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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業率下降、股市標升、工資增加、庫房水浸，香港經濟復甦強勁，有關香港被邊緣

化的擔憂，在目前的大好勢頭下彷彿迎刃而解。但事實上，經濟好轉的同時，市民對經

濟發展前景的信心漸趨謹慎，情況不容盲目樂觀。 

 

經濟改善  指數創新高 

 

 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新論壇在 2004 年起進行「香港經濟信心指數」調查(下稱「指數」)。此「指數」是

由「家庭財政指數」和「宏觀經濟信心指數」之平均值組成，以 100 點為合格線。前者

是了解受訪家庭的財政狀況是否好轉，而後者是了解他們對前景的信心。在剛公佈的

2006 年首季「指數」達 106 點，創下了開始調查以來的新高。值得注意的是，是次調

查中基層受訪者扭轉了過去「指數」偏低的情況，亦升至 99.5 點，與去年同期比較上

升了 10.6%。 

 

 雖然「指數」創新高，但市民對經濟前景展望卻漸趨審慎。我們將指數分拆來看，其

實「宏觀前景指數」自 05 年第一季錄得最高的 116.4 點，便分別向下調整至第二季、

第三季及第四季的 111.8、112.2、107.1 點，到 06 年首季才回升至 114.0 點。但與去年

同期比較，仍有一段距離。 

 

過半人擔心邊緣化 

 

 我們另一個有關國家《十一．五規劃》的調查更進一步引證了市民對經濟前景的憂慮。

超過半數的受訪者(54.3%)表示在內地高速發展下，擔心香港會被邊緣化。物流業的情

況最令人憂慮，在調查中有多達六成受訪者擔心物流業萎縮的問題，至於擔心服務業會

失去優勢的亦有 55.1%。故此，如何維持香港保持競爭優勢，避免香港被邊緣化，是市

民相當關心課題。 

 

 在今年三月，許仕仁司長提出了香港會否被邊緣化的問題，但政府只是提出問題，還

未有交出解決問題的答案。香港經濟復甦，但產業結構轉型的問題仍未有方向，政府只

不斷論述香港要成為一個知識型的經濟社會，可是投資在教育、科研的開支，卻未有大

幅增加。股市和樓市的炒作，看似還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香港一直號稱亞洲國際大都會，但近年來外籍專才流失，也令人擔憂。入境處的數據

顯示，先進國家人士留港人數近年不斷減少，當中最嚴重的是英國和加拿大籍人士，自

2001 年起，已分別減少了 34.5%和 31.8%。可是，政府還未察覺專才相繼離港的問題。 

 



 香港旅遊景點缺乏，旅遊業有放緩的跡象，今年的五一黃金周，香港也未像往年般人

頭湧湧，旅發局的宣傳是否有效，合乎衡功量值的原則，值得關注。運輸、物流業面對

內地業界的競爭，已到白熱化的階段。內地更接近貨源和內地的經營成本及收費比香港

便宜，而多項跨境基建的竣工時間表似是遙遙無期。 

 

 以上種種的問題，只是香港宏觀經濟問題的冰山一角。幸好我們在調查中看到市民已

汲取了過去泡沫爆破的經驗，沒有被現時的復甦衝昏了頭腦，對經濟前景較為審慎。面

對香港邊緣化的威脅，政府絕不可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建立經濟的持續發展動

力，才能做到「強政勵治，福為民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