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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就業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  

議程第 2 項：整體經濟及勞工市場近況  
與二零零四年經濟前景  

 

引言  
 
 本文件回顧二零零三年香港經濟及勞工市場的整體情況，並

概括地探討二零零四年的經濟前景。有關二零零三年經濟表現

及二零零四年經濟展望的較詳盡報告，將在財政司司長發表二

零零四至零五年度財政預算案時一併發表。  

 

二零零三年經濟表現  
 
2 .  香港經濟在二零零三年大幅波動，年初的復蘇動力因三月底

的 SARS 爆發而突然受阻。然而，在 SARS 受到控制後，經濟情
況在接近五月底時開始反彈，繼而持續向好。隨着訪港旅遊業

回升、內部經濟復蘇，以及對外貿易蓬勃發展，整體經濟在第

三季已迅速回復增長，並於第四季保持強勁勢頭。  

 
3 .  二零零三年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與一年前同期比較，實質

仍顯著上升 4 .5%，第二季則出現倒退，錄得 0 .5% 跌幅，但第
三季又反彈至 4 .0 %  的可觀增幅 (表 1 及圖 1 )。第四季的增長相
信會更為理想。經季節性調整與對上季度比較，本地生產總值

的 復 甦 更 為 明 顯 ，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首 兩 季 分 別 錄 得 的 0 .3 %  及
3 .7 %  實質跌幅，轉為第三季 6 .4 %  的強勁升幅。二零零三年全
年合計，早前預測本地生產總值的 3% 實質增長應不難達到，
這較二零零二年的 2 .3 %  增幅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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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對外貿易持續暢旺，大大紓緩內部經濟在 SARS 肆虐高峰期
間所面臨的倒退壓力。與一年前同期比較，二零零三年整體貨

物出口繼第一季實質飆升 19 .1% 後，第二季再激增 14 .3%。儘
管二零零二年下半年的比較基準已大為提高，整體貨物出口在

二零零三年第三季和第四季仍分別錄得 9 .8 %  和約 14% 的可觀
增幅 (圖 2)。去年出口表現強勁，主要受惠於年內全球經濟環境
的普遍好轉。此外，匯率走勢和本地成本下調，以及作為香港

轉口貨物主要來源地的內地產品競爭力日漸提升，令本港出口

貨物的價格吸引力增加，也是相關因素。伊拉克戰事和 SARS 爆
發對本港出口僅構成短暫而有限的影響。  

 
5 .  無形貿易方面，與一年前同期比較，服務輸出在二零零三年

第一季仍錄得 12 .5% 的強勁實質升幅。但其後隨着 SARS 在香
港擴散，增長勢頭在第二季受抑而轉為遽跌 13 .9% (圖 3)。不
過，服務輸出在第三季迅即回升 6 .9%。據最新數據顯示，第四
季應續有可觀的增長。服務輸出顯著反彈，主要是由於訪港旅

遊業在去年後期迅速而強勁的復甦所致，尤其是在內地訪港旅

客「個人遊」計劃自七月底實施後的期間 (表 2 及圖 4 )。此外，
離岸貿易持續蓬勃，對 SARS 過後的經濟復蘇進程亦增添了動

力。  

 
6 .  本地消費開支在四月曾因 SARS 擴散而急挫，但於五月和六
月隨着 SARS 威脅的減退而穩步回升。至八月，零售量錄得在過
去七個月以來的首次上升，與四月 SARS 高峰期出現的龐大跌幅
形成強烈對比。零售量在近期升勢持續，多類商舖及商品的營

業情況俱有所改善。與一年前同期比較，零售量在二零零三年

第三季上升 1 .2%，隨後在第四季更顯著增加 5 .2%，扭轉第一季
及第二季分別下跌 0 .8 %  和 7 .7 %  的情況 (表 3 及圖 5)。私人消
費開支繼二零零三年第一季及第二季較一年前同期分別實質下

跌 1 .7% 和 2 .6 %  後，於第三季彈升 2 .0%，是兩年來的首次回
升 (圖 6)。消費意慾在近年底時尤見好轉，本地股票市場上揚、
物業市場轉趨活躍及整體失業情況續見改善都是相關因素。  

 
7 .  投資開支亦相對轉佳。繼二零零三年第一季按年實質上升

3 .5 %  及在第二季因受 SARS 影響而下跌 5 .7 %  後，整體投資的
跌幅在第三季大為收窄至 0 .4%。這主要是由於機器及設備的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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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營商前景好轉下顯著回升 (圖 7)。然而，由於數項大型基礎
建設工程接近竣工，加上私營樓宇建築活動疲弱，樓宇及建造

產量依然呆滯 (圖 8)。雖然現時仍未有第四季的有關數字，但留
用進口資本貨物數字顯示機器及設備吸納量在近月應已加快增

長 (表 3 )，惟樓宇及建造產量似乎仍然不振。  

 
8 .  股市自二零零三年五月中已顯著反彈，接近年底時更迭創兩

年來的新高。二零零四年一月更進一步向上。隨着《內地與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 的 簽 署 、 內 地 訪 港 旅 客

