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就「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动议辩论总结发言（只

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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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今日（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就「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 
 
主席： 
 
  我很感谢陈克勤议员今天提出的动议以及其他三十一位议员的发言。我会就

议员在辩论期间和各修正案提到的主要范畴作出回应。 
 
  政改之后，行政长官重申，政府会在本届余下任期内专注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政府要做好民生工作，先决条件是持续发展多元经济、同时创造更多优质和

基层的创业就业机会，透过鼓励就业纾缓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让社会各阶层共享

社会和经济发展成果。 
 
  香港有足够实力发展多元化和高增值的产业，推动持续而长远的经济增长。 
 
  谈到支柱产业，贸易及物流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约四分一。配合「一带一路」

的发展，政府将会增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积极探索和开拓沿线国家的新市

场，并将积极寻求缔结自贸协议等，为香港的货物和投资进入有关市场创造更有

利的条件。我们亦会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作发布「一带一路」策略及有关的资料

供业界参考，亦会支持港商参与相关贸易研讨会议。 
 
  另外，为巩固香港的物流枢纽地位，政府将进一步善用葵青货柜码头的后勤

用地和提升码头的货柜处理能力，以吸引船公司开辟更多航线，利用香港作为区

内的转运中心，从而增强香港对沿线国家的辐射能力，便利贸易和提供相关海事

服务。政府亦会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航运及相关服务增加需求的机遇，

充分利用香港的优势，扮演内地航运业「走出去」的平台，并为海外企业进入内

地市场提供专业服务。 
 
  金融业方面，「一带一路」会令人民币进一步得到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政

府会按现有基础进一步发挥和提升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和

服务，包括优化市场基建和巩固金融平台、加强与海外市场的人民币业务联系

等，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逐步发

展，香港亦可成为「一带一路」的主要资产管理枢纽。过去一年，「沪港通」以

及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相继启动，进一步推动了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

