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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經管學院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 2022」 

攜手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獻策 
 
（2022 年 9 月 23 日，香港）港大經管學院今日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 2022」，就香港經濟政策

的主要範疇作出分析並提出新舉措，為未來經濟發展作出貢獻。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蔡洪濱教授表示：「香港經濟當前面對重重挑戰，要走出困局，除了外部環境因素外，關鍵在於如何

調整自身政策，謀求發展。港大經管學院一直致力透過專業的知識和卓越的研究，分析香港的經濟環

境及政策問題。繼上年首度推出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今年我們連同眾多學者再次撰寫綠皮書，希望

拋磚引玉，引發更多積極討論和後續研究，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出謀獻策。」 

 

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兼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

總監王于漸教授表示：「超全球化的頂峰時期已過，而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之爭，又有自冷戰結束以

來再度死灰復燃之勢，環球經濟面對如此時局，確保維持標準、支持創新、發明、發現和創意，可謂

正合時宜。這亦切合本地經濟邏輯，皆因香港的競爭優勢在於人力資本、專業服務和誠信標準、各種

無形資本優勢，加上健全的法律制度可為後盾。香港應作好準備，透過招聘海外人才和投資本地人才，

以擴充知識人才庫；降低入境簽證門檻以吸引國際人才，更應是重中之重。」 

 

港大經管學院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及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教授表示：「香港是個

獨一無二的經濟體，獨特優勢不一而足，也效法不來。要協助香港從新冠肺炎和地緣政治矛盾中把握

機遇，開展經濟轉型，應聚焦於驅動繫於科技和研發的知識型經濟發展，以及按照自身比較優勢，鞏

固與其他大灣區城市的有效經濟合作和融合，從而一方面推進區內發展，另一方面克服香港自身局限。

其中，再工業化事在必行，既令產業支柱多元化，亦有利於完善科研及創新的生態系統，助力香港與

深圳攜手創建國際創新樞紐。」 
 

「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 2022」輯錄八篇文章，內容包括香港經濟未來方向、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創

建優質工作之城、建立國際碳交易樞紐角色、推動創科，以及房屋問題和北部都會區發展等，重點分

析如下： 

 
香港經濟里程如何揭示未來方向 

• 香港須勇於制訂一套進取而周詳的政策，累積人力資本和無形資本、堅守誠信標準，並促進本

地工商業支援服務業的效率和競爭，當中必需大量私人和公共資本投資。融資可以經由本地的

資本和金融市場，亦可透過以折扣價向現有租戶出售租住公屋。 

• 香港必須銳意構思一個大都會願景：在今後 25年內容納千萬人口，其中具備寶貴的人才和能力

特質。為了實現願景，香港應設法網羅人才，以期在 25 年內達致千萬人口，亦即每年須引進

1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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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保持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 香港上市公司的市淨率較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為低。截至 2022 年 8 月 12 日，恒生指數中 26 家成

份股公司（以 69 家計，比例為 37.68%）的市淨率低於一倍。若將指數中成份股公司合為一家，

其市淨率則為 0.83 倍。企業管治不足，有礙實際反映上市公司的身價；若能透過改善企業管治

而提升公司市淨率，即可令香港股市估值搖身一變，躋身世界前列。 

• 大批現時在美國上市的中資公司，預期將在數年內轉到香港上市，其企業管治在可見將來或會

充滿挑戰，原因有四個：與近幾年相比，這類中資公司也同樣面臨增長大不如前的困境；創辦

人亦將相繼離開公司；這類公司大都採用可變利益實體（VIE）結構，其中蘊含企業管治弱點；

這類公司的資產價值主要在於無形資產，較易轉移。 

 

創建優質工作之城 

• 香港經濟落後於由資訊科技和人工智能迅速驅動的科技革命，並已喪失在世界經濟活動分類中

的部分獨特優勢。香港正面臨總體性、結構性、分佈性三大範疇的問題。經濟增長放緩，提供

中等收入的商業活動流於空洞化，社會不均加劇。通過將香港創建為優質工作之城，可以一併

解決這些問題。 

• 香港需要提高產業多樣性，擴充市場規模，並改善勞工流動情況，並建議逐步調整，以達致加

強版金融業、升級版服務業，以及新興高科技業；此三大行業將成為本地創造大量優質工作的

基礎。為協助政府帶領經濟轉型，促進職位向優質產業重新分配，提出四項具體政策建議，包

括人才策略、研發投資方面的公私營合作、與內地城市的策略性合作，以及借力高等教育界別。 

 
 

香港譜寫國際碳交易樞紐新章 

• 香港綠色金融和碳交易發展比其他成熟金融經濟體（如歐洲）落後約 10 年，必須急起直追，借

助自身優勢為中國內地與區內綠色經濟的發展作出貢獻。目前，除內地以外，亞洲的碳交易市

場規模有限，若能建設一個開放、運作暢順的碳交易市場，對環球資金無疑極具吸引力。 

• 香港資本市場中有不少公司具備參與碳交易的潛力，正好順應時勢，在本地建立碳交易市場，

以便吸引更多綠色資金和新能源公司來港集資上市。策略包括：促進公私營合作、運用區塊鏈

技術和銜接國際標準以杜絕「綠色洗錢」；綠色教育：令持續進修基金涵蓋更多綠色金融課程；

以及港交所設碳交易市場官方平台及標準並聯繫大灣區。 

 

香港在大灣區邁向全球創新樞紐大道上的功能 

• 香港整體經濟過度依賴金融和地產，導致收入和財富不均問題嚴重。推動經濟多元化，有助促

進香港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經濟增長。在邁向再工業化和創新的路上，香港面臨連串挑戰，包

