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2021港經濟將慢速復甦
走過比金融風暴更差的一年

世紀疫症出現加上中美貿易糾紛持績，港

府預測2020年全年經濟收縮6.1%，若預期

準確，2020年勢將是香港有記錄以來經濟

表現最差的一年，甚至比2008年金融海嘯

及1997年金融風暴更差。展望2021年，各

大行對全年經濟看法相對樂觀，大多預期在

低基數效應、疫苗推出及在內地經濟穩健增

長帶動下，香港有望走出谷底恢復增長，不

過在疫情表現反覆下，料香港失業大軍將增

加，加上本地消費復甦亦需時，香港縱走出

谷底，亦需時復原。

渣打香港預期，香港2020年GDP將按年收縮5.8%，
2021年GDP將重拾增長4%，有關預測算是大行中較

為樂觀的看法。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表示，
「2020年第二季為經濟周期谷底，第三季已出現明顯訊號香
港經濟正慢慢爬出谷底，相信第四季都有按季改善」，他預
期香港經濟正處於上升軌道，不過相信香港2021年將迎來
較淺、不會太急的復甦，並主要由外部環境所帶動。

將受惠內地較強經濟增長
劉健恒預計，香港2021年上半年及下半年都有不同利好

因素，以拉動香港本地經濟增長。他解釋，由於中國穩定及
較強的經濟增長，料2021年上半年香港仍相對依賴中國強
勁增長，以抵消外部較多負面因素，而疫苗雖然為全球帶來
希望，但相信要對歐美實體經濟帶來影響，最快亦要等2021
年下半年，其時隨着中國去槓桿措拖及政策正常化或令國內
增長放緩，變相令香港2021年上半年及下半年都有不同利
好因素帶動經濟增長。
劉健恒亦預計，美聯儲有機會再進一步放寬已經非常寬鬆

的貨幣政策，令資金流向新興市場或於亞洲尋找高息回報，
香港流動性在2021年及以後保持充裕，加上今年以來，香
港銀行同業拆息一直處於持續下降趨勢，因為美聯儲偏鴿派
帶動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走低，料香港低息環境將持續，
並有助減輕一些正供樓的家庭或企業的負擔，都有助香港經
濟復甦。

拜登上場 緩和中美關係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亦認為，2021年香港經濟有

望出現明顯反彈，料2020年GDP將按年收縮6%，2021年
GDP則有望增長3%至5%。在利好因素方面，她認為受惠
低基數、有效疫苗推出、中國經濟穩健復甦、美國和歐盟預
期將推出的財政刺激措施、全球流動性充裕，以至中美貿易
緊張局勢或隨着美國新任總統拜登政府上場而得以緩解，料
2021年香港經濟有望恢復增長。
在負面因素方面，李若凡指，由於香港在2020年底爆發

第4波疫情，令政府實施社交距離措施加上第二期「保就
業」計劃到期，料香港破產和失業率或會惡化，加上歐美同
樣受疫情表現反覆而影響，或削弱香港外部需求，她亦提醒
需注意下行風險，尤其新冠肺炎疫情或持續肆虐，令邊境管
制持續。

首季難避免企業倒閉潮
面對2020年疫情打擊，有段時間經濟活動幾乎停頓，相

信香港一眾中小企以至大型企業最能感受切膚之痛。香港總
商會總裁梁兆基形容，是次疫情帶來影響是無法與非典時期
作比較，因為無論範圍、時間長度、以至區域性，是次疫情
都比非典時期嚴重，料2021年首季將迎來企業倒閉及裁員
高峰，不過隨着疫苗有望推出，並獲得廣泛接種下，料香港
2021年GDP將回復正增長3.5%，而2020年GDP則料收縮
6%。
翻查香港政府公布數據，受金融風暴衝擊，1997年

