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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上季經濟勝預期港上季經濟勝預期
GDPGDP去年增去年增22..5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港交所乙巳蛇年
新春開市儀式昨早於香港金融大會堂舉行。香港
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新春開市儀式致辭
時表示，雖然今年投資環境有多項挑戰，包括國
際地緣政治、貿易關稅、減息速度慢過預期等
等，不過今年是蛇年，蛇的特徵是靈敏迅速，道
路無須平直，卻能在迂迴中快進，路路皆通，而
港股的發展歷史也正好印證這個長期趨勢、長線
思維的正確性和合理性。他對蛇年港股市況有着
堅定的信心，認為可審慎看好。

市場改善 龍年港股累升28%
陳茂波昨表示，剛過去的龍年，恒指累升近
4,500點，升幅超過28%，扭轉了連續三個農曆年
的跌勢，亦是過去七個農曆年以來表現最好的一
年；至於2024年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金額達875億
港元，比2023年上升89%，排名重返全球第四、
亞洲第二，反映發行人和投資者的信心均回升。
此外，他表示過去一年港股的流動性也顯著改
善，2024年每日平均成交額接近1,320億港元，較
2023年增加超過26%。
展望後市，他認為，近年在國家的大力支持，

以及在中央相關部委和香港金融監管機構的共同
努力下，各項惠港挺港政策措施接連出台，市場
優化措施相繼落實，更多內地龍頭企業來港上
市，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也不斷
深化和擴容。因此，雖然不少人對港股今年的表
現有所猶豫，但他有着堅定的信心。
港交所主席唐家成昨表示，2024年是豐收的一

年，港股日均成交量達到1,320億元，10月更創下
單日成交6,200億元新高。2024年共有71隻新股
上市 ，至於集資額達到875億港元 ，位列全球第
4位。今年1月，香港股市日均成交1,500億元 ，
對於西方投資者重投香港市場感到鼓舞。此外，
他表示，港交所正處理超過100間上市申請，而1
月港交所則收到約30份上市申請，又指出很多A
股上市公司都有意赴香港上市，因此他對香港今
年新股集資額表現審慎樂觀。

港交所：續多措並舉推進改革
港交所行政總裁陳翊庭昨則表示，今年是港交所

成立25周年，25年間港交所不但成功整固了證
券、衍生產品和結算所業務，而且啟動了非常成功
的互聯互通業務。踏入新的周期，她表示將會致力
增加港交所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構建面向未來的
基礎設施，探索更多元化新興業務。她指，新一年
港交所會不斷檢討互聯互通所有規則和機制，包括
豐富產品種類，預計房地產信託產品很快納入機
制。港交所正就南向通引入人民幣櫃台事宜積極開
展準備功夫，期望年內有好消息。
陳翊庭續表示，港交所今年稍後將於沙特阿拉

伯利雅得開設新辦事處，亦會增加資源在歐美與
東南亞等不同市場進行招商，並一直進行上市改
革和系統提升工作，以切合未來所需。另一方
面，倫敦金屬交易所剛宣布將香港列為可交付地
點，相信可帶動香港大宗商品交易業務。她希望
透過不同策略，將香港金融市場發展得更加多元
豐富，為業界創造更多發展機遇。

港交所乙巳蛇年新春開
市儀式昨早於香港金融大

會堂舉行，現場氣氛相當熱鬧，座無
虛席。唐家成與陳翊庭昨日都是首次
分別以港交所主席及行政總裁身份主
持港股新春開市儀式。唐家成與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共同敲響大銅鑼，期望
港股在新一年迎來新氣象。
除了傳統的敲響大銅鑼儀式外，今

年港交所還邀請了香港中樂團與舞獅
團隊表演，聲勢浩大。
現場設有使用毛筆即席撰寫揮春的

攤位，為場內一眾嘉賓送上新年的美
好祝願和祝福。場內還設有提供新年
小食的攤位，包括糯米糍與雞蛋卷，
為新春開市儀式增添不同風味。港交
所主席唐家成與港交所行政總裁陳翊
庭在儀式完結後，向一眾傳媒代表拜
年，以及派發新春利是，衷心祝福大
家新年快樂，財源廣進。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祁斌、
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崔建春、香
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香
港證監會主席黃天祐等等嘉賓出席了
昨日港股新春開市儀式。

●記者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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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蛇年港股迂迴中快進 可審慎看好