「個人遊」計劃的實施，以及美國和區內股市的上漲，市場氣

氛更見熾熱。恒生指數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升至 12  594
點的 28 個月以來新高，年終收報 12  576 點，較二零零二年年底
上升 34 .9% (表 4 及圖 9 )。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恒生指數收報
13  577 點。本港股市的平均每日成交額亦大幅飈升，由二零零
三年第一季的 60 億元，增至第二季的 80 億元和第三季的 120
億元，並於第四季進一步增至 150 億元。  

 
9 .  物業市場經過年初的疲弱表現後，在二零零三年年底明顯好

轉。住宅物業市場成交量的增幅尤其顯著。在二零零三年七月

至十二月期間，住宅樓宇價格平均反彈約 9 %，而樓宇租金在接
近年底時似乎亦已止跌回穩 (表 4 及圖 10)。物業買賣合約宗數由
二零零三年第二季的 17  500 宗，增至第三季的 22  500 宗，並於
第四季進一步增至 29  600 宗。在這總數中，住宅物業買賣合約
宗數亦由二零零三年第二季的 14  300 宗，增至第三季的 18  700
宗和第四季的 24  100 宗 (圖 11)。  

 
10 .  在本地需求疲弱、工資及租金偏軟，以及邊際利潤下降的情
況下，消費物價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年持續受壓，特別是在 SARS
肆虐期間。政府推出的紓困措施，包括由七月至九月期間寬減

差餉，以及由八月至十一月期間寬免水費和排污費，亦帶來下

調影響。不過，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按年跌幅在二零零三年年

中以後卻逐步縮減，由七月的 4 .0% 減至十月的 2 .7%，再進一
步收窄至十二月的 1 .9%。部分原因是零售業好轉導致多項消費
品的價格折扣減少，而上述紓困措施的下調影響逐漸消散亦是

相關因素。此外，供應成本的壓力亦愈趨明顯，原因是美元轉

弱及世界商品價格攀升，令留用進口貨物價格持續上揚。經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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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性調整與對上季度比較，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二零零三年首

三季分別下跌 0 .1%、 1 .1% 及 1 .9%，但於第四季回升 0 .8%。二
零零三年全年合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下跌 2 .6%，較二零零二
年的 3 .0 %  跌幅為小 (表 5 及圖 12)。  

 

二零零三年的勞工市場情況  
 
11 .  勞工市場在二零零三年整體上依然疲弱。由於受到 SARS 的
影響，年初經濟曾急速下滑，令勞工市場嚴重受挫。不過，情

況於年內後期已逐步改善。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及就業不足

率 曾 分 別 於 五 月 至 七 月 與 四 月 至 六 月 期 間 ， 飈 升 至 8 .7 %  和
4 .3 %  的高位。總失業人數 (未經季節性調整 )及總就業不足人數
亦一度升至 309  000 人及 151  000 人的高峰。但隨着 SARS 影響
的退減，整體經濟活動，特別是訪港旅遊業和本地消費開支出

現反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因而明顯回落至第三季的 8 .3% 
及第四季的 7 .3%，而就業不足率亦於第三季及第四季分別大幅
下降至 3 .6 %  及 3 .3%。儘管如此，二零零三年全年合計，失業
率及就業不足率平均分別為 7 .9 %  及 3 .5%，仍較二零零二年的
7 .3 %  及 3 .0% 相應數字為高（表 6 及圖 13）。  

 
12 .  總勞動人口在二零零三年僅微升 0 .4%，增幅遠較二零零二
年的 1 .8 %  為小。增長放緩全因去年勞動人口參與率下降，其中
以 15 至 19 歲和 50 歲及以上組別人士較為顯著。總就業人數在
二零零三年則進一步縮減 0 .3%，儘管小於二零零二年 0 .6 %  的
跌幅 (表 7 )。去年就業人數減少，大多集中於年齡介乎 15 至 39
歲 、 教 育 程 度 為 中 學 及 以 下 ， 以 及 從 事 文 員 、 工 藝 及 有 關 人

員、機台和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的人士。至於專業人員及輔助

專業人員、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以及非技術人員等多個

其他職業類別的人士，其就業人數則有所增加。與對上季度比

較，總就業人數於二零零三年第二季及第三季因受 SARS 影響而
出現下跌後，在第四季已回升 1 .3 %  (圖 14)。  

 
13 .  按經濟行業分析，失業率在二零零三年第三季與第四季之間
錄得頗為廣泛的跌幅。受惠於本地消費開支復蘇和訪港旅遊業

的 強 勁 增 長 ， 旅 遊 及 消 費 相 關 的 行 業 ， 包 括 零 售 、 飲 食 、 酒

店、娛樂及康樂服務業的失業率跌幅最為顯著。此外，隨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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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市道反彈，地產和裝修及保養工程業的失業率亦見大幅回落

(表 8 及圖 15)。  

 
14 .  按性別分析，男性和女性的失業率在二零零三年第三季與第
四季之間均告下降，當中以男性的跌幅較大。由於男性的失業

率較女性的為高，兩者間的差距在第四季遂收窄至 2 .6 個百分點
(表 9 及圖 16)。  

 
15 .  按年齡組別分析，幾乎所有年齡組別人士的失業率在二零零
三年第三季與第四季之間皆回落，當中以 15 至 24 歲較年輕組
別人士的跌幅最為明顯，原因是隨着整體經濟活動復甦，有更

