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及金融環境

面對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金融狀況收緊及充滿挑戰的外圍環境，香港經濟

在 2022 年顯著收縮。勞工市場持續一段時間轉差，其後逐步改善，而通脹則

維持溫和。資產市場亦有所受壓。受惠於內地與香港全面通關，預計 2023 年

香港經濟增長將由低位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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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回顧

實體經濟活動

受本地及外圍環境各項不利因素拖累，香港經濟在

2022 年收縮 3.5%（表 1 及圖 1）。本地方面，由於香港

爆發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私人消費在第 1 季急跌，

其後受惠於社交距離措施逐步放寬及政府消費券計

劃 1 的刺激，私人消費再度錄得按季增長。在營商氣

氛疲弱及金融狀況收緊下，整體投資支出較 2021 年

顯著下跌。對外方面，隨着外部需求轉弱，加上內地

與香港之間的跨境陸路貨運受阻，香港貨物出口下

挫。服務輸出依然大致疲弱，部分反映訪港旅遊活動

低迷，但其後隨着政府於 9 月下旬撤銷抵港強制檢疫

要求，情況於第 4 季稍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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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上年度的
變動百分比

以百分點計對
變動的貢獻

圖 1 組成部分對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的貢獻

表 1 按開支項目計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比對上期）

2022 年 2021 年（比對上一期的變動百分比，   
另有註明除外）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2022 年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2021 年           
本地生產總值 (1.8) 0.3 (2.6) 0.0 (3.5) 6.9 (2.3) 0.7 (0.5) 6.4

 （按年增長） (3.9) (1.2) (4.6) (4.2) 8.2 7.6 5.5 4.7

私人消費開支 (8.9) 8.3 0.9 2.3 (1.0) 1.9 2.2 1.1 0.2 5.6

政府消費開支 4.7 5.4 (3.9) 2.9 8.1 3.8 (1.1) 2.7 (0.7) 5.9

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 – – – (8.5) – – – – 8.3

出口

 貨物出口 (6.9) (5.4) (7.6) (7.8) (13.9) 11.0 (1.2) (0.1) 3.2 18.7

 服務輸出 1.7 (0.7) (3.0) 4.0 (0.9) 14.2 (5.9) 3.5 (2.3) 3.4

進口

 貨物進口 (7.4) (0.1) (9.7) (7.8) (13.2) 8.0 0.2 1.3 (0.2) 17.2

 服務輸入 (2.5) 0.6 (0.4) 5.4 (1.0) 4.1 (1.3) 1.4 (0.6) 2.5
           

註：經季節性調整的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按季增減幅度不詳。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1 政府在《2022 至 23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推出逆周期措施支持經濟，包括向每名合資格居民發放兩期總額 10,000 港元的電子消費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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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

本地通脹壓力於 2022 年稍升，但仍屬溫和。具體而

言，按年基本通脹率 2 逐步上升至 12 月 2% 的溫和水

平，其中外圍能源及食品價格高企的影響部分被溫和

的本地成本壓力所抵銷，尤其是偏軟的房屋租金（圖

2）。此外，在經濟活動疲弱下，名義工資增長及商業

樓宇租金持續偏軟，亦有助遏抑通脹。2022年全年合

計，基本及整體通脹率 3 分別為 1.7% 及 1.9%。

勞工市場

疫情下勞工市場狀況在 2022 年初急速惡化，但隨後

持續改善。失業率在 4 月升至 5.4% 的高位後，於 12 月

顯著回落至 3.5%（4 圖 3），當中大多數行業的失業率均

有所下降。總就業人數（圖 3）及私營機構職位空缺回

升，反映整體勞工需求逐步回復，惟總就業人數仍低

於疫情前水平。名義工資和勞工收入的按年升幅亦略

為加快。另一方面，與去年同期比較，勞動人口於12

月略為減少 1.5%，部分原因是勞動人口參與率輕微下

跌。

百分點
比對上年度的
變動百分比

其他項目的貢獻（右邊刻度）

基本食品項目的貢獻（右邊刻度）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左邊刻度）

能源項目的貢獻（右邊刻度）

住屋項目的貢獻（右邊刻度）

註： 能源項目包括電力、煤氣、液化石油氣及其他燃料， 
 以及汽車燃料。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及金管局職員估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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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基本消費物價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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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勞工市場狀況

