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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快測 「假陽性」 比例增
昨增505宗確診部分疑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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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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趨穩定 消費券刺激

4月零售升11.7%勝預期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報道

：本港零售額終於結束2個月連
跌 ， 4 月 份 零 售 銷 售 按 年 升
11.7%，遠勝預期。香港零售管理
協會表示，當月零售銷貨值錄得升
幅主要因疫情逐漸受控，社交距離
措施分階段逐步放寬，加上受到消
費券強勁帶動；惟對比2019年 4
月，零售銷貨值仍下跌接近兩成，
顯示本港整體零售市道與正常水平
仍有一大段落差。

強積金獲准買內地國債

首4月網上銷售升36%
特區政府公布，4 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

302億元，按年升11.7%，遠勝市場預期的下跌7.9%，而3
月零售額按年下跌13.8%。扣除價格變動後，4月零售總
銷貨數量估計按年升8.1%。首4個月合計，零售業總銷貨
價值預估下跌3.1%，總銷貨數量下跌6.1%；零售業網上
銷售價值則估計升36%。

4月零售總銷貨值中，網上銷售佔8.2%。該月零售業網
上銷售價值臨時估計為25億元，按年升34.8%，升幅較3
月擴大 3.6 個百分點。總計首 4 個月，網上銷售價值升
36%。按零售商主要類別的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由高至低
分析，今年4月按年比較，超級市場貨品的銷貨價值上升
5.8%；其次為電器及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上升
40.9%；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物亦上升13.9%；食品、
酒類飲品及煙草增4%。

除此之外，百貨公司貨品亦按年錄得10.7%升幅；其次
藥物及化妝品上升18.5%，家具及固定裝置上升27.5%；
鞋類、有關製品及其他衣物配件上升13.2%。不過，服裝
的銷貨價值下跌 0.3%。其次為汽車及汽車零件下跌
1.4%；燃料下跌 0.0%；以及書報、文具及禮品下跌
10.5%。

營運環境充滿變數
政府發言人表示，受惠於本地疫情減退和政府發放第一

期消費券，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在連續2個月按年下跌後，
在4月顯著回升11.7%。

展望未來，發言人指，只要本地疫情維持穩定，零售
業應可繼續復蘇。消費券計劃及政府推出的其他措施將
為消費需求提供進一步支持。社會各界必須繼續保持警

惕，與政府齊心合力控制疫情，以保持經濟的復蘇動
力。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則指，假如第二期消費券於年中發
放、疫情沒有反彈，以及在未能與內地通關的情況下，預
計下半年總零售銷貨價值將與去年同期相若；全年或有輕
微的正或負增長。

協會指，雖然近期零售市道略見起色，但消費券的幫助
只屬短暫，面對租金高企，供應鏈和物流受阻導致營運成
本持續飆升，加上外圍通脹升溫及加息趨勢等影響，均會
造成港匯波動和香港股市動蕩，削弱市民消費力，令業界
的營運環境充滿變數。此外，在第五波疫情最困難時期，
大部分商場業主都沒有向零售商給予廣泛和適切的租金支
援，更有個別會員擔心，商場業主待疫情穩定後加租，這
亦成為零售商另一重大隱憂。

5月零售料保持穩健
大新銀行高級經濟師溫嘉煒表示，4月零售業表現較3

月明顯改善，主要因消費券發放，加上社交距離措施在
4 月底放寬，進一步刺激零售市道，估計消費券刺激作
用或達40億至50億元。他又指，4月絕大部分零售類別
的銷售均上升，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和奢侈品有明顯反
彈。

溫嘉煒估計，5月零售業表現會保持穩健。隨疫情更
趨穩定，更多人選擇於5月外出消費，支持零售市道。6
月及往後的零售表現，則要視乎疫情發展、就業市場改善
情況以及第二期消費券發放時間表等。至今跨境旅遊重啟
的安排仍未明朗，相信當消費券效應過去後，零售銷售的
增長將回落至低個位數水平。

【香港商報訊】《2022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修
訂)規例》昨獲立法會批准，以便利強積金投資於中央
人民政府及其中央銀行和3家內地政策性銀行發行或無
條件擔保的債券。對此，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表示歡迎。

助推兩地市場互聯互通
根據經修訂的規例，中央人民政府、中國人民銀行

以及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
銀行將列為 「獲豁免當局」，強積金成分基金可把最
多 30%的資金投資於單一獲豁免當局同一次發行或無
條件擔保的債券；此外，強積金成分基金亦可把所有
資金投資於同一獲豁免當局發行或無條件擔保並包含
至少6次不同發行的債券。

許正宇歡迎立法會通過《修訂規例》。他表示，

《修訂規例》是因應強積金計劃成員及業界的訴求而
制定。內地政府債券具有重大投資潛力和分散風險的
優勢。修例建議可為強積金計劃成員提供更多元的投
資選項及穩健回報，並把握內地債券市場發展帶來的
機遇。

許正宇指，內地債券市場目前是亞洲最大和全球第二
大的債券市場。這項便利措施將有助推動與內地金融市
場互聯互通，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
中心的地位，助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強積金投資A股259億元
昨日，多位立法會議員發言支持議案。勞聯議員林振

昇期望政府繼續降低強積金行政費，包括盡早推出積金
易平台，以節省行政費；檢討並再降低預設投資策略收
費水平上限，及盡早落實為低收入人士代供強積金的措

施。商界(第二)議員廖長江希望政府及積金局能進一步
加強對強積金的宣傳教育工作，以及更全面檢視和改善
強積金制度。

許正宇回應指，強積金制度的平均基金開支比率由
2007年的2.1%下跌至最新的1.4%。當積金易平台推出
後，有望令強積金基金平均行政費下跌三成，整體基金
開支比率下跌逾一成。