多首次求職者為就業市場所吸納 (表 10 及圖 17)。  

 
16 .  按職業類別分析，失業率在二零零三年第三季與第四季之間
同樣地普遍下跌。由於分銷業和飲食業的勞工需求回升，服務

工 作 及 商 店 銷 售 人 員 和 非 技 術 人 員 的 失 業 率 均 顯 著 下 降 。 文

員、工藝及有關人員的失業率亦然。至於較高職業階層人士方

面，專業和輔助專業人員的失業率俱出現明顯的跌幅 (表 11 及圖
18)。  

 
17 .  按教育程度分析，二零零三年第三季與第四季之間，小學及
以上程度人士的失業率亦大體回落。高中及以上程度人士的失

業率跌幅尤為顯著，箇中原因是有更多投身勞工市場的新一批

畢業生已覓得工作 (表 12 及圖 19)。  

 
18 .  不過，持續失業時間中位數明顯延長，由二零零三年第三季
的 90 天增至第四季的 109 天。失業六個月或以上的人數比例亦
顯著增加，由第三季的 31% 增至第四季的 36%。  

 
19 .  勞工處就業服務接收的職位空缺數目及成功就業個案的數
目，可作為反映勞工市場狀況的概括指標。該兩個數目於二零

零 三 年 第 三 季 回 復 上 升 ， 在 第 四 季 較 一 年 前 同 期 再 分 別 遽 增

19% 和 21%。此外，新批的失業綜援個案亦可作為反映勞工市
場情況的另一個粗略指標。有關的個案數目在二零零三年第四

季較一年前同期減少 6%，扭轉了第三季上升 10% 的情況，而
這亦是過去二年來首次錄得的按年跌幅。與對上季度比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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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零 三 年 第 三 季 及 第 四 季 新 批 的 失 業 綜 援 個 案 的 跌 幅 更 為 明

顯，分別達 32% 和 23%。  

 
20 .  勞工入息按貨幣計算在二零零三年進一步下跌。與一年前同
期比較及以貨幣計算，勞工收入和勞工工資繼二零零二年分別

跌 1 .1% 及 1 .0 %  後 ，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首 九 個 月 進 一 步 皆 減 少
2 .1%，而由於受到 SARS 的影響，其跌勢於接近年中時尤其明顯
(圖 20)。不過，在扣除以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反映的消費物價跌幅後，勞工收入和勞工工資按實質計算，二

零零三年首九個月仍較一年前分別溫和上升 0 .6% 及 0 .3%；二
零零二年的相應升幅分別為 2 .0% 及 1 .3%。  

 

二零零四年經濟前景  
 
21 .  本港經濟的短期前景看來不俗。整體而言，預期二零零四年
的增長會比二零零三年較為迅速和全面。  

 
22 .  對外貿易方面，由於全球及區內經濟環境進一步改善，加上
內地經濟持續有可觀增長，二零零四年貨物出口的前景依然良

好。此外，近月美元進一步偏軟，應有利本港出口的對外競爭

力。年初在《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下，取消對輸往內地屬 374
個內地稅則號列的原產香港進口貨物徵收關稅，是另一個正面

因素。  

 
23 .  二零零四年的服務輸出前景同樣樂觀，特別是訪港旅遊業及
相關的服務，預期會持續強勁增長。內地訪港旅客包括在「個

人遊」計劃下的旅客仍是主要的增長動力來源，而來自其他主

要地區的抵港旅客相信亦會進一步回升。至於離岸貿易，應可

持續蓬勃發展，因受惠於內地貿易暢旺，以及轉口進一步轉移

至離岸貿易的結構性轉變。此外，《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使

香港公司可提早及更廣泛地進入內地十八個服務行業的市場，

亦有助促進服務輸出。  

 
24 .  本地需求方面，經濟好轉令失業率明顯回落，加上近期資產
市場的正面發展，俱會提高消費者的消費意慾，故此預計本地

消費開支在二零零四年會有較強勁的反彈。機器及設備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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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在二零零四年亦會進一步上升，原因是經濟活動轉強，以

及業務前景轉佳。另外，由於物業市場轉趨活躍，以及近期有

較多新獲准施工的建築項目，樓宇及建造產量在二零零四年可

望見底回升。  

 
25 .  經濟的復甦應可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因此預期勞工需求將進
一步全面上升。進出口貿易業、旅遊及消費相關的行業 (包括零
售、飲食和酒店 )、地產業以及建造業 (包括裝修及保養工程 )的
就業人數，升幅可能會較為顯著，而勞工較為密集的行業的回

升，相信亦可為低至中等職業階層帶來更多的職位。  

 
26 .  勞工入息方面，整體經濟和勞工市場表現好轉，將有助在今
年內紓緩勞工收入和勞工工資的下調壓力。不過，即使人力資

源供求差距有所改善，但由於大體上供求情況仍相對寛鬆，故

此勞工收入和勞工工資在期間相信仍會持續偏軟。  

 
27 .  若干不利因素仍須留意，儘管迄今這些因素對短期的經濟前
景看來仍無甚威脅。廣東再度出現的個別 SARS 個案和最近區內
禽流感肆虐並迅速擴散的事件，俱值得令人關注。另外，中美

