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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平實有餘進取不足 

呂明華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上任後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雖然有些界別提出批評，總括而

言，預算案已為社會所接受。因為來自商界的唐英年清楚看到，既然香港的經濟

在個人遊和 CEPA的刺激下已步入復甦，消費市場活躍，地產市道暢旺，負資產

戶數大幅度縮減，現在提出新經濟政策似乎並非其時，亦無必要。只要按特首第

七份施政報告所說，即現在「最需要的是扎扎實實地推進各項已經安排的工作，

務求經濟復甦的良好勢頭持續下去」，政府已盡管治責任。 

 

香港的經濟經過二十餘年的起伏，已經幾乎成為純服務型經濟。服務型的經濟具

有兩個特點。其一，香港服務業的對象如物流業等是在境外，而旅遊業更是全面

依靠外來遊客，所以經濟的興衰，完全依靠境外的需求。其二，由於服務型經濟

倚賴境外，並不受香港的調控，所以脆弱性很高。去年，在「沙士」期間，遊客

絕跡，市面水靜河飛；而近月來的零售、飲食和旅遊業轉旺，市面氣氛活躍，全

靠個人遊的消費，便是最佳例證。既然，服務型經濟前景如此不可預測，政府應

該提高警覺，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方為長遠良計。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經驗可以

看到，宏觀經濟調控，政府必須負起主導、協調和協助的作用。 

 

董特首在第七份施政報告中說「從過去屢次遭受外圍因素打擊的經歷看，我們必

須擴闊經濟基礎」，即需要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董先生並且明確指出：「我們

十分歡迎在本地發展具有競爭優勢，高新技術的製造業，政府會按需要作出相應

的政策配合」。在這方面，唐司長更進一步申明，政府會為工業界提供支援，包

括提供具價格競爭力的土地。可以看到，特區政府對工業的態度有明顯的轉變。

但是，政府要進一步跳出「積極不干預政策」的陰影，用積極進取的思維，推出

工業政策，主導發展方向。唐司長所說的「要長遠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必須協

助香港經濟轉型，提升競爭力，開拓市場，讓私人企業有更大經營空間」。「隨

覑 

 

香港逐漸邁向知識型經濟，本港工業亦需要有新思維和新觀念，突破傳統，邁向

高增值。政府會積極鼓勵研究開發、創新和設計……發展高增值產品」，是需要

政府提出具體措施和計劃來配合。因為經濟不會自己變身，美好的願望不會產生

財富。何況，我們境外的競爭對手，是強大有力的，不會予香港任何整頓時間。 

 

最近，著名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沙士教授在香港指出，對科技工業的投

入不足，已拖慢香港的經濟發展。他認為，商貿不能推動城市向前發展，只有發

揮科技的能力才是長遠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香港政府對科技工業的投入，

與本港 GDP 極不成比例，這早已為論者所詬病。希望唐司長和政府決策者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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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來和尚」的箴言，重視科技工業，多做實事，增加投入，則香港經濟才會

有新的增長點，才能夠重踏上升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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