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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患加上外憂大幅拖累消費者信心 

民建聯「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結果公布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一. 詳細結果及分析 

 
(一） 預期指數自 2017 年底的十年高位續挫 
 
在調查結果中，「目前狀況指數」水平不變，維持 71.5，但「消費者預期指數」卻持續下挫，

自 2017 年底的十年高位 88.7 已在一年半間大幅回落，今次跌幅更多於 10 點至接近 60 低位，

由 73 急挫至 61.3，因而拖累「綜合消費者情緒指數」出現明顯下跌，由上次 72.4，進一步跌

至 65.4。(見附表 1)  
 
附表 1   歷次調查的指數比較 
 目前狀況指數 消費者預期指數 綜合消費者情緒指數 
2004 年 10 月 62 95.7 82.2 
2005 年 4 月初 75.5 110 96.2 
2005 年 9 月底 71.5 100.3 88.8 
2006 年 3 月中 75.5 104 92.6 
2006 年 10 月初 73 93.3 85.2 
2007 年 3 月 79 103 93.4 
2007 年 10 月 76 104 92.8 
2008 年 3 月 68.5 86.3 79.2 
2008 年 9 月底 57.5 55.3 56.2 
2009 年 3 月底 55.5 61.3 59.0 
2009 年 9 月 63.5 80.3 73.6 
2010 年 3 月 69 85.6 79.0 
2010 年 9 月 65 79 73.4 
2010 年 12 月 59.5 75 68.8 
2011 年 7 月 63.5 67.6 66.0 
2011 年 12 月 61.5 67.0 64.8 
2012 年 7 月 62.0 71.0 67.4 
2012 年 12 月 62.5 69.6 66.8 
2013 年 6 月 62.5 66.3 64.8 
2013 年 12 月 64 70.3 67.8 
2014 年 6 月 69.5 71.7 70.8 
2014 年 12 月 71.0 70.3 70.6 
2015 年 6 月 74.5 76 75.4 
2016 年 1 月 58.5 60.3 59.6 
2016 年 7 月 70 64.3 66.6 
2017 年 1 月 67.5 70 69 
2017 年 7 月 75 86.7 82 
2017 年 12 月 77 88.7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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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76.5 80.7 79 
2018 年 12 月 71.5 73 72.4 
2019 年 7 月 71.5 61.3 65.4 
 
 
 
 
 
(二） 市民個人財政狀況整體變動不明顯 
 

兩次調查結果顯示，市民過去一年的個人財政狀況有改善和有轉差均略增，跟去年底同比變

化未見統一趨勢。在過去一年「轉好」的比重比 2018 年底 18.5%增至 20.4%，表示「轉差」

的則由約 45%增加至 48%，至於表示「一樣」的比例則有所倒退，由上次 36%減至約 32% 

(見附表 2)。估計這與本港就業情況雖然受到經貿疲弱及暴亂衝突影響，個別行業包括貿易物

流、旅遊酒店、飲食零售等經營壓力惡化，造成部分就業人士收入受到影響，但整體本港就

業情況之前仍算穩定 1有關。 

 
附表 2     過去 1 年個人財政狀況 
      轉好      轉差       一樣 
04 年 10 月(%)      19.4      49.7       30.9 
05 年 4 月(%)      21.1      43.5       35.4 
05 年 9 月(%)      19.7      46.5       33.8 
06 年 3 月中(%)      22.3      40.1       37.6 
06 年 10 月初(%)      21.9      43.7       34.4 
07 年 3 月(%)      23.7      37.4       38.8 
07 年 10 月(%)      24.2      43.4       32.4 
08 年 3 月(%)      21.7      49.4       28.8 
08 年 9 月底(%)      14.8      61.5       23.7 
09 年 3 月底(%)       8.8      60.2       31.0 
09 年 9 月(%)      11.4      52.4       36.2 
10 年 3 月(%)      16.7      45.6       37.7 
10 年 9 月(%)      17.3      52.9       29.7 
10 年 12 月(%)      13.0      56.0       30.9 
11 年 7 月(%)      16.5      55.0       28.5 
11 年 12 月(%)      12.2      54.4       33.5 
12 年 7 月(%)      13.6      52.5       33.9 
12 年 12 月(%)      15.8      52.1       32.2 
13 年 6 月(%)      15.4      52.4       32.1 
13 年 12 月(%)      12.5      50.5       37.0 
14 年 6 月(%)      16.9      47.9       35.2 
14 年 12 月(%)      17.8      46.9       35.3 
15 年 6 月(%)      15.3      42.7       42.1 
16 年 1 月(%)      14.5      57.3       28.1 