2 基本通脹率指剔除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後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可反映基本通脹走勢。 

3 整體通脹率指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計算得出的原始通脹數據，當中計入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此項數據由政府統計處

編製。按年整體通脹率由第 1 季的 1.5% 逐步上升至第 4 季的 1.8%。

4 就業不足率亦由 4 月 3.8% 的高位下跌至 12 月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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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

本港股市在 2022 年出現大幅波動。承接 2021 年的下

行趨勢，恒生指數加速下跌，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收

報 14,687 點，是自 2009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圖 4）。股

市顯著調整，最初是由市場對本地新冠病毒疫情、美

國加息及俄烏局勢的憂慮加劇所觸發，其後由於環球

金融狀況收緊及內地新冠病毒疫情導致環球經濟前

景轉差，令股市調整幅度進一步擴大。股市在年內最

後兩個月重拾一些上升動力，部分受到內地優化防疫

抗疫措施所支持。恒生指數於年底收報 19,781 點，較

2021 年底顯著下跌 15.5%，連續第三年下挫。

物業市場

在金融狀況收緊及經濟活動疲弱下，住宅物業市場亦

有所受壓。樓價於 2022 年回落 15%（圖 4），成交量也

大幅縮減 39% 至 45,050 宗，創下有紀錄以來的新低。

儘管樓價下跌，置業負擔能力仍然偏緊。實際按揭利

率於年內由約 1.6 厘上升至 3.375 至 3.625 厘，增加供樓

人士的按揭供款負擔。5 非住宅物業市場亦進一步回

軟。在空置率高企下，其價格有所回落，租金亦維持

偏軟。

圖 4 資產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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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管局於 9 月將銀行物業按揭貸款利率壓力測試要求，由假設加 3 厘下調至加 2 厘。此項調整已參考了銀行的風險管理需要、目前的利

率環境和按息走勢，以及按息過往的長期平均水平。另參閱金管局於 2022 年 9 月 23 日發出的「物業按揭貸款」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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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前景

經濟環境

受惠於內地與香港全面通關，預期 2023 年香港經濟

增長將由低位復甦。儘管先進經濟體增長預期放緩將

繼續拖累香港貨物出口，但內地經濟復甦及跨境陸路

貨運限制撤銷，應能為本港經濟提供支持。內地與香

港全面通關亦有望令香港入境旅遊及其他服務輸出

顯著受惠，並提振本地營商氣氛及資本開支。私人消

費亦將會在勞工市場轉強下進一步改善。政府預測

2023 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會顯著增長，介乎 3.5

至 5.5%6 。然而，香港經濟增長前景仍受眾多風險及

不明朗因素所影響，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聯邦儲

備局政策利率走勢、全球增長前景、地緣政治局勢持

續緊張以及本地入境旅遊的復甦步伐。

通脹及勞工市場

展望未來，預期本地通脹將輕微上升，但在各種因素

互相抵銷下應保持溫和。儘管外圍價格應會維持高

企，但由於部分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活動轉弱及商品價

格上行壓力緩和，外圍價格的上升動力或會進一步減

弱。同樣地，隨着本地經濟復甦及勞工市場改善，本

地成本壓力或會輕微上升，但房屋租金偏軟應繼續在

一定程度上抵銷其影響。政府預測 2023 年全年合計

的整體及基本通脹率分別為2.9%及2.5%7 。另一方面，

勞工市場狀況有望隨着本地經濟活動復常而進一步

改善。

6 私營機構分析員對香港的經濟增長預測平均為 3.7%。

7 市場共識預測 2023 年整體通脹率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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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體系表現

