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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睇住荷包、睇餸食飯。」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早前指出，本年度的赤字將逾

1,000億元，政府財政儲備則降至8,000億元
水平，相當於政府12個月的開支。面對龐大
財赤，他直言「節流是必須、開源更重
要」，並預告隨社會逐步復常，部分紓緩措
施可能要調整。
立法會各政團在向財政司司長提交財政

預算案建議時，大多要求繼續全民發放消費
券，以振興本地消費。不過，面對龐大財
赤，若再繼續全民發放消費券，對香港公共
財政可能帶來更大的壓力。兩者應如何平
衡？

固本培元 保庫房收入

曾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香港科技
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兼任教授陳家強表示，面
對前所未有的疫情，政府全情投入抗疫，透

過各項
措施穩定社會運

作，是應做的事。疫情
影響下，各行業受到不同程度打

擊，經濟停滯下來，直接影響公共財政收
入。隨社會開始逐步復常，政府應審慎處理
各項財政開支。
「目前最重要的是振興經濟，當市面暢

旺，生意轉好，印花稅、利得稅及薪俸稅等
自然增加，赤字便可逐步改善。」陳家強認
為，社會現時剛復常，不應過分心急，應先
做好自己的強項，如鞏固金融、貿易及進出
口等傳統經濟優勢，「休養生息，固本培
元，確保庫房財政收入。」
同時，他強調政府須投資新經濟，這是

世界未來趨勢，但目前仍處於培育期，不能
依賴能夠在短期內便撐起整個公共財政開
支，否則會弄巧反拙。

聚焦扶助弱勢群體

曾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全國港澳研
究會顧問劉兆佳認為，派消費券不能成慣常
動作，否則對公共財政造成壓力。未來幾
年，香港仍要面對艱難的經濟形勢。內地和
全球經濟依然陰霾密布，而為增加香港的長

遠發展動力，未來一段時間
仍要花費巨資在基礎建設上，因此財

政需求非常龐大，「與其全民派消費券，不
如聚焦協助真正有困難的弱勢群體。」
劉兆佳表示，應加快與大灣區的經濟聯

繫，盡快提升香港過去幾年來因黑暴和疫情
而流失的國際競爭力，並更多依靠民間力
量，推動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
至於要恢復疫情前的競爭力，他直言言

之尚早，因涉及內地和國際因素，以及地緣
政治形勢等，「傳統經濟對香港的重要性仍
至關重要，短中期內無法替代。」
劉兆佳指出，政團提出的建議，主要是

紓解民困，但要做到精準扶貧才不致浪費
公帑，香港各方面都要有危機意識，
畢竟未來幾年政治和經濟形勢並不
樂觀。俄烏衝突和台海衝突都是困
擾香港經濟和安全的因素，但也
不能對弱勢群體的切實需求視若
無睹，「公帑要用得其所，才能
達到真正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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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不少於5,000元
工聯會：不少於1萬元
經民聯：1萬元
勞 聯：不少於5,000元
自由黨：支持，金額由政府決定
新民黨：反對

各政團
派消費券取態

專業投資者協會創會主席、德勤
中國事務所副主席黎嘉恩指出，香港
正處於疫後的「大病初癒」階段，加
上外圍經濟情況只屬一般，相信要一
段時間才能回到疫前水平，「復原過
程中，派錢或消費券是最直接及快捷
提振經濟的手段。」
黎嘉恩指，以經濟學角度來看，

花費一元所產生的效益大於一元，故
不能單看發放消費券數目的多
寡，而應考量消費券能產生多
少經濟效益。當市場經濟
復常時，政府的稅收也會
相應增加。

會計師：
派消費券

可助港「病癒」

■消費券能產生多少經濟效
益是重要考量。 資料圖片

■當市面暢旺，生意轉好，印花稅、利得
稅及薪俸稅等自然增加。 資料圖片■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將於本月22日

公布，消費券派發與否成焦點。圖
為市民購物。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