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金五年  (2010-2014) 

盛衰關鍵 

HKGolden50 

實現香港潛能    躍升國際都會 



香港黃金五十 

• 非政治、非牟利、獨立政策研究組織 

• 兩個核心信念 

– 香港最美好的五十年在前面，而非過去 

– 教育程度最高的八十後接棒把香港建得更美好 

• 黃金五年 (2010-2014) 盛衰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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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golden5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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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以下網址下載： 

報告摘要 (DOC)： 
http://www.hkgolden50.org/HKGOLDEN_CHI.pdf 

簡報 (PPT) ： 
http://www.hkgolden50.org/civic_asso.pdf 

《實現香港潛能    躍升國際都會  黃金五年 盛衰關鍵》 

http://www.hkgolden50.org/population_chi.pdf
http://www.hkgolden50.org/population_chi.pdf
http://www.hkgolden50.org/population_chi.pdf
http://www.hkgolden50.org/population_chi.pdf
http://www.hkgolden50.org/population_chi.pdf
http://www.hkgolden50.org/civic_asso_ppt.pdf
http://www.hkgolden50.org/civic_asso_ppt.pdf
http://www.hkgolden50.org/civic_asso_ppt.pdf


香港最美好的五十年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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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五年 至為關鍵 

香港的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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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就業人數 

平均按月就業增長﹕ 

1981年10月 - 1995年5月﹕0.12% 

過去4年平
均按月增
加近0.2%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3.8 

2.4 

平均按月就業增長﹕ 

1997年6月 - 2009年12月﹕0.07% 

黃金五年——最高基數+最高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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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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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 

黃金五年首4年
上升27% 

在過往4年，家庭入息中位數增加 27% 

8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在過往4年，綜援受助人數減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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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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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受助人數目 

黃金五年首4年
下跌18% 



經濟重心西向東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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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字號也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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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H in HK…? 

 



新字號也來港 

 



新字號也來港 

 



新字號也來港 

 



新字號也來港 

 



3,250 

4,057 

4,45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億
港

元
 

4,944 

2012: +10%        

2013: +10%        

香港總零售額 

2010: +18%        

2011: +25%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在黃金五年 (2010-14) 

首 4 年上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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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4年，香港商場租金指數增加 78% 

資料來源：第一戴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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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五年首 4 年
上升 78% 

香港商場租金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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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寫字樓租金於2010至2012年上升一倍 

整體 中環 

寫字樓供給限制﹕租金飆升 

整體 中環 

2010 +20% +30% 

2011 +25% +35% 

2012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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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零售額在過往 3 年增加 63% 時， 

零售空間只增加 1% 

20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差餉物業估價署 

擴大落差： 
以往的少修少補思維不可行， 
急需“大規模”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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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零售額 私人商業空間 

需求Vs供應落差 

正急劇擴大 

2010-2012: 

+63% 

2010-2012: 

+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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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零售額 私人商業空間 

2009-2012: 

+63% 

2009-20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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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需求Vs供應落差正急劇擴大：
3 - 4年後，差額應已倍增 

161% 

2010-2015: 

+3%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差餉物業估價署 

2010-2015: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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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旅客人次 酒店房間數目 

當旅客在過往 3 年增加 64% 時， 

酒店房間只增加 13% 

總旅客人次自2009年起

增加 64%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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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房間數目自2009年起

僅增加 13% 

2010 2011 201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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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旅客人次 酒店房間數目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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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2: +64% 

2009-2012: +13% 

2010-2015: 

+27% 

51% 

2010-2015: 

+170% 

143% 

需求Vs供應落差正急劇擴大：
3 - 4年後，差額應已倍增 



將面臨開埠以來最嚴重的勞動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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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 黃金五年 

全民就業水平(3%) 

勞動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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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HKGolden50 

8% 



我們將在未來20年間損失20萬勞動力… 

25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HKGolden50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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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人口*預測 

勞動人口 (左軸) 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 (右軸) 

減少20萬勞動力 

3.6 3.6 



三個難逢的社會經濟因素 
賜予香港共建更好未來的黃金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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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導致黃金五年的因素 

1. 人口年齡分布：最大同理心 

2. 一國一市場  

3. 經濟重心西向東移 

27 



1. 最大同理心：黃金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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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香港男性最多的年紀群:45-54歲(黃金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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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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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大同理心：黃金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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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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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香港男性最多的年紀群:45-54歲(黃金五十) 

1. 最大同理心：黃金五十 

3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 一國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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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國家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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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8 

5,857 
+31%  (2000-13) 



2. 一國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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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內地到港人次 
4074 

379 

+975%  (2000-13) 

萬
人

次
 



 

