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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姿態 

 

早前發表有關香港公共財政管理的文章，誘發了不少具建設性的討論，且

不乏專業精闢的見解。有提議我應該就「財政姿態」的概念作進一步闡釋，我

樂意奉上愚見。 

 

讓我再次引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有關「財政姿態」的闡述 (我

自己的翻譯)：「財政姿態通常被理解為公共財政政策對經濟活動所具有的擴張

性或緊縮性的一個表達。更準確地說，是試圖以一個單一的指標來量度財政預

算對經濟總需求、實際產出和收入可帶來的影響。換句話說，是政府在財政預

算內就公共支出、稅收和其他收入作出的各種不同的決策對整體經濟的潛在總

和影響的一個指標。…量度財政姿態最直接的單一指標，是政府總支出和收入

的差額。…」 

 

研究近年香港公共財政管理上的財政姿態，我建議要留意以下幾個觀點： 

 

1. 在過去大概十年，香港每年的財政預算，均錄得龐大盈餘。 

 

2. 財政盈餘意味政府從社會中取得的金錢多於政府用於社會以促進民生

經濟發展的金錢。 

 

3. 從財政姿態的角度而言，財政盈餘對經濟活動具緊縮性的含意，即如

果沒有財政盈餘，經濟增長率應會較高。 

 

4. 在過去十年，即使退稅後，年度財政盈餘與生產總值的平均比例仍接

近 3%，有時更超過 4%。 

 

5. 儘管這段期間政府支出的增長速度加快，但政府收入增長速度也同樣

在加快，甚至可能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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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估算每年有接近生產總值 3%的財政盈餘的緊縮性，例如對當年本地

生產總值增長率的影響，以及在往後數年因乘數效應所產生的續後影

響，並不容易。 

 

7. 這取決於如果接近生產總值 3%的金錢是留在社會中，在市民或企業手

上不斷流轉，而不是在政府手中以外國金融資產形式持有，會對本地

經濟帶來的不同影響。 

 

8. 過去約十年緊縮性的財政姿態，不是經濟增長偏低的唯一原因。 

 

9. 當政府決定藏富於民及還富於民，應該優先考慮對經濟增長有較大乘

數效應和有助提升生產力的項目。相信特區政府會作出最合乎大眾利

益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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