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表現與展望 

 

概況 
 

 政府理念： 

 政府不單是「監管者」，更扮演「促進者」和「推廣者」的角色。 

 大力投資未來，以突破發展制約。 

 積極有為推動經濟發展，既為新興產業提供有利條件使其蓬勃發展，亦要提升現有支柱產業的競爭力。 

 擁有良好基礎包括：完善監管制度、穩健銀行系統、健康財政狀況、可靠普通法制度與司法獨立、簡單低稅

制，以及公平營商環境等。 

 

世界評級 
 

 最自由經濟體：連續 24 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美國傳統基金會）。 

 經濟自由：自 1996 年起，全球稱冠（加拿大菲沙研究所）。 

 競爭力： 2018 年全球第 2 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IMD《世界競爭力年

報》）。 

 便利營商：全球第 4（世界銀行於 2018 年 10 月公布的《營商環境報告》）。（2018 年 11 月更新）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全球第 3，僅次於倫敦和紐約，亞洲第 1（2018 年 3 月）。 

 資產管理：亞洲第 1，資產管理業務達 128,240 億（2016 年底）。 

 股票市場：全球第 6 大、亞洲第 3 大（2018 年 8 月底）。（2018 年 11 月更新） 

 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2018 年 1-8 月集資額全球最大（香港的首次上巿集資總額在過去 9 年 5 度位

列全球第 1（2009 至 2011 年、2015 年和 2016 年）。（2018 年 11 月更新） 

 

信貸評級 
 

 評級機構穆迪：Aa2（2017 年 5 月）；標準普爾：AA+（2017 年 9 月）；惠譽：自 2010 年起 AA+。 

 取得卓越信貸評級是基於： 

 審慎財政政策； 

 豐厚的財政儲備和對外資產； 

 完善監管制度； 

 市場對發債企業的信用質素有信心；以及 

 靈活經濟 

政府非常不認同穆迪於 2017 年 5 月及標準普爾於 2017 年 9 月，簡單地將香港的評級與中國大陸的評級因素相提

並論，隨之把香港長期信用評級，分別由 Aa1 調整至 Aa2，以及由 AAA 調整至 AA+。評級沒有正確反映香港的

經濟優勢和多年建立的豐厚財政儲備，香港銀行業及監管機構亦一直高效管理有關內地企業的借貸風險。 



 

 

 

重點優勢 
 

 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而內地深化經濟改革，轉向消費及服務業，加上「一帶一路」及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帶來新機遇，香港在從中受惠的同時，亦保留獨有並有別於內地的自由經濟及法律制度。 

 

經濟表現  
 

 2018 年第 1 季，香港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蓬勃增長 4.7%，是自 2011 年第 2 季以來最快。這亦是連續第 6

個季度高於過去 10 年(2008 年至 2017 年)平均每年 2.7%的趨勢增長率。 

 整體貨物出口在 2018 年第 1 季表現強勁，按年實質增長 5.2% (根據國民經濟核算架構下計算)，而服務輸出

按年實質增長亦加快至 7.5%，增長遍及各個環節。 

 內部需求繼續增強：私人消費開支在 2018 年第 1 季按年實質顯著增長 8.6%，反映在就業和收入以及資產市

場向好下消費情緒樂觀。 

 勞工市場繼續偏緊，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 2018 年第 1 季維持在 2.9%，是 20 年來的低位。 

 通脹壓力大致維持溫和，基本通脹率在 2018 年第 1 季為 2.4%。 

 截至 2018 年 3 月底，政府財政儲備為 11,029 億元（即 1, 414 億美元）。 

 

經濟展望  
 

 環球經濟普遍良好的勢頭料會在 2018 年持續，將為香港的出口帶來增長動力。本地方面，內部需求料會維

持堅挺。 

 2018 年全年計本地生產總值預測實質增長 3%至 4%。如能實現，增長率將會再 1 年高於趨勢。 

 基本通脹應該依然溫和，即使隨着環球及本地經濟環境改善而略為上升。2018 年全年的基本通脹率預測為

2.5%，較 2017 年的 1.7%略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