2. 一國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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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持續上升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中國國家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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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濟重心西向東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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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投資推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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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將餅做大」，投資服務
容量和本領 

我們有需要，有能力，獨欠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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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近乎完美： (1)金融行業 (2)中國經濟 

 

 

 

 

 

 

 

 
 

• 但2000-10增長25%﹕每年複式增長只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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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香港領先，2003年起卻嚴重落後 

香港 新加坡 2000-2010:  

新加坡+87% 

香港 +25% 

250,000 

350,000 

39%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新加坡統計局 

 



星洲「應使則使」 香港「墨守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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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開支（以當地貨幣計）(2000=100) 

香港 新加坡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新加坡統計局 



「應使則使」亦能造就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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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新加坡統計年報 



I. 計入與人口老化無關的開支(教育及基
建)高估開支 

II. 混淆「週期性」(cyclical)與「結構性」
(structural)低估收入 

III. 混淆必須(mandatory)與酌情
(discretionary)成本誇大增幅 

IV.  20%緊箍咒 = 誤以為香港等得 

V.  缺乏全觀(holistic)視野及動態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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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劃組報告五大問題 



過往公共財政管理表現﹕持續低估，錯而
不改，強差人意 
(億元)  2009/10 

預算 

(預算變

幅)  

 

2009/10 

實際 

(實際變

幅) 

2010/11 

預算 

(預算變

幅)  

 

2010/11 

實際 

(實際變

幅) 

 

2011/12  

預算 

(預算變

幅)  

 

2011/12  

實際 

(實際變

幅) 

2012/13

預算 

(預算變

幅)  

 

2012/13  

實際 

(實際變

幅) 

2013/14

預算 

(預算變

幅)  

 

利得稅 710 

(-32%)  

766 

(-26%) 

785 

(+2%)  

932 

(+22%) 

969 

(+4%)  

1186 

(+27%) 

1056  

(-11%)  

1256 

(+11%) 

1310 

(+4%) 

薪俸稅 352 

(-10%)  

412 

(+6%) 

398 

(-3%)  

443 

(+8%) 

432 

(-2%)  

518 

(+17%) 

493  

(-5%)  

505 

(-3%) 

 

5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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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預算案、政府憲報 

(億元)  2009/10 

預算 

2009/10 

實際 

2010/11 

預算 

2010/11 

實際 

2011/12  

預算 

2011/12  

實際 

2012/13

預算 

2012/13  

實際 

2013/14

預算 

綜合盈

餘/赤

字 

-399 

  

259 

 

-252 751 39 

 

737 -35 648 

 

-49 

低估658億 

(4% GDP) 

低估1,003億 

(6% GDP) 

低估698億 

(4% GDP) 

低估683億 

(3% GDP) 



週期性還是結構性﹖ 

41 

• 過去3至4年在全球經濟週期性(cyclical)放緩、一
潭死水，香港一枝獨秀。 

• 結構性(structural)好景﹕源於祖國這個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未來一片光明 

• 現時49個中國城市可自由行來港，佔全國660個
城市7%、或者100萬人口以上城市的29%。 

• 只要開放第50個城市自由行來港 + 愈來愈多高
增值行業受惠（如保利＋中信）香港生意無
憂﹗ 

• 長劃組計量經濟(econometric)模型3個虛擬變數
沒有中國因素(China factor) 

 



香港經濟逆全球週期性放緩表現極之亮麗，足證
是結構性機遇今天一定要投資，而非儲錢﹗ 

42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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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佔GDP 22% 豈有財赤？ 

• 我們參考S&P的模擬，估算人口老化相關的
開支將由2012年佔GDP的2.7%2041年增
加超過1倍至5.8%和長劃組的基準情景
（base case）推算至2041年政府總開支佔
GDP 24%相若。 

 

• 若把長劃組推算首年的政府收入（2014/15

年）佔GDP20%22%在基準情景，未來
近30年內收入都比開支多，仍有盈餘，遑論
出現財赤。 



換個假設，結局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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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入及開支佔GDP推算 