開市氣氛熱鬧
揮春小食擺攤添年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香港消費巿道疲弱，特區政
府統計處昨日公布，去年12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
為328億元，按年下跌9.7%，扣除價格變動後按年下跌
11.5%。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12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按
年進一步下跌，部分反映市民節日外遊的影響，第四季合
計按年下跌6.7%，較對上一季的9.6%跌幅已有所收窄，
而國家推出多項提振內地經濟及惠港措施，加上特區政府
積極推動旅遊業發展和提振市面氣氛，再加上就業收入增
加，均對零售業有利。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指
出，深圳恢復「一簽多行」赴港簽證後旅客人數增加，惟
內地旅客消費模式改變下旺丁未旺財，冀政府政策吸引更
多過夜旅客以帶動消費。
以不同商品類別計算，跌幅最大的是汽車及汽車零件，
下跌逾三成半，其次為傢具及固定裝置，以及電器和其他
未分類耐用消費品，跌幅均超過兩成，其他下跌逾一成的
類別分別為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服裝、燃料。

訪港客大增 旺丁未旺財
謝邱安儀表示，去年12月跌幅屬預期之內，因當月有聖
誕節的長假期，外遊已成為港人生活習慣，該月跌幅最高
的類別為汽車及汽車零件，以及傢具和電器產品等，均主
要為本地消費商品，反映受港人外遊影響。協會向4,000
間會員轄下商店7.8萬名員工的調查顯示，深圳去年12月
恢復「一簽多行」措施後，加上香港節日氣氛濃厚和有不
少大型活動，旅客人流明顯增加，但由於旅客現主要以深
度遊為主，非特意來港購物，加上港元仍強勢，旅客消費
仍疲弱，就算在港購物，也屬意有很大折扣和優惠的商
品，且單價亦有下跌。
另外，協會調查顯示，上月有近半數會員均表示零售額
有單位數以至低雙位數升幅，個別甚至升幅近三成，主要
有兩大原因：重頭的推廣，加上一些類別與農曆新年相
關，如糖果、超市、食品及衣服等，在農曆新年帶動下刺
激消費。不過，她表示今年農曆年初一至初五對比去年同
期，會員整體表示生意持平及有下跌，認為要有大力度優
惠才能吸引消費。

預料下季零售跌幅收窄
她預期今年首季零售業仍面對挑戰，因去年首季港人外
遊未有現今熾熱，零售銷貨額基數較高，但去年4月起零
售業生意下跌，基數變低，若今年沒有其他新政策推行，
又或各方面的環境因素與現時相若，則今年第二季起跌幅
會收窄，達持平或正負2%之間的偏差。她相信「一簽多
行」始終有利零售業，但需時發揮效用，並要增加更多消
費較高的過夜旅客。

●開市儀式現場設有寫揮春的攤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政府發言人指出，本港經濟繼 2023年增長
3.2%後，去年再錄得2.5%溫和增長，主要

受惠多個經濟環節數據改善，包括：整體貨物出
口在外部需求改善下恢復增長；訪港旅客繼續上
升，以及其他跨境經濟活動改善，帶動服務輸出
繼續上升；隨着整體經濟繼續擴張，整體投資開
支進一步增加。然而，受市民消費模式改變的影
響，去年私人消費開支下跌0.6%。

旅業持續復甦 消費仍待提振
按本港經濟主要組成部分分析，本港經濟在去
年第四季有輕微改善。當中，第四季私人消費開
支與上年同比下跌0.2%，較第三季1.3%的跌幅
有所收窄；第四季政府消費開支同比升1.9%，
第三季升幅為1.7%；第四季本地固定資本形成
總額同比跌0.9%，第三季則升5.7%；第四季貨
品出口總額同比升1.2%，第三季升4%；第四季
服務輸出由第三季的升2.9%，加快至升5.6%。
第四季服務輸入升8.7%，第三季升8.9%。
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
太量昨對香港文匯報指出，本港經濟去年第四季
的表現較第三季好，但仍低於全年的平均水平，
不過，他相信第四季金融市場出現顯著反彈，如
今年1月份的商業樓宇成交量非常強勁，股市也
已趨於穩定，相信金融市場復甦能在上半年帶動
香港經濟增長。

