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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第二季經濟數據按年變化本港第二季經濟數據按年變化本港第二季經濟數據按年變化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行政長官李家超將
在10月25日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特區政府昨起就
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展開公眾諮詢。李家超同日在
社交平台發文誠邀市民發表意見， 「歡迎大家發表意
見，我和團隊會細心聆聽，並繼續為民生、拼經濟、做
實事，以行動爭取信任、以結果拉近距離、以成績凝聚
互信，和大家一起共建更美好家園。」

李家超說： 「我和我的團隊過去一年和大家一起走出
疫情。在前行的路上，我們一直細心聆聽大家的聲音，
以具體措施提升治理水平和增強發展動能，紓解民困及
凝聚社會力量，與大家一起共建香港。」他續稱，未來
會繼續和團隊務實工作，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充分
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謀取
更大的發展機遇，讓市民得到更幸福的生活。

將舉辦逾30場諮詢會
特區政府將舉辦逾30場諮詢會，聽取立法會議員、不

同界別代表和市民對施政報告的意見和建議。李家超和
管治團隊也會走進社區探訪市民和各界代表，多元吸納

意見。
公眾諮詢渠道多元，市民可以由即日起在施政報告網

站 （www.policyaddress.gov.hk） 或 施 政 報 告 公 眾 諮 詢

Facebook 專 頁 （www.facebook.com/PolicyAddress2023）
留言，也可經電郵（policyaddress@cepu.gov.hk）、電話
（2432 1899）或傳真（2537 9083）提交意見。

特首2023施政報告展開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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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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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玟追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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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隧明起實施 「633」 新政
東西隧會停用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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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然十景評選
選票已破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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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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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輸出

服務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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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昨日，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持召
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
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的重要講話精神，研究
有關到期階段性政策的後續安排。同日，《國務
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恢復和擴大消
費措施的通知》對外公布，國家發改委《關於恢
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下稱 「措施」）要求把
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並推出二十條相
關措施。

在穩定大宗消費方面，措施要求優化汽車購買
使用管理。各地不得新增汽車限購措施，已實施
限購的地區因地制宜優化汽車限購措施。擴大新
能源汽車消費。

措施提出，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
保交樓、保民生、保穩定工作，完善住房保障基
礎性制度和支持政策，擴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
給，力解決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困難群體的
住房問題。

在擴大服務消費方面，措施要求擴大餐飲服務
消費。因地制宜優化餐飲場所延長營業時間相關
規定。豐富文旅消費。全面落實帶薪休假制度，
鼓勵錯峰休假、彈性作息，促進假日消費。促進
文娛體育會展消費。加快審批等工作進度，持續

投放優秀電影作品和文藝演出。
在促進農村消費方面，措施提出開展綠色產品

下鄉。完善農村電子商務和快遞物流配送體系等。
在拓展新型消費方面，措施明確壯大數字消

費。推進數字消費基礎設施建設，豐富第五代移
動通信（5G）網絡和千兆光網應用場景。推動平
台經濟規範健康持續發展，持續推動創新突破，
開闢更多新領域新賽道，進一步完善相關領域服
務標準。

在完善消費設施方面，措施要求完善消費基礎
設施建設支持政策。而在優化消費環境方面，措
施提出加強金融對消費領域的支持。引導金融機
構按市場化方式，加大對住宿餐飲、文化旅遊、
體育健康、養老託育、家政服務等的綜合金融支
持力度。

在回應有關提振消費舉措時，國家發改委有關
負責人昨強調，促消費政策不是所謂的 「掏空錢
包」 「透支需求」，是為了進一步滿足居民消費
需求，釋放消費潛力。

國常會：研構房地產業新發展模式
昨天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要深刻領會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經濟形勢的科學判斷，進一步

統一思想、堅定信心，切實抓好黨中央決策部署
貫徹落實，力固本培元，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
好。要加強逆周期調節和政策儲備研究，相機出
台新的政策舉措，更好體現宏觀政策的針對性、
組合性和協同性。要力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加
快解決拖欠企業帳款問題，堅決整治亂收費、亂
罰款、亂攤派。要活躍資本市場，提振投資者信
心。要加快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打造新的
支柱產業，增強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競
爭力影響力。要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根據不同
需求、不同城市等推出有利於房地產市場平穩健
康發展的政策舉措，加快研究構建房地產業新發
展模式。要高度重視做好就業工作，集成優化就
業創業政策，大力挖掘就業增長點。

