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俊華昨日出席中華總商會主辦的「中總
論壇2011」活動，並發表題為「香港經濟

前瞻與財政預算案的制訂」的主旨演講。

去年港GDP增長料達6.5%
在演說中，曾俊華主動回應有指政府財政儲

備過多的評論，強調特區政府絕非「守財奴」，
所秉持的原則是「應使則使」。事實上，他在任
準備的3份財政預算案中，政府開支已經由2,300
億元增加了800多億元，至2010至11年度預算的
3,100多億元，增幅超過35%，大幅高於同期本
地生產總值9.1%的名義增長。
他承認，香港的消費和營商信心保持良

好，企業在增聘人手方面亦見積極。失業率已經從2009年年
中5.5%的高位回落到2010年9月至11月的4.1%，工資收入亦
正穩步向上。整體而言，2010年香港經濟的全年增長率可以
達到6.5%。

經濟逆轉時出手穩民生
不過，曾俊華同時強調，香港是一個小規模的開放型經濟體

系，容易受到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例如政府最大經營收入的
利得稅，於過去10年就在388億元至1,042億元之間上落，而同期
的地價收入則在54億元至623億元波動，而美國和歐洲主要經
濟體的增長依然乏力，美國和日本等先進經濟體系都先後推
出新一輪「量化寬鬆」的政策，難免造成全球資金氾濫，並
且大舉流入亞洲和新興市場，爭取較大回報。至於歐洲方
面，部分國家仍然被籠罩在主權債務危機的陰霾下，復甦的
過程仍然漫長。
因此，特區政府認為，財政儲備「應急錢」，除了應付突發需

要，亦可在經濟和財政困難時發揮保護作用和提供緩衝。而長
遠而言，財政儲備必須能夠應付日常需要，以及因經濟周期和
突發事件，或社會結構轉變而對政府財政帶來的壓力；否則一
旦經濟逆轉，政府就不可能推出一些反周期、擴張性的措施來
穩定經濟及民生。

曾俊華又說，香港基本通脹率在去年首11個月合計平
均為1.6%，但隨 經濟持續快速擴張，加上「量化寬
鬆」政策而流入亞洲區的熱錢，也進一步增加區內的
通脹風險，就此不少意見認為政府應推出特別的紓困
措施，但亦有不少意見反對「派糖」。

要堅守審慎理財原則
他重申，政府必須用務實的眼光來審視各項政策，包

括衡量措施會否對整體消費有過度的刺激作用，
避免反過來加大通脹的壓力；同時要堅守審慎
理財的原則，不可將所謂「派糖」視為解決問
題的唯一方法，以免對政府財政造成持續而且
沉重的負擔。
不過，曾俊華重申，特區政府會密切留意

通脹走勢，尤其是關注通脹對低收入家庭日
常生活的影響，因時制宜作出相應適當的
對策，又強調政府奉行「大市場、小政府」
的原則，深信把資源投放在教育、基建和
社會福利這幾方面，能夠提升整體競爭力
及生活水平，協助市民面對社會經濟變
化和促進社會流動。

中國外長楊潔篪到訪白宮，與美國

國家安全顧問商討胡錦濤訪美等事

宜時，奧巴馬總統「突然」現身加

入了會談，楊潔篪向奧巴馬轉達了

胡錦濤主席的新年問候。詳刊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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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突與會

中國新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

將針對「空巢老人」立法，擬規定

不與父母同住的子女要「經常看望

或者問候老人」，如違反規定，老

人可以訴諸法律。 詳刊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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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主要車廠去年銷量增長勝預

期，整個行業去年共售出約1,160

萬輛車，銷量4年來首度止跌回

升，「汽車王國」有望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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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量4年首回升
美「汽車王國」復活

千萬富翁因欠交8萬元管理費被頒

令破產，雖成功廢除破產令，但破

產管理署竟向他徵收230萬元資產

託管費，上訴庭狠批破管署可恥及

無法無天。 詳刊A16

港
聞

向富翁徵費2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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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大風」昨正式宣布成為太平