貿易關係和美元匯率及利率走勢以至其對全球經濟和金融的影

響，亦堪注視。  

 
28 .  近期整體消費物價跌幅收窄的趨勢，料可持續至二零零四
年。面對消費開支回升，本地零售商及服務供應商可能會繼續

減少其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折扣與優惠；有些甚或會稍為提升其

價格。此外，主要是由工資及租金組成的本地成本似乎已止跌

回穩，而美元轉弱和世界商品價格的攀升，將衍生更大的外來

價格壓力，其影響可能會在本地的零售市場逐漸浮現。  
 

政府總部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經濟分析部  
二零零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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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服務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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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零售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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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 總勞動人口及總就業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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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  未 經 季 節 性 調 整 ， 以 及 不 包 括 首 次 求 職 及 重 新 加 入 勞 動 人 口 的
失 業 人 士 。  

 
 （ #）  包 括 地 盤 及 非 地 盤 工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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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 按教育程度劃分的失業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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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 包 括 工 藝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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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固定資

私人消費開支 政府消費開支 本形成總額 其中  : 貨物出口 服務輸出 貨物進口 服務輸入

機器設備及

樓宇及建造 電腦軟件

1998 -5.0 -6.8 0.7 -7.3 -2.4 -7.9 -4.3 -0.4 -7.3 1.6

1999 3.4 1.3 3.1 -16.6 -15.5 -18.2 3.7 6.7 * -4.1

2000 10.2 5.9 2.0 11.0 -7.6 27.0 17.1 13.1 18.2 4.2

2001 0.5 2.0 6.1 2.7 -1.1 6.2 -3.3 6.2 -1.9 2.0

2002 2.3 -1.2 2.4 -4.3 1.2 -9.1 8.7 12.2 7.9 0.2

2002 第一季 -0.6 (0.3) -0.1 2.3 -11.8 -3.2 -19.8 -2.4 6.3 -4.0 -0.7

第二季 0.8 (1.1) -2.4 3.0 -0.2 7.6 -6.7 5.9 9.1 6.0 -3.8

第三季 3.4 (2.0) -0.9 3.5 -4.3 8.2 -12.2 11.5 14.0 10.8 2.0

第四季 5.1 (1.7) -1.3 0.8 -0.7 -6.2 3.2 18.4 18.1 18.2 3.4

2003 第一季 4.5  (-0.3) -1.7 1.3 3.5 -3.5 11.9 19.1 12.5 18.8 -3.9

第二季 -0.5  (-3.7) -2.6 0.4 -5.7 -8.4 -2.0 14.3 -13.9 10.9 -19.6

第三季 4.0 (6.4) 2.0 0.5 -0.4 -6.4 4.9 10.0 6.9 8.2 0.5

註 : ( ) 括號內數字代表經季節性調整與對上季度比較的増減百分率。

* 増減少於 0.05%。

本地生產總值

(與一年前同期比較的實質増減百分率)
表 1 :  本地生產總值與其主要項目



表 2 :   訪港旅客

訪港旅客總數 來自中國內地的訪港旅客

與一年前同期 與一年前同期

人次 比較的増減率 人次 比較的増減率

(%) (%)

1998 10 159 646 -9.9 2 671 628 13.0

1999 11 328 272 11.5 3 206 452 20.0

2000 13 059 477 15.3 3 785 845 18.1

2001 13 725 332 5.1 4 448 583 17.5

2002 16 566 382 20.7 6 825 199 53.4

2003 15 536 839 -6.2 8 467 211 24.1

2002 第一季 3 593 612 12.4 1 391 575 42.4
第二季 3 909 491 13.2 1 493 424 44.0
第三季 4 240 050 22.1 1 818 557 55.1
第四季 4 823 229 33.9 2 121 643 68.1

2003 第一季 4 301 503 19.7 2 130 761 53.1
第二季 1 646 156 -57.9 1 104 599 -26.0
第三季 4 415 405 4.1 2 401 131 32.0
第四季 5 173 775 7.3 2 830 720 33.4

一月 1 545 978 31.0  750 929 65.1
二月 1 408 139 26.2  713 489 51.3
三月 1 347 386 3.9  666 343 43.2

四月  493 666 -64.8  322 216 -38.7
五月  427 254 -67.9  311 821 -42.7
六月  725 236 -38.2  470 562 11.0

七月 1 291 828 -5.6  693 008 22.6
八月 1 644 878 9.6  946 122 43.4
九月 1 478 699 7.9  762 001 28.4

十月 1 695 633 7.0  878 581 31.2
十一月 1 685 444 7.3  930 432 33.3
十二月 1 792 698 7.4 1 021 707 35.5



數量指數

與一年前同期

比較的増減率 貨量指數

與一年前同期

比較的増減率

(1999年10月至

2000年9月=100)

(%) (2000年=100) (%)

1998 94.5 -16.7 96.2 -9.3

1999 93.1 -1.5 72.4 -24.7

2000 100.8 8.3 100.0 38.1

2001 102.0 1.2 108.1 8.1

2002 99.3 -2.6 93.4 -13.6

2003 98.8 -0.6 98.9 5.9 +

2002 第一季 102.6 -1.8 80.7 -23.0
第二季 100.2 -4.5 92.5 -10.1
第三季 98.2 -3.0 100.8 -18.0
第四季 96.3 -1.1 99.4 -2.3