括來自大灣區城市的競爭、高昂的勞工和土地成本、昂貴的住屋開支和租金、跨境合作和融合

過程中的齟齬，以及在金融和專業服務掛帥的經濟中，研發文化匱乏。 

• 要為創新和再工業化鋪路，建議：必須加大力度，制訂有利研發的政策，例如對研發的稅務寬

減，以及研究人員與大學之間知識產權分享的改善安排；通過優化措施，以吸引更多國際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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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來港，在以研發及創新方面形成外部規模經濟；挽留人才，例如悉數退還取得永久居留權

的人才已付的雙重印花稅；各政府部門加強大灣區內香港及其他城市企業的跨境合作。 

 

香港應聚焦創科發展以應對全球大變局 

• 長期來看，服務業佔 GDP 比重超過 90%的結構性問題凸顯。特區政府應按形勢發展適當轉變自

身角色，從單純的有限政府轉成為「有限政府+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由經濟增長的預測者

轉變為經濟發展目標的提出者，充分利用本地發展高端製造業的比較優勢，以北部都會區發展

為契機，以加快創新科技產業發展為主線，而創科產業與金融產業的雙向發展有利於優化整體

經濟結構，促進多元發展。 

• 北部都會區規劃首次突破了以行政疆界劃定空間的概念，使「一國兩制」下「兩制」直接融合

發展成為可能，觀念的轉變是孕育新突破的第一步。特區政府應積極有為，提升北部都會區的

城市功能定位，包括：加強頂層設計，突出高端製造業發展定位；側重產業引導，注重錯位發

展與協調發展；發揮政府作用，拓展土地空間與融資空間；降低「兩制」成本，推動港深經貿

一體化；打通市場堵點，提高產學研相互聯通與轉化。 

 

減少公屋錯配 提升產力 再創香港傳奇 

• 公營房屋政策僵化導致重大效益損失，租戶與單位錯配是主因之一。要逐步改善現有制度下的

錯配現象，建議：在編配新申請人方面，60 歲或以上的長者住戶，及不從事經濟活動的住戶，

可編配至偏遠地區的公屋；推出調遷計劃，若租戶能提供長期聘書作為證據，應可選擇調遷到

較接近工作地點的屋邨；任何調遷或安置行動，應以住戶的就業及經濟活動作為編配地區的考

慮；可考慮設立官方公屋單位交換制度，便利租戶，進一步善用公屋單位。 

• 粵港澳大灣區將進一步帶來改善公屋編配效率及解決房屋短缺的機會。在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樣本中，約有五分之一公屋租戶的成員全屬退休人士，遷往大灣區也許能改善其中部分人的退

休生活，而所騰出的公屋單位則可重新編配給香港的勞動人口，從而改善整體生產力。香港長

者可藉廣東計劃在當地安老院享用較優質的服務和環境。若香港因缺乏生產要素而未能提供此

等服務和環境，在大灣區設立「銀髮邨」，以發展長者社區，相信是較佳選擇。 

 

香港房屋危機之謎 

• 香港樓價異常難以負擔的危機，主因在公屋租金未能因時制宜，以致低端私人樓宇的價格對房

屋供應不足極度敏感。容許租置和居屋業主將單位自由出租，就能惠及租置和居屋業主以及低

收入私樓租戶，而毋須對公屋租戶加租。租置和居屋業主既可繼續在現有單位居住，亦可享有

賺取租金的選擇。低收入私樓租戶則可有較多低端單位可供租住，而毋須繼續捱貴租。如此改

革毋須耗費巨額行政成本，亦不牽涉覓地建屋，無疑有利無弊，政府理應從速上馬，予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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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遠而言，政府應該將所有公屋低價出售給住戶，並且容許買者毋須補地價就能自由出租。這

個方案能讓低端私樓的價格不再對房屋的供求狀況異常地敏感，也能讓「太空艙」和劏房泛濫

的現象不再重現。 

－完－ 

 
關於港大經管學院  
港大經管學院成立於 2001 年，是香港大學最年輕及最具活力的成員。本學院致力培育一級商界領袖，鼓勵學術及有關研究；在亞

洲導向經濟發展的世界大潮流之下，為香港、中國乃至世界各國的發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動力。作為以亞洲為本位的頂尖國際商學

院，港大經管學院匯聚全球各地的傑出學者，授予學生國際宏觀與亞洲焦點並濟的全球知識。本學院在本科教育以及收生方面均

表現卓越。出色的課程吸納來自香港及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學院的非本地本科生比例為香港大學最高。 
 
港大經管學院提供全面的商學教育。學院的師資水平及研究實力在過去二十年間持續提升，並取得豐碩成果。學院於 2021 年獲

UTD 研究排名亞洲第一；全日制 MBA 課程第 10 年獲《經濟學人》選為亞洲第一。學院與世界頂尖學府及企業伙伴建立了緊密的策

略性合作關係，為學生提供緊貼市場的教學內容、優質教育及實用資源。 
 
為聯繫不同城市和地區的學生和校友，以及促進與全球商界的合作，港大經管學院建立了一個獨特的國際網絡，地域延伸至北京、

深圳、越南和以色列特拉維夫，勢將成為世界頂尖、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經濟學及商業教育和科研機構。  
 
港大經管學院獲 EQUIS 及 AACSB 國際認證。 
 
請瀏覽：https://www.hkubs.hku.hk/      

https://www.hkubs.hk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