政府收入佔GDP（長劃組推算） 

政府收入佔GDP（以政府收入佔GDP22%起始推算） 

政府開支佔GDP（長劃組基準情景） 

註：           由於長劃組報告沒有包括推算的每年實際數字，圖中重演（replication）與長劃組推算結果稍有出入。 

資料來源：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HKGolden50。 

長劃組原推算赤字約
於2029年出現 

把政府收入佔GDP起始點上調至22%，赤字不會出
現（收入（紅線）持續高於開支（黑線）） 

21% 

18% 



財政規劃基本概念大錯特錯！ 
• 財爺為防止結構性財赤出現的板斧不外兩招： 

– （一）把盈餘及儲備鎖起不用20年，成立「未來基金」 

– （二）嚴格控制開支增幅，不得超過名義GDP增長 

• 錯誤概念： 

1. 限制開支增幅＝名義GDP增長死守公共部門佔經濟
20%的緊箍咒  （後面分析） 

2. 名義GDP增長根本不反映社會、經濟、民生的實質需要
對上一次（1996年）就業人數年增逾2%時，名義增
長是10%，近年是5%，但對軟硬件的需求卻是一樣 

3. 以為名義GDP增長（5.5%）＞通脹（4.6%）＝政府服
務有實質提升（0.9%）雙樽頸下，有很多政府服務
價格增幅都高於通脹，如醫療、建屋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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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公務員薪金、福利金和通脹已可把政府
開支增幅完全蠶食 
($ 億元)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政府總開支 4,110 4,340 4,580 4,830 5,090 

政府總開支增長 — 若限制不能高於名義GDP增長預測   5.5% 5.5% 5.5% 5.5% 

「容許」開支增長   230 240 250 270 

員工成本（薪金、相關福利及退休金） 960 1,030 1,100 1,180 1,260 

假設政府不增聘任何人手，只按薪酬趨勢及年資「增薪點」
調整員工成本 （@ 每年7%） 

  70 70 80 80 

福利金開支（綜援、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 390 410 430 450 470 

假設申領福利人數不變，只參考社援物價指數調整福利金
額 （@ 每年5%） 

  20 20 20 20 

其他政府開支 2,760 2,900 3,040 3,190 3,350 

假設政府其他開支只按通脹上升 （@ 每年5%）   140 140 150 160 

估算上述總開支增加   
  

220 240 250 260 

佔「容許」開支增長百分比 99% 100% 100% 100% 

主要假設參數 參考 

公務員加薪（只計薪酬趨勢及年資「增薪點」調整） 7.0% 
2012-13年平均員工成本 減 同期公務
員編制增幅: 7.0% 

福利金額（參考社援物價指數調整） 5.0% 2011-13年社援物價指數平均幅:4.7% 

通脹 5.0% 2011-13年平均通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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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NOT Cyclical => Inves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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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手度過黃金五年，能否保住現
在所有﹖ 

不太可能……機會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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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表現：2000-2010 

49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人均名義生產總值增長 (2000年=100, 以當地貨幣計算) 

倫敦 紐約 香港 新加坡 

資料來源: 英國統計局, 新加坡統計局, 紐約市財政預算辦公室, 香港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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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表現：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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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寫字樓租金在亞洲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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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字樓租金, 2011年上半年 

香港 新加坡 上海 

51 

資料來源：第一太平戴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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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可能比薪金更高…… 

整體 中環 

2010 +20% +30% 

2011 +25% +35% 

2012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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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有心有力 虎視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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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近乎完美： (1)金融行業 (2)中國經濟 

 

 

 

 

 

 

 

 
 

• 但2000-10增長25%﹕每年複式增長只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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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經濟影響極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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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移民前後 

  移民前 移民 移民後 

人口 100 15 115 

人均生產總值 10.0 20.0 11.3 

整體生產總值 1,000 300 1,300 

整體國內生產總值增加 30%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變動 +13% 

香港﹕移民前後 

  移民前 移民 移民後 

人口 100 11 111 

人均生產總值 10.0 4.5 9.5 

整體生產總值 1,000 50 1,050 

整體國內生產總值增加 5%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變動 -5% 

移民政策影響模擬 



機會不等人→一定要增加服務容量， 
不能容許勞動力收縮 

• 對我們服務的需求→結構性上升→我們
教育程度最好一代能有事業發展空間 

• 如任由勞動人口收縮→容量不足應付結
構上的需求→顧客將離我們而去，轉而
光顧我們的對手；這是個零和遊戲 

• 如勞動人口無增長，我們經濟先會停滯
→不斷老化的勞動力拖累→結構性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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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決擇：良性循環抑或往下沉淪 

• 私人市場就業趨勢正面：在2013年3月，空缺職
位按年增加了15%至19年高位，達8萬個空缺 

• 擴大勞動力以追上商機→經濟規模效率 +加大服
務範圍→吸引更多顧客→良性循環→勞動人口
隨生意增長，就業穩定性及薪酬提高 

• 員工短缺→服務水平下滑→租金、工資支出上
升→ 顧客不願付更多錢換來較差服務→離開→
「增長衰退」→企業倒閉、裁員→政府難以負
擔人口老化開支→加稅或減福利→社會不快樂
→惡性循環，向下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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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澳門借鏡 – 機會不等人 

