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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引國安法採取行動
凍結黎智英壹傳媒股份

A3 A4

粵港簽訂馬產業發展合作協議
從化馬場2025年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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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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不變
香港首季增長強勁，惟港府維持全年經濟增長3.5%

至 5.5%的預測。歐錫熊坦言，經濟相距完全復蘇甚
遠，要密切留意美國一旦收緊貨幣政策，對香港通脹
以至整體經濟的影響。他表示，維持原先今年經濟增
長預測不變，主要因為環球疫情嚴峻，若香港做好疫
情防控，市民外出消費信心將有所增強，故他呼籲市
民積極接種疫苗。

港府將今年首季度的按季經濟增長，由原先預估的
5.3%，上調0.1個百分點至5.4%。歐錫熊稱，今年首
季錄得強勁增長，主要因為去年同期低基數效應所
致；加上自去年下半年起，香港經濟跌幅大幅收窄，
在較高基數影響下，今年餘下季度增幅減慢絕不出
奇。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接受本報專訪時稱，全年經
濟增長有望達到預估的5.5%高位，但歐錫熊稱，首季
零售業銷貨量及食肆收益與經濟衰退前仍然少30%，
即使香港今年經濟增長達到預估上限，但GDP仍較
2018年高位低2.6%，相信要等到GDP明顯高於2018
年才算是完全復元。

本地消費氣氛持續改善
歐錫熊稱，踏入4月至今，市面活躍，預期本地消

費氣氛進一步改善，第二季按季經濟將錄得正增長，
惟他坦言，出口能否維持高速增長勢頭甚成疑問。

回顧今年首季度，貨物出口由原先預估按年增長
30.6%，向下修訂至按年增長30.2%。儘管訪港旅客數
量仍然低迷，但受惠外圍環境好轉和區內貿易往來暢
旺，跨境運輸和商業服務有所改善。金融服務輸出繼
續增長，但增幅由去年第四季的3.1%，顯著放慢至今
年首季的0.8%。

勞工市場顯著復蘇需時
勞工市場在今年第一季顯著受壓，但情況在季內較

後時間隨疫情減退而穩定下來。經濟復蘇或將需要
一段時間才能轉化為更顯著的勞工市場復蘇。被問及
香港失業率接下來是否會下行，歐錫熊表示，如果疫
情持續受控，經濟持續復蘇，自然而然失業率會降
低。他舉例，2003年非典時期失業率最高為8.5%，經
濟好轉一年之後回落至6.7%，由此可見，失業率的下
行都需要一段時間。

歐錫熊表示，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2 月期內 7.2%
的失業率已經到頂，期望失業率可隨經濟復蘇而持續
回落。受疫情影響，今年首季度家庭住戶名義每月入
息中位數，仍按年跌7.8%。

低息需求帶動交投活躍
住宅物業市場隨市場氣氛好轉而轉趨活躍。受低息

環境及用家需求堅挺帶動，交投活動進一步增加。首
季住宅物業買賣合約總數較去年第四季增加 6%至
18131份，按年計則急升78%，分析指主要受惠低基
數影響。

樓價方面，住宅售價首季回升2%，但市民置業負

擔指數上升至約 73%。同時，住宅租金在季內微跌
1%。隨政府去年11月下旬撤銷非住宅物業交易的
雙倍印花稅，商業及工業樓宇市場續見恢復。

政府統計處指，所有主要市場環節的交投活動較上
一季進一步增加，儘管與以往相比仍屬相對低水平，
主要市場環節的售價仍在今年首季度期間上升，租金
則見下跌。

密切留意美通脹升溫
至於通脹方面，雖然經濟活動恢復，加上國際商品

及能源價格於近期飆升，使到部分進口來源地的通脹
率輕微上升，但環球經濟仍有巨大的剩餘產能，導致

輸入通脹得以受控。
整體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繼去年第四季按年輕微下跌

0.3%後，踏入今年首季按年上升0.9%，主要反映政府
在去年1月推出的一次性紓緩措施，導致比較基數較
低。

對於近日美國通脹升溫，導致美聯儲可能收緊貨幣
政策，從而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歐錫熊稱，相信近日
美國通脹上升只屬短期現象，美聯儲當前未有急切需
要收緊貨幣政策，港府會密切留意狀況。政策，從而
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歐錫熊稱，相信近日美國通脹上
升只屬短期現象，美聯儲當前未有急切需要收緊貨幣
政策，港府會密切留意狀況。

港首季GDP增長7.9%
經濟未完全復蘇 疫情增不確定性

【香港商報訊】
記者鄺偉軒、周健
鑫報道：今年首季

本港GDP按年增長7.9%，扭轉連續6個季度收縮
的情況。對此，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經濟學家吳
卓殷接受本報訪問時稱，首季經濟增長主要受惠
於港府防疫措施，消費氣氛改善，相信第二季度
相關效應消失後，經濟增長會按季減少。他又表
示，第二季經濟增長仍依賴出口，全年增長將呈
「先高後低」格局。

料第三季通脹升至4.2%
去年本港市場融資活動暢旺，吳卓殷認為主要

因為美國再度啟動量化寬鬆，一旦美國收緊貨幣
政策，香港資產價格將出現調整。隨未來港府
減少車費補貼，以及港鐵收回車費優惠，本港通
脹將被推升，料今年第三季通脹將升至4.2%。此
外，環球商品價格上升也會加劇本港通脹。

