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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發展對就業市場帶來的變化
自經歷 2003 年的低潮後，香港經濟在 2004

至 2010 年持續暢旺。在此 7 年間，實質經濟增長

平均達 5.2%，期內 28 個季度中，更有 20 個季度

錄得 6%或以上的增長。對上一次有如此理想的經

濟表現要追朔到 1991 至 1997 年的黃金發展期。 

 

然而，這兩段經濟繁榮期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增

長模式。90 年代的經濟動力主要來自強勁的本地

需求，由 1990 至 1997 年
1
，實質私人消費累積上

升 53%，政府開支則增加 41%，均遠高於 2003 至

2010 年間分別 39%及 9%的升幅。 

 
投資方面亦出現類似情況。受惠於興建新機場

及房屋建築加快，投資支出在 1990 至 1997 年間

顯著增長 90%，與 2003 至 2010 年間 24%的升幅形

成強烈對比。 

 
難怪 90 年代社會普遍對香港的經濟前景感到

如此樂觀！ 

 

現時的經濟增長主要由強勁的服務輸出所帶

動。2003 至 2010 年間，服務輸出總值實質增長 1

倍，而在 1990 至 1997 年間僅上升 48%。因此，名

義服務貿易盈餘佔本地生產總值在 2010 年為

24.8%，大幅高於 90 年代的 6%至 8%。 

 

2003 至 2010 年間，人口增長減慢導致實質

人均生產總值增長 34%，高於 1990 至 1997 年間

24%的升幅。不過，住戶收入的情況剛好相反。家

庭實質人均入息中位數在 2003 至 2010 年間僅上

升 11.4%，不及 90 年代 20.1%的升幅。 

 
就業增長的差異是解釋當中分別的其中一個原

因。2003 至 2010 年間，整體就業增加 313,300，

或 10.4% ，而 在 1990 至 1997 年 間 ， 共 創 造

477,800 個職位，升幅達 17.4%。 

 
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的關係，可以透過深入分

析各行業的發展以作進一步了解。 

 

行業分析：經濟與就業增長的關係 

2003 至 2010 年 間 ， 香 港 實 質 經 濟 增 長

40.9%，進出口貿易以及金融及保險業是兩大增長

引擎，分別增長 69.2%及 112.2%。期間以金額計

算，這兩類行業共佔本地生產總值 34.9%，但對期

間經濟增長貢獻高達 55.3%。 

 

內地經濟在過去 10 年高速發展，拉動香港經

濟增長。內地出口在 2004 至 2010 年間平均增長

21.4%，而香港貨物貿易由於有相當部分與內地有

關，因此能從中受惠。 

 

與此同時，香港作為內地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不斷加強，在 2004 至 2010 年間，香港股票市場

共集資 16,530 億港元，較之前 7 年即 1997 至

2003 年間的總數飆升 342.3%，當中 55%是來自內

地企業。 

 

出口業亦是香港勞動市場的支柱，在 2003 至

2010 年間該行業的就業崗位上升 65,300 個，佔整

體新增就業 20.8%。但在同一時期，金融及保險業

只能額外創造 35,700 個職位，佔整體新增就業

11.4%，相比之下，期間該行業對經濟增幅的貢獻

高達 26.7%。部分原因是金融業屬於資本密集型行

業，因此在創造職位方面的能力有限。不過，金融

及保險業亦帶動對其他支援服務的需求。地產、商

業及專業服務業在 2003 至 2010 年間共額外創造

79,800 個就業機會，佔期內新增職位 25.5%。 
 

2003 至 2010 年間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及就業增長（分行業）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1990=100) 

就業 

  2 0 1 0 2 0 0 3 - 2 0 1 0 增長 20 1 0  2 0 0 3 - 2 0 1 0 增長

行業 佔總數

比例

百萬港元 佔增長 

比例 

佔總數 

比例 

千人 佔增長比

例 

金融及保險 14.6 % 1 3 4 , 3 8 2  2 6 . 7 %  5 . 6 %  3 5 . 7  1 1 . 4 %

進出口貿易 20.3 % 1 4 4 , 1 2 3  2 8 . 6 %  1 4 . 4 %  6 5 . 3  2 0 . 8 %

地產、商業

及專業服務
10.3 % 3 3 , 5 8 8  6 . 7 %  1 2 . 6 %  7 9 . 8  2 5 . 5 %

公共行政、

社會及個人

服務 

16. 5 % 3 3 , 2 8 2  6 . 6 %  2 5 . 7 %  1 5 8 . 1  5 0 . 5 %

批發及零售 4.1% 2 7 , 1 6 1  5 . 4 %  9 . 7 %  1 0 . 4  3 . 3 %

住宿及膳食

服務 
3.0 % 1 8 , 2 3 3  3 . 6 %  7 . 6 %  3 1 . 3  1 0 . 0 %

製造 1.7 % - 2 , 3 9 1  - 0 . 5 %  3 . 7 %  - 7 3 . 9  - 2 3 . 6 %

建造 3.3 % - 8 , 2 6 0  - 1 . 6 %  7 . 7 %  1 0 . 3  3 . 3 %

運輸及倉庫 5.8% 3 0 , 5 8 4  6 . 1 %  8 . 6 %  9 . 5  3 . 0 %

全部 100 . 0 % 5 0 3 , 5 1 3  1 0 0 . 0 %  1 0 0 . 0 %  3 1 3 . 3  1 0 0 . 0 %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東亞銀行估計 

 