 
1 今年 7 月至 9 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 2.9%，與 6 月至 8 月及 5 月至 7 月的數字相同，之前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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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年 7 月(%)      18.9      45.8       35.2 
17 年 1 月(%)      15.5      45.9       38.6 
17 年 7 月(%)      19.7      47.1       33.1 
17 年 12 月(%)      19.0      43.0       38.0 
18 年 6 月(%)      20.2      39.8       40.0 
18 年 12 月(%)      18.5      45.4       36.1 
19 年 7 月(%)      20.4      48.1       31.5 
 
 
 
 
 
(三） 對個人未來財政狀況展望悲觀者增 
 
受訪者對未來 1 年財政狀況的展望，悲觀情緒明顯增加。表示「轉差」的由上次 35%增至 39%，

表示「轉好」的則變化不大，2018 年底為 18.5%，這次調查則為接近 18%，而表示「一樣」

的就由上次 46.5%減至 43%。調查結果反映受訪者對未來 1 年個人財政狀況展望悲觀情緒明

顯增長，令表示「轉差」的比率增加至接近 4 成，這是較少出現的偏高水平，估計與本港持

續受到中美貿易磨擦以及近期政治風波引發的頻繁示威暴亂活動，大大癱瘓社會運作，影響

市民正常生活，繼而大幅拖累整體經濟及中低薪收入人士的就業情況(目前與旅遊相關行業失

業率已上升至 5%至 6%2)有關。 

 
附表 3      展望未來 1 年個人財政狀況  
        轉好       轉差        一樣 
04 年 10 月(%)      18.5       34.4 47.1 
05 年 4 月初(%)      20.9       26.5 52.6 
05 年 9 月底(%)      14.9       30.7 54.4 
06 年 3 月中(%)      18.5       25.9 55.6 
06 年 10 月初(%)      15.4       28.2 56.4 
07 年 3 月(%)      15.9       24.2 59.9 
07 年 10 月(%)      20.8       29.1 50.1 
08 年 3 月(%)      13.3       32.2 54.5 
08 年 9 月底(%)      12.1       50.6 37.3 
09 年 3 月底(%)       9.3       47.1 43.5 
09 年 9 月(%)      11.5       36.9 51.6 
10 年 3 月(%)      13.7       31.8 54.5 
10 年 9 月(%)      10.5       36.6 52.9 
10 年 12 月(%)      12.6       37.7 49.8 
11 年 7 月(%)      11.9       39.0 49.1 
11 年 12 月(%)       9.7       35.1 55.2 
12 年 7 月(%)      11.9       38.1 50.0 

 
2今年 7 月至 9 月間，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的失業率進一步上升至

4.9%，為兩年多以來的最高水平。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大幅上升至 6.0%，為六年來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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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 12 月(%)      11.9       39.8 48.3 
13 年 6 月(%)      13.0       37.7 49.3 
13 年 12 月(%)      11.8       37.6 50.7 
14 年 6 月(%)      13.5       29.6 56.9 
14 年 12 月(%)      10.6       33.5 55.8 
15 年 6 月(%)      11.3       30.7 58.1 
16 年 1 月(%)      12.8       42.7 44.6 
16 年 7 月(%)      12.0       32.7 55.2 
17 年 1 月(%)      11.0       40.2 48.8 
17 年 7 月(%)      17.9       34.5 47.6 
17 年 12 月(%)      17.3       31.4 51.3 
18 年 6 月(%)      15.0       36.3 48.7 
18 年 12 月(%)      18.5       35.0 46.5 
19 年 7 月(%)      17.9       39.1 43.0 
 
 
 
 
 
(四） 對香港短長期經濟前景看法悲觀者大增 
 
對於未來一年的香港經濟前景，持負面看法的受訪者比重，由去年底近 59%大幅增至 72%，

創下調查歷來最高紀錄，而持正面看法的受訪者則由去年底約 15%，減至約 13%。從持負面

看法的數字來看，市民已預計香港短期經濟前景將明顯疲弱。這應與中美貿易磨擦持續為市

場及經濟造成陰霾，加上本地的示威暴亂活動的不明朗因素，預計今年經濟增長將會較 2018
年進一步放緩有關。事實上，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只有百分之零點五，是過去十年以來最差；