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表示，因應內地債券市場持續
發展，是次法例修訂回應了強積金計劃成員及業界的
期望。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銀行和 3 家內地政策性銀
行所發行或無條件擔保的債券能提供多元化的投資機
會，有助增加強積金為打工仔提供的退休保障。

截至 2022 年 3 月底，強積金投資中國 A 股的金額已
增 加 超 過 一 倍 達 259 億 港 元 ， 佔 強 積 金 總 資 產 約
2.3%。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
聲報道：稅務局昨日宣布，
當天已發出約 247 萬份報稅
表，56 萬份為電子報稅表，
其餘為紙張報稅表。局方表
示，2021/22年度整體稅收為
3785 億元，比上一個年度多
477億元，增幅達14%，再創
新高。

住宅租金扣稅
每年上限10萬

據今年財政預算案建議，
市民上年度的利得稅、薪俸
稅、個人入息課稅可獲得最
多1萬元減免，政府亦建議由
今個課稅年度起，設立住宅
租金稅項扣除，納稅人可申
索自己或同住配偶以租客身
份繳付合資格住宅租金，上
限 10 萬元。納稅人可在新稅
表填寫住宅租金資料等相關
資料，局方在評核該年暫繳
稅時會考慮有關扣除，但實
施情況仍要待立法會審議落
實後，才會正式執行。

上年度稅收
增14%創新高

稅務局又公布上年度稅收
臨時數字，整體稅收達 3785
億元，按年上升14%。其中，
利得稅收入最多，收 1673 億
元，上升23%；薪俸稅收入達
755 億元，多 5 億元，微升
1%；印花稅則收 966 億元，
較上一個年度多106億元，上
升12%。局方預計，本年度整
體稅收3900億元，上升3%，

其中印花稅預算收入為 1130 億元，入息
及利得稅收入估算共2511億元。

另外，稅務局昨日共發出約 247 萬份
2021/22年度個別人士報稅表，當中包括
56 萬份電子報稅表及 191 萬份紙張報稅
表。稅務局局長譚大鵬於記者會稱，一
般人士須於7月2日或之前遞交報稅表，
網上報稅可獲延期1個月至8月2日，而
對經營獨資業務人士而言則自動延至 10
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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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昨公布，4 月零
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
302 億元，按年升 11.7%，而 3

月則跌 13.8%。本港 4 月零售業銷貨額數據顯著反
彈，說明隨本地疫情日趨穩定，社交距離措施逐
漸放寬，經濟社會正一步步走向復常。這是好的開
始。惟現時疫情未消，更出現明顯波動，給香港經
濟復蘇帶來新挑戰。控制疫情對穩住經濟民生至為
關鍵，政府須繼續努力確保疫情不會大幅反彈，市
民也應繼續配合防疫，不能掉以輕心。

數據顯示，本港4月零售業銷貨額及銷貨量均止
跌回升。與去年同期相比，超級市場貨品的銷貨價
值上升 5.8%；電器及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上升
40.9%；珠寶首飾、鐘表、藥物及化妝品等均錄得較

大升幅。扣除其間價格變動後，4月的零售業總銷
貨數量的臨時估計同比上升8.1%。當中，電子消費
券對提振市道起到積極作用。4月7日首期消費券派
發後，本港九成以上商戶反映生意額上升，有效刺
激本地消費。而整體市況回暖，最關鍵還是因為疫
情好轉，部分限制措施放寬，為社會復常、經濟復
蘇創造條件。自4月21日第一階段順利落實放寬以
來，食肆及相關處所開始較為正常營業，市面人流
明顯增加，帶動消費氣氛。

經歷兩年多來疫情不斷反覆，百業遭受重創，大
家都希望守住抗疫成果，復常之路可以順順利利走
下去。不過本港疫情藏暗湧，隨第二階段放寬社
交距離措施，新增感染個案增多。原本這在預料之
中，而且在一段時期內，每天確診數在200至300例

之間，疫情維持在 「膠穩定」 狀態，但昨日卻突
然急增505宗確診個案，包括354宗快測陽性呈報，
反彈幅度驚人，又一次給疫情防控敲響警鐘。早前
特首林鄭月娥亦表示，因應近日出現酒吧感染群
組，未必會在6月下旬落實第三階段放寬。復常之
路似乎再現波折。

一日的感染數據，不足以成為判斷第六波疫情到
來的依據，需要多觀察一段時間。而且值得注意的
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有關
部門對快速檢測結果進行抽查，發現較大比例人士
複核時呈現陰性，不排除資料虛報或誤導。當中快
測陽性個案出現核酸複檢陰性比率更是急劇上升，
由以往約7%大升至過往幾日15%至38%，官員指懷
疑有人因第三階段疫苗通行證報假資料。另外，目

前本港醫院指標，如重症、死亡人數、深切治療部
使用量等較平穩，加上疫苗接種率不斷提高，市民
毋須過度恐慌，政府也不用急於重新收緊防疫措
施，以免打斷經濟重啟進程及遏抑經濟氣氛。

不過，強調穩妥推進復常，並非對疫情波動孰視
無睹，畢竟控制疫情是經濟復蘇和民生復常的基
礎。政府要高度防範放寬限制措施帶來的疫情反彈
風險，堅持 「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繼續 「谷
針」 ，市民也要自覺遵守和配合防疫規定。令人遺
憾的是，酒吧接連爆發感染，暴露了一些人無視防
疫規定及強檢要求，我行我素，其結果可能會讓全
社會背負無法復常的代價。為此，政府應加強巡查
執法，鞏固抗疫成果，確保復常可以持續。

零售大反彈 控疫是關鍵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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