香港銀行體系在 2022 年面對充滿挑戰的宏觀經濟環

境，包括年初爆發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地緣政治局

勢升溫，以及全球各大央行大幅度加息應對通脹上升

等。面對各項挑戰，香港銀行應付裕如，資本及流動

性狀況繼續保持充裕。年內銀行體系面對的信貸風險

增加，但整體資產質素維持於健康水平。與此同時，

利率上升促使銀行淨利息收入增加，但其正面影響因

呆壞帳準備金增加及費用與佣金收入減少而被局部

抵銷。整體而言，零售銀行盈利較 2021 年改善。

資產質素

銀行體系的特定分類貸款比率由 2021 年底的 0.89% 上

升至 2022 年底的 1.38%，逾期及經重組貸款比率於同

期由 0.56% 升至 0.85%（圖 5）。中國內地相關貸款的特

定分類貸款比率於 2022 年底為 2.21%，亦較 2021 年底

的 0.89% 上升。特定分類貸款比率上升，主要是由於

部分內地房地產發展商的貸款評級被下調。儘管如

此，銀行撥備充足，截至 2022 年底，銀行信貸撥備

覆蓋率（即信貸撥備和特定分類貸款比率）約維持於

80%。若將抵押品變現價值從呆壞帳餘額中扣除，銀

行信貸撥備覆蓋率約 140%。另一方面，2022 年底住

宅按揭貸款及信用卡貸款的拖欠比率仍然處於低位，

分別為 0.06% 及 0.23%（圖 6）。

圖 5 銀行體系的資產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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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數字涵蓋香港辦事處、境外分行及境外主要附屬公司。

資料來源： 金管局

圖 6 住宅按揭貸款及信用卡貸款的
拖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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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走勢

銀行體系在 2022 年繼續錄得盈利。年內零售銀行的

整體除稅前經營溢利上升 19.0%（圖 7）。盈利改善是

受惠於淨利息收入（+34%）及外匯與衍生工具收入增

加（+72%），但部分升幅被呆壞帳準備金增加（+151%）

及費用與佣金收入減少（–19%）所抵銷。在加息環境

下，淨息差由上一年的0.98%擴闊至2022年的1.31%（圖

8）。年內市場波動增加，亦令銀行來自外匯及衍生工

具業務的收入增加。呆壞帳準備金增加是由於須為新

的特定分類貸款預留特殊準備金，而在金融市場表現

疲弱下，費用及佣金收入減少。零售銀行成本與收入

比率由 2021 年的 54.7%，降至 2022 年的 48.0%（圖 9）。

圖 8 零售銀行淨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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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零售銀行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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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零售銀行成本與收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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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走勢

2022年銀行體系資產負債表擴大2.5%。資產上升是由

於外匯及衍生工具持倉按市價計值增加。面對外圍不

明朗因素及利率趨升，年內貸款需求減弱。相比2021

年錄得 3.8% 的增幅，2022 年貸款總額減少 3.0%。其

中在香港境外使用的貸款減少 10.2%，貿易融資減少

13.5%，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則稍增 0.9%。中國內地相

關貸款繼 2021 年增長 3.7% 後，於 2022 年減少 4.4%。

在資產負債表的負債方面，銀行體系存款繼續錄得溫

和增長。存款總額於 2022 年增加 1.7%，相比 2021 年

的增幅為 4.6%。由於貸款總額減少而存款總額增加，

整體貸存比率由 2021 年底的 71.8% 稍降至 2022 年底的

68.5%（圖 10）。

資本充足水平

銀行在 2022 年的資本狀況維持充裕。2022 年底本地

註冊認可機構的綜合總資本比率為 20.1%，相比上一

年為 20.2%；一級資本比率為 18.1%（圖 11）。兩者均遠

高於相關國際最低要求。《巴塞爾協定三》槓桿比率

於 2022 年底為 7.9%（圖 12）。

圖 10 銀行體系的貸款及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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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綜合資本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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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綜合槓桿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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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狀況

銀行體系的流動性狀況繼續維持穩健，成為在宏觀經

濟環境不明朗因素加劇下的重要支柱。第 1 類機構的

季度平均流動性覆蓋比率在 2022 年第 4 季為 162.3%，

第 2 類機構的季度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為 63.2%（圖

13）。銀行體系的主要資金來源仍然是客戶存款。於

2022年底，第1類機構的穩定資金淨額比率及第2A類

機 構 的 核 心 資 金 比 率 分 別 為 137.7% 及 155.7%（ 圖

14）。以上所有 4 個比率均遠高於法定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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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指定認可機構的流動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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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指定認可機構的資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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