2003 第一季 101.8 -0.8 89.3 10.6
第二季 92.5 -7.7 90.0 -2.8
第三季 99.4 1.2 105.9 5.1
第四季 101.4 5.2 110.4 11.0 +

一月 119.7 11.7 70.2 5.2
二月 87.7 -11.3 82.3 30.3
三月 98.1 -3.8 115.4 2.8

四月 88.2 -12.2 79.6 -17.0
五月 95.6 -7.5 99.6 14.2
六月 93.6 -3.3 90.7 -4.1

七月 101.1 -0.3 107.3 -0.7
八月 102.8 3.0 96.8 6.1
九月 94.4 1.0 113.6 10.2

十月 99.1 4.7 104.0 -12.6
十一月 94.2 5.2 106.3 25.7
十二月 110.7 5.8 120.3 27.0 +

註 : (+) 粗略估計。

表 3 :   零售量及留用進口資本貨物

零售量 留用進口資本貨物



指數

(期末計算)

與一年前同期

比較的増減率

 (%) (百萬元)

與一年前同期

比較的増減率

 (%) (宗數)

與一年前同期

比較的増減率

 (%)
指數

(1999=100)

與一年前同期

比較的増減率

 (%)

與對上

季度/月份

比較的増減率

(%)

指數

(1999=100)

與一年前同期

比較的増減率

 (%)

與對上

季度/月份

比較的増減率

(%)

1998  10 048.6 -6.3  6 887.1 -55.5  111 489 -45.7 117.1 -28.2 112.6 -16.3

1999  16 962.1 68.8  7 771.4 12.8  98 466 -11.7 100.0 -14.6 100.0 -11.2

2000  15 095.5 -11.0  12 679.6 63.2  85 744 -12.9 89.6 -10.4 98.1 -1.9

2001  11 397.2 -24.5  8 182.4 -35.5  88 190 2.9 78.7 -12.2 95.4 -2.8

2002  9 321.3 -18.2  6 652.0 -18.7  85 921 -2.6 69.9 -11.2 83.4 -12.6

2003+  12 575.9 34.9  10 418.7 56.6  87 309 1.6 61.3 -12.3 73.5 -11.9

2002 第一季  11 032.9 -13.5  7 112.2 -21.4  22 561 7.3 73.8 -8.9 0.0 87.4 -10.5 -4.4
第二季  10 598.6 -18.7  8 024.7 -19.7  25 237 11.1 72.2 -11.1 -2.2 84.8 -12.5 -3.0
第三季  9 072.2 -8.8  5 907.6 -12.0  19 397 -11.4 68.6 -12.7 -5.0 82.4 -13.6 -2.8
第四季  9 321.3 -18.2  5 644.1 -20.1  18 726 -17.0 65.1 -11.8 -5.1 79.0 -13.6 -4.1

2003 第一季  8 634.5 -21.7  6 062.1 -14.8  17 715 -21.5 62.7 -15.0 -3.7 76.6 -12.4 -3.0
第二季  9 577.1 -9.6  8 071.2 0.6  17 485 -30.7 59.8 -17.2 -4.6 73.7 -13.1 -3.8
第三季  11 229.9 23.8  11 981.0 102.8  22 471 15.8 59.3 -13.6 -0.8 71.9 -12.7 -2.4
第四季+  12 575.9 34.9  15 285.6 170.8  29 638 58.3 63.5 -2.5 7.1 71.8 -9.1 -0.1

一月  9 259.0 -13.7  5 944.9 -17.9  7 293 -21.0 63.6 -14.2 -1.9 77.3 -12.5 -0.6
二月  9 122.7 -13.0  5 737.2 -13.9  4 622 -32.3 63.4 -14.2 -0.3 76.4 -12.6 -1.2
三月  8 634.5 -21.7  6 473.2 -11.9  5 800 -10.8 61.2 -16.5 -3.5 76.0 -12.1 -0.5

四月  8 717.2 -24.2  7 270.9 -2.6  6 382 -24.5 60.5 -16.3 -1.1 75.3 -12.4 -0.9
五月  9 487.4 -16.1  8 132.4 -16.6  5 090 -39.9 59.7 -17.5 -1.3 73.5 -13.1 -2.4
六月  9 577.1 -9.6  8 810.1 30.2  6 013 -27.7 59.3 -17.5 -0.7 72.3 -13.8 -1.6

七月+  10 134.8 -1.3  9 860.1 41.3  7 658 24.2 58.4 -17.6 -1.5 72.2 -13.2 -0.1
八月+  10 909.0 8.6  12 202.5 125.9  7 947 31.3 58.6 -14.2 0.3 72.1 -12.8 -0.1
九月+  11 229.9 23.8  13 981.4 163.1  6 866 -4.3 60.9 -8.7 3.9 71.3 -12.4 -1.1

十月+  12 190.1 29.1  17 101.3 194.2  11 219 64.8 63.2 -3.4 3.8 71.3 -10.9 0.0
十一月+  12 317.5 22.3  12 775.2 106.7  9 648 66.1 63.6 -2.3 0.6 72.3 -8.6 1.4
十二月+  12 575.9 34.9  15 774.2 221.6  8 771 43.5 63.7 -1.7 0.2 71.7 -7.8 -0.8

