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辭 

立法會：署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善用公共財政，加強香港經濟 

創意動力」動議辯論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2013年 10月 16日（星期三） 

 

  以下是署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梁鳳儀今日（十月十六日）在立法會會

議上就「善用公共財政，加強香港經濟創意動力」動議辯論的開場發言全文： 

 

  主席，我首先要多謝梁繼昌議員動議「善用公共財政，加強香港經濟創意

動力」的議案，以及葉建源議員、葛珮帆議員、梁君彥議員、單仲偕議員、湯

家驊議員、何秀蘭議員及莫乃光議員提出不同的修正案，讓我們有機會就相關

議題交換意見。 

 

  梁繼昌議員及數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可歸納為兩類，第一類意見涉及公共

財政管理的議題，包括如何善用盈餘、擴闊稅基、一次性紓緩措施等建議；第

二類則是就資源分配方面，重視提高香港競爭力，包括如何大幅提高人力資本

及社會基礎建設的投資，對教育、創新科技等應投放更多資源，我希望在此先

就公共財政管理方面作簡單回應。 

 

政府整體及經常性開支 

────────── 

 

  香港特區政府一向恪守審慎理財的原則。我們在管理公共財政方面，也奉

行實事求是、對社會有所承擔和可持續的原則，並致力維持低稅率的簡單稅

制。堅守這些原則對維持國際財經界及本港和海外投資者的信心至為重要。 

 

  在奉行審慎理財、應使則使的公共財政原則下，特區政府的開支絕不保

守。自 1997-98 年度以來，收入和開支均徘徊在本地生產總值約百分之二十的

水平；我們經歷了五年財赤和十一年有盈餘的財政結算：至 2012-13年度，本

地生產總值累計名義增長約百分之五十，收入累計增幅相若，但開支累計增幅

近一倍。2013-14 年度財政預算中的政府開支預算達 4,400 億元，相比 1997-98

年度，已增加了約 2,500 億元，增幅超過一倍，而同期的本地生產總值名義增

長則只有約五成多。 

 

  在經常開支方面，2013-14 年度的經常開支預計為 2,913億元，較 1997-98

年度增加幾近一倍。經常開支的增長幅度，反映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的長遠承

擔。其中教育、生及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約佔六成，與 1997-98年度相比，

教育開支增加了約七成，生的開支增加了約九成，而社會福利的開支增加了



約兩倍。 

 

人口老化的挑戰 

─────── 

 

  剛才幾位發言的議員均提及要善用財政儲備，作長遠規劃。長遠來說，我

們公共財政的一大挑戰是人口老化問題，隨長者人口比例的增加，我們預期

醫療、福利等開支會急速上升。去年，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數目為 98 萬，

佔全港人口一成四，這比例將會持續增加。我們預算到二零四一年，長者數目

將大幅增加至 256萬，佔全港人口三成。同時，勞動人口比例減低，經濟活力

下降，增長動力放緩，對政府收入和公共開支的可持續性會有深遠影響。政府

目前投放在醫療及社會福利的資源，佔政府經常開支約百分之四十。人口老化

不單會減少勞動力供應，亦會影響其生產力。隨就業人口萎縮，經濟增長減

慢，政府在稅收方面亦會面對越來越沉重的壓力。在稅種不變、稅基更形狹窄

的情況下，面對人口老化而催生的龐大社福開支，政府的財政壓力勢必增加。

因此，面對社會各方面的開支訴求，政府須緊守審慎理財、用得其所的原則，

以免動搖公共財政的穩健性及可持續性，及過分壓縮政府在其他公共服務所能

調配的資源。 

 

財政儲備 

──── 

 

  至於善用財政儲備方面，我想指出，財政儲備並不是我們的後備財產，而

是政府每天須動用和可動用的全部資金，儲備的水平反映政府整體財政的現金

結餘情況。儲備既要應付日常的運作開支，支付工務工程的開支，當中亦包括

了不可隨意調撥的特定基金，例如土地基金、獎券基金、賑災基金等。我們須

確保有足夠財政儲備以發揮其主要的功能，包括加強港元的穩定性、在經濟逆

轉時發揮緩衝作用、應付未撥備負債及已承諾開支、衍生投資收入、應付未來

需要，如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財政儲備並非用之不盡，政府有責任嚴格控制

開支，並要確保財政的可持續性。 

 

擴闊稅基 

──── 

 

  梁繼昌議員、單仲偕議員及湯家驊議員就有關擴闊稅基及檢討有關稅務政

策及措施提出了不少意見。香港一直奉行簡單及低稅率的稅制，並致力保持稅

制公平和中立的原則。為了配合社會、經濟和企業的持續發展需要，以及加強

香港的競爭力，政府亦以持續檢討的模式審視稅制，這包括每年在制訂政府的



《財政預算案》時，經由不同諮詢渠道，搜集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並先後推

出不少稅務措施，並不時因應社會發展趨勢而作出適當的稅制調整。長遠而

言，稅基狹窄是一個須要正視的課題。政府曾於二零零六年七月發表了「稅制

改革」諮詢文件。透過該次「稅制改革」公眾諮詢，市民普遍對稅基狹窄的問

題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亦認同這問題須要解決；但對於應採納哪種擴闊稅基的

方案，市民並沒有明顯的傾向和主流意見。 

 

