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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去年GDP跌3.5% 今年料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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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GDP主要組成部分主要組成部分
按季大多見改善按季大多見改善

政政府發言人昨表示府發言人昨表示，，本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去年收縮本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去年收縮33..55%%，，
主要受累外圍環境急主要受累外圍環境急劇劇惡化及跨境陸路貨運受阻下惡化及跨境陸路貨運受阻下，，整整

體貨物出口大跌體貨物出口大跌，，加上受本地第五波疫情影響加上受本地第五波疫情影響、、及後則受金及後則受金
融狀況收緊所拖累融狀況收緊所拖累，，令本地需求減弱令本地需求減弱。。不過受惠於本地疫情不過受惠於本地疫情
趨穩趨穩，，社交距離措施隨之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隨之逐步放寬，，勞工市場情況改善及消勞工市場情況改善及消費費
券的發放券的發放，，私人消費自第二季起有見改善私人消費自第二季起有見改善，，尤其是接近年底時尤其是接近年底時。。

通關提振消費通關提振消費 惠及資產投資惠及資產投資
展望未來展望未來，，政府料先進經濟體增長放緩或續為本港的貨物政府料先進經濟體增長放緩或續為本港的貨物
出口帶來挑戰出口帶來挑戰，，不過在內地經濟或加快增長及跨境貨運限制不過在內地經濟或加快增長及跨境貨運限制
放寬下放寬下，，看好本港今年經濟將復甦看好本港今年經濟將復甦，，同時隨着本港復常通同時隨着本港復常通
關關，，料入境旅遊將強勁反彈料入境旅遊將強勁反彈，，並支持服務輸出的復甦並支持服務輸出的復甦。。本地本地
方面方面，，料經濟前景隨着經濟活動從疫情中走向復常而改善料經濟前景隨着經濟活動從疫情中走向復常而改善，，
或有助提振今年的私人消費或有助提振今年的私人消費，，勞工市場強勁亦將提供額外支勞工市場強勁亦將提供額外支
持持，，同時固定資產投資也會受惠同時固定資產投資也會受惠。。

港旅遊零售行業獲注強心針港旅遊零售行業獲注強心針
本港上季本港上季GDPGDP預估為按年跌預估為按年跌44..22%%，，差過恒生原本預期跌差過恒生原本預期跌

33%% 、、大新則預期跌大新則預期跌22..88%%。。恒生經濟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經濟恒生經濟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經濟
師薛俊昇認為師薛俊昇認為，，政府上季經濟表現差過市場預期政府上季經濟表現差過市場預期，，料反映外料反映外
圍環境轉差及加息的影響圍環境轉差及加息的影響，，其中歐美經濟放緩其中歐美經濟放緩，，令本港上季令本港上季
對外貿易貨量跌幅擴大對外貿易貨量跌幅擴大，，美聯儲持續加息亦令本地投資續美聯儲持續加息亦令本地投資續

跌跌。。不過他看好今年本港經濟回復增長不過他看好今年本港經濟回復增長33..55%%，，主要受主要受
惠本港與內地經濟加快復常惠本港與內地經濟加快復常，，相信有助進一步支持本相信有助進一步支持本
港經濟復甦步伐加快港經濟復甦步伐加快。。
不少大行都看好本港今年經濟將重拾復甦不少大行都看好本港今年經濟將重拾復甦，，其中東其中東
亞銀行將今年本港經濟增長預測從原來的亞銀行將今年本港經濟增長預測從原來的33..55%%上調至上調至
55%%左右左右，，可謂在大行之中最為樂觀可謂在大行之中最為樂觀，，同時預期年內通同時預期年內通
脹率維持於約脹率維持於約11..99%%，，失業率則加速回落至接近全民就業失業率則加速回落至接近全民就業
33%%。。該行同時將內地經濟增長預測由該行同時將內地經濟增長預測由55..22%%上調至上調至55..77%%，，
通脹率則維持溫和通脹率則維持溫和，，全年預測為全年預測為22..22%%。。
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師蔡永雄解釋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師蔡永雄解釋，，內地與香港復常通內地與香港復常通

關關，，料當兩地往來限制全面放寬料當兩地往來限制全面放寬，，勢將為本港旅遊和零售勢將為本港旅遊和零售
行業注入強心針行業注入強心針，，正面效果將傳遞至跨境金融正面效果將傳遞至跨境金融、、保險和醫保險和醫
療等各行業療等各行業，，惠及整體消費惠及整體消費、、投資及就業市場等多方面投資及就業市場等多方面，，
並足以抵消環球經濟不明朗和貨幣政策緊縮的負面影響並足以抵消環球經濟不明朗和貨幣政策緊縮的負面影響。。