在暴亂局面自六月起至今仍未止息下，預計本港已陷入技術性經濟衰退。 

 

對於香港未來 5 年的經濟前景看法，持正面看法的水平大幅減至 13.8%，而持負面看法的比

率，則由去年底約 39%急增至 50%，接近 2008 年金融海嘯時的水平，表示「差不多」的由

上次 43.7%縮減至約 36%，顯示市民對香港長遠前景看法也受到明顯負面影響。(見附表 4) 

 
附表 4    展望未來本港經濟看法 
           1 年              5 年 

   正面     負面     正面     負面 
04 年 10 月(%)    39.6     22.0     25.3            40.7 
05 年 4 月(%)    44.8     13.8     34.2     28.8 
05 年 9 月底(%)    39.1     14.7         28.0           34.8 
06 年 3 月中(%)    39.1     17.7     28.0     30.5 
06 年 10 月初(%)    26.5     24.7     23.6     33.1 
07 年 3 月(%)    28.8     17.5     30.2     24.6 
07 年 10 月(%)    35.3     23.5     33.2     25.7 
08 年 3 月(%)    22.2     36.4     22.1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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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年 9 月底(%)    14.0     64.9     11.1     56.4 
09 年 3 月底(%)    16.4     55.3     16.8     55.6 
09 年 9 月(%)    26.7     30.7     16.5     46.8 
10 年 3 月(%)    24.1     27.0     20.5     42.6 
10 年 9 月(%)    24.0     34.7     16.4     42.0 
10 年 12 月(%)    21.1     40.0     15.0     45.9 
11 年 7 月(%)    11.7     49.1     12.6     46.1 
11 年 12 月(%)    14.1     53.4     12.0     47.0 
12 年 7 月(%)    14.7     49.8     17.7     44.1 
12 年 12 月(%)    15.5     46.3     12.1     44.6 
13 年 6 月(%)    10.1     54.0      9.6     41.4 
13 年 12 月(%)    14.4     49.9     13.3     41.3 
14 年 6 月(%)    10.7     54.8     13.2     38.7 
14 年 12 月(%)     8.0     49.3     13.0     37.8 
15 年 6 月(%)    16.0     45.3     13.2     36.9 
16 年 1 月(%)    10.3     61.9     11.4     48.3 
16 年 7 月(%)     7.4     59.0     11.5     45.7 
17 年 1 月(%)    15.1     50.9     15.8     40.9 
17 年 7 月(%)    25.3     35.8     23.3     36.3 
17 年 12 月(%)    26.6     38.2     22.7     30.9 
18 年 6 月(%)    20.6     41.3     17.7     34.0 
18 年 12 月(%)    14.9     58.6     17.5     38.8 
19 年 7 月(%)    12.9     72.3     13.8     50.0 
 
 
 

二. 總結及建議 
自 2018 年湧現中美貿易磨擦的負面因素並揮之不去後，是項調查結果得出的指數便持續

陷入疲弱倒退趨勢。事實上，在中美貿易磨擦及近期本港政治風波等內外負面因素影響下，

本港整體經濟已受到雙重的嚴重打擊。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只有百分之零點五，是過去十年

以來最差，第二季 GDP 經季節性調整後實際上已有 0.3%的負增長，第三季情況持續。政府

表示，香港已步入技術性經濟衰退，預計至明年上半年經濟仍然低迷。內外交困下，證券投

資界及政府均預計本港今年全年經濟增長將會大幅萎縮，甚至負增長。 
 
同時，在多國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下，由於擔心人身安全，海外旅客來港數目亦大減，

十月上半月跌幅已擴大至近五成。目前大型體育、旅遊及娛樂活動亦紛紛取消，料影響將會

擴至更多行業。零售市道已連續下跌七個月，按年跌幅更逐步擴闊，由於店舖經營受到暴亂

衝擊活動干擾而要頻頻關門休息，令零售飲食業經營日益艱難。八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按

年大跌兩成五，是自 1981 年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單月按年跌幅。 
 
旅遊零售飲食等行業受到嚴重拖累，預料整體經濟將會持續低迷，甚至出現公司裁員倒



 
 