會議決定，核准山東石島灣、福建寧德、遼寧
徐大堡核電項目。

港澳律師大灣區執業試點將延長
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關於延長授權國務院在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
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
點工作期限的決定（草案）》，決定將草案提請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內地推出促消費「二十條」

註註：：**為預估數字為預估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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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起就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展開公眾諮詢，李家超同日在社交平台發文誠邀市民發表意見。

根據預先估計數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較去年同期實質上升1.5%。 中新社

按本地生產總值各個主要組成部分分析，私人消費
開支在今年第二季按年實質上升8.5%；服務輸出在今
年第二季按年實質上升22.6%；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在今年第二季按年實質下跌1%。按國民經濟核算定義
計算，貨品出口總額在今年第二季按年實質下跌
15.3%；政府消費開支在今年第二季按年實質下跌
9.6%。

特區政府發言人稱，在訪港旅遊業和私人消費帶動
下，香港經濟在今年第二季繼續復蘇，但復蘇勢頭在
上季強勁反彈的基礎上有所緩和。

發言人表示，由於外部商品需求仍然疲弱，整體貨
物出口繼續大跌；而受惠於旅客人數進一步上升，服
務輸出升幅加快。隨經濟持續復蘇，私人消費開支
明顯增加。然而，在金融狀況收緊下，整體投資開支
錄得輕微下跌。

發言人稱，訪港旅遊業和私人消費是今年餘下時間
的經濟增長主要動力，旅客人數應會隨運力和接待
能力繼續恢復而進一步增加，經濟情況改善應有利本
地需求，而金融狀況偏緊可能會造成制約。勞工市場
情況改善，加上特區政府採取多項措施鞏固復蘇動
力，將為私人消費提供額外支持。不過，由於環球經
濟增長放緩影響外部需求，貨物出口將繼續承受巨大
壓力。

專家：舊壓力持續新動力缺乏
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客座教授楊玉川對本報說：

「影響香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大致有四個方面：
香港金融業基本情況；貿易物流情況包括進出口；
旅遊業情況以及相關零售服務等；專業服務相關類
例如保險服務、法律服務以及金融服務。」他認
為，本港目前的問題是老的壓力在、新的動力又沒
有。中美博弈令香港金融業承受巨大衝擊，今年上
半年IPO直接跌至全球第六，成交量也不理想。此
外，本港進出口存在結構性困難，供應鏈的轉
移對香港經濟影響尤其大，比如內地已經
開始發展電動汽車，而香港並無相關產
業而無法參與。

楊玉川續指，目前來港遊客數量仍未
恢復到疫前，同時旅行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如今
更多的變為打卡，相對以往香港優惠也沒明顯優
勢，所以消費也變少。 「而專業服務主要是服務於前三
項，因而這一領域營收亦減少。」

財爺：整體經濟仍處改善軌道
不過，對於最新GDP數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仍有信

心：雖然第二季增長比上季放緩，但整體經濟仍處於改
善的軌道上。他認為，內地下半年將增加居民收入擴大
消費，政府發揮投資帶動作用，同時調整優化房地產政
策，並穩定外貿外資，將有力支持內地經濟今年較快增
長，對香港經濟有幫助。

恒生銀行（011）經濟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經濟師薛俊昇
亦分析指，本港第二季經濟增長低於市場預期的3.5%。
按季比較，首季 GDP 快速復蘇 5.4%後，於第二季收縮
1.3%。經濟回調的主要原因大概與利率高企及外圍環境
持續不明朗有關。好的消息是，私人消費及反映旅遊業
的服務業對外貿易則繼續復蘇，支持本港經濟增長。

「利率高企及環球經濟放緩仍是下半年本港經濟復蘇
的挑戰，但相信消費增長及旅遊業的復蘇可抵銷相關的
不利影響。」薛俊昇表示， 「目前我們維持對今年本港
經濟增長4%的預測。」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政

府統計處最新數據顯示，今年第二季本

地生產總值（GDP）按年實質上升1.5%

（預先估計數字），低於市場預期，升

幅亦較今年首季的2.9%有所放緩。 「第

二季GDP持續擴張的主因是私人消費及

服務貿易均維持穩健增長。」 政府發言

人稱，今年餘下時間，訪港旅客人數應

會隨運力和接待能力繼續恢復而進一步

增加，訪港旅遊業和私人消費仍將是經

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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