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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是曾俊華擔任財政司司長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面對

多達一千億的盈餘，曾司長在預算案中大幅「派糖」，提出多項利民的措施，用

具創意的措施，與市民分享經濟的成果，有效緩解社會各方的期望。 
 
預算案有效回應各階層訴求 
 
 退稅、擴闊稅階、寬免差餉、減利得稅等措施，雖說是意料中事，但確能令

不少中產人士受惠，措施可得到不少中層人士的支持。而為求擴大預算案的覆蓋

面，讓更多人受惠，預算案還提出多項較具新意的建議，包括：向每個電力住戶

提供 1800 元的電費補貼及為公屋租戶代繳一個月租金，以期在通脹的情況下，

減輕低收入家庭的負擔，令大部分市民受惠。這些建議，相信也是回應了過往預

算案未能照顧「三無」人士的批評，盡量做到「照顧周全」。 
 
 另外，預算案提出為每名月薪不多於一萬元的打工仔，向其強積金戶口一次

過注入六千元，建議值得贊同。注資入僱員的強積金戶口，雖不能即時讓打工仔

受惠，但卻可加大其日後的回報，為其退休生活作準備，是一個長遠的做法。 
 
 醫療改革的問題纏繞香港多年，拖延多時的醫療融資諮詢文件也將計劃下月

推出。政府現時在預算案中宣佈從財政儲備撥出 500 億元推動醫療改革，對醫療

融資作出具體和實質的承擔，有利日後公眾對醫療改革的討論，對啟動醫療改革

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投資未來  厚植競爭力 
 
 撥款 180 億設立研究基金，支持院校的研究工作，是具實用性的投資，我們

表示認同。誠如預算案中所指，創意經濟是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個新方向，但要發

展創意經濟，背後需不斷的研究和嘗試，這項基金正好為研究項目提供資源，以

開發更多新科技和新創意。 
 
 總體來說，在財政豐裕的情況下，預算案透過多方面的一次過投入，滿足市

民的期望，照顧各階層的利益，不為一時的掌聲而貿然增加經常性開支，是一份

花心思，有承擔，致力與市民分享經濟成果的預算案，對於財政司司長制定今次

預算案的工作，新論壇給予相當的肯定和支持。 
 
預算案仍有不足之處 



 
 然而，對於預算案，我們還認為有幾點值得關注的地方。第一，加強香港與

內地經濟融合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但對於如何加強雙方經貿關係，尤其是

如何協助內地港商面對經營環境及法規的轉變，我們期望特區政府的角色可待加

強。其次，預算案中提到香港的稅基還有待擴闊，但在預算案內，政府同時免收

了酒稅及酒店房租稅，涉及金額共 10 億元。我們同意透過稅務寬減來加強行業

的競爭力，但政府應以調低徵收率來達到目標。全面免收，恐怕對擴闊稅基的方

向並無幫助。第三，我們認為政府透過基建投資，創造就業，才是最有效令基層，

特別是失業率仍高達 6.4%的建築業行業人士分享到經濟成果的方法，惟預算案

未能看到多項大型計劃的具體落實時間表，而 08/09 年的基建開支預算僅為 218
億，反映政府儘管有決心，但要具體落實基建的難度頗高，更有賴政府、立法會

議員以及民間團體，作更有效的配合，讓加強基建的承諾能盡快落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