 

6 
 

閉潮。若經濟持續惡化，失業率未來亦將迅即攀升。 

 

我們強調，在面對中美貿易磨擦及內部頻繁暴亂活動的持久戰風險下，特區政府必須做

好防範市場出現重大風險的措施，並利用本身的各項固有發展條件，把握機遇，以進一步尋

求經濟發展；同時，預計香港經濟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復元，故此，在設法止暴制亂的

前提下，當局應以「逆周期」擴張開支手段以及「應使則使」的原則，積極推出支援中小企、

保就業的各項措施。就此，民建聯提出下列建議： 

 

(一) 支援工商企業 

1. 政府促全港私營地產商減租以支援中小微企 

目前中小企的經營最大問題往往是現金流出現問題，特區政府應參考 2003 年沙士期間有商會

提出減租的經驗，鼓勵全港私營地產商一同行動，推出例如為期半年的減租措施，以支援企

業渡過難關。 

 

2. 主動介入協助企業與銀行界尋求融資方案 

金管局早前將逆周期緩衝資本(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簡稱 CCyB)由原來 2.5%下調至

2%，讓銀行釋放大約 2000 至 3000 億元資金，並可增加銀行的貸款空間。但我們建議當局

應採取更主動的角色，加大力度說服銀行向中小企提供放貸，並協助企業與銀行業界尋求借

貸融資方案，讓中小企業在融資方面得到實質而到位的支援，以渡過艱難時期。 

 

(二)保就業 

1. 進一步加強旅遊零售等行業僱員的技術培訓支援 

在本港經濟包括旅遊零售等行業受到重創下，針對各行業面臨失業及就業不足的僱員，政府

委託僱員再培訓局於 10 月推出「特別愛增值」特別培訓計劃 3。我們促請當局設置簡單及縮

短相關津貼額的發放程序，令修畢課程學員可於短時間內獲得津貼，以便紓緩生活困難；同

時，應考慮加大計劃規模，並進一步增加資源及每月津貼額，以提高對相關就業人士的吸引

性和實際幫助，以提高措施可發揮的效用。 

 

2. 鼓勵及協助婦女就業 

檢討現時再培訓課程的類型及上課時間，就婦女的需要提供更多元化的課程種類、支援服務

及彈性上課時間，以鼓勵她們裝備自己。同時，增撥資源，開辦更多適合婦女就業的社企計

劃及培訓課程，並以地區為本，為婦女在地區上作就業配對，避免婦女因跨區工作而打擊就

業意欲。 

 

 

 

 

(三)扶助創業 

 
3 計劃適用於今年 6 月起失業、開工不足，或遭僱主要求放無薪假的人士，課程分為全日制、半日制及夜

間課程，將涵蓋 36 項職業技能，不設學歷限制、費用全免；出席率若達八成，最多可獲發上限 4 千元津

貼，料一萬人受惠。計劃不設學歷限制且費用全免，於 10 月 3 日起接受報名，主要供 19 個受影響行業

（包括零售、飲食及旅遊業）人士參與，學習創科、跨行業通用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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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青年創業提供「免息貸款」 

除現行協助青年創業的「青年發展基金」外，當局應研究透過成立基金、提供擔保或鼓勵

市場為青年創業提供「免息貸款」的渠道，以協助青年籌集創業所需的啟動資金。 

 

2. 提供更多廉租的「共享工作間」 

由政府提供或鼓勵市場提供更多廉租的「共享工作間」（co-working space）讓創業者在場地選

擇上有更多的選擇。 

 

3. 在大灣區增設青年創業中心 

參考「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的經驗，在南沙和橫琴這兩個自貿區也開設類似的青年創業中

心，充分利用這兩個自貿區的不同發展定位與地理位置，培養具創新創業意念的青年，以及

具高潛質的初創企業，並同時探索創新創業孵化器產業化發展的新模式。香港亦應發揮更多

商貿平台和融資平台的優勢，為青年創業中心提供更豐富的資源。 

 
(四)大力發展大灣區 打造世界級金融中心 
1.發展金融科技 
聯合發展金融科技，透過對人工智能和電子支付等範疇的研究和實踐，提升區內金融機構及

工商業的營運效率，協助業界開拓新的發展模式。例如可打造高度互聯的電子支付系統，以

建立起一個可以廣泛應用的區域性平台。 
 
2.吸引金融機構落戶香港 
共同推動亞投行、金磚國家發展銀行、絲路基金，及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等金融機構，以及大

