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全
力稳经济，港股不存在系
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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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至今，对市民的生命健康、社会和经济多方

面造成沉重打击。最新公布的失业率（去年 12月至今年 2月）升至 4.5%，

比前次显著上升了 0.6 个百分点，是超过一年半以来的最大升幅，失业人

数达 15.7 万人；就业不足率亦急升 0.5 个百分点，至 2.3%，是超过半年

来高位。 

受到严峻的疫情及严厉的社交距离措施影响，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

等行业的失业率急升到 6.9%，比前次升了 1.4个百分点。当中，餐饮业失

业率更急升 1.9个百分点，至 8.1%。 

按目前形势来看，首季经济无可避免陷入负增长，失业率仍会进一步

迅速恶化。踏入第二季，主导着经济的关键仍然是控疫防疫的进度与成效。

目前政府的抗疫工作正围绕“三减三重一优先”全力推进，即“减少感染、

减少重症、减少死亡”为当前重要的阶段性目标，同时需要对“三项重点”

即重点人群、重点机构和重点区域采取更精准、有力及具针对性的措施，

并须把支持长者列为优先工作。特区政府将继续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

作，更切实地运用好中央和内地所提供的人力物力支持，推进控疫防疫的

工作。抗疫时期，医护系统发挥了守护市民健康和生命的关键一环，衷心

感激在公营医疗系统人员的昼夜辛劳，对于远道来而来驰援香港的内地医

护人员更要表达由衷谢意。合力，让香港能更有力量抗击疫情。 

抗疫工作是一场遏止病毒传播的攻防战，更是一场耐力战，就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强调“坚持就是胜利”，我们要保持坚定的执行力，同时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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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兼顾好疫情防控和社会及经济状况，采取更加有效措施，最大程度减少

疫情对社会及经济的影响。 

的确，全力管控及遏止疫情，关乎到市民的生命健康；全力稳住经济，

关乎到企业的营运空间及市民的生计和生活。两者同样都是市民最关心的

事情。在稳住经济方面，我们在第五波疫情以来“前后护航”，冀发挥更

大力量以稳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它们占了香港企业总数的 98%，聘

用了私营市场 45%的劳动力，稳住中小企业是稳住经济元气和韧性的关键，

更重要的是稳住就业。 

我们透过组合拳方式，从经营成本、资金周转及保住员工等几个方面，

为中小企“前后护航”，这些措施包括： 

•透过税费减免以降低成本； 

•优化“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的“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提高每

家企业的最高贷款额及延长最长的还款期限，并透过立法引入暂缓追讨欠

租安排，让中小企业有较松动的资金周转调拨空间； 

•透过新一轮的保就业计划，协助中小企业保住员工和职位。 

暂缓追讨欠租安排作出了多项调整及优化后，立法工作正全速推进。

上周五我们刚把相关的《商业租户短期保护（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条例

草案》刊宪，并将于本周三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我们会全力推动及配

合立法会的审议工作，希望可以尽快完成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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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日前亦已宣布会推出新一轮的保就业计划，针对指定行业，

为合资格雇主提供为期三个月的工资补贴，估计将惠及 100多万名雇员，

料涉资 200多、300亿港元。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正全力统筹细化计划

细节，目标是在 4月内接受申请。 

以上几项多方面的措施，希望能在现时极为困难的时刻，让中小企能

更有条件和信心挺过低潮、保住员工，从而有利于保住经济元气，这也有

利于日后经济的及早复苏。至于将分两阶段发放的消费券，首阶段的 5000

港元消费券将在下月发放，涉资逾 300亿港元，希望能在疫情下稍微纾缓

市民的压力，对中小企的业务也会有帮助。 

要稳住本地经济，外围风险也不可忽略。受科技股股价回调、乌克兰

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息阴霾及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忧虑等等所影响，港股

上周曾一度随外围股市急跌。其后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主持国务院金融稳

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后，市场信心回稳，港股亦反弹。大市上周极为波

动之际，我们一直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确保各板块市场运作有序、交收结

算畅顺、没有出现可能严重影响金融稳定的不寻常行为，以及不存在系统

性风险。总体而言，交易价差没有显著跳跃或增加、沽空金额虽有增加，

但市场上的总淡仓占总市值比率仍为 1.3%，与长期平均水平相约、衍生工

具持仓亦没有过度汇集或累积的情况。而即使市场下跌，亦未见出现资金

外流，券商的财务状况亦足以应对市场风险。 

我们正从多向度全力稳住市民和企业的信心。种种措施都从不同方面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9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