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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可研消費券振經濟 

 第二屆進博會順利舉辦 

 RCEP完成談判待簽署 

1. 香港可研消費券振經濟 

本港第三季 GDP 按年大跌 2.9%，旅遊、零售、餐飲業遭受重挫，有立法會議員及學者

倡議政府可考慮向市民派消費券來刺激經濟。 

短評 

在歷史上，日本、台灣、泰國以及中國內地等多個亞洲國家及地區均曾派發過消費券。

日本在 1999 年為對沖提高消費稅對國內消費的影響，曾斥資 6,194 億日圓發放「地域振

興券」，受惠對象限定為 15 歲以下兒童和領取補助金的國民；台灣則在 2009 年為對抗

「金融海嘯」，向全民派發消費券，並允許進行「營利事業登記」的所有商家都可接納

該券。相較而言，日本的消費券針對特定階層派發，帶有一定的扶貧紓困作用的社會福

利色彩，其性質與香港的「醫療券」有些相似；台灣的消費券受眾及適用範圍廣泛，目

的是為了刺激消費，其經濟效用更加接近直接「派錢」。 

派發消費券可增加民眾收入，加上其帶有「利是錢」、「意外之財」的心理效應，有助

於讓持有者產生購買衝動，故不啻為一項能夠迅速刺激消費、帶動經濟的有效手段。但

派發消費券的行政成本不菲，政府需動用較多的人力財力，用來處理發行、推廣、承兌

和監管等相關事務；如果消費券只是「偶而為之」的非恆常措施，其行政成本就會更加

顯得不成比例。另一方面，消費券還不可避免會產生一定的「替代效應」，不少民眾可

能會將消費券用於購買日常的必需品，節省下來的現金則「蓄之高閣」，而不是用來增

加新的支出項目，導致消費券的最終成效亦會大打折扣。據調查，日本民眾因「地域振

興券」而額外增加的消費金額僅為 32%，數千億消費券對當地 GDP 僅帶來 0.1%的提升；

而台灣消費券為當地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是 0.28 至 0.43 個百分點，低於政策推行時估算的

0.66%。 

當前香港正遭受外部環境轉差、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社會動蕩久未平息等不利因素的「多

重夾擊」，經濟環境急劇惡化，第二、第三季的 GDP 按季增長連續錄得 0.3%和 3.2%的

負增長，2019 年全年的經濟增長料陷入回歸以來的第三次衰退；旅遊、零售業更因訪港

旅客數目斷崖失式下跌而遭受重創，9 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估計較去年同期大幅下

跌 18.3%，第三季食肆總收益亦按年下跌 11.7%。特區政府已經宣佈了三輪支援企業和

市民的紓困措施，在各種「常規」逆周期措施「出盡法寶」之後，派發消費券或許是一

個值得考慮的選項。惟「港式消費券」在政策目標和做法上宜與日本的「扶貧式」和台

灣的「無差別式」略有不同，其目的應儘可能兼顧提振市民消費意慾以及有針對性地協

助「重災區」行業，在具體操作上不妨考慮採用「定向」的方式，即向遊客或者選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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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市民派發消費券，可用於購買指定類型的本地商品和服務，例如餐飲、本地遊、個

人服務等，藉以支撐零售市道和帶動本土經濟的復甦。 

2. 第二屆進博會順利舉辦 

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於 11 月 5 日至 10日在上海舉辦，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

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倡議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以及宣布中國推進更高水準對外開放的五

大舉措。 

短評 

相比去年的首屆進博會，剛剛閉幕的第二屆進博會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更上一層

樓」。根據主辦方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的進博會共有 64個國家設立國家級展館，成為

展會期間對外展示該國的特色商品以及特色產業的集中平台，其中有 24個國家是今年首

次登場亮相。就參展企業的情況看，今年共吸引來自 181 個國家和地區的 3,800 多家企

業出席，較去年的規模進一步擴大；若以企業參展面積比較，美國、日本、德國、香港

和韓國在所有境外參展國家或地區中位居前五名。在本屆進博會上，官方統計的按未來

一年計算累計意向成交金額達 711.3 億美元，比去年的 578.3 億美元增長 23%。 

從以上羅列的各項數字中，可以大致上窺見今年進博會的整體盛況；不僅如此，進博會

期間湧現出來的一些亮點亦值得關注。首先，進博會的「首發經濟」效應越發凸顯，已

逐漸成為各行各業的參展商發佈新產品、新技術的首選平台。本屆進博會上，「全球首

發」、「中國首展」等宣傳吸人眼球，越來越多的知名企業通過這個平台將最新產品推

向中國市場。據初步統計，今年進博會上的具備全球或中國市場首發概念的新產品、新

技術或服務共計 391 件，高於首屆。 

其次，進博會的採購商組成更加多元化，其採購需求更加市場化。在去年的進博會期間，

有關中央企業及各大電商平台簽下大單的報導可謂是此起彼伏，雖然為首屆進博會交出

滿意答卷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亦難免會留給外界以完成「國家任務」的欠佳印象。

相比起去年，參加今年進博會的境內外專業採購商超過 50萬人，遠超首屆；其中，中小

型民營企業佔比超過六成。在某種意義上，這意味著進博會的供需配對服務正邁向以中

國買家的切實需要為導向，讓海外的優質商品和服務通過進博會進入中國市場，在滿足

內地民眾追求高品質生活需要的同時，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此外，進博會的運作逐漸恆常化、制度化，成為海外企業深耕中國市場的一個不可替代

