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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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碼上看

內地客異地辦港澳團旅遊簽
需要準備這些材料

掃碼睇片

掃碼睇文

馬斯克中國行
上熱搜

掃碼睇文

文博會搶鮮看
酒店交通指引來了
收好它 不迷路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
第九屆董事會就職典禮暨主題金融論壇昨日舉行。中聯

辦主任鄭雁雄出席並強調，香港金融發展未來潛力
巨大、商機無限，包括中資機構在內的各類金融

機構，在香港一定會有光明前景。
鄭雁雄致辭時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
7月來港視察，高度肯定 「一國兩制」在

香港的成功實踐，中央政府完全支持
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鞏

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
地位。他提到，近一年來，國

家有關部門積極落實習近平
的重要講話精神，不斷提

升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
通水平，積極支持開

通互換通、港股人
民幣交易櫃台等

新機制，拓展
香港金融市
場的發展空
間。

鄭雁雄
表 示 ，
香港中

資證券業協會成立以來，堅持服務內地
優質企業赴港上市融資，鞏固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期望協會未來扮演好建
設者角色，深入參與人民幣國際化進
程，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中心樞紐功能；
同時扮演好開拓者角色，主動落實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
展等國家戰略，做強、做優、做大金融
互聯互通業務等。

陳茂波：港股市值
約佔國家GDP28%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香港中資證券
業協會第九屆董事會就職典禮暨主題金
融論壇致辭時說，特區政府未來幾個月
將大力推動香港和內地市場的互聯互
通。他說，國家為香港帶來制度優勢，
讓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匯聚國際金融機
構、資金及人才的大平台，透過這個平
台連接內地市場與國際市場，用好國際
資金及人才，服務國家發展。他指，港
交所將盡快推出人民幣計價股票交易，
推動港股南向通納入更多人民幣計價股
票。這只是第一步，未來將加倍努力助
力人民幣穩步推進國際化。

陳茂波談到，截至 2022 年 3 月，港股
市值升至 37 萬億元，是本地 GDP 的 13
倍，亦是國家GDP的約28%；若連同滬深
兩市，三地交易所股票市值已約佔國家
GDP的98%；相比紐交所和納斯達克交易
所合計，約佔美國GDP的1.7倍，港股未
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本港未來將順應
國家高速發展，更好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開拓包括中東及東南
亞等新市場。他舉例說，港交所2018年
改革上市制度，讓同股不同權的新經濟
公司來港上市，至目前上市新經濟公
司已達260家左右，雖僅佔香港上市
公司數字的約10%，但貢獻了香港股
市市值和交投量的約25%。他又稱，
2017 年港股日均交易額約 880 億
元，2022年已增至約1250億元，港
股可謂踏上了一個新台階。

陳茂波呼籲，香港證券業界發展
機遇龐大，前景無可限量，同時
責任也十分重大，大家要一起同
心協力，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做
大做強。

IMF再次肯定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執行董事會在總結香港的2023年第四條磋商
討論後，昨日發布評估報告。報告指出，特區政府正
積極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增強經濟發展
動能和競爭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歡迎IMF報
告對香港作出積極正面的評估。

這份報告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團擬備並獲得執行董
事會通過，就香港經濟及金融狀況作出詳細的分析和評
估。報告肯定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
穩健的制度框架、充裕的資本和流動性緩衝，對
金融業規管水平甚高，聯繫匯率制度亦暢順運
作。

經濟增長前景風險持平
報告指，隨疫情後經濟活動恢復

正常，香港經濟正在強勁復蘇。香港
和內地取消邊境管制和其他防疫限
制措施，旅遊服務出口以及本地經
濟活動（尤其是私人消費）預計將
恢復正常。初步來看，在對疫情相
關的暫時性因素作出調整後，評估
認為 2022 年香港的對外收支狀況與
中期基本面及理想政策所對應的水平
大致相符。