• 十多年前，澳門開始擴充博彩業規模(即是回應需求) 
→數年間生意額已超越拉斯維加斯→更多旅客→更
多擴張生意空間  

• 不夠本地勞動力→從全球入口勞工→繼續擴張→在
選擇更多和服務水平不斷進步下，繼續吸引更多顧
客→良性循環→市場等於7個拉斯維加斯→澳門人均
GDP已是香港兩倍→儘管26%勞動力是從外地入口，
仍在加薪幅度和就業水平上超越香港 

• 新加坡亦在上演同樣良性循環故事：有90萬外地入
口勞工， 佔勞動人口28%。在落後香港25年後，終
於在2004年起超越香港→人均GDP現已高於香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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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人口政策 
1.迎接一生人一次的結構性增長契

機，將香港經濟社會持續做大, 進
入良性循環 - 足以支持老化支出 

 

2.用客觀事實撇除沙士陰影 - 醫
生、建築工人、政府、商界、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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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在未來20年間損失20萬勞動力 

60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HKGolden50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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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人口*預測 

勞動人口 (左軸) 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 (右軸) 

減少20萬勞動力 

3.6 3.6 



引入20萬人才相當合理 

• 不少客觀研究指出，鼓勵參與勞動或生育的
措施成效有限且難以維持→我們勞動力自
2020年起將縮減20萬→增值性引入人才對維
持經濟繁榮和社會活力至為關鍵。儘管20萬
看似大數目，但在客觀形勢下其實很合理： 

(1) 取代未來20年的20萬通過退休流失的勞工 

(2) 新人才能創造商機及就業機會→全民就業
皆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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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20萬人才相當合理 

(3) 相對經工作簽證來港工作的約85,000人→如勞
動力短缺惡化，將引入更多勞工 

(4) 相對過去15年經單程證來港的83萬內地人 

(5) 相對未來20年將經單程證來港的110萬內地人 

(6) 新加坡在2004/05年度起的6年吸納了45萬外國
人成為永久居民，額外增加了15%居民人口 

(7) 20萬雙非嬰中大部分最終可能不會來港 

(8) 很多國家均有類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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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後將有12%勞動力短缺！豈止人人有工開！  

• 同樣的結構性良性循環已在港上演→在過去3年半全球
經濟衰退間，勞動人口升6%、就業人口升7% (史上最
快) →家庭收入中位數在3年間升25%→就業最理想行
業：在空缺數目按年升幅方面，(1)酒店及餐飲業升
41%；(2)建造業升40%；(3)零售業升15% 

• 目前勞力供應尚且已十分緊張，在2020年起20萬工人
退休後只會更大幅惡化 

• 2010年起，我們實質勞動力需求每年增長3.1%→即使
減少8成，仍有每年0.6%→乘以20年，即總需求增加
12%→但2030年勞動人口只與2010年相約→勞動力短
缺達12%！豈止人人有工開，簡直是工等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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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勞動力需求卻不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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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供求預測 

勞動人口 (勞動力供應) 有效勞動力需求^ 假設有效勞動力需求減慢80% 

註: ^ 有效勞動力需求指就業人數及職位空缺的總和。以上數字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HKGolden50 

勞動人口在20年間 

原地踏步在360萬 

20年(2033年)後我們將 

面對43萬人(12%) 
的勞動力短缺 

有效勞動力需求在過去 

兩年半(2010末 - 2013年中) 

每年平均增加: 3.1% 

假設勞動力需求在未來 

20年每年平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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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勞動力需求卻不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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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供求預測 

勞動人口 (勞動力供應) 
有效勞動力需求^ 
假設有效勞動力需求減慢80% 

註: ^ 有效勞動力需求指就業人數及職位空缺的總和。以上數字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HKGolden50 

勞動人口在20年間 

原地踏步在360萬 

20年(2033年)後我們將 

面對43萬人(12%) 
的勞動力短缺 

假設勞動力需求在未來 

20年每年平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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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勞動力需求在過去兩年半 

(2010 - 2013年中)每年平均增加: 3.1% 



…但勞動力需求卻不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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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供求預測 

勞動人口 (勞動力供應) 
有效勞動力需求^ 
假設有效勞動力需求減慢80% 
假設有效勞動力需求減慢60% 

註: ^ 有效勞動力需求指就業人數及職位空缺的總和。以上數字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HKGolden50 

勞動人口在20年間 

原地踏步在360萬 

假設勞動力需求在未來 

20年每年平均增加： 

0.6%(即減慢80%) 

若假設勞動力需求在未來
20年每年平均增加

1.3%(即減慢60%)... 

