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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世界知名的自由港及國際金融中心，在回歸祖國後，

香港與內地的聯繫日趨緊密，形成了獨特的金融優勢，多年來吸

引大量跨國企業和投資者將資金「泊港」，更有分析看好香港在

2027年將超越瑞士，成為全球最大財富管理中心。特區政府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不評論上述預

測具體會在何時實現，不過他相信香港的財富管理規模超過瑞士

是必然發生的。他又指，不同意外界稱本港缺乏提振經濟的新觀

念與策略，特區政府目前任務之一是要鞏固經濟

增長，包括聚焦中長期經濟動力，培育新質生產

力，鞏固經濟發展動力，以及開創一些新發展動

力，如創新科技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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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連續兩個財政年
度錄得過千億元赤字，如何
解決財赤問題備受關注。陳

茂波先派定心丸，表示諗加稅不如先諗點搞好經
濟做大個餅。他指，經歷了幾年的疫情，全世界
不同的政府都是赤字預算，因此本港亦不例外，
雖然在現時經濟環境下，政府賣地收入比以往少
是預期之內，惟政府仍有逾7,000億元財政儲
備，加上借貸比率亦比較低，因此本港在經濟轉
型的過程中，仍完全有能力面對外圍環境的壓
力，並且有2至3年的空間去恢復財政平衡。

未來2至3年積極節流
陳茂波強調，本港將實施「開源節流」的財政
整合策略，目標未來2年至3年在經營賬戶及總
體綜合賬戶分別達到平衡，惟在開源節流中以節
流為主，包括壓縮政府開支增長，今年開始連續
3年每年減1%，以及凍結公務員編制，他提到
2024/2025年政府經常性開支及工程開支相當於

佔GDP 24%，冀有關佔比5年內降至20%，而政
府收入目前相當於GDP 20%，5 年後料增至
22%，以此推算，屆時有望收窄開支及收入差距。

稅制調整原則「能者多付」
至於開源方面，陳茂波認為需審慎進行，以維
持本港的競爭力，他解釋在稅制上有任何調整都
要非常小心，同時亦不想加重一般市民的稅務負
擔，因此在調整稅制時，希望可做到「能者多
付」，尤其集中超高收入一群。另外，政府早前
亦宣布由明年起將重收酒店房租稅，稅率為
3%，料政府每年可增加約11億元收入，以及考
慮向貴重物業徵收較多差餉等。
擴闊稅基方面，他指現階段本港都正注視國際
上最低稅率的發展，而政府內部正研究不同稅
種，惟目前此階段，暫時不合適提出來討論，以
免未有具體計劃及決定前，已令市場過分擔心，
「不如大家集中精神搵錢、搞經濟，做大個
餅」。

本港5月份差估私宅售
價指數按月轉跌 1.2%報
305.9點，結束2月底政府
樓市「撤辣」後連續兩個月
升勢，並創三個月低。陳茂
波回應稱，本港正面對高息環
境，市場期望最快明年初將減
息，此情況下，買家作出入市決
定時通常更加謹慎，不過在市場剛
需下，包括本地人需求、以及政府
引入不同輸入人才計劃，都可為樓市

帶來支持；而在供應方面，目前樓市無出
現「超供應」情況，因此他認為樓市會大幅

下降的風險並不高，惟「輕微波動則難免」。
曾擔任發展局局長的陳茂波在訪問中，對未來

政府土地規劃上着墨尤多，而「北部都會區」的

發展，可謂是香港中長期經濟產業轉型及土地發
展的關鍵一着，市場關注政府可吸引期望中的高
增值產業、高科技企業進駐。發展局局長甯漢豪
曾提到，特區政府或借鑑內地成功經驗，考慮以
「片區發展模式」發展「北部都會區」中等大型
項目，而試行點則包括新界北新市鎮、流浮山
等，亦不排除新田科技城。陳茂波最新表示，目
前政府尚在研究以試點發展「片區發展模式」，
方便槓桿市場資金，同時提升效率。