的窗口。習近平主席在開幕式上宣佈多項擴大對外開放的承諾，當中包括激發進口潛力、

持續放寬市場准入、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以及推動多邊和雙邊

合作深入發展等；並特別提到「中國有 13 億多人口的大市場，中國真誠向各國開放市場，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不僅要年年辦下去，而且要辦出水平、辦出成效、越辦越好」。事

實上，在本屆進博會閉幕後，已有 230 多家企業立即簽約報名明年的進博會。這無疑是

彰顯了各國企業為把握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進博紅利」，用實實在在的行動投下他

們的信心一票。 

3. RCEP完成談判待簽署 

11 月 4日，第三次 RCEP 領導人會議在泰國曼谷舉行，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指，除印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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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個成員國已完成全部文本談判及市場准入問題的談判，將於明年在越南簽署協定。 

短評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最早由東盟十國於 2012 年發起，並邀請中國、日

本、韓國、澳洲、新西蘭及印度等六國參與。經過馬拉松式艱難談判，RCEP 終於進入

收官階段，距離簽署正式協議只差「臨門一腳」。這代表以中國等東亞經濟體領銜的多

邊貿易合作「重振雄風」，亦是對近年由美國、歐盟等挑起的單邊保護主義「扳回一局」。

儘管印度在最後關頭退出談判桌，但由餘下 15個國家組成的 RCEP 一旦落地，仍會是全

球最大的自貿區；據統計，2018 年 RCEP 的人口總數佔全球三成左右，GDP 總額和貿易

總額分別約佔全球的 29%和 26%。 

RCEP 取得突破性進展反映了其代表的多邊經貿合作在亞洲地區具有深厚土壤。首先，

RCEP 參與國大多長期以出口導向型為經濟發展模式，彼此之間的貿易依存度高甚至在

近年仍維持上升趨勢，合則多贏的格局並未改變。在過去十年，RCEP 的 15個成員國佔

東盟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超過五成，並從 2008年的 53.9%持續上升至 2017年的 57.2%。 

其次，東亞地區過去半個多世紀來行之有效的「雁行發展型態」(透過成熟產業從「領頭

雁」經濟體次遞轉移到不同發展階段的後發經濟體，促進區域產業的有效協作和經濟的

共榮發展)仍舊充滿活力。中美貿易戰的爆發加快了國際間產業另一次梯度轉移；無論是

從產業轉出地還是承接地來看，RCEP 成員國都堪稱當之無愧的「主場」。加之近年區

域內部市場也呈現出梯度式發展與開放，為 RCEP 成員國彼此間的經貿合作注入了新的

內容，更賦予「抱團」應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新動因，進一步夯實了共同的利益基礎。 

再者，近年 WTO 等多邊貿易機制江河日下，亞太區內雙邊、複邊自貿協定乘勢崛起，

恰恰反映了部分經濟體對自由貿易與開放式合作的需要與熱情未減；而縱橫交錯的小圈

子自贸協定卻難免會產生所謂「義大利麵碗(Spaghetti Bowl)」現象(即各國在簽訂雙邊和

區域自貿協定時，可能設定不同的條款；隨著形形色色的協定數目激增，各個複雜的優

惠待遇和原產地規則如同義大利麵條一根根糾結在一起，對於多邊貿易體系構成負面影

響)，從客觀上亦需要引入涵蓋更大範圍、協調性更強的多邊機制加以梳理和提升效率。

此外，早前由美國牽頭推動的 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因為特朗普政府宣布「退

群」而發展受阻，反過來又令部分 TPP 締約國重新「歸隊」，重燃對加入 RCEP 的興趣，

使得原本進展緩慢的 RCEP 談判「轉入直路」。 

值得留意的是，RCEP 從一開始就具有松散式、多頭領導的組織特點，倡導自願、靈活、

開放和淺制度化的功能性合作；這既是優點，也可以說是一種先天的不足之處。事實上，

RCEP 經過之前的長期醖釀，在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等方面一直成效欠佳；即便是明

年能如願簽署協議，未來的前景亦未必是一片坦途。屆時，中國作為 RCEP 所有締約國

中的最大經濟體和貿易國，是否能發揮表率作用進一步開放市場，擔當起區域經濟升級

及亞太經貿一體化的驅動引擎；這或許會是關乎 RCEP 未來成敗得失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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