2033年勞動力短缺： 

96萬人(27%) 

2033年勞動力短缺： 

43萬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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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勞動力需求在過去兩年半 

(2010 - 2013年中)每年平均增加: 3.1% 



…但勞動力需求卻不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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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供求預測 

勞動人口 (勞動力供應) 
有效勞動力需求^ 
假設有效勞動力需求減慢80% 
假設有效勞動力需求減慢60% 
假設有效勞動力需求減慢50% 

註: ^ 有效勞動力需求指就業人數及職位空缺的總和。以上數字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若假設勞動力需求在未來
20年每年平均增加

1.5%(即減慢50%)...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HKGolden50 

勞動人口在20年間 

原地踏步在360萬 

假設勞動力需求在未來 

20年每年平均增加： 

0.6%(即減慢80%) 

若假設勞動力需求在未來
20年每年平均增加

1.3%(即減慢60%)... 

2033年勞動力短缺： 

96萬人(27%) 

2033年勞動力短缺： 

43萬人(12%) 

2033年勞動力短缺： 

125萬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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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勞動力需求在過去兩年半 

(2010 - 2013年中)每年平均增加: 3.1% 



我們還以為最大對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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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成為香港金融行業勁敵 

香港寫字樓面積 新加坡寫字樓面積 

68 

資料來源：第一太平戴維斯 



第一份報告 

• 黃金五年帶來難得的第二次高增長
期，給予我們重塑香港的機會 

• 人口結構、「一國一市場」及環球經
濟重心西向東移帶來無窮經濟機遇及
社會改變契機 

• 香港卻受困於商場、酒店、醫院等硬
件不足及人口老化引致的的嚴重短
缺，若坐視不理則會使香港盛極而衰 

• 2011年9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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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黃金五年(2010-2014)：盛衰關鍵》 



第二份報告 

• 香港具備潛力躍升為與倫敦、紐約齊
名的國際都會（World City） 

• 儘管潛質豐厚，我們在過去十年經濟
表現卻極差劣，遠遠落後同區對手 

• 我們需要建立「香港就是國際都會」
的共識，並加緊投資建設世界級硬件
及軟件 

• 2011年12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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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香港潛能 躍升國際都會：借鏡倫敦》 



香港發展岔路﹕(一)倫敦；(二)被遺忘 

• 投資把服務業造大造好，則成為國際都會 (World 

City)；束手度過，則被世界遺忘 

• 香港處於亞洲經濟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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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7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0 5 10 15 20

新加坡 

香港 

紐約 

倫敦 

萬億美元 

四小時航程內的地區名義生產總值 (2014年) 



夜幕低垂下的三個國際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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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國際都會艱巨無比 

• 四個世紀經濟發展及對自由的追求只締造了
兩個國際都會﹕倫敦和紐約 

– 倫敦﹕屹立於時間洪流 深得全球信賴 

– 紐約﹕彰顯超級大國地位的國際都會 

 

• 香港﹕承傳西方最佳慣例守則，全球服務業
首都 (服務業佔GDP93%) 

• 內地城市 (中國43%;上海60%) 難望香港 
    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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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國的國際都會﹖ 

• 全球信賴﹕不單法制，而是經時間考驗的法制 

• 對國際都會的信賴建基於一個世紀的公平制度 

• 香港己有建成國際都會的軟件，但仍需要腹地
的規模支持 

• 中國的多個IFC策略會削弱對世界的影響力 

• 「一國一市場」會令內地人才、顧客和商戶更
易來港自由運用這世界級服務平台 

• Prada身上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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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由公平的城市，受全球公民愛戴 

• 香港將重新成為國內企業與世界交流的一平台 

• 擁有龐大經濟，但沒有全球公認的法制，不足
以成為國際都會 (東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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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國駐港總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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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級服務源源奉上：身在福中應知福 

• 香港：最方便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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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雷格斯，美國國家統計局 



地鐵脫班率僅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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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延誤機會率：相對香港之倍數 

香港 

資料來源：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倫敦交通局、新加坡地鐵、港鐵 



通訊成本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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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夜旅客人次在十年內升兩倍且將超越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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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夜旅客人次 

London Hong Kong倫敦 香港 

預測 

資料來源：英國國家統計局，香港旅遊發展局 

 



香港過夜旅客快將超越倫敦 

2013 香港 倫敦 

酒店客房數目 68,677 123,000 

過夜旅客人次 25,661,072 26,382,000@ 

總旅客人次 54,298,804 N/A# 

商業旅客人 3,585,165 2,775,000@ 

總旅客消費(十億港元) 332 114^* 

食肆數目   15,760 9,000 

博物館數目  54 250 
#沒有資料，^只包括國際旅客消費，*2011年數字，@2012年數字 

81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英國國家統計局、倫敦博物館、圖書館及檔案館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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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行動！機會不等人 

