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
2022 年香港经济增长预
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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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打击了今年头几个月的经济表现，支持经济

的三驾马车——出口、私人消费及固定投资表现均欠佳，令今年首季经济

收缩 4%，中断了之前四季的增长势头。受疫情影响，预计 4 月份的经济

数据仍然偏弱，经过最近的定期复检，我们决定将香港全年经济增长的预

测由原来的 2%至 3.5%，下调到 1%至 2%。这意味着香港 GDP在 2021

年增长 6.3%后，复苏的动力比预期还要疲弱。除了疫情的打击，中美关系

张力持续、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外围通胀升温及加息趋势，都困扰着

全球以至香港的经济前景。 

本周将发表的失业率是 2至 4月份数字，期内仍反映着疫情高峰期的

状况，故可以预期数字将进一步恶化。但是，过去这一个多月疫情逐步受

控，社交距离措施亦分阶段放宽，向前看的话，只要疫情持续回稳，失业

率可望见底及渐有改善。 

回看过去几年失业率数字的变化，粗略地概括，2020年可说是“三级

跳”，由 3.4%起步，一年内呈“3、4、5、6”升势，失业率在年底攀升

至 6.6%；2021 年则是“7、6、5、4”的“三级降”形态，年初曾高见

7.2%，年底回落到 4%。踏进 2022 年，却因上述因素在数个月内已经跳

升至超过 5%。 

这趋势也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要对问题的成因和结构有所了解，

既要看眼前的数字，更要看趋势及影响其变化的原因，才能对前景具有预

见力并作出适当的应变。 



 

 - 3 - 

综合而言，在全年经济预测下调、失业率仍趋升，以及资金逐步外流

的形势下，我们应如何评估今年余下时间的经济走势呢？其实，大家亦毋

须太悲观，只要疫情稳步受控、稳住信心，香港经济可望回稳及稍有增长。

虽然我们难以控制外围环境的变化，但只要做好风险管控及自身的工作，

压力和挑战只会促使我们的经济更具弹性和韧力。 

比方说，疫情的确对经济造成了打击，但现时情况已大致稳住。新一

轮消费券已于 4月发放，本地 4月份的零售和饮食业收益数字应可看到较

明显的回升，预计两期的消费券合共可为经济带来 1.2 个百分点的提振作

用。而在包括新一轮保就业计划等支持企业的措施支持下，营商信心也逐

步回稳，4月香港 PMI与中小企业务收益动向指数回升。 

又例如，美国今年来已加息 0.75厘，且即将缩减资产负债表，在联汇

制度下，由于港美息差拉阔引致更多套息交易，加上近日股市偏弱，港汇

近日便触及 7.85兑一美元的“弱方兑换保证”，而金管局亦根据机制，在

市场承接了总值约 117亿港元的资金，释出等值的美元，以维持港元在兑

换保证范围内。即使最近美国加息引致部分资金外流，但其实在 2008 年

至 2015 年期间，共有约一万亿港元资金流入香港市场，即使其后美国利

率正常化（2015至 2018年）触发资金外流，但该加息周期引发的资金流

走规模，累计亦仅为流入量的约 12%。再者，香港银行体系结余仍充裕（有

超过 3200亿港元），且香港有充裕的外汇储备（达 4657亿美元），我们有

坚实的能力维持联系汇率制度。而一直以来我们都密切监测港元和相关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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