型企業以香港為重要金融基地，從事相關的融資、財資管理及項目風險管理等業務。 
 
3.強化人民幣業務 
粵港兩地政府應盡快擴大跨境人民幣資金雙向流通渠道，包括大灣區內銀行機構可按照相關

規定開展跨境人民幣拆借、人民幣即遠期外匯交易業務以及與人民幣相關衍生品業務、理財

產品交叉代理銷售業務，而大灣區內的企業亦可按規定跨境發行人民幣債券。同時，應把握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境外市場對人民幣結算、融資及資金管理需求

會逐步增加的機遇，以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 
 
4.推動大灣區智慧城市群發展 
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智慧城市群發展，包括於區內加強推動建設金融科技、醫療科技、教

育科技的沙盒；加速區內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動通信、物聯網、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

術的突破應用；盡快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共享平台，並加強區內人流、物流、服務流、

資金流及資訊流的互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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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A.  調查結果重點 
(一) 被訪者的看法 
1.對過去的評價 
1.1 約四成八被訪者指過去 1 年自己財政「轉差」，約兩成人表示「轉好」。 
 
2. 對未來的看法 
2.1 展望未來 12 個月，約有三成九人表示預期自己財政狀況會「轉差」，預期會「轉好」的約有

一成八，而四成三被訪者預期自己財政狀況會與現在「一樣」。 
   
2.2 約七成二被訪者預期未來 1 年香港經濟會比現時「轉差」，近一成三人預期會「轉好」。 
 
2.3 約一成四預期未來 5 年香港會「持續好景」，約五成的人預期「會有高失業率或者是經濟持續

不景」，認為未來 5 年香港經濟前景與現時「差不多」的則約佔三成六。 
 
3.  添置耐用品意欲 
3.1 只有一成四的人認為現時是好時機添置家具或大型電器，近四成三認為不是時候。 
 
 
(二) 消費者指數 
1. 指數計算方法 
(1) 以問卷中的 5 條問題為指數計算的範圍。(參考第 10 頁) 
(2) 首先要計算出 5 條問題每條的「相對分數」X 值，計算方法是把正面答案的百分比減去負面答

案的百分比，再加 100，然後四捨五入。 
(3) 得出的 5 個「相對分數」，順序定為 X1、X2、X3、X4 及 X5。 
(4) 指數共分 3 個，計算公式分別是： 
 
綜合消費者情緒指數(ICS) = (X1 + X2 + X3 + X4 + X5) / 5 
    消費者預期指數(ICE) = (X2 + X3 + X4) / 3 
      目前狀況指數(ICC) = (X1 + X5) / 2 
 
2. 這次調查得出的指數結果 
(1)目前狀況指數: 71.5 (由 Q1 及 Q5 計算而成，指數以 100.0 為分界，100 屬於中性，低於此數便

趨向悲觀，高於此數則趨向樂觀) 
(2)消費者預期指數: 61.3(由 Q2, Q3 及 Q4 計算而成，亦以 100.0 為分界) 
(3)綜合消費者情緒指數: 65.4(由 Q1-Q5 計算而成，亦以 100.0 為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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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調查結果數據 
 
1.你認為在過去 1 年財政上係好左抑或差左？ 
    好左    20.4% 
    差左    48.1% 
    無變    31.5% 
 
2.展望未來 1 年，你的財政狀況會係比現時轉好 D，轉差 D，抑或只係同宜家一樣？ 
 轉好 D    17.9% 
 轉差 D    39.1% 
 一樣    43.0% 
 
3.展望未來 1 年內，香港的經濟環境比現時轉好 D，轉差 D，抑或只係會同宜家一樣？ 
 轉好 D    12.9% 
 轉差 D    72.3% 
 一樣    14.8% 
 
4.你認為香港在未來 5 年會持續好景，抑或仍然會有高失業率，或者是經濟持續不景？ 
 持續好景   13.8% 
 會有高失業率或者是 
    經濟持續不景  50.0% 
    差不多    36.2% 
 
5.你認為現在是否好的時機，添置家裏主要的傢俬及電器，例如雪櫃、電視機？ 
 是     13.6% 
 不是    42.9% 
 無意見    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