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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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環境在未來數年或會稍見改善，

其中亞洲將會錄得可觀的增長。具體而言，內地將通過深化改革和進

一步開放以尋求高質量發展。這些發展將為香港帶來龐大機遇。先進

經濟體方面，預期未來數年利率下調應可支持需求逐步恢復。日本方

面，央行表示實現通脹目標的可能性正逐步增加，並預期可因而達致

良性經濟循環，儘管經濟增長仍會受制於人口老化和政府債務水平高

企。與此同時，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溫，以及環球經濟和金融體系脆弱

性上升，值得持續關注。

2 . 14  政府正採取主動的經濟管理模式，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

市場」。為提升長遠增長動力，政府正通過推展土地發展項目、發展基

礎建設、搶企業、搶人才和留人才創造經濟發展容量。在引進重點企業

辦公室的努力下，已有 30  家來自內地和海外的重點企業在香港落戶或
擴充業務。自二零二二年十二月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和優化其

他輸入人才計劃以來，截至二零二四年一月底，已有逾  1 4  萬宗申請獲
批，約  10  萬名人才抵港。此外，政府持續鞏固香港的傳統優勢產業，
並以產業導向為方針推動具潛力的新興策略範疇。創新科技是政府大

量投資的優先產業，不但能提供新的增長動力，亦能提升經濟的整體

競爭力。

2 . 15  政 府 各項 措 施將讓 香 港有 能 力應對 來 自其 他 經濟體 的 激烈 競

爭，以及把握全球需求改善所帶來的機遇。考慮到上述因素，預測香港

經濟在二零二五至二零二八年期間的趨勢增長率為每年 3 . 2 %，在新冠
病毒疫情前十年間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九年 )的年均增長率為 2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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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6  香港中期通脹展望將取決於多項外圍及本地因素。外圍方面，

隨着先進經濟體偏緊貨幣政策的影響繼續顯現，加上國際商品價格回

落，通脹壓力料會減弱。然而，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對國際商品價

格和供應鏈的運作與布局所構成的影響，可能會為通脹帶來上行風險。

本地方面，未來數年經濟持續增長，可能會對物價構成一定壓力，但政

府擴大生產容量和提升效率的各項舉措，應有助控制成本壓力。綜合

上述因素，預測香港在二零二五至二零二八年期間基本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的趨勢增減率為每年 2 . 5 %。  

 

註 ：  在 新 冠 病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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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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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預測中期經濟的趨勢增長率為每年3.2%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趨勢增長率 (%，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