經濟分析所表達的論點，並不一定反映本銀行管理層的立場。各方如有轉載本報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均須註明資料來源。如有任何查詢，請

電：3608 - 5 0 20，傳真：3608 - 6 1 71，或郵寄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31 號經濟研究部。 

1 本研究主要集中探討香港在過去兩個 7 年期間（1991-1997 年及 2004-2010 年）經濟發展的變化。文中所指的年增長率是根據這兩段

時期作出比較。當涉及累計變幅時，比較的時期是 1997 年及 1990，以及 2010 年及 2003 年。 



另外，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是創造最

多就業崗位的行業，在 2003 至 2010 年間額外創

造 158,100 份工作，有助彌補期間製造業所流失

的 73,900 個職位。然而，這些行業僅對期間經濟

增長有 6.6%的貢獻，佔整體經濟的份額由 2003 年

的 20.6%下降至 2010 年的 16.5%。緩慢的增長令

行業薪酬上升的幅度溫和。2004 至 2010 年間
2
，社

會及個人服務業薪金上升 1.9%，低於社會整體

16.3%的升幅。該行業作為最大僱主，這發展令人

不安，並且反映香港經濟以外需帶動，本土行業需

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分享經濟成果。 

 

主要挑戰：擴大經濟容量 

國家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內地經濟增長

將減少對出口的依賴。受此政策影響，內地出口升

幅將會減慢，不利香港的貿易行業。此外，人民幣

升值以及歐美經濟復甦緩慢，令香港出口商面臨需

求疲弱及成本上漲的雙重打擊。 

 

雖然內地消費暢旺帶動入口需求上升，香港能

從中受惠，但這發展未能及時抵銷香港貿易商目前

的經營壓力。事實上，進出口行業所面對的困難在

近年開始浮現。在 2008 至 2010 年間，進出口貿

易行業的經濟增加值上升 2.3%，遜於整體經濟

4.1%的增幅；其總就業人數在 2010 年亦較 2008

年金融海嘯前低 5.1%。 

 

另一方面，內地因素將繼續支持金融行業蓬勃

發展。國家「十二五」規劃鼓勵內地企業「走出

去」，向外收購技術及戰略性資產如能源及商品資

源等，將令更多內地企業利用香港作為金融平台擴

展海外業務。 

 

此外，過去 3 年，香港在建立離岸人民幣中心

方面取得重大進展。人民幣金融服務包括貿易結

算、資金調撥以及投資產品種類等已明顯擴大。截

至 2011 年 8 月，在港人民幣存款達 6,090 億元人

民幣，佔香港整體存款的 10.2%。今年首 8 個月，

在港人民幣貿易結算金額達 1 萬億元人民幣，佔內

地總貿易額的 7.5%。 

 

最近推出的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及人民幣境外

合格機構投資者機制為香港的人民幣業務帶來更多

發展空間。當有關服務擴展至相當規模，將會吸引

更多內地及海外人民幣資金來港，為香港的金融業

注入新的增長動力。因此，未來人民幣業務的發展

對拉動香港經濟將日益重要，並可紓緩進出口行業

疲弱的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內地居民在港消費快速上升，為香

港發展內部經濟帶來新的機遇。旅客消費（撇除酒

店支出）佔本地市場消費開支的比例由 2003 年的

6.3%上升至 2010 年的 12.5%。2008 至 2010 年間

的情況尤其突出，在本地市場消費開支增長中， 

44.7%是來自旅客消費。 

 

在 2010 年，內地居民消費佔香港旅客消費

68.7%，當中 74%用於購物，因此零售業受益不

淺。今年首 8 個月，零售銷售額按年大幅上升

25.6%。然而，消費品大多從海外進口，因此相當

部分的零售收入流入外國生產商，為香港帶來的本

土經濟增加值相當有限。此外，內地政府未來可能

對奢侈品降低入口關稅，這將令部分在港的旅客消

費返回內地。因此，政府應積極鼓勵內地居民利用

香港的消費服務如教育、金融、醫療等，這些服務

有較多本地元素，在創造就業方面擁有巨大的潛

力。 

 

另一個香港政府需要正視的問題是寫字樓租金

正不斷上升。正如上文所述，內地企業紛紛利用香

港作為「走出去」的金融平台。海外企業亦因應內

地業務增長而在港成立公司。然而，寫字樓供應未

能追上需求。在 2009 至 2012 年間，政府估計寫

字樓落成量平均每年為 135,275 平方米
3
，遠低於

1998 至 2008 年間平均 260,000 平方米。因此，

香港已取代倫敦成為全球寫字樓租金最貴的地方
4
，

這大幅增加了香港的營商成本，並迫使企業將部分

商業活動遷移至鄰近城市。因此，香港有迫切需要

增加寫字樓供應，以維持香港作為商業服務中心的

地位。 

 

總括而言，服務輸出在過去 7 年帶動香港經濟

增長，這種發展模式適合香港這個細小而開放的經

濟體系。內地對香港的商業及消費服務需求日益增

加，香港憑藉金融及消費服務的優勢可從中受惠。

然而，受到供應方面的局限，香港未能充份把握這

些發展的機遇。從寫字樓供應到醫療服務，均未能

及時與需求同步增長。結果將客戶拒於門外，相關

的就業機會亦白白流失。因此，擴展我們的經濟基

建是香港現時最迫切的工作。 

 

2 最早可提供的數據始於 2004 年。 
3 資料來源: 2011 香港物業報告 
4 資料來源：仲量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