原址換地不會再延遲
發展局去年底修訂換地安排，宣布放寬「北

都」原址換地的申請門檻。陳茂波表示，有關原
址換地不會再延遲，主要考慮到效率問題，因為
早前已延遲了一次，加上古洞粉嶺北較多住宅項
目，再延遲或影響住宅供應。他又透露政府已達
成首宗優化安排後的原址換地協議，也是「北都」
新發展區第三宗原址換地成功個案。此外，有3宗
原址換地申請獲接納作進一步處理，還有7宗申請

仍在審理中。至於洪水橋規劃則料為物流重鎮。

「北都」發展冀多用市場資金
另外，由陳茂波主持的大型發展項目融資委員
會，去年底曾首次召開會議，陳茂波會後曾表
示，大型發展項目對本港的長遠和持續發展而言
是重要的投資，也需要龐大資金，本港要為不同
項目籌劃合適、穩妥的融資模式和安排做好部
署，讓項目能有序、順利推展。事距大約半年，
問及最新進展，他回應指在推動北都發展，一直
有收到不同機構及企業表示感興趣，而政府亦希
望在推動「北都」發展之中，多些用市場資金、
用社會資源，因此與私人市場合作是其中一個方
案，在此方案中可以有不同形式，如一個片區開
發是否可考慮交予一些私人機構去做，主要考慮
可運用外部資金、以及能否提升效率及速度等。
他又指，政府發展一些大型項目時，亦會研究在
一些項目中適當地發債予市民認購，讓市民參與
項目同時享有穩定回報。

樓市未「超供應」樓價不會大跌

「諗加稅 不如諗點搞好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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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陳茂波：：香港超越瑞士香港超越瑞士必然發生必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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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今年首季經濟增長約2.7%，陳茂波指香港
作為細小而開放的城市，目前正面臨內外挑

戰，如高息環境及不斷變化的消費模式等，而在
首季本地面對高息環境、地緣政治風險，及資產
市場面對相對較弱的投資情緒等，但特區政府應
對不同挑戰時反應相當敏捷，他強調在發展經濟
時，必須意識到本港的競爭優勢是「一國兩
制」，而本港最堅定後盾是來自中央政府的支
持。本港面臨的挑戰亦包括資本流動方面的影
響，他認為本港有需要開闢新的資本來源，因此
政府官員頻頻外出「說好香港故事」，如去中東
路演，為投資者鋪路搭橋，介紹如何利用好香港
平台。

吸引內地東南亞中東資金
陳茂波對本港未來資產管理、財富管理業務增
長相當有信心，相信香港的財富管理規模超過瑞
士是必然發生的事。主因「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
經濟體，其經濟增長比較穩定，加上大灣區有逾
8,000萬人口，都是全國之中相對富裕的地方，大
灣區居民有強烈資產配置需求，當中包括考慮境
外資產配置時，就很自然會經過香港此平台去配
置」，同時他亦留意到東南亞資金亦喜歡來港設
立其家族辦公室，並以香港作為一個平台去開拓
內地業務，對中東方面亦具有同樣吸引力。
據《2023年波士頓諮詢集團全球財富報告》，
瑞士是2022年全球最大財富管理中心，管理2.4萬
億美元資產，香港以2.2萬億美元排第二，報告料
香港到2027年將超越瑞士，以3.1萬億美元資產成

為全球最大財富管理中心，瑞
士則以 2.8 萬

億 美

元居次席。新加坡續排第三，由2022年的1.5萬億
美元，升至2027年的2.3萬億美元。而據特區政府
財庫局資料，截至2022年年底，香港的資產及財
富管理業務總值超過 30.5 萬億港元(3.9 萬億美
元)，是亞洲區內最大的對沖基金中心和跨境財富
管理中心。

看好下半年IPO強勁反彈
就未來發展策略而言，他認為首要發揮本港在
傳統金融服務方面優勢，同時思考可以如何進一
步增強本港的競爭優勢，他看好首次公開發行
（IPO）下半年將迎來強勁反彈。而除了傳統金融
服務外，本港亦可開闢一些新的、具有巨大潛力
的領域，如綠色金融、可持續金融等，因為若要
為維持未來經濟增長動力，技術及創新都很重
要。他希望本港可以實現經濟結構的多元化，不
能過度依賴金融服務、物流和貿易，而是需要開
發新的技術和創新。他說，特區政府綜合香港自
身優勢，已鎖定幾個重點發展的創科範疇，包括
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醫藥科技、金融科技、新
能源、新材料及先進製造等。

