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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发表财政预算案，多措并举稳经济促发展

2022 年 2 月 23 日，香港特区政府发表了 2022/2023 年度财政预算案。此次预算案

内容考虑全面，覆盖居民个人及各行业的企业市场主体，聚焦抗疫情、稳经济、纾民

困、防风险、促发展等目标。近期香港疫情形势再度严峻，预算案发表当日报告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8674 例，第五波疫情确诊病例数已超过前两年累计总和，其中 2 月以来

确诊超过 3万例。对香港来说，除了获得中央和兄弟省市的关心与支援外，更需要全

港人民上下齐心，抗击战胜疫情的同时，为下行的经济提供支撑，做好中长期经济发

展的部署。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预算案有利于加快恢复香港经济。尽管受疫情影响，但香港仍然保持良好

的财政状况，2021/22 年度经修订的财政盈余估计为 189 亿港元，远好于此前预期。也

正因为香港政府秉承稳健的财政经营风格，才有了此次更加积极的预算案。一是向居

民再派发 1万港元电子消费券。特区政府会根据去年推出消费券计划所收集的登记资

料，在 4月份向超过 630 万名已成功登记的市民发放 5000 港元消费券，惠及约 660 万

人。消费券计划为市场注入动力，能够加速经济复苏，并进一步巩固商户及市民使用

电子支付的习惯，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估计对经济带动作用约有 1%。二是香港政府

从”未来基金“累积收益中预留 1000 亿港元，在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成立专款，以加

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内土地、房屋和交通基建项目的进程。三是计划五年内推出 103 公

倾土地，为市场提供 5.7 万个单位，其中还未考虑市区城市更新项目及私人发展项目。

香港整体经济 2021 年显著复苏，增长 6.4%，扭转了之前连续两年的跌势。失业率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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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初的 7.2%回落至 3.9%。展望 2022 年，受疫情影响，一季度经济表现不容乐观，

但考虑到内外形势变化，以及财政措施的积极作用，全年香港经济增长预测在 3%左右。

第二，预算案有助于缓解民生、企业困难。一是公布推行暂缓追讨欠租措施，透

过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采取法律行动追讨商户欠租等，为期 3个月，最长半年，

香港金管局也会与银行业沟通，弹性处理业主还款情况。二是自 5月起，公共交通补

贴的申请门槛将由 400 港元降至 200 港元，市民乘坐公共交通的费用满 200 港元后就

可以申请补贴。三是出台多项缓解企业压力措施，包括宽减 2021／22 课税年度百分之

百的利得税，上限为 10,000 元；宽免 2022／23 年度的商业登记费，让 150 万名业务

经营者受惠；继续减收非住宅用户 75%的应缴水费及排污费；延长豁免／宽减现行三十

四类政府收费等。三是增强企业周转能力，保障正常的日常经营，降低因临时资金问

题导致的信用违约风险。政府将“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所有信贷担保产品的申请

期延长一年至明年六月底。为使中小企出口商获取银行出口融资，香港出口信用保险

局计划在 3月试行推出“出口信用担保计划”，为保户的出口融资作最高七成的信贷

担保。同时为鼓励出口商承接海外买家的更大订单，香港信保局还将在今年下半年推

出“弹性赔偿率”安排，提升企业保险保障，预计惠及约 2400 个保户。

第三、预算案将促进更多大湾区跨境金融合作。一是针对由单一家族办公室管理

的合资格家族投资管理实体，提出的税务优惠以及航运企业的半税优惠，这将吸引更

多境内企业在香港设立业务，也为湾区内金融机构联动服务高端私人银行客群创造更

多合作机会。二是香港非常重视科创企业发展，规划了完整的科创生态产业链，去年

通过引进 SPAC 等机制持续完善资本市场服务功能，能够吸引更多境外科技类中概股回

归以及境内中小型科创企业赴港上市，从而为湾区银行的科创金融服务提供了广阔的

市场空间。三是香港拟成立 50 亿元大湾区投资基金，并计划在下年度发行不少于 150

亿元的通胀挂钩债券和不少于 350 亿元的银色债券，相关措施为湾区“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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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提供了更多资金来源，并且使更多区内投资者获益，包括可以为香港 65 岁以

上的老年人提供更合适、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开拓银发、养老金融市场；可以让香

港市民直接投资具环境效益的绿色项目，参与绿色香港建设；可以探索为跨境理财通、

债券通客户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促进金融市场互融互通。未来香港还将探讨进一步

扩大跨境人民币资金双向流通渠道，继续推动离岸人民币产品发展，丰富人民币理财

产品和债券。四是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将于年内研究落实基建融资证券化先导计划，

发行总值 4.5 亿美元的基建融资证券化产品，巩固香港作为基建融资中心和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下首选海外融资平台的重要角色。香港政府已于今年 1 月中旬正式提交

了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申请，约 18 个月后加入，此前会争

取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框架下引入更多开放措

施，为香港业界进入内地市场创造更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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