註 : (+)   臨時數字，只限於物業市場。

表 4  :  股票市場及物業市場指標

股票市場 物業市場

住宅樓宇租金恒生指數 平均毎日成交額 物業買賣合約 住宅樓宇價格



其中  :

指數

(1999年10月至
2000年9月=100)

與一年前

同期比較

的増減率

 

 (%)

經季節性調整

與對上季度/月份
比較的増減率

(%)

指數

(1999年10月至
2000年9月=100)

與一年前

同期比較

的増減率

 

 (%)

經季節性調整

與對上季度/月份
比較的増減率

(%)

指數

(1999年10月至
2000年9月=100)

與一年前

同期比較

的増減率

 

 (%)

經季節性調整

與對上季度/月份
比較的増減率

(%)

指數

(1999年10月至
2000年9月=100)

與一年前

同期比較

的増減率

 

 (%)

經季節性調整

與對上季度/月份
比較的増減率

(%)

1998 107.5 2.8 105.9 2.6 108.4 2.8 107.9 3.2

1999 103.2 -4.0 102.5 -3.3 103.4 -4.7 103.9 -3.7

2000 99.4 -3.8 99.5 -3.0 99.4 -3.9 99.3 -4.5

2001 97.8 -1.6 97.8 -1.7 97.7 -1.6 97.8 -1.5

2002 94.8 -3.0 94.7 -3.2 94.7 -3.1 95.1 -2.8

2003 92.4 -2.6 92.7 -2.1 92.1 -2.7 92.3 -2.9

2002 第一季 95.5 -2.6 -1.1 95.4 -2.8 -0.6 95.4 -2.7 -1.4 95.6 -2.5 -1.3
第二季 95.1 -3.2 -0.6 94.9 -3.6 -0.6 95.0 -3.1 -0.6 95.4 -2.9 -0.7
第三季 94.5 -3.5 -0.7 94.4 -4.1 -0.7 94.4 -3.4 -0.7 94.8 -2.8 -0.5
第四季 94.0 -2.9 -0.6 93.9 -2.4 -0.6 93.9 -3.2 -0.6 94.4 -3.0 -0.6

2003 第一季 93.6 -2.0 -0.1 93.7 -1.8 0.0 93.5 -2.1 -0.2 93.9 -1.7 0.0
第二季 92.8 -2.5 -1.1 93.3 -1.8 -0.5 92.5 -2.6 -1.1 92.7 -2.9 -1.8
第三季 91.1 -3.6 -1.9 91.3 -3.3 -2.3 90.9 -3.7 -1.8 91.0 -4.1 -1.6
第四季 91.9 -2.3 0.8 92.3 -1.7 1.1 91.6 -2.4 0.7 91.7 -2.9 0.6

一月 93.7 -1.6 0.1 93.6 -1.6 0.0 93.6 -1.7 0.2 94.1 -1.4 0.3
二月 93.5 -2.0 -0.1 93.5 -2.0 0.0 93.4 -2.2 -0.2 93.8 -1.9 -0.2
三月 93.7 -2.1 0.1 94.0 -1.9 0.5 93.4 -2.3 0.0 93.8 -1.9 -0.2

四月 93.7 -1.8 -0.2 94.1 -1.2 0.0 93.4 -2.0 -0.2 93.7 -2.1 -0.6
五月 92.7 -2.5 -0.9 93.2 -1.7 -0.7 92.4 -2.7 -0.9 92.6 -3.0 -1.0
六月 92.0 -3.1 -0.9 92.5 -2.4 -1.0 91.8 -3.2 -0.8 91.7 -3.7 -0.9

七月 91.1 -4.0 -1.1 91.3 -3.6 -1.4 90.9 -4.1 -1.1 91.0 -4.5 -0.8
八月 91.0 -3.8 0.1 91.2 -3.5 0.0 90.8 -3.9 0.0 90.9 -4.1 0.2
九月 91.2 -3.2 0.1 91.5 -2.8 0.1 91.0 -3.2 0.1 91.0 -3.8 0.0

十月 91.7 -2.7 0.6 92.2 -2.0 0.9 91.5 -2.7 0.6 91.4 -3.3 0.3
十一月 91.9 -2.4 0.0 92.2 -1.8 -0.1 91.6 -2.5 0.0 91.8 -2.8 0.3
十二月 92.0 -1.9 0.3 92.5 -1.2 0.4 91.8 -2.1 0.2 91.9 -2.5 0.2

表 5 :   消費物價指數

綜合消費物價指數

甲類消費物價指數 乙類消費物價指數 丙類消費物價指數



表 6 :   失業及就業不足概況

經季節性調整

的失業率 失業人數 就業不足率 就業不足人數

(%) (%)

1998 4.7  154 100 2.5  81 800

1999 6.2  207 500 2.9  96 900

2000 4.9  166 900 2.8  93 500

2001 5.1  174 800 2.5  85 500

2002 7.3  255 500 3.0  105 200

2003+ 7.9  277 600 3.5  123 500

2002 第一季 7.0  238 600 3.2  109 200
第二季 7.7  263 400 2.9  100 600
第三季 7.4  268 000 2.9  101 500
第四季 7.2  252 100 3.1  109 400