港交所(388)主席史美倫昨日在一個經濟研討會

上談及本港經濟，她說，過去兩年香港接連受黑
暴、疫情及地緣政治因素帶來的衝擊。不過，本
港經濟表現依然很強，展現較強的抗疫能力及市
場健全性。她續說，本港金融市場之所以表現強
大，是因為有健全的法治、規管、平台基礎，更
能吸引外資。不過，本港經濟面臨結構性問題、
樓價持續高昂等難題。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同一場合指出，環球趨勢
包括地緣政治緊張、氣候變化加劇及近來疫情等
亦帶來重大的挑戰。因此，找出影響香港經濟發
展及競爭力的障礙，例如土地供應及人力資源
等，並採取可行的應對方案，尤其重要。只有這
些障礙得到處理後，香港才能發揮最大的發展潛
力，將機遇化為真正的社會和經濟利益。

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王于漸表示，香港正面臨
前所未有的挑戰，當中包括去全球化浪潮、社會
不平等加劇等問題。在上述背景下，如何能夠確
保市場機制順利運作，是未來本港經濟發展的難
題。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
道：港府昨日公布最新經濟數
據，今年首季GDP按年增長由預
先估計的按年增長7.8%，向上修
訂至7.9%。經季節性調整後按季
比較，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在第一
季顯著增長5.4%，較上一季0.5%
的升幅明顯加快。特區政府經濟
顧問歐錫熊分析指，香港經濟在
今年餘下時間料會進一步復蘇，
但考慮到變異新冠病毒出現，全
球疫情依然嚴峻，經濟亦存在不
確定性。2021年全年GDP增長預
測與早前預測一致，增長3.5%至
5.5%，若疫情往後改善，很大機
會接近預測上限。

全年GDP增長或先高後低
專家觀點

機構對全年GDP及通脹預測
機構 GDP預測 通脹預測

花旗 6% ---

大和 2.5% 1.6%

高盛 9.2% ---

摩根大通 7.8% ---

瑞銀 5.3% 1.7%

香港首季經濟明顯反彈，政
府 昨 公 布 GDP 按 年 大 增
7.9%，結束自黑暴及疫情以來

的6季連跌，按季比較更連增3季。當局形容增幅可
觀，但提醒復蘇並不平均，整體經濟活動仍低於衰
退前水平。的確，一日香港未能擺脫疫情，經濟前
景仍面對不確定性，故必須繼續完善抗疫工作，
短期內要爭取持續 「清零」 ，中長期則要盡快透過
疫苗實現群體免疫。

首季 GDP 報捷，好大程度乃受惠於外貿反彈逾
30%，其中內地需求就貢獻同期全港出口增幅近70%
之多，並成為香港經濟復蘇的最大拉動力量。當
然，本港疫情回順，限制食肆、酒吧等經營的措施
有條件放寬，亦令本地內需止跌回穩。不過，疫情

下旅客難以訪港，零售銷售市道仍嫌慘淡，即使去
年基數已低，私人消費開支首季仍僅微增1.6%。事
實上，現時經濟表現極不平衡，個別行業如旅遊業
等依舊低迷，以致個別就業市場也難言好轉，與消
費及旅遊相關行業的失業率續高企於10%之上。所
以，要香港經濟全面復蘇，要全港市民全面受惠，
治本出路始終在於走出疫困。

可喜的是，本港已連續7日皆無源頭不明病例，
來自變種病毒的威脅在各方努力下有望完全掃除；
如果未來一段時間維持 「清零」 ，則有條件與其他
地方特別是澳門及內地推動正常通關。毫無疑問，
這乃本港旅遊業界期待已久的莫大強心針，出境營
商、探親的限制放寬也有利於經濟社會運作復常。
不過，稍一鬆懈便恐前功盡廢。昨天有消息稱，港

星 「旅遊氣泡」 因為新加坡忽爆疫情可能再次延
期，此誠警示大家抗疫工作不能放鬆，還要不斷完
善做好。其中，加快疫苗普及便為普世必由之路，
有關方面必須想方設法鼓勵接種，包括制訂更多更
大的誘因。美國疾控中心昨更新指引，在此前建議
已接種疫苗者室外不戴口罩的基礎上，進一步建議
相關人士除巴士、監獄等室內擠逼環境外可以不戴
口罩。這條招數非常進取，香港現時肯定難以效法
及不應效法，因為美國已有46%人口接種了至少一
劑疫苗，而本地迄今則只有15%……但愈來愈多經
驗顯示，賦予接種者更大的自由或權利，類似 「谷
針」 手段已成抗疫必然之策。比如，紐約州立大學
和紐約市立大學要求所有學生秋季返學須先打疫
苗，俄亥俄州更舉行抽獎，已接種者或可獲得高達

100萬美元鉅獎。這樣鼓勵打針的措施不勝枚舉。
香港過去亦不乏 「谷針」 建議，好像直接派錢鼓
勵，找藝員宣傳打針，等等。為了更好抗疫，固然
樂見社會各界繼續出謀獻策，有關方面亦宜積極研
究落實推行。至於那些反智地反對 「谷針」 者，則
須停止惡意抹黑操作，不要甘為井底之蛙。畢竟，
與群體免疫要求的最少70%接種率相比，香港仍有
相當距離，而且扣除不適合打針者如長期病患等，
其他市民尤其青壯年人必須更踴躍接種方成。

香港要走出疫困，令經濟民生恢復正常，有賴全
港市民的齊心合作。過去一段時間，在大家共同努
力下，香港防疫已見成效，首季經濟亦因此反彈；
展望未來，只要我們堅持下去，香港必可戰勝逆
境、更勝從前。

經濟全面復蘇 有待抗疫告捷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港府昨日公布首季港府昨日公布首季GDPGDP按按
年增長年增長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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