港投公司引導港創科發展
特區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是特區政府以策略性推動創科產業發展的重要舉
措之一，港投公司早前已和兩家科技企業簽署戰
略合作協議，並預告未來數月會陸續宣布更多戰
略合作夥伴，並落實直接投資和共同投資項目，
涵蓋生命科技、綠色科技等領域。
陳茂波表示，港投公司的定位，一方面是發揮

其資本引導和槓桿市場的力量，吸引科企落戶的
同時，讓它們更深度扎根香港，助力香港加速建
構更蓬勃的策略產業生態圈，他認為港投公司與
科企簽署合作，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展示本港如何
通過港投公司的投資牽引驅動、培育更蓬勃的
創科生態圈，亦看好港投公司有助推動其
投資組合內的企業更積極參與香港本
地、內地和海外的創科網絡，探索更
多應用場景、發展機會和尋找更多
潛在的投資者及客戶群，策略性
推動目標產業發展，長遠提升
本港的競爭力和經濟活力，
並賺取投資回報。

◆分析看好香港在2027年將超越瑞士，成為全
球最大財富管理中心。

◆◆陳茂波強調陳茂波強調，，本港的競爭優勢本港的競爭優勢
是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最堅定後盾是最堅定後盾是
來自中央政府的支持來自中央政府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攝

在近年港人北上消費成風的同時，
中央政府亦進一步優化個人遊計劃，支持
香港的旅遊業，上月增加8個個人遊計劃適用
城市，令總數增至59個。陳茂波表示，將循內、
外途徑向旅客「招手」，包括向內地爭取放寬個人
遊、加大免稅額、推動電商服務，以及舉辦更多盛事
吸引外地旅客及促進本地消費，以振興本地旅業。
面對市民報復式外遊，本港消費力外流，陳茂波指，

「之前因為疫情關係，大家都困住出不去，所以全面復常
之後，大家多了出去玩」，加上港元與美元掛鈎，貨幣表現
比較強勁，帶動港人外遊消費力增強，「大家出去玩開心，
其實我們都樂見」。但同時會循多方面研究如何促進本地消
費，若舉辦多些城市活動，吸引更多人來港，對本地零售、餐
飲都好，屆時不只外地人樂意消費，本地人都會消費。

提高內地客免稅額快有好消息
內地早前推出多項挺港措施，為了進一步吸引內地遊客到

港旅遊消費，早前有建議將現時內地旅客僅5,000元（人民
幣，下同）的內地入境免稅額提高至3萬元，以重振香港旅
遊零售市道。陳茂波本月初出席立法會時表示，特區政府
正向內地爭取提高訪港內地旅客個人5,000元的免稅規
定，他在受訪時被問到是否就快有好消息，回應指「呢
方面呢就大家都努力緊啦」。
至於對外方面，特區政府官員近年頻頻對外「說好
香港故事」，陳茂波透露，由去年開始他先後到訪
歐洲、美國等地，深深體會到過去一段時間，受
通關及地緣政治影響，外地人對香港情況並
不了解，因此復常通關後能讓更多旅客來
港感受香港活力，相信他們回到居住
地後可以將情況口耳相傳，帶動
下一波旅客親身來港。

陳茂波專訪精要
財政
◆政府仍有逾 7,000 億元財政儲
備，加上借貸比率亦比較低，本
港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完全有
能力面對外圍環境的壓力，並且
有空間去恢復財政平衡

樓市
◆現時樓市是有支持，包括市場
的剛需，來自本地人需求及外
來者居住需求

◆樓市會大幅下降的風險並不
高，惟輕微波動則難免

超級聯繫人
◆香港作為國家面對國際的窗口
平台，作用非常重要，曾到訪
歐洲、美國等地接觸當地商
界，他們好重視香港此平台

◆香港作為連接中外平台，未來
要繼續維持同埋發揮好有關優
勢

引資
◆我哋多了一些外展活動，去不
同地方如歐洲、東南亞，招商
引資、人才等都大力推動

旅遊業
◆除了內地之外，國際旅客都好
緊要，未來希望可透過舉辦更
多盛事，吸引不同人參加

製表：記者 馬翠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