GDP按年升5.1%，1998年GDP按年跌5.9%，為香港
對上一次經濟表現最差的一年。2003年非典，當年
GDP按年仍有3.1%增長。至於2008年金融海嘯
後，2009年GDP按年收縮2.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2021
年香港消費市道料續飽受疫情發展影
響。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最新公
布數據，至2020年10月，香港零售
銷售已連跌21個月，2020年10月零
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按年下跌
8.8%至274億港元。雖然香港零售銷
售跌勢持續，但不少分析認為最新數
據按年跌幅明顯收窄，惟最關鍵仍需
視乎疫情發展，目前難言最壞情況已
過去。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表示，
2020年10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
估計按年下跌8.8%，是自2019年6月
以來最溫和的下降，主要受惠於低基
數效應和本地疫情有改善影響，不過
由於旅遊業停滯影響，令部分貨品銷
售繼續下跌，尤其是藥品和化妝品銷
售按年跌幅較明顯。

旅客止步 零售料跌逾20%
而香港正爆發第4波疫情，李若凡

認為新一波疫情將使零售業再受打
擊，尤其疫情下政府再收緊社交距離
措施，料破壞與消費有關活動，勞動
力市場減弱，加上疫情持續不確定，
預計短期內旅遊仍可能繼續停滯，料
2020年零售額將按年跌超過20%。

失業率隨時升至逾7%
疫情持續近一年，已影響了不少行

業從業員生計，多項分析均預計香港
2021年上半年內，將迎來失業高峰

期，當中尤以受疫情影響最多的行業
為甚，特別是零售、旅遊等相關行
業。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
指，由於失業率較經濟周期滯後，預
期香港失業率最快2021年上半年升至
7%以上見頂，不過他亦不忘提醒仍要
視乎疫情和疫苗進展情況等，預計香
港本土消費維持疲弱。
李若凡亦認為香港失業率將持續攀

升，她解釋由於內外部需求低迷，與
消費和旅遊相關部門、以及航空及運
輸等部門可能仍然面臨裁員或減薪的
壓力，故預計未來數季總體失業率將
上升至逾7%。

2020年1月至9月

香港73間旅行社結業

2020年3月

銅鑼灣隆堡柏
寧結業

2020年4月

思捷環球宣布將關閉包括
香港在內56間亞洲區分店

2020年6月

佐敦新樂酒店
結業

2020年6月

首飾品牌 Follie Follie、
Links of London香港店全
線結業

2020年6月

美國內衣品牌 Victoria's
Secret撤出香港、遣散所
有員工

2020年10月

國泰全球裁員8,500人、
國泰港龍航空即時結業

2020年11月

永安旅遊裁員120人

2020年12月

跨境巴士公司永東直巴裁
員200人

2020年12月

香港航空裁減
約250名機艙
服務員

2020年12月

香格里拉酒店集
團旗下部分香港
酒 店 共 裁 員 約
100人 整理：記者 馬翠媚

零售業難言最壞時刻已過去

各大行對香港2021年經濟增長預測
機構 GDP預測 評語

摩根資產管理 +4.8% 若2021年中疫情成功受控，香港或有望重新通關，令旅遊業加快復甦。
滙豐私銀 +4.3% 料主要受惠中國強勁經濟復甦，帶動香港經濟走出衰退。
渣打 +4% 料將受惠中國經濟增長、疫苗推出等帶動，但亦關注外部需求疲弱等。
IMF +3.7% 疫情距離結束時間尚遠，料經濟前景仍存在巨大不確定性。
花旗 +3.5% 料受惠低基數效應，以及全球經濟增長前景改善所帶動。
香港總商會 +3.5% 料受惠疫苗獲廣泛接種，有助控制疫情，從而令部分跨境活動得以放寬。
上海商業銀行 +3.2% 假設疫苗在全球獲廣泛接種，相信疫情帶來的影響都不會輕易褪去。
華僑永亨銀行 +3%至5% 料受惠低基數效應、疫苗取得進展及中國經濟復甦帶動。