環球不明朗環球不明朗 外貿復甦或緩慢外貿復甦或緩慢
大新銀行經濟研究及投資策略部亦看好本港今年經濟將重大新銀行經濟研究及投資策略部亦看好本港今年經濟將重

拾正增長拾正增長33..66%%，，料隨着本港取消大部分防疫措施料隨着本港取消大部分防疫措施，，經濟邁向經濟邁向
復常復常，，加上今年初起逐步恢復與內地通關加上今年初起逐步恢復與內地通關，，或有助消費市道或有助消費市道
及樓市表現及樓市表現，，在外圍方面在外圍方面，，內地經濟或逐步回穩內地經濟或逐步回穩，，不過該行不過該行
亦提醒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亦提醒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外貿復甦速度或較緩慢外貿復甦速度或較緩慢。。
政府將於本月政府將於本月2222日公布日公布GDPGDP最終修訂數字最終修訂數字。。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莊程敏莊程敏)) 本本
港去年經濟增長按港去年經濟增長按
年收縮年收縮 33..55%%，，香香
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蔡冠深昨表示蔡冠深昨表示，，去去
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年受到新冠疫情的
打擊打擊、、環球政經局環球政經局
勢急劇變化勢急劇變化、、地緣地緣
政治持續緊張政治持續緊張、、經經
濟不明朗增加等因濟不明朗增加等因
素影響下素影響下，，負增長負增長

是預期之中是預期之中，，不過隨着香港與內地重啟復常通關不過隨着香港與內地重啟復常通關
安排安排，，跨境往來已逐步恢復跨境往來已逐步恢復，，加上去年低基數效加上去年低基數效
應下應下，，有信心今年回復正增長有信心今年回復正增長。。

重返國際舞台重返國際舞台 積極與外對接積極與外對接
蔡冠深指出蔡冠深指出，，對香港的經濟而言通關便利化是對香港的經濟而言通關便利化是

首要首要，，因現時兩地的核酸檢測要求因現時兩地的核酸檢測要求，，令人們往來令人們往來
兩地仍然很不方便兩地仍然很不方便，，若取消後若取消後，，回復以往只需回復以往只需
「「買張票買張票」」就可以即日往來就可以即日往來，，對香港的幫助將會對香港的幫助將會
很大很大。。至於何時能回復疫情前水平至於何時能回復疫情前水平，，他指出他指出，，要要
視乎政府何時宣布取消兩地核酸檢測要求視乎政府何時宣布取消兩地核酸檢測要求，，相信相信
取消後本港經濟會急速恢復取消後本港經濟會急速恢復。。
他表示他表示：「：「香港是國際城市香港是國際城市，，亦背靠內地亦背靠內地，，現現

在內地談雙循環在內地談雙循環，，一個內循環一個內循環、、一個外循環一個外循環，，而而
香港正正在節點裏香港正正在節點裏，，所以我認為開關後所以我認為開關後，，特首指特首指
我們重返國際舞台我們重返國際舞台，，我們工商界非常積極與外面我們工商界非常積極與外面
對接對接，，我認為香港轉口貿易我認為香港轉口貿易、、我們的金融業我們的金融業、、我我
們的專業服務應該發展得不錯們的專業服務應該發展得不錯。」。」

繼越南後將赴歐盟推動合作繼越南後將赴歐盟推動合作
對於即將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對於即將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他表示他表示，，中總最中總最

關注是關注是「「北部都北部都會區會區」」的發展的發展，，將會是香港未來將會是香港未來
發展的重點發展的重點，，他不反對向市民派發消費券他不反對向市民派發消費券，，但認但認
為政府製造一個良好的投資及營商環境更重要為政府製造一個良好的投資及營商環境更重要。。
該會於上月組織約該會於上月組織約7070名企業香港商務代表團前名企業香港商務代表團前
赴越南赴越南，，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香港及越香港及越南全面合南全面合
作作，，同時希望引入越南企業來港上市同時希望引入越南企業來港上市，，未來會組未來會組
織商務代表團到訪西班牙織商務代表團到訪西班牙、、法國及比利時等歐盟法國及比利時等歐盟
國家國家。。

◆蔡冠深表示，有信心本港
經濟今年回復正增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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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雖然本港上季GDP表現差過
預期，不過若按各個主要組成部分分析，不少部分的跌幅大多
已見改善。其中去年全年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實質跌1.1%，不過
若單計去年第4季，本地需求則有明顯改善，私人消費開支回
復正增長，按年升1.7%，扭轉連續三季跌勢，反映政府季內放
寬防疫措施，以及失業率回落至4%以下，利好私人消費。