洋環球管理亞洲全資附屬子公司，

龐維仁更大派定心丸，備150億壯

大「金牌」，又挖得亞視行政總裁

胡競英。 詳刊A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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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新集團由父輩林百欣的製衣業起

家，至今第二代林建岳發展成中國

最大電影投資公司之一。林建岳接

受本報訪問，表示看好電影業未

來。 詳刊B4

財
專

林建岳華麗轉身
夢工場建新王國

版

面

A2 責任編輯：朱韻詩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1年1月6日(星期四)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經濟在2010年表現令人鼓舞，

經濟擴張步伐強勁，但外圍經濟仍

存隱憂。特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

示，香港的經濟表現和國家的整體

發展息息相關，呼籲在內地發展的

港商能夠深入了解國家「十二五規

劃」的發展方向，早作出部署，好

好把握機遇及繼續保持競爭優勢。

曾俊華表示，整體經濟於2010年

第一季全面收復在08和09年金融海

嘯期間的失地，去年第3季已經連

續6個季度錄得按季的增長；最近

標準普爾亦調高香港的長期外幣及

本幣主權評級至「AAA」，前景為

「穩定」，這是有史以來評級機構給

予香港的最高評級，反映國際社會

充分肯定香港穩健的經濟基調及金

融體系抵禦衝擊的能力。政府會密

切關注全球經濟發展形勢，繼續有

效應對未來的挑戰。他又重申，香

港的聯繫匯率自1983年起實施，目

前政府認為無需要亦無意識要作出

改變。

需要時再推樓市措施
另外，香港樓市問題繼續備受關注。曾俊

華強調，國際流動資金氾濫和持續超低利率

大大增加了樓市的泡沫風險，要避免泡沫爆

破時對金融市場、物業市場和整體經濟所造

成的巨大衝擊，政府需要採取果敢手段，防

患於未然。他在去年推出多輪穩定樓市措

施，至今樓市成交額大幅減少，當局會繼續

密切留意市況，不排除在有需要時再推措施

令樓市穩健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永青) 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昨表示，港府需堅守審慎理財原則，
以應付經濟出現突發情況的需要。港大香港
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昨亦認為，本港經濟
今年仍面臨多項不明朗因素，將本港今年的
經濟增長預測，由去年的6.6%調低到4%至
5%，並料今年首季經濟增長為4.4%，若預
測屬實，則是09年第四季以後最差的季度表
現。
該研究所指出，本港經濟今年的不明朗

因素包括：歐債危機持續可能動搖全球金
融市場的穩定，內地將收緊信貸擴張政
策，內地經濟增長很可能會減慢，外部環
境不穩令對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變弱；同
時，高通脹和高樓價兩大挑戰仍然困擾香
港，令營商環境存在不確定因素。

高通脹高樓價仍屬挑戰
港大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行政總監

邵啟發表示，香港經濟從09年的收縮2.8%，
回升至去年高於長期趨勢增長率的6.6%，這
個轉變是由於發達經濟體的復甦和內地經濟
超過一成的增長。他說，原來預料去年全年
經濟增長為5%，但因出口表現理想，故調
升至6.6%，而去年第四季經濟增長預測亦由
4.8%升至5.2%，主要反映私人消費開支強勁

增長。
港大經濟學教授王于漸指出，在去年第三

季度，香港經濟已從兩年多前受次貸危機所
引發的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的危機中，全面復
甦過來，估計去年下半年實質經濟增長達
6%，較上半年的7.2%略放緩。去年全年本
地需求增長對實質經濟增長6.6%的貢獻為5.5
個百分點，其餘為外部需求。由於外部環境
不太有利，預計今年首季的實質經濟增長只
有4.4%。

今年首季出口增長達8%
出口方面，去年第三季整體出口急升

20.8%，略高於第二季的20.1%，估計第四季
實質出口總值增長11.3%，預計去年全年出
口總值增長為18.2%，而今年首季則放緩至
8%。對於今年出口表現， 生銀行總經理
馮孝忠預料，出口增長達11%。信保局總監
黎衍平則說，香港出口自去年中開始顯著回
升，而剛過去的美國聖誕節銷情亦勝預期，
為過去三年零售額最理想的一年，但指出口
市場仍存在變數，保護主義抬頭及歐債危機
未見改善，均令出口環境充滿挑戰。
至於失業率，由於經濟持續改善，料去年

