕 微 至 溫 和 水 平 ， 外 圍 價 格 壓 力 應 繼

續受控。透過推動創科、持續大量投資教育，以及推行針對性措施吸引

全球優才，可望提高生產力，本地成本壓力應可受控。此外，政府持續

努力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應有助紓緩中期的租金成本壓力。不過，國

際食品、商品價格，以及匯率的走勢通常較為波動，會為通脹前景帶來

不 確 定 性 。 綜 合 上 述 因 素 ， 預 測 香 港 在 二 零 二 一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期 間 基

本消費物價的趨勢通脹率仍然溫和，為每年 2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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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 中期經濟的趨勢增長預測為每年2.8%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趨勢增長率 (%，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