建立共識﹕ 

「香港就是國際都會」 
• 香港社會各界與中國領導人須有共識﹕順
勢而行，把香港建造成國際都會 

• 前景秀麗，但要著力在黃金五年內擴大服
務容量與本領 

• 中國要實行「一國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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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份報告 

• 正如前兩份報告所述，香港需要投資擴充
其軟、硬件容量，以容納黃金五年帶來的
眾多機遇 

• 我們建議政府投資一千億港元（僅佔現時
財政儲備12%），興建各項軟硬件項目 

• 硬件：於機場興建1,100萬呎商業中心
「環球薈」並把東涌發展成70萬人新市鎮
「飛龍」；於西九文化區地下興建200萬
呎商場「Sub-Culture」 

• 軟件：投資於空氣質素、勞工再培訓計
劃、增值人口政策、醫療系統、大學學額
及文化藝術 

• 2012年4月2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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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我們的將來投資一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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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4年，香港已產生了巨大的上流力，
極有條件締造一個更包容的社會 

• 單靠700萬人口的市場，社會不能創造入息及階層的上流
力；如要在飲食業創造10%增長及上流力，不可能要求每
個香港人多吃10%食物；必須增加服務業出口 =入口顧客 

• 殺牛焉能用雞刀?! 需求倍數增長的大好機會，需要迫切
地發展大量商業及住屋硬件容納 

• 大部分社會中的壞現象都可由軟、硬件的綜合發展解決 

(holistic approach) 

• 發展 = 扶貧 +上流力 +教育 +就業 +無劏房 +公義 +舒緩
通脹 

• 硬件發展、經濟發展和人性化社會發展 -> 全應劃上等號 

• 數據顯示香港正邁向一個「包容式發展方向」，把經濟發
展和人性化社會發展集於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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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4年，香港已產生了巨大的上流力，
極有條件締造一個更包容的社會 

• 這個社會、經濟同步「包容發展」(Inclusive Growth) 

的好勢頭絕對可以保持，但我們一定要面對機會「迎
好而上」，使香港的好軟件有新的硬件配合，以充分
發揮我們的經濟及社會潛能，得以人盡其才，不致使
新的酒店管理畢業生無酒店可工作、新的基金管理人
才無寫字樓、新的醫生護士無醫院… 

• 為香港著想，絕不應「閉關鎖港」，阻礙正面及有建
設性的經濟及社會發展 

• 我們需要以全面 (而非片面) 的方式來看硬件發展 

• 科學化面對，用硬數字、冷分析來克服市民與施政者
的心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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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ling  
of  

Singapore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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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w Marina Bay 



  

90 

MB Financial District  

 
GFA =  

Entire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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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Sand’s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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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s by the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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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orld Apart 1 



 … A World A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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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orld A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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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ight A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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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imate Apart 



A Conservatory A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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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s A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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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s A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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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Waterfall A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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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ine Vegetation A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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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ence Apart 



But Leopard Spots still S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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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Sands &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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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Sands’ Infinity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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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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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l 2 



  

109 

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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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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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al Flag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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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 Real Lo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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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Ones! 



Many Real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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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A Cartoon Apart 



  

116 

A Fairytale Apart 



117 

A Sci-fi Apart 



  

118 

A ride out of this World 



  

119 

National Pride 



針對性的建設？ 
1. Gardens by the Bay vs 山頂 

2. MBF District vs 中環 
3. F1, Singapore Eye,MB Sands, 

Night Safari vs Nil 

4. Art Singapore vs Art HK 

5. Universal Studios vs 迪士尼 

6. Sentosa Aquarium vs 海洋公園 
7. Singapore-KL high-speed rail (300km) vs  

廣深港高速鐵路 (142km) 

8. Iskandar Malaysia (2,217 sq km i.e. 2 HKs; 
US$2.6bn investment, 16% of Capitaland ) vs 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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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 Singapore, 2X HK 



近在咫尺的對手：前海、橫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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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只花6年便完成「重塑」… 

Remodelling  
 

of  

 

Hong Kong…? 
123 



第四份報告 

• 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問題，未來二十年
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將大幅增加 

• 但醫生供應數目預期卻停滯不前，造
成醫療系統不勝負荷，打擊香港現時
世界級的醫療服務質素 

• 面對如此情況，我們建議政府增建共
19,000張床位的9醫院，投資擴充各院
校的醫學院，並放寬海外醫生來港執
業限制 

• 2012年6月13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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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世界級醫療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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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以下網址下載： 