第四季及今年第一季的失業率均為4%，去
年全年失業率平均為4.3%。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涂若奔、李

永 青 ）踏入2011
年，香港市民受到高

通脹和高樓價兩大挑戰
困擾，生計較以往艱難。
而港府擁有龐大的財政盈
餘，面對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社會各界要求「派糖」

的聲音越來越大。學者和經濟師普遍認
為，政府「派糖」短期內有一定作用，
但最多只是「止痕」，長遠應透過減
稅、降低營商成本等方式來提升競爭
力。
港大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行政

總監邵啟發預料，今年首季通脹將達
3%，但名義薪酬增長追不上通脹，令
打工仔變相減人工，若沒有政府紓困
措施，一般價格水平僅上升2.6%。人
民幣升值所產生的進口通脹、能源價
格上漲和寬鬆的貨幣環境，將繼續推
動一般物價水平上揚，而較大的增幅
來自食品價格及私營房屋租金的上
漲。他認為，本港營商環境存在不確
定，特別是飲食業等行業，從業員承
受通脹的壓力會較大。雖然政府可透
過「派糖」來舒緩短期通脹壓力，但
長遠之計，當局應研究如何降低營商
成本及增加生產力。

加快補地價助市區重建
至於樓價問題，邵啟發認為，樓價上

升並非單靠本港購買力，一部分是內地
資金推高樓價。單靠「勾地」會令樓價
波幅很大，當局可以考慮改善市區重建
的模式，當地產發展商要在舊區重組，
在補地價時可以「收順些」，令土地盡
快重建。
匯豐銀行亞太區業務策略及經濟顧問

梁兆基亦預料，本港今年通脹累計將升
3%-4%，雖然表面上看仍較低，但實際
的通脹壓力已頗大，主要是輸入性通
脹、尤其是內地的食品價格迅速上漲引
起的。另外，租金水平的持續上升，亦
進一步推高了通脹壓力，故預計今年的
漲幅會超過去年。

減利得稅吸外資來港發展
他稱，港府今年財政盈餘料將超過

800億元，為金融海嘯以來最充裕的水
平，工商界普遍希望能減低利得稅半個
百分點，以便吸引更多企業來港投資並
長期留港發展，此舉可以擴大稅基，對
港府的財政收入不會有很大影響，有利
於提升本港營商環境的競爭力。他亦贊
同在經濟全面復甦的情況下，政府可減
少「派糖」，但強調仍應多加支持針對
弱勢群體、老人家和青少年的紓困政
策。
至於港元跟隨美元不斷貶值造成的問

題，梁兆基坦言對此無法解決，市民若
不希望財產加速貶值，有錢者可以考慮
買其他資產應對，但低下階層難免因此
受苦，需要政府更多地施以援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政府新

年度財政預算案下月23

日揭盅，各黨派在「庫房

水浸」及通脹壓力升溫

下，聯手促請政府「開倉

派糖」紓解民困。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強調，特區政

府絕不是「守財奴」，會

密切留意通脹走勢，尤其

關注通脹對低收入家庭日

常生活的影響。但他強調

當局的理財原則是「應使

則使」，而所謂「派糖」

並非解決問題的唯一方

法，倘若無財政儲備作為

後盾，政府在經濟逆轉時

就難以推出擴張性措施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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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對今年首季經濟預測
按年增長(%)

GDP 4.4

私人消費開支 4.3

出口值 8.0

土地及建設投資 7.8

機器及設備投資 6.0

失業率 4.0

通脹 3.0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永青

避免加大通脹壓力 預留錢應付突發需要

曾
俊
華
：

■交通津貼及長者醫療福利相信在財政預算案中仍是不可缺少的一環。

■港大公布香港今年經濟預
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永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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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今年GDP增速料放緩至4% 派糖僅「止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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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民 希 望 財 爺 在
2011年可繼續派糖。

■港大公布香港今年經濟預
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永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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