大學可協調安排開放日留客
對於私人消費開支按年下跌，莊太量認為，北

上消費的確影響了本地消費，因內地消費水平較
低。「目前內地旅客不來消費的主要原因是香港
能買到的東西在內地也能買到，因此我們需要創
造一些香港獨有的消費體驗，例如演唱會、大型
活動等盛事，這些活動可以安排在幾天內連續舉
辦，例如今天有煙火表演，明天有演唱會，那麼
遊客就可能願意多停留幾天。」另外，由於許多
內地學生希望到香港升學，如果香港的大學在開
放日一周內在不同日子每日輪流開放，那麼很多
全國各地的學生可能都會來港停留一周。
恒生銀行經濟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經濟師薛俊昇
表示，本港經濟由去年第三季的增1.9%加快至
第四季的增 2.4%，主要反映旅遊業持續復甦，
以及對外貿易表現保持韌力。按季而言，本港經
濟增長 0.8%，也顯示經濟復甦重拾動力。不
過，受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利率高企、資產市
場調整等多項因素影響，消費及投資表現相對較
弱，兩者俱於第四季錄得按年跌幅，而去年全年
本港零售銷售亦見下跌。
他續指，今年外圍環境漸趨複雜，但內地經濟
回穩、內地及本港政府的政策支持及環球利率下
降趨勢，將是有利於本港經濟發展的因素。恒生
預期本港經濟持續復甦，2025年全年經濟增長與
去年的2.5%增長相若。

美關稅美息添今年不確定性
大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溫嘉煒則預
期，美國日前宣布對中國商品加徵10%關稅，中
美貿易關係前景不確定性增加，會繼續為香港外

貿表現帶來挑戰。若內地刺激措施能有效提振內
需，或有助支持本港外貿表現。聯儲局今年減息
步伐或放緩，本港樓市及股市不明朗因素增加，
加上服務貿易逆差的「新常態」相信短期內難有
變化，或繼續限制本地消費市道表現及投資氣
氛。該行會在政府公布第四季經濟增長修訂數據
公布後，考慮是否需要調整 2025 年經濟增長
2.8%的預測。
政府將於本月26日財政預算案中公布2024年

GDP修訂數字及2025年GDP增長預測。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IMF）上月發表評估報告，預計
2025年本港GDP增長2.7%。

特區政府統計處昨發布2024年第四季及全年的本地生產總值

(GDP)預先估計數字，本港去年第四季GDP按年同比升2.4%，

勝過市場預期的升2.3%，第三季的升幅為1.9%，數據顯示本

港去年第四季經濟動力有輕微改善。2024年全年GDP則升

2.5%，是政府預期的2.5%至3.5%範圍。政府發言人昨表示，

雖然今年外圍環境不確定性增加，然而國家實施積極的政策提

振內地經濟，將有助增強市場信心，並惠及香港各個經濟環

節，預料今年香港經濟可錄得進一步增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訪港旅客繼續上升，學者建議政府要着力創造有利條件令旅客留港過夜，刺激消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香港2024年GDP數字

GDP

私人消費開支

政府消費開支

本地固定資本形
成總額

貨品出口總額

服務輸出

服務輸入

第三季

+1.9%

+1.3%

+1.7%

+5.7%

+4%

+2.9%

+8.9%

第四季*

+ 2.4%

-0.2%

+1.9%

-0.9%

+1.2%

+5.6%

+8.7%

全年*

+ 2.5%

-0.6%

+0.9%

+2.4%

+4.7%

+4.8%

+11.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美聯儲局日前維
持利率不變，隨着美國新政府推行關稅措施，環
球以至美國的經濟及貿易環境將轉趨不明朗。恒
生銀行財富管理首席投資總監梁君馡昨日評論
指，目前利率期貨市場預期美國下次減息時機最
早在6月，她認為今年投資市場的風險因素聚焦於
特朗普政策影響，聯儲局減息與否已是其次。她
稱，目前更應關注特朗普加徵關稅的行動，因這
可能推升通脹並迫使聯儲局改變貨幣政策。

市場將更審慎看待股市
梁君馡表示，美國加徵關稅政策開啟之後，市
場將更審慎看待股市。尤其美國股市過去兩年主
要靠數間科技巨企所帶動，但科技股估值及盈利
增長預期已相當高，加上市場對於AI所引發的龐
大資金投入有關基建是否過度憧憬正在產生疑
慮，料相關板塊未來的波動升溫，影響美股大市
表現。所以該行強調今年美股部署應分散板塊投
資，注重派息股票，降低對高增長股的依賴。

內地經濟受關稅影響有限
亞洲股市方面，美元走強短期對資金流向不
利，但特朗普徵關稅對內地經濟的實質影響有
限，該行認為亞洲股市中長線將受內地經濟刺激
政策，及區內更緊密的貿易聯動所支持。債券市
場方面，由於近期聯儲局已充分管理市場對息口
的期望，預期短至中年期的美國國債利率將保持
穩定，於投資組合加入高評級美元債券能鎖定目
前較高的收益率並有效控制股票市場出現大幅波
動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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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024年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2.8%

+1.6%

+4.2% +4.3%

+2.8%
+3.2%

+1.9%

+2.4%*

本港近年GDP每季按年增長表現
註：*為預估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為預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