  葉建源議員提到政府應積極研究增加政府整體收入穩定性的方法，湯家驊

議員亦提到有關高地價政策。香港是一個小型而開放的經濟體。我們的稅基狹

窄，一些主要的收入，例如利得稅，特別容易受經濟波動影響，這是不爭的事

實。然而，政府收入並非大部分依賴賣地收益。以 2012-13年度為例，政府收

入最大部分是利得稅和薪俸稅，約佔四成，而賣地收益其實只佔大概百分之十

五。評估稅制，令政府收入更趨穩定和多元化，是政府恆常的工作。我們致力

保障政府有穩定的收入，包括維持稅收和保障應課稅款不會流失。舉例而言，

2007-08 財政年度，我們改變了財政儲備的投資收入的處理方法，令這項收入

較為穩定，成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同時，我們亦須確切執行「用者自付」

原則。為此，我們已有系統地分階段檢討各項政府收費項目，尤其是那些多年

沒有調整的或是收回成本率過低的收費項目，以免項目變成補貼，影響政府收

入。 

 

  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提到有關為企業培訓僱員、購置環保設施和科研等開

支提供雙倍扣稅額，梁君彥議員亦有類似建議。現時，企業在培訓僱員、購置

環保設施和研發方面的開支已獲提供百分百的利得稅扣除額。若為企業的個別

種類開支提供雙倍的稅務扣減，不但會偏離稅制的公平原則，亦難以客觀區別

企業的其他開支應否同樣獲得雙倍的稅務扣減，因此我們對任何有關特定開支

提供雙倍扣減的建議均有所保留。事實上，以目前全港只有大約一成公司須繳

納利得稅的情況來看，就特定開支提供雙倍的稅務扣減能否對所有企業構成稅

務誘因亦存疑問。 

 

基本工程開支 

────── 

 

  在投資基礎建設方面，2012-13 年度的基本工程開支達 624 億元，而在

2013-14 年度，我們預計基本工程開支高達 700 億元，較 1997-98 年度的開支

增加了接近兩倍。隨多項大型基建工程陸續進入建築高峰期，未來數年，基

本工程開支預計會維持在現時的高水平。 

 

  梁繼昌議員促請政府增加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開支種類，包括社會基礎建



設。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下，現有 11 個總目，分別為土地徵用、港口及機場

發展、建築物、渠務、土木工程、公路、新市鎮及市區發展、水務、房屋、非

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與及電腦化計劃。有關開支的範疇詳列於基本工程

儲備基金的預算內。我們會定時檢視有關範疇，例如在制訂《財政預算案》時，

我們便會檢視有關總目及分目。如有需要，我們會根據成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的決議，增加有關開支種類。 

 

  在今年三月底，我們在基本工程項目的尚未支付承擔總額超過三千億元，

相當於財政儲備約一半。由於香港的公共財政以現金收付制計算，並沒有為已

承諾的工程項目撥備。如果經濟逆轉，令政府土地收入下跌，我們便要從政府

一般收入帳目轉撥款項到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以支付有關承擔額。由於牽涉動用

儲備，我們必須緊守審慎理財的原則，確保我們在落實有利香港發展的基建之

餘，有足夠的財政能力維持其他公共開支和服務。 

 

一次性紓緩措施  

─────── 

 

  葉建源議員對政府的一次性紓緩措施和基金注資提出了一些意見。過去推

行的一次性措施，微觀上可以幫助市民大眾應付當前的生活壓力；宏觀而言，

這些反周期措施是可以應對短期的經濟波動，維持消費動力，支撐就業市場。

我們理解政黨及市民對政府近年推出的一次性紓緩措施，是否應該延續，意見

紛紜。有些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希望政府能夠幫助他們減輕所面對的生活

重擔，紓緩壓力；有些評論則認為不宜作一次性的派發，資源應為適當的政策

提供恆常的資助，幫助有需要的市民。政府樂於繼續聽取各方意見。 

 

大幅增加經常開支 

────────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建議政府善用每年的財政盈餘，增加 200億元的經

常性開支，以提高人力資本及社會基礎的投資。政府理解議員對貧富懸殊問題

的關注，也明白教育、培訓及經濟多元發展對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 

 

  政府的稅收種類少、稅基狹窄，政府的主要收入，包括利得稅、地價收入

和印花稅，均屬波動性的收入，難以準確預計。我們不應由於某一年或某幾年

因波動性收入比預期高引致的盈餘，貿然大幅增加經常性開支。目前政府的總

收入及總支出分別約為 4,000 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約百分之二十，若每

年增加 200億元經常性開支（即增加百分之五），政府便須每年制訂赤字預算，

及每年減低財政儲備。除非經濟有相應的實質增長，令政府的經常性收入不用



加稅也相應持續增長，否則任何刻意增加經常性開支至高於經濟及收入增長的

建議，都是有違審慎理財原則。 

 

  各位議員藉今天這項議案，帶出一些有助善用公共財政，加強香港經濟

創意動力的討論。政府樂意聆聽大家意見，並就如何提高香港競爭力，以及剛

才議員提出對人力資源、科技資訊的意見，稍後才一併回應。多謝主席。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