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加快籌劃中的投資項目，如香港國際機
場三跑道系統、「明日大嶼願景」的填
海及建造工程

◆推行綠色債券及投資

◆加建公營房屋、醫院以及擴建醫護學校

◆ 增加住宅用地，如填海、改建葵涌貨櫃
碼頭及郊野公園等作住宅用途

◆ 由政府提供長期定息按揭貸款，鼓勵業
主自住

◆增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創造不能被移走的就業機會

◆發展研發中心、創投基金中心

◆ 與大灣區城市加強合作，特別是深圳，
發展科研基地

◆保持社會安全及和諧

◆加快5G流動通訊網絡建設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劉遵義振興香港經濟建議

本港首季經濟衰退加劇，按年實

質收縮8.9%，較環球金融海嘯及亞

洲金融風暴時更為嚴峻。中文大學

前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昨

指出，政府全民派錢及「保就業」

計劃等只能紓緩家庭及企業的現金

周轉，不足以完全復甦經濟。他預

計，疫情過後香港的傳統支柱性行

業不會有強烈的反彈，因此政府有

需要採納具針對性的公共投資，提

升社會的整體需求；未來並應加強

與大灣區內城市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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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增公共投資振經濟
疫後傳統行業難反彈 派錢不足以扭轉局面

花旗2020年第一季
市民置業意向調查
時段

1）如沒有物業，考慮到現時的物價及你家庭經
濟狀況，你認為現在是否置業好時機？

好/極好的置業時機

一般

差/極差的置業時機

2）你對樓價於未來12個月的走勢有何看法？

上升

平穩

下跌

3）你對現時置業的興趣有多大？

非常感興趣/頗感興趣

一般

非常不感興趣/頗不感興趣

資料來源：花旗銀行

2020年1月

5%

31%

65%

20%

39%

41%

16%

34%

50%

2020年3月

10%

38%

52%

16%

28%

57%

17%

31%

5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今年第一季正值
本港新型冠狀病毒高峰期，究竟季內市民對於置
業的看法有何轉變呢？花旗銀行昨日公佈2020年
第一季市民置業意向調查，顯示季內多達57%受
訪者預期未來1年樓價將會下跌，但認為現時屬
好/極好置業時機的受訪者佔一成，較疫情前上升
了一倍，認為現時是入市時機的比例更是近9年
以來最高。
花旗銀行於2020年第一季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對市民置業意向的影響作調查，探討他們於疫情
前及疫情期間抱持的置業取態。根據調查結果，
疫情期間有57%受訪者認為香港樓價將在未來12
個月下跌，較疫情前上升逾15個百分點，反映整
體看淡樓市的受訪者比例上升。有24%受訪者預
計家庭財務狀況會在未來一年轉差，比起去年同
期上升一倍。

疫情衝擊或較沙士時輕
雖然看淡樓市，以及於2020年1月及3月分別仍
有52%受訪者認為現時屬差/極差的置業時機，但
3月份疫情期間的數字比1月份疫情前下跌13個百
分點；而認為現時屬好/極好的置業時機的受訪者
佔一成，在疫情期間較疫情前上升了一倍，認為現
時是入市時機的比例更是近9年以來最高。
是次調查亦以2003年沙士疫情下樓價下跌10%

為參考，訪問受訪者對新冠肺炎疫情下樓市走勢的
看法。結果顯示受訪者預計今年底比年初樓價跌幅
中位數為7.5%，最大預期跌幅為10%，反映他們
認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比2003年沙士疫情對樓
市所帶來的衝擊稍為輕微。

業主觀望 未有急於賣樓
而在3月份疫情期間，持有物業的受訪者當中願
意降價10%或更多以出售物業的比例只有6.1%，
反映疫情下業主表現相當冷靜，在普遍認為樓價會
下跌的情況下亦未有急於售樓的跡象。
不過，在2020年3月疫情期間對置業非常不感

興趣/頗不感興趣的受訪者佔52%，非常感興趣/頗
感興趣的受訪者佔17%，跟疫情前的數字比例相
若，反映疫情之下受訪者置業意慾變化不大。以上
結果顯示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雖然受訪者對置
業時機的展望抱持向好的勢頭，但他們對樓價下跌
及未來財務狀況仍存在憂慮，整體普遍對置業興趣
不算大。
花旗銀行零售銀行業務主管李貴莊表示，調查發

