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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中期展望  

2 .13  香港的中期經濟前景光明。全球經濟重心將繼續東移。內地將

通過深化改革開放以尋求高質量發展，並在未來數年維持經濟增長於

合理區間，加上亞洲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潛力龐大，將為香港帶

來龐大機遇。先進經濟體由於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結構性問題，

前景或許不及新興市場經濟體亮麗，但預計其經濟增長將在目前的低

谷過後逐步回復到其長遠潛力的增速。美國經濟應能在中期回復溫和

增長，實際增長速度部分取決於其基建投資計劃的實施情況和成效。

由於歐元區某些成員國公共債務水平高企，加上面對能源供應受干擾

的威脅，該區經濟應會重回輕微增長的軌道。日本的潛在增長率會繼

續因人口老化和政府債務水平偏高而受到制約。與此同時，地緣政治

局勢緊張，尤其是國家與某些西方經濟體的關係正不斷演化，仍是值

得關注的議題。  

2 .14  政府已採取更主動的經濟管理模式，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

為了改善長遠增長前景，政府將致力造地、投資基礎建設、「搶企業」

和「搶人才」，以創造經濟發展容量。除了鞏固本港的傳統優勢 (例如

金融服務 )外，政府亦會大力發展創新科技產業，為經濟注入新增長動

力。  

2 .15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充分展現中央政府對香

港的支持，讓香港發揮自身優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把握隨之

而來的龐大機遇，香港在參與國家經濟內循環的同時，會繼續發揮作

為國家國際循環重要節點的角色。此外，香港特區政府致力加強與其

他亞洲經濟體的經濟關係，亦會積極促進與「一帶一路」經濟體在商

貿、專業服務和文化交流方面的高質量合作。香港亦正積極尋求加入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2 .16  上述工作將逐步取得成果。考慮到所有因素，預測香港經濟在

二零二四至二零二七年期間的增長率為每年 3 .7%，高於《二零二二至

二三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所公布的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六年期間

每年 3%的預測趨勢增長率。除了長遠的發展因素外，經濟活動持續復

常亦有助香港經濟在中期的初段錄得高於趨勢的增長。  

  



二 零 二 二 年 經 濟 概 況 及 二 零 二 三 年 展 望 （ 節 錄 ）  

 2 

2 .17  香港中期通脹展望將取決於多項因素。外圍方面，隨着主要央

行大幅收緊貨幣政策，預計通脹壓力會由目前的高位逐步減退。然而，

保護主義和去全球化趨勢加劇，加上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可能會令通

脹有上行風險。本地方面，雖然預期未來數年經濟增長會加快，可能對

物價構成壓力，但政府持續致力推動創新科技、培育人才、吸引世界各

地人才來港，以及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應可提升本港生產容量，有助

成本壓力受控。綜合上述因素，預測香港在二零二四至二零二七年期

間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趨勢通脹率為每年 2 .5%。  

 

註 ：  在 2 0 1 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爆 發 下，香 港 經 濟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錄 得 歷 來 最 大 幅 的 收 縮，
並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大 幅 反 彈，在 二 零 二 二 年 再 度 收 縮，與 疫 情 前 多 年 的 增 長 趨 勢 大

為 不 同。因 此，利 用 二 零 一 零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而 非 二 零 一 一 至 二 零 二 零 年、二 零 一
二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或 二 零 一 三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期 間 的 十 年 趨 勢 增 長 更 能 充 分 反 映 香
港 經 濟 在 近 年 的 基 本 增 長 軌 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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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 中期經濟的趨勢增長預測為每年3.7%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趨勢增長率 (%，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