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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手段救經濟 港府莫猶疑 

 

關焯照 

中文大學生活質素研究中心主任 

及經濟學系副教授 

 

對港府來説，2008 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在今年頭兩季，打擊通脹可以說是港

府的首要難題，但自金融海嘯在九月出現後，經濟下滑已代替通脹成為港府要面

對的另一難題。 

 

早在 07 年第四季通脹問題經已浮現。可惜港府當時卻堅持通脹在短期內不會再

升，只將官方通脹預測輕微調高 0.5%。事實証明官方的預測是不正確，踏入 08

年，整體通脹上升來得更快更急，尤以食物價格及租金升幅最為顯著，令基層及

中產家庭苦不堪言。不幸的是港府在 08 年上半年並沒有推出太多舒緩通脹措

施，最終導致民望下挫。 

 

以曾任權為首的管治班子於本年七月推出 110 億元的舒緩通脹壓力措施，以期達

至利民解困的目的。但筆者認為通脹早已在 07 年第四季開始，港府卻要等至 08

年第三季才推出全面方案協助市民對抗通脹，反應之慢令人側目。 

 

香港現時的經濟困境實屬意料之內。筆者早於今年 1 月為一份本地報章撰文，指

出美國正面對自 1929 年後的最大金融危機，美國經濟面臨嚴重衰退，香港經濟

將無可避免受到拖累。在本年 8 月下旬及 10 月初，筆者曾至信特首，預測香港

及七大工業大國(G7)將會步入衰退，失業率勢必升至 5%至 6%，通脹率將隨之在

09 年大幅回落至 2%至 3%。筆者亦建議特首短期內推出穏定經濟措施，慎防經濟

大幅下滑所帶出來的負面影響。 

 

很可惜，10 月 15日的施政報告只承諾加快推出十大基建以解決目前經濟問題，

但以基建項目穏定香港經濟無疑是遠水不能救近火。這次經濟衰退是全面性的，

各行各業都要面對生意額下跌，資金短缺、裁員、減薪等種種問題。施政報告公

佈之後，政府亦推出為中小企擔保七成的貨款計劃，但以一百萬港元為貨款上

限。對很多中型企業來說只是杯水車薪，作用十分有限。 

 

環觀中國或及澳門，這兩個地區已分別推出果斷措施挽救經濟。例如温家寶總理

在 10 月 9日公佈中國政府在未來兩年將投入 4 萬億人民幣振興國內經濟，以中

國 GDP 計算，4 萬億人民幣已是相等於中國一年 15%至 16% GDP；至於澳門，幾

個星期前，特首何厚鏵也推出一個近二百億元的振興經濟方案，亦相當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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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年 GDP的 13%。相對於港府在本年七月推出的 110 億元舒緩通脹方案，力度强

弱立見。 

 

港府在處理通脹及經濟衰退的表現可以反映兩個問題：第一，政府判斷經濟變化

的能力強差人意，這可從今年大幅調升全年通脹及下調經濟增長預測得到印證;

第二，面對經濟大問題，決策總是不夠果斷，與中國和澳門兩地政府比較，港府

的行動總是給予市民「慢半拍」的感覺。 

 

香港正面臨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港府應該效法中國及澳門政府，以「快而到位」

的行動解決目前的經濟難題。雖然香港的經濟已無可避免步入衰退期，但一籃子

刺激經濟措施仍是必須的。 

 

港府應積極考慮減稅、退稅、向市民派消費劵、增加政府短期職位、豁免公屋租

金、寛減差餉、電費補貼等等措施，以擴張性財政政策舒緩市民面對的經濟壓力。 

 

港府坐擁4千 4百億財政儲備，應有很大空間投放資源刺激本港經濟，就算 08/09

年財赤達至千億，那又如何！大家不要忘記，在 07/08 年間香港的財政盈餘曾錄

得一千二百億的歷史新高。 

 

在經濟嚴冬期，市民對政府有一定期望，作為一個「有為的政府」理應身先士卒

帶領市民渡過困境，這才是市民大眾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