短期而言，香港經濟增長前景的風險
持平，金融體系緩衝充足，系統性風險處
於可控水平。如果全球增長放緩超過預
期、地區衝突升級以及由此引致貿易中斷，
則可能妨礙經濟復蘇。從上升空間方面看，香
港和內地過渡至後疫情新常態可能較預期暢順及
迅速，加上大量受積壓的需求，帶動包括訪港旅遊
在內的經濟活動的復蘇步伐快過預期。

報告建議逐步取消BSD
報告稱，因應疫情推出支援弱勢家庭和受困中小企業的措

施可以逐步取消，同時亦可針對性地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
的支援。應擴大社會安全網，例如進一步提高社會援助的充
足性及擴大其覆蓋面，以及實行專門的失業救濟制度。中期
而言，必須透過全面的稅制改革以擴大稅基，提供穩定的收
入來源，以應付長期開支需要，同時確保財政可持續性。

報告指，增加住宅物業供應對於解決結構性的供需失衡至
關重要。應繼續實施與住宅物業有關的宏觀審慎措施，並在
樓市受壓時則予以調整。當來自非永久性居民及炒賣需求的
系統性風險減退，被評為資本流動管理措施/宏觀審慎措施
（CFM/MPM） 的 買 家 印 花 稅 （BSD） 和 新 住 宅 印 花 稅
（NRSD）需要逐步取消。

財爺歡迎 IMF認同港府工作
「我再次歡迎基金組織對香港作出積極正面的評估。」陳

茂波回應IMF評估報告稱， 「評估報告讚揚香港的金融體系
在面對疫情和具挑戰性的外圍環境下，仍然維持穩健，亦認
同特區政府推動香港經濟和金融長遠發展的工作。」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 「我歡迎基金組織再次肯定香港的
銀行和金融體系維持穩健強韌。正如基金組織指出，聯繫匯率
制度繼續暢順運作，是維持香港經濟金融穩定的穩固基石。」

國 際 貨
幣基金組織代
表團於 3 月 20 日
至 31 日 訪 問 香
港，其間與特區政府官
員、金融監管機構及私營機構
代表進行了討論。代表團已於 5
月5日公布初步總結，闡述其初步評
估。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於 5 月 17 日通
過評估報告。

IMF通常每年一次與成員國進行雙邊磋商，稱
為 「第四條磋商」。在成員國要求或同意下，IMF
工作人員可就成員國的特定領土或組成部分進行單獨討
論。這些磋商討論構成了成員國第四條磋商的一部分。其
中，工作人員團隊會對成員國的特定領土或組成部分開展訪
問，收集其經濟金融資訊，並與其官員討論經濟形勢與政策問
題。

鄭雁雄：金融機構在港前景光明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
道：特區政府昨日公布本財政年

度首個月財務狀況。截至今年4月
30日，本財政年度首個月開支為696

億元，收入為348億元，錄得赤字348
億元。財政儲備在 2023 年 4 月 30 日為

8000 億元。政府發言人解釋稱，4月份的
赤字主要是由於薪俸稅及利得稅等主要收入

均大多在財政年度的後期收取。
今年2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新一份財政

預算案時預計，2022/23 年度綜合赤字為 1398 億
元，高於原來預算的約560億元。財政儲備在今年

3月31日預計約8173億元。
陳茂波當時表示，去年本港經濟受疫情打擊，同時環

球央行大力收緊貨幣政策，嚴重削弱外圍經濟動力，影響本
地經濟狀況。政府的收入不如預期，本財政年度的利得稅收入

將較初時估算為低。股市和樓市疲弱，令印花稅收入比預期少，
樓市疲弱亦影響地價收入。

港府本財年首月
錄348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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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MF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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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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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開支

赤字

財政儲備
項目類別

本期開始的
財政儲備

綜合赤字

期末時的
財政儲備

金額

348億元

696億元

348億元

金額

8348億元

347億元

8000億元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昨日於香港四季酒店舉行第九屆董事會就職典禮暨主題金融論壇。 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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