報告摘要 (DOC)： 
http://www.hkgolden50.org/population_chi.pdf 

簡報 (PPT) ： 
http://www.hkgolden50.org/population_ppt.pdf 

第五份報告：《幸福繫萬家，活力聚香江：香
港人口未來二十年的機與危》 

http://www.hkgolden50.org/population_chi.pdf
http://www.hkgolden50.org/population_chi.pdf
http://www.hkgolden50.org/population_chi.pdf
http://www.hkgolden50.org/population_ppt.pdf
http://www.hkgolden50.org/population_ppt.pdf
http://www.hkgolden50.org/population_ppt.pdf


我們有否足夠的財政實力，

令香港能為年輕人創造 
機會的同時亦能妥善照顧

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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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或以上人口 

2021-2031: 

+49% 

我們老年人口增長的速度是整體的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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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2011-202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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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口老化相關的公共開支佔GDP比例 

退休金* 醫療 長期護理 

*香港以與老人相關福利開支計算 

2012 

與人口老化相關公共開支將倍增 

資料來源：HKGolden50、標準普爾 

5.8% 

2.1% 

24.0% 

17.5% 



醫療開支為人口老化支出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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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KGolden50、標準普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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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car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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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New Public Hospitals (19,000 new beds 
+c60%), 8,000 Doctors (+c60%), Medical 
students 800 (+c90%) 

(2) Senior Centres in 18 Districts 

(3) Private Healthcare >Tripling 

(4) 5th Pillar Industry + spinoffs + O’seas Doctors 

(5) Medical Reform => Zeroise Rise in HC Costs 
due to Ageing 



公營醫療系統必須負起人口老化重擔， 
擴充逾50%的規模 

131 

香港病床數目分佈比例 

(假設總數為100張) 

類別 病床數目 

公立醫院病床 90 

• 老年病人佔用的病床 44 

• 其他 46 

私家醫院病床 10 

總和 100 

老年病人所需病床數量將增長117% 

(117%*44) 
51 

已是現有私家醫院 

病床總數的5倍 
資料來源：香港醫管局、HKGolden50 



香港病床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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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年報 

*病床數目包括普通科病床、療養病床、精神科病床及智障科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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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盡快改革醫療體系 

• 香港極為迫切地需要醫療體系規模的擴
充，來應付未來20年長者人口倍增： 
(1) 我們現在容量已經不足  

(2) 醫療及長期護理服務的擴充需要很長的前導時間 (lead 
time) 來興建新設施和訓練員工 

(3) 醫療服務不足會推高收費、各服務大排長龍；這會令
我們日漸年老體弱的長者們，不論在財政或健康方面均
感到憂慮、沮喪 

• 正如今日我們後悔10年前沒有造地建屋，
我們10年後也會後悔今天沒有建醫院—早知
今天，何必當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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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醫療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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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管局2010年數據：每4名男性或每5名女性中
便有一名會在75歲前罹患癌症；換言之，一對
夫婦中至少一人在75歲患癌機率高達40% 

• 大腸癌 (第二普遍的
癌症) 的治療費高達
74萬港元 



我們逾半人口沒有購買醫療保險 
來應付不斷上漲的醫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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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1% 

14% 

4% 

無保障: 

54% 

受醫療保險/福利保障人口比率  

只受個人購買的私人醫療保險保障 

同時受個人購買的私人醫療保險保障及享有

私營機構僱主 / 公司所提供的醫療福利保障 

只享有私營機構僱主 / 公司所提供的醫療福

利保障 

只享有公務員 / 醫院管理局的員工醫療福利

保障 



私人醫療保險通常不能便宜 
及徹底地保障購買者 

• 極少保險公司接受65歲以上人士購買住院保險；
即使接受的公司也要購買者付多50%以上的供款 

• 絕大多數保險計劃不會全面承擔所有醫療支出。
宏利2012年報告：平均危疾保險賠償額為358,700
港元，在大多數情況均不敷應用 

• 在美國，62%的破產申請原因為醫療支出，但在
公營國家醫療服務保障全國國民的英國，此數字
只有5% 

• 為基層補貼醫療開支是最能賦予尊嚴的扶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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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增長對比佔床日數增長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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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KGolde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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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短缺人數 (等同全職人員數目)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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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醫療支出 

139 

2,086 

2,325  

2,878 

3,226 

3,445 

3,487 

4,363 

7,96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新加坡 

香港 

日本 

經合組織平均 

澳洲 

英國 

加拿大 

美國 

美元 (購買力平價) 

  

*2011年或最新數據 

香港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香港衞生署 



受訪者對醫院服務的整體印象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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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醫管局 (2010年) 



非本地非產子病人佔 
非產子病人總數百分比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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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統計局，明報，文匯報，HKGolden50 



新加坡醫生數目 

142 

資料來源：新加坡衛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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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起的醫生供應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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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加坡衛生部，香港年報 



