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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不樂觀 港今年GDP最多增2.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近日國
泰航空（0293）取消大批航班打亂市民
出行計劃，《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
2024》恰巧亦有一篇關於強化香港國際
航空樞紐地位文章，文章強調了航空業
對經濟的重要性。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
(對外事務)、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
授兼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鄧希煒教授昨被問及國泰取消航班事件
的看法時，他指國泰面對的困難比其他
地區的航空公司大，加上香港復常通關
的日子較其他地區遲，相信國泰需要多

些時間恢復業務。

港復常通關遲 國泰恢復需時
鄧希煒解釋，除了香港復常通關較其他
地區遲，導致機師被其他復常通關較早的
地區的航空公司搶走，影響國泰復甦之
外，有些國家還直接投資當地重要的航空
公司，以及向航空公司提供很大補貼，而
國泰只從特區政府獲得貸款，所以其財力
不能與其他地區的航空公司比較。
綠皮書中該文章提及，要確保香港未來
保持作為領先航空中心的角色，關鍵因素

之一繫於內地，內地是香港的一個龐大市
場兼航空腹地，其影響力舉足輕重。相對
於現時的美國，中國內地的航空旅客和內
地航空的機隊規模還大有增長空間。事實
上，中國航空市場的增長速度非常快；香
港必須繼續加強與內地的聯繫，這將取決
於政府和本地航空公司所擔當的有效角
色、航空樞紐的實力，以及旅客的利益。
文章又指，特區政府必須加強在航空業
發揮作用，確保香港的航空公司獲得公平
的競爭環境，並得以進入相應市場，與海
外對手有效競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香港中小企整體
營商氣氛料會持續改善，據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中
小企業務收益的現時動向指數顯示，從去年11月在
收縮區域的44，上升至去年12月的45.5，而未來一
個月（即今年1月）的業務收益展望動向指數為
47.9。
按行業分析，不少統計調查涵蓋的行業的業務收

益現時動向指數，按月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特別是
零售業（從42.0上升至44.9）及進出口貿易業（從
43.6上升至45.6）。進出口貿易業新訂單的現時動
向指數從去年 11月的 43.9，上升至去年 12月的
45.3，而未來一個月（即今年1月）的新訂單展望
動向指數為46.7。
就僱用人數現時動向指數方面，在2023年12月

較上月錄得上升的行業有地產業、商用服務業及飲
食業。僱用人數的現時動向指數從2023年11月的
49.4輕微上升至2023年12月的49.5。
政府統計處的調查與日前標普全球公布的去年12

月份香港採購經理指數(PMI)的情況相脗合，標普
香港PMI由11月的50.1升至12月的51.3，連續兩
個月高於50，亦是連升兩個月，12月數據亦為去年
4月後高位，改善程度亦加快。標普指出，這主要
受惠於基本需求上升、客戶採購意慾增加，企業新
接訂單量恢復增長，當中以消費服務業、運輸業、

資訊及通訊業升幅最明顯。

惟外圍環境仍充滿挑戰
政府發言人昨表示，本港中小企的整體營商氣氛
於12月略為改善。整體就業情況大致穩定。不過，
中小企對未來一個月業務情況的預期輕微減弱。展
望未來，發言人預計，與消費和旅遊相關的活動預
期進一步恢復，應為營商氣氛提供支持，但充滿挑
戰的外圍環境及金融狀況偏緊將繼續構成制約。政
府會密切監察相關情況。

港中小企營商氣氛續改善

鞏固港航空樞紐地位 應加強與內地聯繫

港大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亞太經濟合作研究項目昨日發表宏
觀經濟預測，指受累高息環境，打擊消費及投資意慾，引發環球

經濟放緩，預測香港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速將較緩慢，今年第一季實質
GDP料上升2.1%，全年增幅將介乎1.9%至2.7%之間。港大相信，今
年首季本港出入口可望扭轉去年跌勢，貨品進口及出口預測回復至
5.8%及5.5%增長，部分原因是受惠相比的基數較低；就業市場預期保
持平穩，失業率維持在2.9%水平。
港大指出，去年上半年本港經濟恢復至2.2%增長，去年下半年經濟
增長加快，第三季錄得4.1%增長，主要由內部需求帶動，預期去年第
四季香港經濟增長4.5%，去年全年預計增長3.3%。

企業應加把勁迎合客戶新需求
王于漸昨出席綠皮書發布會時回應香港於疫後經濟復甦未如理想，
他認為由於香港是屬於高度開放型經濟，過去幾年因疫情而不對外開
放，導致經濟活力受挫，目前經濟仍停留於4年前的狀態，加上有部分
地區也沒有因為疫情而實施嚴厲的封閉，以及過去4年不少經濟地區已
出現新的經濟創意和景象去應付需求，因此，他期望各大企業要加把
勁去迎合現時客戶的需求。
他進一步指出，目前市場一般預測美聯儲今年年中開始減息，較樂

觀的意見更認為3月至4月便會減息，但他個人看較不樂觀，因為全球
經濟走入不確定時期，加上美國貨幣負增長已經維持20多個月，形成
通縮壓力，他坦言「若美國運氣好，便會軟着陸」，但不一定能保
證，所以他預期香港經濟在此環境下不會太樂觀。