2003 第一季 7.5  259 800 2.9  100 700
第二季 8.6  300 000 4.3  151 000
第三季 8.3  297 300 3.6  126 600
第四季+ 7.3  253 200 3.3  115 700

註 : (+) 臨時數字。

資料來源 :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表 7 :   工作年齡人口，勞動人口參與率，

總勞動人口及總就業人數

工作年齡人口 總勞動人口 總就業人數

與一年 與對上 與一年 與對上 與一年 與對上

前同期 季度 勞動人口參與率 前同期 季度 前同期 季度

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

人數 的增減率 的增減率 男性 女性 男女合計 人數 的增減率 的增減率 人數 的增減率 的增減率

(%) (%) (%) (%) (%) (%) (%)  (%) (%)

1998 5 346 400 1.4 74.6 48.5 61.3 3 276 100 1.3 3 122 000 -1.3
1999 5 414 800 1.3 74.0 49.2 61.3 3 319 600 1.3 3 112 100 -0.3
2000 5 498 700 1.6 73.5 49.9 61.4 3 374 200 1.6 3 207 300 3.1
2001 5 579 200 1.5 72.9 50.7 61.4 3 427 100 1.6 3 252 300 1.4
2002 5 642 800 1.1 72.5 51.9 61.8 3 487 100 1.8 3 231 600 -0.6
2003+ 5 706 200 1.1 72.0 51.6 61.4 3 500 900 0.4 3 223 400 -0.3

2002 第一季 5 619 500 1.2 0.2 72.4 51.5 61.5 3 457 600 1.6 0.2 3 219 000 -1.1 -0.7
第二季 5 639 900 1.3 0.4 72.3 51.4 61.5 3 466 500 1.6 0.3 3 203 100 -1.7 -0.5
第三季 5 649 700 1.1 0.2 73.0 52.3 62.3 3 517 000 2.1 1.5 3 249 000 -0.3 1.4
第四季 5 662 000 0.9 0.2 72.2 52.5 61.9 3 507 400 1.6 -0.3 3 255 300 0.5 0.2

2003 第一季 5 692 600 1.3 0.5 71.9 52.0 61.5 3 503 500 1.3 -0.1 3 243 700 0.8 -0.4
第二季 5 721 300 1.4 0.5 72.1 51.8 61.5 3 519 500 1.5 0.5 3 219 400 0.5 -0.7
第三季 5 701 700 0.9 -0.3 72.1 51.3 61.2 3 492 000 -0.7 -0.8 3 194 800 -1.7 -0.8
第四季+ 5 709 000 0.8 0.1 71.8 51.3 61.1 3 488 800 -0.5 -0.1 3 235 500 -0.6 1.3

註 : (+) 臨時數字。

資料來源 :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表 8 :   按經濟行業劃分的失業率  (%)

2002 2003

經濟行業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製造業 5.5 7.1 5.4 5.3 7.3 7.6 7.2 8.2 7.1 6.6 7.3 8.4 7.3 7.5

建造業 8.4 12.5 10.2 10.7 15.8 19.0 15.7 16.8 15.6 15.2 18.9 19.7 19.6 17.7

地基及上蓋工程 7.4 11.6 9.1 9.2 14.4 17.0 14.5 14.6 15.0 13.6 16.5 17.2 17.1 17.0
裝修及保養工程 10.9 14.9 13.2 15.2 20.1 25.0 19.5 24.0 17.3 20.0 26.3 27.2 26.9 19.6

分銷及飲食業 4.9 6.4 5.3 5.5 7.8 8.2 7.4 8.3 7.7 7.9 7.9 9.1 8.7 7.0

批發、零售業 5.8 7.2 6.0 6.1 8.7 8.8 8.5 9.1 8.7 8.6 7.9 10.0 9.5 7.7
進出口貿易業 3.1 4.1 3.3 3.7 5.2 4.4 5.2 5.5 5.0 5.2 4.9 4.1 5.0 3.7
飲食及酒店業 6.5 9.2 7.5 7.6 10.8 13.4 9.4 11.9 10.6 11.2 12.4 15.7 13.8 11.5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3.7 5.3 4.0 4.4 5.4 6.5 5.6 5.3 5.3 5.4 6.1 7.6 6.2 6.1

運輸業 3.6 5.3 4.1 4.5 5.0 6.4 5.4 5.0 4.7 4.8 5.9 7.7 6.2 6.0
倉庫業 5.1 11.0 8.2 5.7 13.5 7.9 14.7 11.8 16.9 11.1 4.5 11.0 5.5 10.1
通訊業 4.0 4.8 3.2 3.7 7.2 6.8 6.5 6.7 7.5 8.1 7.6 7.1 6.3 6.3

金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2.9 3.3 2.6 3.0 4.7 5.2 4.9 4.5 4.6 4.7 4.5 5.6 5.4 5.2

金融業 1.8 2.4 2.1 2.2 3.5 3.7 3.5 3.0 3.9 3.7 3.8 3.6 3.2 3.9
保險業 2.1 2.4 3.2 2.8 3.6 4.4 3.6 2.1 3.9 4.9 3.3 3.8 4.6 6.0
地產業 3.9 4.0 3.0 3.5 5.3 6.1 5.6 5.9 4.5 5.0 5.0 6.9 6.7 5.7
商用服務業 3.3 3.8 2.6 3.4 5.3 5.8 5.7 5.2 5.1 5.2 4.8 6.5 6.2 5.5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7 2.2 1.8 2.0 3.2 3.5 2.7 3.3 3.5 3.1 2.9 3.7 3.7 3.5