現受訪者在疫情前及疫情期間的置業意慾平穩，也
許因為經歷過沙士疫情的考驗，業主面對疫情表現
暫時較為冷靜，未有急於低價售樓，反映疫情未有
對受訪者的置業或售樓計劃帶來太大衝擊，受訪者
對樓市前景仍持觀望態度。

花旗調查：57%人料未來1年樓價轉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面
對全球投資市場的不確定性，裕利
安宜最新調查顯示，受新冠疫情影
響，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將出現兩
個季度的衰退，導致貿易量每年收
縮至-15%，並預計2020年全球GDP
下降3.3%，即相當於9萬億美元的
損失。

82%受訪者曾被拖延賬款
裕利安宜亞太區早前向區內171位

首席財務官及財務總監進行一項調

查，結果顯示73%的受訪者在過去三
年曾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未付應收賬
款，同時82%的受訪者曾遭遇拖延賬
款，有36%受訪者指少與信譽欠佳的
客戶往來業務成為最常用的風險管理
措施。該行更預計2020年全球GDP
下降3.3%，相當於9萬億美元的損
失，為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兩倍
以上。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發展和貿

易產生了前所未見的影響，導致全球
的生產和消費不斷縮減。根據該行經

濟研究部門的最新預測，商品和服務
貿易將出現兩個季度的衰退，2020年
第一和第二季度將導致貿易量每年收
縮15%。同時，還預計2020年全球破
產率將至少增加20%。

電子運輸等行業損失巨
裕利安宜亞太區高級經濟師黃黎洋

表示，在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和
GDP被封鎖了平均兩個月後，如果
經濟活動能夠在2021年年中之前全
面恢復，預計全球經濟能呈現U形復

甦，並且明年GDP能達到5.6%的增
長。亞太區方面，除內地和印度以
外，預計2020年上半年所有主要經
濟體都很可能經歷技術性衰退，而其
中電子、非食品零售、運輸和汽車行
業將遭受最大打擊。他續指，「預計
今年亞太區的整體增長將下降
至-0.6%，其後在 2021 年反彈至+
6.5%。」
上述調查於2019年12月至2020年
2月期間進行，當時正值亞太區經濟
體受到中美貿易糾紛、香港社會動盪
令其進入了十年來首次的年度衰退，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正開始完全改變全
球經濟佈局的三重打擊。

裕利安宜：今年全球GDP降3.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中華煤氣昨舉行「撐飲
食．振經濟」計劃啟動禮，同時公佈廚房設備租購計劃及
換領餐飲現金券的詳情，新開業且面積小於2,000方呎的
食肆，可獲50萬元18個月息分期優惠，用以購置爐具等
設備。租購計劃由6月1日開始接受申請，暫定至明年5
月31日止，預計涉及金額達數千萬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香港經濟面對嚴峻挑戰，連同餐
飲業在內的各行業生意下滑，經營壓力巨大。有見疫情近
日稍為緩和，政府也由5月8日開始放寬限制市民聚集的
規定，煤氣公司即推出第二階段的餐飲業復甦支援行動，
合共三項舉措，助力餐飲業界戰勝疫情、度過困境。
有關計劃特別為中小型食肆推出廚房設備租購計劃，降
低創業入場門檻和紓緩資金周轉困難。全新開業而面積小
於2,000方呎的食肆，可以向煤氣公司提出申請，合資格
申請者可獲得50萬元18個月免息分期優惠，用以購置爐
具、抽氣設備、鋼具、雪櫃等廚房設備及設施。

派50元餐飲券刺激消費
煤氣公司同時推出新的會員積分計劃及網上換購平台
「好氣Fun」，煤氣公司客戶登記，即可獲贈50元餐飲現
金券一張，可於近千家食肆使用，藉此刺激外出用膳消
費，帶動經濟復甦。第三個舉措是為參與計劃的食肆而
設，食肆負責人在眾安銀行開設戶口，即受ZA餐飲業抗
疫保障金的保障，倘其食肆不幸因疫情影響暫時休業，可
獲最高5萬元的疫情保障。
煤氣公司在去年10月，已推出飲食業可以順延兩個月