受惠內地向好 明年可望改善
不過，王于漸認為內地經濟如果隨着國家政策進一步放寬、進一步

改革、進一步令市場尤其消費意慾回升，香港明年就有望受惠於內地
的穩定及開放，以及較明確的經濟政策環境而恢復，但他坦言今年不
應是樂觀的一年。
政府下月將發表財政預算案，有消息傳出政府將檢討稅制以增加收
入，王于漸表示不認同這些意見，他解釋增加稅種一般都會不利本港
整體營商環境，更何況目前的經濟環境並不好，將不利吸引資金和人
才。他指，以30年前來看，全世界都是高稅率，香港的低稅率很有優
勢，目前已有很多地方也下調稅率，假若香港再加稅是逆水行舟，對
營商環境、資金或者招攬人才都不利。

大環境欠佳 樓市難輕易回春
談及樓市情況，他認為政府雖然有減辣，但畢竟仍有辣招存在，導
致房地產市場流通量減少，加上經濟大環境未如理想，他預計樓市不
會輕易回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港經濟政策綠皮
書2024》共輯錄了八篇文章，其中一篇對香港聯繫匯
率制度作出損益評估，文章提到，除了現有的聯繫匯
率制度和浮動匯率以外，香港還可以採取其他形式的
固定匯率制度。就此，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
務)、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兼香港經濟及商業
策略研究所副總監鄧希煒教授昨表示，港元與美元掛
鈎利大於弊，應該繼續維持。

困境中堅持能注入強心針
鄧希煒表示，他作為金管局貨幣發行委員會的委

員，內部是有討論過「Plan B」，惟不能透露詳情。
他指出，維持聯匯制度最大的風險是美國政府或聯儲
局突然無理對香港重要金融機構作出嚴重制裁，包括
不容許其持有或兌換美元，但他認為此可能性發生的
幾率極低，如果因此而自動放棄聯匯制度，他形容是
「未經深思熟慮的決定」。
他表示，不應改變香港現時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
制度，雖然中美兩國經濟政治摩擦使聯匯制度對香港
的好處有所削弱，但從長遠發展來看，有關摩擦所帶
來的影響只屬短暫，而在這困境中對聯匯制度的堅
持，更能為投資者對港元穩定性的作用注入強心針，
有利香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王于漸：脫鈎機會接近零
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黃英
豪政治經濟學教授兼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總監王
于漸教授昨亦指出，聯繫匯率制度發生脫鈎的機會接近
零，他又笑言以其身家賭未來5年聯匯不會脫鈎。
綠皮書該篇文章提到，除了現有的聯匯制度和浮動
匯率以外，香港還可以採取其他形式的固定匯率制
度。部分觀點支持港元與人民幣掛鈎，主因包括貿
易、人民幣國際化等。然而，掛鈎人民幣亦或會帶來
運作上的挑戰，處理不當的話可能引致系統性金融風
險，國際資金或因資金管制有受阻，使針對在岸人民
幣的貨幣投機活動難以進行。
同時，掛鈎人民幣的港元市場深度將變得更大、流動
性更佳，金融衍生工具發展更全面，但亦容易成為更直
接的投機目標。若出現此一情況，政府就需要以更多的
外匯儲備維持港元幣值，以免在金融系統中埋下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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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4》
內容撮要

◆香港結構演變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演變和未來發展，文章強調了與
內地和其他地區的金融和經濟聯繫的重要性。

◆香港聯繫匯率制度損益評估：香港聯繫匯率制度
的利弊，並提出了其他形式的固定匯率制度的可
能性。

◆聚焦香港收入不均：香港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均問
題，文章提出了政府干預的重要性，特別是在低
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之間緩解收入差距方面。

◆人口老齡化對香港醫療衞生開支的影響分析：人
口老齡化對香港醫療衞生開支的增長趨勢，文章
提出改善醫療體系的方案，包括加大投資、提高
資源利用效率和推動整體醫療保險市場的發展。

◆利用數據和算法減低公屋輪候時間： 建議特區
政府房屋局善用數據分析和市場機制設計，改善
公屋配對，並讓過渡性房屋充分使用。利用電腦
算法推進查對程序，優化整體效用，減輕行政費
用，提升編配程序的效率。

◆人才得失與香港前景：香港可考慮制定挽留年輕
一代的勞工政策，如提供持續進修津貼或海外獎
學金，條件為必須在進修後回港工作。

◆知識產權商業化有利香港經濟高質發展：香港應
加強生態系統建設，促進知識產權商業化發展，
例如建立估值準則、成立知識產權持份者聯盟，
與內地加強合作打擊侵權行為，提供年度財政資
助及建立知識產權交易平台。

◆強化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的重要性：香港應繼
續加強與內地的聯繫，特區政府和本地航空公司
在推動航空樞紐地位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確
保旅客的利益。

資料來源: 《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4》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王于漸(右)認為，今年「不應是樂觀的一年」，不贊成政府在經濟疲
弱之時加稅，表示將不利提升競爭力。左為鄧希煒。 中新社

港
大： 經濟疲弱之時加稅如逆水行舟 恐損競爭力

港大經管學院昨發布《香港經濟

政策綠皮書2024》，就本港多個熱

門議題作出研究分析及提出政策建

議。昨日適逢港大發表香港宏觀經

濟預測，預計香港今年的GDP增幅

只介乎1.9%至2.7%。港大首席副

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黃

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兼香港經濟及

商業策略研究所總監王于漸教授昨

展望香港經濟表現時認為，就算今

年中美國減息，但亦「不應是樂觀

的一年」，樓市不會輕易回春，他

亦不贊成政府在經濟疲弱之時加

稅，將不利提升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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