公共行政 0.6 0.8 0.4 0.5 0.8 1.1 0.5 1.0 0.8 0.9 0.7 1.4 0.9 1.6
教育、醫療、其他保健及福利服務業 1.3 1.3 1.3 1.4 2.3 2.7 1.9 2.5 2.7 2.1 2.3 2.5 2.9 3.1
其他服務業 2.5 3.5 2.8 3.0 4.6 4.8 4.0 4.8 5.0 4.6 4.0 5.4 5.4 4.3

註 : (+) 臨時數字。

資料來源 :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表 9 :   按性別劃分的失業率(%)

2002 2003

性別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男性 5.2 7.2 5.6 6.0 8.4 9.3 8.1 8.8 8.5 8.2 8.7 10.1 9.8 8.4

女性 4.0 4.9 4.1 3.9 6.0 6.2 5.3 6.1 6.5 5.9 5.8 6.5 6.9 5.8

註 : (+) 臨時數字。

資料來源 :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表 10 :   按年齡組別劃分的失業率 (%)

2003

年齡組別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15至19歲 20.4 26.8 23.7 23.4 30.7 30.2 27.2 30.1 35.2 29.4 26.9 32.8 36.1 24.9

20至24歲 7.9 10.0 7.8 8.7 11.3 11.6 9.8 11.3 13.5 10.5 10.1 12.4 14.6 9.5

25至29歲 4.0 5.6 4.3 4.4 6.1 6.7 6.2 6.5 6.1 5.5 6.2 7.6 7.6 5.6

30至39歲 3.3 4.3 3.2 3.5 5.4 6.0 5.6 5.5 5.1 5.6 5.7 6.5 6.1 5.7

40至49歲 4.0 5.3 4.3 4.6 6.7 7.3 6.3 7.2 6.6 6.5 7.2 8.0 7.4 6.6

50至59歲 5.0 7.2 6.0 5.4 8.2 9.4 7.3 8.5 8.7 8.5 8.7 9.4 9.7 9.6

60歲及以上 2.3 3.5 2.9 2.7 5.0 4.5 5.3 6.0 4.6 4.2 3.6 5.3 3.6 5.6

註 : (+) 臨時數字。

資料來源 :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2002



表 11 :   按職業類別劃分的失業率 (%)

2002 2003

職業類別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經理及行政人員 1.6 2.3 1.7 1.9 2.7 2.4 3.5 3.1 2.3 1.9 2.1 2.2 2.2 3.0

專業人員 1.1 1.5 1.1 1.9 2.4 2.4 2.6 2.5 2.3 2.1 2.2 2.8 2.8 1.8

輔助專業人員 3.0 3.4 2.4 2.9 4.3 4.4 4.2 4.3 4.5 4.3 4.3 4.9 4.6 3.7

文員 3.7 4.3 3.5 3.7 5.3 5.4 5.2 5.5 5.4 5.2 5.0 5.4 5.8 5.2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5.9 7.7 6.9 6.5 9.1 10.3 8.5 9.5 9.1 9.4 9.4 12.3 10.8 8.6

工藝及有關人員     7.3 10.9 8.9 9.3 14.0 16.0 12.6 15.7 14.2 13.5 16.2 16.3 16.1 15.3

機台和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4.2 6.0 4.2 4.6 5.9 7.0 6.4 6.6 5.4 5.2 6.8 7.3 7.1 6.7

非技術人員 4.5 6.1 4.9 5.2 7.7 8.7 7.4 7.7 7.8 7.9 8.0 9.6 8.9 8.1

其他 2.2 3.6 2.7 3.1 3.4 4.2 2.4 2.9 4.7 3.8 4.6 1.6 6.8 3.6

註 : (+) 臨時數字。

資料來源 :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表 12 :   按教育程度劃分的失業率 (%)

2002 2003

教育程度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從未接受教育/幼稚園 4.5 7.8 6.1 5.6 8.7 10.8 8.4 8.9 8.4 9.1 10.2 10.7 10.1 12.3

小學 5.3 7.7 6.2 6.4 9.8 11.3 8.6 10 10.4 10.4 10.6 12.5 11.8 10.5

初中 6.9 9.4 7.6 7.5 10.9 12.0 10.4 11.4 10.5 11.1 11.5 13.2 12.2 11.2

高中@ 4.5 5.9 4.7 4.7 6.9 7.4 6.6 7.3 7.2 6.5 7.0 7.9 7.9 6.6

預科 3.6 4.0 3.9 3.6 5.2 5.5 5.1 5.4 5.1 5.3 5.1 5.9 5.9 4.9

專上

其中 :

非學位 3.4 4.0 3.3 3.9 5.5 5.6 5.1 5.2 6.1 5.4 4.9 5.5 6.9 5.2

學位 2.7 3.4 2.2 2.8 3.6 3.7 3.3 3.6 4.4 3.2 3.1 3.8 4.7 3.3

註 : (@) 包括工藝課程。

(+) 臨時數字。

資料來源 :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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