服務輸出及輸入均轉升
去年全年計，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實質按年跌8.5%，
不過若單計上季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實質按年跌11.2%，
較第3季14.4%的跌幅有所收窄。同以去年全年計，服務輸
出及服務輸入分別錄得0.8%及1.4%的實質跌幅，不過若單
計上季服務輸出為升2.3%，較去年第3季跌4.2%表現大為
改善，而上季服務輸入為升2.1%，較去年第3季跌3.2%表

現大為改善，亦是去年全年之中首錄正增長的季度。

外圍需求弱 進出口跌幅劇
雖然上季GDP主要組成部分的跌幅多已見改善，不過在

受累外圍環境急劇惡化及跨境陸路貨運受阻下，整體貨物
出口大跌，亦是去年第4季GDP表現差過市場預期的「致
命傷」。
按國民經濟核算定義計算的貨品出口總額，繼去年第3

季實質跌15.8%後，緊接第4季按年跌幅擴大至24.8%，
為1975年以來最差的季度表現，主要受到外圍及內地需
求疲弱拖累。上季貨品進口亦按年跌22.8%，較去第3
季16.4%的跌幅加劇。去年全年計，貨品出口總額及貨
品進口分別按年錄得13.9%及13.1%的實質跌幅，為主
要組成部分之中表現最差。

上季GDP有改善 消費回復增長

本港去年經濟繼本港去年經濟繼20202020年後再陷入收縮年後再陷入收縮，，政府統計處昨公布預估數字政府統計處昨公布預估數字，，上季外貿疲弱拖累上季外貿疲弱拖累，，去年第去年第44季本季本

地生產總值地生產總值（（GDPGDP））按年實質跌按年實質跌44..22%%，，較第較第33季季44..66%%的跌幅有所收窄的跌幅有所收窄。。全年計全年計，，去年去年GDPGDP實質按年跌實質按年跌

33..55%%，，仍差過政府去年三度下調預測至按年收縮仍差過政府去年三度下調預測至按年收縮33..22%%，，亦差過市場預期亦差過市場預期。。不過隨着本港復常通關不過隨着本港復常通關，，不少分不少分

析都認為本港經濟最壞情況已過析都認為本港經濟最壞情況已過，，甚至可甚至可「「兔氣揚眉兔氣揚眉」，」，其中最牛預測料今年本港其中最牛預測料今年本港GDPGDP或可按年升或可按年升55%%。。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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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內政部打着所謂BNO簽證新政策
兩周年旗號大放厥詞，妄談所謂「對港責
任」，赤裸裸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強烈譴責。所
謂 BNO 政策不僅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
「保護傘」，更是攫取港人經濟私利、轉
嫁英國國內矛盾的「糖衣毒藥」，不少港
人移居英國後生計窘迫、備受歧視，欲哭
無淚、後悔不已，充分暴露英國的巧言令
色、假仁假義，也更加證明香港實現由亂
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大有可為、風光無
限。

所謂BNO政策實施兩年，英國政客為
政策「貼金」，聲稱有港人形容移英有如
「回家」，「為他們選擇英國為家園感到
榮幸」云云。事實卻是，不少移英港人得
不到家的溫暖，而是無窮惡夢的開始。許
多以BNO移英港人變賣財產，捨棄在港
打拚多年的事業，到英國後難以適應當地
的生活，部分港人移民從事專業工作，抵
英後被迫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以BNO
移民入籍的人士及其家屬，不可享受英國
的社會福利如失業救濟金、退休金，介乎
5至18歲的子女雖可於當地公立學校享受
免費教育，但就要負擔高昂的大學學費，
有移英港人子弟考取名牌大學，但因家貧
而大學夢碎，接受不到高等教育，意味前
途黯淡。

現時英國經濟下行、公共資源緊張、
通脹高企，就業競爭激烈，英國人本來
就擔心移民搶飯碗、搶福利，移英港人

遭受的歧視有增無減，嚴重影響工作和
生活。有移英港人直言自己生活處處小
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引來英國人
討厭。」

早前，英國內政大臣蘇拉·布雷弗曼接
受訪問時稱，英國政府對「低技能」移民
並不歡迎，往後將主要吸納高技術人才，
壓縮「低技能」移民的數量，又稱現在有
太多低技術工人和大量留學生湧入英國，
這些人對英國經濟沒有貢獻。英國高等法
院上月中裁定，英國政府將數千名難民遣
送至非洲盧旺達的計劃合法。