繳交煤氣費，為期三個月。另由今年3月開始，又為全港
食肆噴塗和派發納米光觸媒長效消毒劑。

每間新食肆
煤氣50萬分期優惠

■煤氣公司推三項舉措，助餐飲業界戰勝疫情、度過困
境。圖為煤氣高層和多個飲食業聯會代表一同主持「撐飲
食．振經濟」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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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對於有人發起
「黃色經濟圈」，劉遵義認為做生意不應為自己
畫限制，如在美國這行為屬於嚴重歧視，最多只
會令750萬人「變黃」，但不會有所作為。
劉遵義認為，香港企業要靠內地這個廣大市場

去發展，以香港發明的概念配合內地的生產及供
應鏈，因香港不合適再做輕工業，除非有自動化
的生產機器。他續指，本港社會不穩成為了經濟
復甦的一大障礙，除了削弱私人消費信心及企業
投資，亦有可能加深中美矛盾，不可能為香港帶
來任何好處，政府應保持社會安全及和諧。
對於今年畢業的大學生，劉遵義認為，今年不

是尋找工作的好時機，建議畢業生今年繼續學
業，增加個人資本。如果選擇投身職場，則不宜
過分揀擇。

樓價不會現斷崖式下跌
另外，對於全球「印銀紙」會否將香港樓價

進一步推高，他回應指，「印銀紙遲早有問
題，錢印得愈多，會追住買嘢，主要是商品及
資產，近年市場都傾向買資產，但目前自己都
覺得高咗啲，總有一日大家會覺得太高，到時
就會跌返，資金可能轉買商品。」他續指，亦
有外國的經濟學家預計過一兩年可能會出現
「滯脹」的風險，但幸好香港不能「印銀
紙」，是一件好事。他補充，本港樓價應不會
重演2003年沙士時的斷崖式下跌，因住屋仍然
是供不應求。
至於內地經濟，他仍維持早前對於內地經濟增

長「保五」的預測，但需要有額外的刺激政策出
台，目前仍未見到，相信未來應會推出，否則全
年只能增長3%至4%。

■劉遵義認為做生意不應為自己畫限制，如在美國這行
為屬於嚴重歧視。 資料圖片

修例風波及新冠肺炎疫情重創香港經
濟，失業率飆升，企業面臨倒閉潮，

特區政府推出多輪紓困措施救市。劉遵義昨
出席團結香港基金「團結卓爾論壇」時預
計，疫情過後香港的傳統支柱行業不會有強
烈的反彈，即使政府推出現金資助及工資補
貼計劃，仍不足以全面復甦經濟，因此政府
需要採納具針對性的公共投資，提升社會的
整體需求。

須有持久推動經濟措施
他提出了多項措施，包括加快籌劃中的投
資項目（例如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
「明日大嶼願景」的填海及建造工程）、加
建公營房屋、醫院以及擴建醫護學校等。隨
着內地經濟轉型，香港作為橋樑的角色已逐
漸消失，有必要重新定位，例如發展成研發
中心、創投基金中心，與大灣區城市加強合
作，特別是深圳，發展科研基地，創造不能
被移走的就業機會。
劉遵義指出，由於香港沒有條件可「印
銀紙」，只能靠財政政策去刺激經濟。本
港經濟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過後，不會好
像2003年沙士般反彈，因為當年有個人遊

振興香港經濟，他相信旅客短時間內都不
會重來。而失業率上升，市民亦將較以往
消費得更審慎，社交距離亦料要維持一段
長時間，故要刺激本土消費及企業投資，
必須靠政府增加公共投資有助重建公眾信
心，改善公眾預期，並創造更多就業機
會。相比工資補貼，以上舉措將能更持久
地推動經濟發展。

融入大灣區「取長補短」
此外，劉遵義強調，香港的角色已經轉

變，不再依靠出口，但仍可利用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香港還應加強與深圳的協同合
作，培養研發中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
「取長補短」，融入國家發展。
政府早前預計，兩輪抗疫基金加上全民派

錢1萬元，令今年財政赤字推高至3,000億
元。劉遵義表示，3,000億元財赤佔本地生產
總值約10%，香港累積的財政儲備接近1萬
億元，加上沒有任何公共債務，有充分融資
能力，只要儲備用得其所，公眾無需為大額
財赤感到憂慮。當被問到香港會否有被下調
信貸評級的風險，他表示，香港未有任何公
共債務，應沒有這憂慮。

劉
遵
義
：

■■劉遵義指由於劉遵義指由於
香港沒有條件可香港沒有條件可
「「印銀紙印銀紙」」，，只能只能
靠財政政策去刺靠財政政策去刺
激經濟激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