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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重拾信心    讓經濟騰飛” 

 

香港董事學會就今日發表的預算案作出回應。 

 

*** 

 

（2024 年 2 月 24 日，香港訊）香港董事學會認爲，今日發表的預算案，旨在落實已有

的藍圖大計，鞏固復蘇勢頭，營造條件，讓經濟得以騰飛。 

 

「質」與「量」必須提升 

司長提到，長遠而言，經濟增長方面必須調整，「質」與「量」必須提升。香港經濟

需要轉型，需要更多創新。這有賴具增值潛力、高經濟效益的新興產業。 

 

政府今年將會公佈一百億元的「新型工業發展加速計劃」，為從事生命健康科技、人

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的企業，以政府對企業 1:2配對的形式提供

每家企業最多兩億元的資助。 

 

政府又計劃在港深創科園區設立「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 InnoLife Healthtech Hub」，

又會從過去預留的一百億元當中，撥出二十億元支持「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進

駐河套，及撥款支援園區内的生命健康科技初創企業。另外，「河套香港園區發展白

皮書」，亦預計在今年發佈。我們同意司長的主張，支援創科發展，可以吸引好企業

來港，從而匯聚好的人才同資金。 

 

政府又繼續推動中小企數碼轉型。司長領導的「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經過兩年

工作，已形成涵蓋多個範疇的建議。我們期待委員會報告正式公佈。 

 

促進旅游吸引訪客消費 

投資創科發展要取得成績，需要時間。短期而言，為旅游業提供動力，可以吸引旅客

來，帶動消費氣氛。 

 

預算案演辭提到，將善用海濱資源，以維港夜空為背景，每月舉辦煙火及無人機表演，

並會重新打造「幻彩詠香江」。維港大型煙花匯演停了 5 年，但去年 10 月國慶以來，

接連舉辦，期間有灣仔和西九海傍的特別水上煙火匯演。雖然都吸引大量民衆觀看，

但煙火表演過於頻密，特別可能會變成普通，失掉吸引力。無人機表演可以一定程度

上增加變化。希望旅發局及設計團隊認真計劃。往後，我們需要具備新意念的慶典表

演方式。 

 

司長重新徵收 3%酒店稅，可能會引來質疑。司長解釋，以旅客消費平均 7000 元，當

中約 2000 多元用於住宿酒店計，額外負擔不及 1%，而且，2025 年 1 月才實行。我們

認爲，加酒店稅影響多大，關鍵仍在於届時旅客是否覺得來港旅游物有所值，是否吸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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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演辭提到，將爭取在港舉辦更多等盛事。運動及文化項目以外，今年亦會有

「裕澤香江」高峰論壇及 Milken Institute 全球投資者研討會等。而香港投資管理公司

亦在籌辦「國際主權基金圓桌會議」，亦會舉辦「香港初創投資和發展高峰論壇」。

香港董事學會相信，這些與金融投資相關的論壇活動，可以凝聚企業家、投資者、專

業人士、高净值人士、慈善家作交流。其中，初創企業、家族公司以至接受捐獻以推

動使命的慈善組織的營運管治，更應當是重要議題。政府可以趁此機會，推動這方面

的宣傳和培訓，讓更多人能獲得合適的董事層級管治技能知識，並從實務經驗分享中

增進業務能力。 

 

走出去，說好香港故事 

「請客來」之餘，我們還要繼續「走出去」。司長有「海外演講贊助計劃」的提議，

贊助知名學者和業界翹楚出席海外活動，加强推廣香港。我們支持。「一國兩制」的

制度優勢和高度國際化是香港的特點。我們要向聽者説明，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但總與

中國不盡相同這個故事。 

 

土地房屋 

預算案咨詢期間，不少聲音要求撤銷全部樓宇需求管理措施。司長今日宣佈，即時撤

辣。照目前市道狀況，算是合適做法。金管局亦於今日宣布，放寬壓力測試等措施。 

 

紓困措施 

司長承認，今次預算案的紓困措施比較謹慎。連續數年的赤字當是原因之一，但司長

認爲，2023-24 年度的經濟復蘇進度雖然不平均，但本質上有起色。縮減紓困規模，投

放資源於經濟發展，取得成果，普遍市民可以獲得更多收入。 

 

不再派發消費券，我們贊同。雖然説消費券刺激消費有助經濟，但效果可以是將港人

的高消費推送到外地去花，肥水先流別人田。我們的預算案建議書也提出，此刻刺激

消費，更需吸引游客來港消費。 

 

停止電費補貼，或更能鼓勵節約用電，促進環境保護。此舉亦有道理。 

 

支援中小企 

政府也多項措施協助中小企，包括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申請期，又會要求銀行

業界以包容態度協助企業應對資金周轉，避免因抵押品價值下跌而被追收貸款的情況

出現。 

 

公共財政 

去年預算案，司長提出的基礎建設債券計劃的建議，目的是更好管理大型基建的現金

流需要。今日的預算案明確指出，未來 5 年將會發債推動北部都會區及其它基建項目。

學會及社會上不同人士多年前已經向政府提出建議，可以發債為基礎建設籌資，同時

發展本地債券市場。我們樂見其成。 

 

疫情期間，政府推出逆周期和防疫措施，令開支大幅上升，加上外圍環境令經濟不振，

導致數年赤字。但我們仍然認同司長所言，不應只聚焦短期的收支情況，而應該看整

個經濟周期内的財政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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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長預期兩個財政年度後回復經營賬目盈餘。若計及發債，2024-25 年度後便預計回復

盈餘。這倚重經濟大力復蘇，增加稅收及賣地收入。我們亦相信政府財政整合，控制

開支方面的努力會繼續取得成果。 

 

香港各界確實需要共同努力，發揮香港優勢，把握國家及亞洲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

讓香港自身經濟得以騰飛。我們一直認爲 ，經濟持續增長是尋找資源以解決房屋、貧

窮、老年社會和環境等民生問題的最可倚杖的夥伴。經濟騰飛，最可扭轉赤字，繼而

累積資源。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