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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重重點點點點 

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 
• 進一步與內地探討在投資、經濟技術合作等範疇，擴大和優化《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期望今年中取得實質成果。 

• 繼續在粵港合作機制下，與廣東省政府緊密合作，在南沙粵港深度合作區為港人港企掌

握發展新機遇。 

• 積極研究金融發展局對香港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持續發展提出有關稅務、法規及人才

發展等方面的建議，並落實可行措施；同時邀請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外地加強推廣金融服

務業。 

• 利用「一帶一路」和兩地基金互認帶來的需求，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

務樞紐的地位。 

• 致力於今年年中前完成香港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為成員的相關程序。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 透過 2 億元「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支援專業界面向外地市場的交流、推廣和合作。 

• 加強「一帶一路」辦公室人手和資源，以確保其更有效和持續地推展工作。 

• 今年 9 月再次與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和籌備參加今年 5 月中央

政府在北京舉辦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最高層次的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 增加本年到內地「絲綢之路」沿線的學生交流團名額至 5 600 名，並透過優質教育基金

推動到內地及沿線國家交流。 

• 審視放寬對相關沿線國家人士來港的就業、求學、旅遊等的簽證要求。 

    

創新及科技創新及科技創新及科技創新及科技 
• 和深圳市政府合作，在香港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 考慮提供稅務和財務優惠，及其他支援措施，吸引本港及國內外創科企業。 

• 推動大學進行更多可轉化作應用的研究項目，和優化其知識及科技轉移計劃。 

• 「創科創投基金」將邀請合資格的風險投資基金為合作伙伴，與政府共同投資香港的科

技初創企業。 

• 籌備在將軍澳工業邨興建數據技術中心及先進製造業中心，推動「再工業化」。 

• 準備就建設「空間數據共享平台」開展策略研究。 

• 支持香港科技園公司在科學園旁邊興建「創新斗室」，提供住宿單位及工作空間等設施，

租予其培育公司或初創企業的人員。 

    

    



 

房屋土地房屋土地房屋土地房屋土地 
• 預計未來 3 至 4 年一手住宅物業供應量達 94 000 個單位。 

• 在2016-17年度起的5年內預計興建約94 500個公營房屋單位，當中公屋單位約71 800

個，資助出售單位約 22 600 個。 

• 就短中期土地供應，透過更改土地用途和提升發展密度，可提供超過 38 萬個住宅單位。

中長期方面，各個新發展區和新市鎮擴建，和正在規劃的潛在鐵路物業發展項目，可提

供超過 860 萬平方米工商業樓面及超過 22 萬個住宅單位。預計首批居民可於 6 至 10

年後入伙。 

• 盡快展開龍鼓灘和馬料水分別約 200 和 60 公頃填海的規劃及工程研究。 

• 今年上半年公布大嶼山發展和保育藍圖。 

• 預留 5 億元作首階段推動海濱發展之用。 

• 進行《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規劃研究及公眾參與活動。 

    

環保及自然保育環保及自然保育環保及自然保育環保及自然保育 
• 將香港 2030 年的碳強度從 2005 年的水平減低 65%至 70%。 

• 預留不少於 5 億元逐步為 200 多座政府建築物落實節能目標。 

• 執行香港首份《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 計劃於本立法年度內就實施都巿固體廢物按量收費提交條例草案。 

    

交通運輸交通運輸交通運輸交通運輸 
• 落實興建中九龍幹線，和盡快展開十一號幹線的可行性研究。 

• 積極進行連接港珠澳大橋的香港口岸及香港接線工程，並與內地和澳門當局商討跨境交

通安排。 

• 推進準備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車的各項工作，實現明年第 3 季通車的目標。 

• 與持份者合作共同推動「香港好 • 易行」的新措施，並繼續在新市鎮及新發展區建設「單

車友善」環境。 

    

安老助弱安老助弱安老助弱安老助弱 
• 邀請「關愛基金」考慮推行兩項試驗計劃，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院或身體機能

有輕度缺損的長者。 

• 額外增加 2 000 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服務券，支援身體機能有中度或嚴

重程度缺損的長者居家安老。而「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會在 2017 至 2019

年推出共 3 000 張服務券。 

• 延續「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3 年，並推出「福建計劃」。 

• 透過獎券基金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注資 3 億元，在社區建構互助網絡。 

    

    

    

    



 

退休保障及人口政策退休保障及人口政策退休保障及人口政策退休保障及人口政策 
• 建議逐步取消強制性公積金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對沖」。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今年 4 月推出「預設投資策略」，回應「收費高、選擇難」的

問題。 

• 優化「長者生活津貼」，放寬現行資產上限和增加一層高額援助，惠及約 50 萬名長者。

讓 14 萬名較年老和較有經濟需要的「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免費使用公立醫院及診所

服務。 

• 建議長者醫療券受惠年齡由 70 歲降至 65 歲，額外約 40 萬名長者受惠。 

• 致力在本屆政府任期內訂定適合香港社會和經濟情況的工時政策方向。 

• 向「持續進修基金」再注資 15 億元，鼓勵持續進修。 

    

教育和青少年發展教育和青少年發展教育和青少年發展教育和青少年發展 
• 為每所公營中學提供一筆過 20 萬元的額外津貼，促進推行與 STEM 教育相關的校本計

劃。 

• 由 2018/19 學年開始把「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恆常化，並增加資助學額，預

計每學年約有 13 000 名學生受惠。 

• 協助自資專上院校開拓經費來源，推出第 7 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提供最多 5 億元供合資

格的院校申請。 

• 為推動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加強師資培訓及提供一筆過撥款合共約 1 億 2,500 萬元以

支援教學。 

• 試行在職中學教師帶薪境外進修計劃，為期 3 年，預計 150 名教師受惠。 

    

醫療衞生醫療衞生醫療衞生醫療衞生 
• 在 2017-18 年度向醫院管理局額外撥款 20 億元作整體經常性開支，以應付服務需求。 

• 出資在將軍澳興建中醫醫院。 

    

體育及文化體育及文化體育及文化體育及文化 
• 未來五年增建或重建 26 個體育及康樂設施的項目。 

• 建議灣仔運動場進行綜合發展，計劃包括會展用途和康體及社區設施。 

• 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 10 億元。 

• 推展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