製表：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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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面世 出口有望逐步回升 訪港旅客跌99.8% 旅遊業慘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香港旅業一直

作為支撐本地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之一，但隨
着2020年初爆發世紀疫症，各地爭相實施旅遊
限制下，香港2020年的旅遊業表現可以「一潭
死水」形容。展望2021年，雖然再難遇上比
2020年更差的情況，不少大行對疫苗推出、以
致全球獲得廣泛接種寄予厚望，最重要關鍵仍
是各地撤銷邊境管制措施，跨境流動才有望重
新恢復。根據香港旅發局公布最新數據，或可一
窺香港旅遊業「死水」慘況。2020年11月訪港
旅客初步數字只有 5,962 人次，按年減少
99.8%。其中，內地旅客佔3,555人次，按年減少
99.8%；其他旅客佔 2,407 人次，按年減少
99.7%。首11個月訪港旅客為356.4萬人次，按
年減少93.2%。
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表示，疫情

發展亦必然是影響後市最大因素。他解釋，縱
市場期望疫苗可以在2021年首季推出，但仍需
要一段時間等待市民不太擔心受感染，令日常
生活重回正軌，加上其他國家及地區疫情亦需
時改善，各國再放寬旅遊限制，令香港一直較
為依賴的旅遊業在跨境流動下有望恢復。

國際旅遊限制不會很快放鬆
大新銀行經濟師溫嘉煒表示，考慮新冠肺炎

疫情有望2021年得以緩和，以及內地經濟復甦
繼續帶動香港外貿活動，料香港2020年經濟收
縮5.9%，2021年有望重拾增長3.6%，不過他
坦言，不認為香港旅遊業在2021年上半年有重
大改善，主因國際旅遊限制未必可以放鬆，故
與旅遊相關的零售業表現，可能待下半年疫苗
普及時才有所反彈，屆時可望支持就業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受疫情
及中美貿易談判拖累，香港2020年整體
出口貨值下跌，全年勢成負增長趨勢。
展望2021年，隨着美國新任總統拜登政
府上台，分析大多預期中美緊張局勢有
望緩和，不過影響出口表現較大關鍵因
素仍需視乎疫情發展，而由於疫苗近期
頻頻傳來好消息，分析大多對香港貿易
行業前景抱樂觀看法。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最新公布數

據，2020年首10個月與去年同期比較，
香港的商品整體出口貨量及進口貨量分
別下跌2.9%及5.1%，其中輸往美國的整
體出口貨量跌幅最大，按年跌2.2%，而
輸往內地整體出口貨量按年亦跌0.7%。
不過根據香港貿發局最新預測，料香港

2021年出口貨值升5%，並上調2020年
出口預測，由跌10%上調至跌3%。

RCEP協定改善貿易關係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表示，

2020年10月份香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
跌1.1%，不過她坦言就中期而言，由於
地區化的加速發展，特別是中國、日
本、韓國、澳洲、新西蘭與東盟十國早
前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以至隨着美國新任總統
拜登政府上台令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有望
緩解，料有助帶動貿易前景得以改善。
RCEP是15個國家所構成的高級自由

貿易協定。RCEP旨在通過削減關稅及
非關稅壁壘，建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

協定。經批准生效後，各成員之間關稅
減讓以立即降至零關稅、10年內降至零
關稅的承諾為主。
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亦認為，隨着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政府上台後，中美關
係在短時期內仍難以見到任何改善，不
過相信拜登就任總統後，對比特朗普政
府，料拜登政府的政策可預測性較高，
對於企業商業政策部署亦較為有利。
而對比中美關係，梁兆基指不少中小

企及大型企業反而最擔心疫情持續，令
跨境往來無法恢復。他相信2021年初，
香港仍未必可很快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及
跨境人流限制，料2021年初對香港企業
仍是相對困難時期，直至疫苗推出並獲
得廣泛接種，情況才有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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