有分析指出，移英港人所倚仗的 BNO
「5＋1」簽證，目前雖然聲稱港人可以申
請在英國連續居住5年，然後再住1年可
申請入籍，但5年後英國政府完全有權不
批，極有可能等移英港人把錢花光，就趕
他們回港，甚至當作難民送去盧旺達。有
網民形容，BNO「5＋1」是一個陰毒的
計劃。

所謂BNO政策令移英港人飽嘗苦頭，
但英國政客還大言不慚道，「歡迎更多合
資格港人未來數年繼續移英」云云，這是
把港人往火坑裏推。在中央全力支持和特
區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
新階段，特區政府團結各界振興經濟、改
善民生，開啟良政善治新篇章，廣大市民
和國際社會對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繁榮穩定充滿信心，港人建設美好香
港家園，安居樂業，何必移民他鄉做「二
等公民」。

BNO政策是騙取港人利益的「糖衣毒藥」
政府就元朗丹桂村南的政府土地向城規會申請

放寬建築物高度及地積比率限制，計劃興建7幢
樓高50層至60層的公屋，涉及7,250伙，較舊方
案增加約8%。本港房屋發展用地短缺，對公屋
的需求日益迫切，政府在技術允許範圍內增加供
應，是努力滿足市民居住所需。政府近期接連在
公共房屋上出招，涵蓋短中長期措施，解決居住
問題的努力有目共睹，踐行了行政長官李家超全
力提量、提速、提效、提質的承諾。但在想方設
法增加公屋供應的同時，必須做好社區配套規
劃，完善周邊交通和生活設施，保障市民安居樂
業。

本港近年公屋一直供應不足，以致一般申請者
的平均輪候時間長達5.6年。房委會指出，目前
約有135,500宗一般公屋申請，以及約99,100宗
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即共有
234,600宗申請。對比房委會最新預測未來5年公
營房屋供應量約為12萬伙，意味着未來五年僅
能消化一半的現有公屋輪候申請。公屋供應壓力
之大可想而知。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想方設法增加公屋供應，
方向正確，符合市民需求。今次元朗的公屋用
地，政府申請將地積比率擬由 6.5 倍調高至 7.2
倍，土木工程拓展署明言，是鑑於房屋發展用地
短缺，政府考慮普遍提高住宅最高地積比率及建
築高度，以供應更多公屋。可見公屋「增高」是
大勢所趨。

公屋「增高」大前提是技術上容許。規劃署前
署長、資深城市規劃師凌嘉勤表示，興建摩天公
屋技術及安全上並無問題，只要地點合適，更可
用「組裝合成」建造高層的公屋單位。現時很多

私樓超過60層，近年樓高50層左右的公屋和居
屋也越來越多，早前政府在古洞北、粉嶺北的公
屋項目，亦都有向城規會申請放寬公屋用地的地
積比及建築物高度。只要相關土地周邊建築密度
不高，對周邊居住環境和微氣候不會造成大影
響，「增高」無疑是增加公屋供應最直接有效的
手段。

政府近來在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方面作出了很多
短中長期的努力。短期的有過渡房屋項目接連落
成入伙；中期的公布了 8 個「簡約公屋」的選
址，目標是5年建3萬伙「簡約公屋」，讓輪候
公屋3年以上的基層市民可以盡快有棲身之所；
最新消息指政府計劃將啟德的隔離設施改建作
「青年宿舍」。但應該看到，這些短中期的房屋
項目，都只屬過渡性質，最終這些基層家庭都必
須入住公屋才能有一個安穩的居所，因此增建公
屋的步伐不能慢下來。

社會各界支持政府多管齊下增建公屋，但完善
配套設施也要高度重視。元朗丹桂村的公屋項目
落成後有 7,250 伙，一條屋邨就會帶來近 2 萬的
人口居住。樓房可以起得更高，隨之而來對周邊
醫院、學校、圖書館的需求也會更大，對周邊道
路、交通也會帶來更大的壓力。

政府必須把問題想在前面，把鋪橋起路、興建
學校、醫院等做在前面，不能嚴重滯後於公屋建
設，給入住的居民帶來不便。例如，應該加快推
動新界北東鐵環線和新界主幹道的建設，重新編
配公共交通路線和加設車站，讓整體配套跟上區
內人口增長的速度。長遠而言，政府應該加快
「北部都會區」的建設進度，為入住新界北的大
量居民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和生活配套。

公屋「增高」勢所趨 配套設施須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