新加坡醫生供應已隨後趕上…5年後更超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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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加坡衛生部，香港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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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入口護理人員 

• 護士退休潮：由2012年的100人增加至2013
後的年年400人；幸好自2008年護士學校重
開後，每年訓練出的新護士增加了一倍 

• 由於老年病人比年輕病人需要更多照顧，
我們需要更多護士和護理員。老人院現在
很難聘到新員工；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人
口十分年輕，我們可用較高薪酬吸引他們
來港照顧我們英語水平日漸提升的長者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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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and Happy seniors – promote Active Ageing  
(健康樂頤年：促進活躍養老) 
• 綜合醫療、社區、教育、福利等資源，興建大量

地區性「長者中心」，讓他們成為區內長者的好
去處 

• 插針搵地起一站式綜合社區中心太極、身體
檢查、社區活動… 

• 每個家庭都有老人家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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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 Mahjong! (耆英齊來打麻雀) 
• 港大及中大合作研究：60歲以上患腦退化症人數預期增加

222%，由2009年的103,433人增至2039年的332,688人 
(佔長者15%) 

• 80歲以上人士中有20-30%患腦退化症；65歲以上人士每老
5年患腦退化症機會加倍 

• 嶺南大學：四周環境的剌激對保護老人腦部神經連接能起
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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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系統的擴充和重組可創造經濟規模效應 

主要參數及假設   

擴充容量的投資   

新增容量投入服務的年份 2020年 

經濟規模效益節省的支出 15% 

刺激私家醫療產業發展 

私家醫療產業服務佔GDP比例 
1.5% (2013年) 

5% (2041年) 

私家醫療產業增長的首年 2017年 

醫療改革：通過入息/資產審查增加成本回收 

額外回收成本比例（現為5%） 15% 

149 



投資 + 擴建 + 改革 + 增加成本回收→ 

抵銷(nullify)人口老化對醫療開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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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KGolde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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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規模效益（節省15%支出） 醫療產業增長 

成本回收（收回20%總成本） 從醫療改革和投資所得的淨財政回報 

從醫療改革和投資所得的淨財政回報(不包括成本回收) 

財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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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人才： 惠及公共財政並間接創造就業 
(新知識、新網絡等) 

主要參數及假設   

引入人才計劃   

開始年份 2014 

首年吸納人數 3,000 

每年吸納人數的增加 1,000 

產生的財政收入   

引入人才的人均GDP相較香港整體人均GDP比例 200% 

平均每兩名新人才購入一單位 

地價佔樓價比例 50% 

平均單位售價 (百萬港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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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人才： 剛好能在受退休潮打擊最大時幫補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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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人口因素對公共財政收支影響佔GDP比例 

福利 醫療開支 

醫療投資及改革 長期護理 

引入人才 人口因素對公共財政收支的綜合影響 

財政支出 

財政收入 

活用政策工具創造最理想財政、社會、經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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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結餘佔GDP比例 

「無人口老化」情況 「無政策調整」情況 

如無政策調整，香港將像其他地區般陷入長期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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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KGolde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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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很多不同財政及其他工具可供選擇→  
中和老化的影響，建設更富活力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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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活用各項政策工具達到最理想社會、經濟效果 

  (a) 無政策改變  

(不做任何事) 

(b) 投資醫療容量 

、經濟規模效益 

(c) = (b) +  

增加成本回收 

(d) = (c) +  

引入人才 

(i) 基本情況：有

資產審查的長者

生活津貼 

-3.0% 

 

-2.3% 

 

-1.8% 

 

-1.1% 

 

(ii) 無資產審查的 

長者生活津貼： 

65歲以上人士每

人每月2,200元 

-3.6% -2.9% -2.4% -1.8% 

 

(iii) 無資產審查

的全民退休保障： 

65歲以上人士每

人每月4,000元 

-7.0% -6.3% -5.8% -5.1% 

  



Structural NOT Cyclical => Inves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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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沒有解決不了的人口老化問題！ 

• 我們要保持信心！ 

• (1) 相對其他地區，香港在面對人口老化時
財政、社會情況皆十分健壯 

• (2) 強烈界外效應→當一套全觀人口政策在
經濟、社會上推行，它可以：(i) 為百姓家
庭加添安全感——因老有所依、年輕人有
理想就業——並剌激消費；(ii) 令香港在國
際競爭大獲全勝——別國年年赤字、加稅，
香港則安然無恙；(iii) 彩虹橋——使財富流
到年輕一代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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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繫萬家 活力聚香江 
 

香港人口未來二十年的機與危 

HKGolde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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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五十? 盛衰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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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香港男性最多的年紀群:50-54歲(黃金五十) 



請隨便發表意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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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各位… 

傳給五位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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