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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年度預計港府將有千億以上的財政盈餘，這樣龐大的盈餘是怎樣得來的？

答案非常清楚，這正是中央政府堅決貫徹落實「一國兩制」，全力支持香港經濟

發展所產生的巨大效應而帶來的。我們應該飲水思源，一方面珍惜這個來之不易

的大好局面；另方面也要繼續集中精力於香港的經濟發展，不宜再用動輒上街遊

行等激烈手段和中央對抗。 
 
 近日，本港各大傳媒都在熱烈談論本年度政府的財政將有巨額盈餘，由於較

早時政府公布現年度首八個月已經有 506 億元盈餘，而未來幾個月也是利得稅和

薪俸稅入庫的時節，許多專家都估計整個年度的總盈餘將高達千億以上，很有可

能創香港有史以來盈餘最高的紀錄。 
 
 這固然是一個振奮人心的喜訊，政府有了這麼多的錢，就可以做很多鞏固香

港基礎和改善民生的事情，香港經濟長期繁榮穩定就有了堅實的保障。不過，回

想三四年前，香港遭受到金融風暴和非典的雙重打擊，整體經濟處於低谷，百業

凋零，民生困苦，不少人士飽受負資產的困擾，寢食難安。特區政府面臨連年赤

字，不得不開源節流，努力滅赤，在 03/04 年度還將薪俸稅的標準稅率由原先的

15%提高到 16%，利得稅的稅率也由 15%提高到 17.5%。 
 
國家大力支持本港經濟復甦 
 
 短短幾年，情況為什麼就發生如此大的變化？香港經濟為什麼能夠急速反

彈？我認為，這是由於中央堅決貫徹「一國兩制」，對香港採取全力支持的正確

方針政策，加上內地改革開放近 30 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致。 
 
 我們分析一下香港政府財政巨額盈餘的來源，就可以看到這一點。據悉，財

政盈餘主要來自樓市向好，賣地成績理想、股市暢旺，令股票印花稅收入大增、

利得稅和薪俸稅收入增加等幾個方面。 
 
 香港樓市暢旺，百業興盛，主要是受惠於國家制定的「十一五」發展規劃，

支持香港發展金融、物流、旅遊及資訊等服務業，保持香港國際金融、貿易、航

運中心的地位，令海內外投資者對香港未來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資金源源不斷

地流入。內地經濟發展，也為香港外貿和物流運輸等行業造成了新的發展機遇；

開放內地旅客來港自由行，全年內地遊客數量約達一千多萬，為香港帶來上千億

元的收入，刺激零售等服務行業增長。加上公司普遍盈利，打工仔收入多了，利

得稅和薪俸稅自然就相應增加。 



 
 股市方面的效應更加明顯，中央全力支持內地的大型國企和民企來港上市，

令這兩年內地企業來港上市進入空前的高峰期，單是工商銀行 H 股 2006 年在港

上市時，就籌集近 1100 億元，創下香港甚至亞洲最大宗新股集資額紀錄，促使

了香港證券市場的集資金額躍升至全球第 2 位，僅次於倫敦。 
 
 進入 07 年，內地企業來港上市浪潮更是一波接一波，截至 11 月底止，港交

所成為全球集資金額最多的交易所，共錄得 2870 億元，佔全球集資額的 13%，

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內地企業。在這樣暢旺的股市之中，政府的股票印花稅收入

自然是水漲船高了。 
 
 當然，香港經濟的復甦也與廣大市民的共同奮鬥分不開。但是，如果沒有了

中央的大力支持，香港又怎麼可能迅速克服罕見的金融風暴和「非典」危機，在

不到一年多就大幅度反彈，經濟自 2004 年下半年，連續保持了十幾個季度的增

長直至今天這樣好的局面。 
 
全力發展經濟 穩步推進民主 
 
 香港回歸祖國後，有「一國兩制」的良好制度，有這樣一個國運昌隆、經濟

騰飛、社會進步的強大祖國支持，真是非常幸運。現在的環境這樣好，大家應該

飲水思源，一方面千萬珍惜這個來之不易的大好局面，落實好「一國兩制」；另

方面也要繼續集中精力在香港的經濟發展，努力實現經濟轉型和盡量改善民生，

解決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使到香港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活躍、最富創意及特色

和最具競爭優勢的國際化大城市。 
 
 當然，講經濟發展不是排斥政制發展，兩者之間應該是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由於香港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的特別行政區，其政制發展的主導權在中

央政府，我們在推動香港民主進程時，應該採取積極和有建設性的做法。 
 
 例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最近香港政制發展所作出的決定，其實是一個充分

考慮到了香港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也吸取了廣大市民的意見，包括

中產人士的意見，並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尤其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明確了 2017
年行政長官可由普選產生，之後立法會可以實行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這就為香

港未來的政制如何按照基本法所規定的循序漸進原則，最終達致行政長官和立法

會的全面普選，勾劃出了具體而清晰的路線圖，也可以說是回應了香港社會多數

人的要求，符合了包括廣大中產階層在內的主流民意。 
 
 對此，我們應該予以支持並努力凝聚共識，逐步付諸實現。即使還有不同的



意見，也應該心平氣和地進行討論和溝通，不宜動不動就採取上街遊行示威等激

烈的對抗方式。否則，只會是損害了「一國兩制」，影響了特區與中央的互信關

係，反而有可能延誤了香港的民主發展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