通，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发挥更重要的连系作用。 



 
  香港在多个专业服务领域，包括会计、法律和解决争议、工程项目管理等，

均拥有优秀的人才和丰富的国际经验。多年来，内地通过ＣＥＰＡ（《内地与香

港关於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对香港逐步开放市场，为香港工商专业

界带来更多商机。「一带一路」亦将带动内地以及沿线地区对高端专业服务的需

求。政府将会继续推动相关业界积极利用其经验、知识以及熟悉国际标准和法规

体制等优势，令香港成为「一带一路」的高端专业服务平台。 
 
  旅游业亦是香港的支柱产业。最近，政府额外拨款一千万元，设立一次性的

配对基金，协助香港旅游景点加强他们的海外推广工作，进一步突显香港丰富的

旅游吸引力。政府亦善用短期空置的市区土地，例如中环新海滨，举办各类活动，

让市民和旅客享用海滨新设施之余，亦不断有新体验。政府亦会投放资源发展旅

游硬件，例如协助海洋公园发展水上乐园、迪士尼乐园扩建新园区，以及研究提

升大屿山的整体旅游吸引力。我们亦会继续致力发展香港的邮轮旅游业，巩固香

港作为亚洲区内邮轮枢纽的地位，并与邻近港口合作，鼓励国际邮轮公司开发更

多包括区内港口的航线，吸引更多邮轮旅客访港。  
 
  除了传统支柱产业，政府亦积极扶植有潜质的新兴产业。香港完备的资讯及

通讯科技基础建设有利推动产业向高增值方向发展。政府在去年年底完成创新及

科技基金的全面检讨，并已再注资五十亿元，为创新及科技发展提供长远及全面

的支援。新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创科局），负责制定全面的创新及科技政策，

藉着「官产学研」的合作，促进香港的创新、科技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令香港经

济发展更多元化。 
 
  香港人有突破传统的思维和灵活多变的生意头脑，因此创意产业亦是很有潜

力的新兴产业。政府已完成检讨「创意智优计划」，将会寻求财务委员会批准向

该计划额外注资四亿元，以继续支持电影以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未来几年，该

计划会按情况优先支援专注於培育人才、培育新成立企业、推广香港设计师及品

牌等方面的项目。而获注资后，该计划将会支持「设计创业培育计划」扩大规模，

在未来三年内取录九十家新成立的设计公司，比现时的规模扩大百分之五十。 
 
  电影方面，我们已经在今年五月向「电影发展基金」额外注资二亿元。政府

最近公布了该基金辖下「电影制作资助计划」的细节，在未来两年向最多二十四

部电影提供现金津贴，以鼓励香港更多小型电影制作，为有志於投身电影业的年

青人提供更多演出和参与电影制作的机会。 
 
  政府亦将推出为期三年的先导措施，以加强推广本地时装设计师和品牌，为

业界提供技术培训及支援，并为时装设计师设立创业培育计划，以推动时装业朝



高增值方向发展。政府已成立主要由业界人士组成的谘询小组，就落实各项措施

提供意见，并促进政府与业界的协作。 
 
  为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如何发挥香港的竞争优势和用好国家给香港的机

遇，行政长官亲自领导经济发展委员会（经委会），自二○一三年起一直高层次、

跨部门、跨界别地进行讨论。经委会辖下的四个工作小组亦已在过去两年就有关

产业所需的政府扶助措施或政策提交具体建议。 
 
  以「制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创意产业工作小组」为例，提交的建议包括：鼓

励企业聘用研发人才、加强对电影业后期制作的支援，以及刚才提到促进时装业

发展的支援措施。我们期待经委会向政府提交更多具体建议。 
 
  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亦投放不少资源在改善民生的工作上，其中一

个重大的民生议题就是扶贫助弱。 
 
  为持续并有效地推行扶贫工作，扶贫委员会於二○一三年九月公布首条以「相

对贫穷」概念为基础的官方贫穷线，以协助政府识别有需要援助的组群，从而制

订出具针对性和成效的措施。最新二○一四年的数据显示，本港的贫穷情况在政

策介入后持续改善，二○一四年的贫穷人口及贫穷率分别为九十六万和百分之十

四点三，是过去六年有纪录以来的低位，而贫穷人口更是连续第二年跌破一百

万，印证政府鼓励就业的扶贫策略正确。 
 
  就邓家彪议员提到要保障市民退休生活，事实上，退休保障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社会议题。扶贫委员会将於今年十二月启动为期六个月的公众谘询。政府期待

社会作理性和务实的讨论，从长计议，凝聚共识。 
 
  公营医疗服务方面，除了在我的开场发言提及的财政承担及医院工程外，政

府亦有全面的计划改善公营医疗服务。政府成立了医院管理局（医管局）检讨督

导委员会，全面检讨医管局的运作，以长远改善公营医疗服务。督导委员会今年

七月发表了报告，提出十项建议，当中包括缩短轮候时间及采用优化的以人口为

基础的资源分配模式等措施，使医管局能有效应对因人口老化、慢性病患增多，

以及随着医疗科技发展而令医疗成本增加所带来的挑战。 
 
  为了推行各项建议，政府在二○一五／一六年度至二○一七／一八年度已预

留超过十一亿元的一次性额外拨款，协助医管局推行有关建议。而医管局亦於今

年十月发表了行动计划，并会定期向政府提交落实行动计划的进度报告。政府会

继续密切监察医管局的工作。 
 



  人力是香港最宝贵的资源。推动本地工人就业和保障工人权益及福利亦一直

是政府的工作重点。目前香港的劳工市场大致保持稳定，失业率处於偏低水平。

政府会继续积极推行各项就业服务及计划，照顾不同求职人士的需要。政府亦会

密切留意就业市场的动向，以提升对求职人士的就业支援。  
 
  李卓人议员修正案中所关心的房屋问题，政府正按《长远房屋策略》订立的

框架落实各项政策和措施，致力增建公屋和资助出售单位，并维持私人市场稳健

发展。政府希望藉着这些计划能够重建房屋阶梯，积极回应不同市民的住屋需要。 
 
  在公屋供应方面，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委会）计划在五年内合共兴建七万五

千六百个新公屋单位。在资助出售单位方面，房委会和香港房屋协会将会在二○
一六年首季推出合共约三千七百个资助出售单位。私人住宅市场方面，截至二○
一五年九月底，未来三至四年的一手私人住宅供应量预计为八万六千个单位，是

自二○○四年九月起公布「私人住宅一手市场供应统计数字」以来的新高，反映

了本届政府上任以来致力增加土地供应建屋的做法渐见成效。 
 
  单仲偕议员和李卓人议员的修订中提到有关民主发展和普选。事实上，政府

在经过两轮广泛、有序的公众谘询后，在今年六月向立法会提出合宪、合法、合

情、合理的行政长官普选方案，惟方案最终被否决。政府对二十八名议员投下反

对票令政改方案遭否决，未能如期於二○一七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感到非常遗

憾和失望。 
 
  虽然政制发展因此原地踏步，但政府明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工作不

能亦不应因此而停下来。因此，在政改方案被否决后，政府已表明会在余下任期

聚焦经济民生政策，让社会可以喘息、减少争拗、重新出发。  
 
  政府会继续就着政策的制定虚心聆听市民和各位立法会议员的意见，以香港

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为依归。我们亦呼吁各议员回应市民的期盼，求同存异，透

过理性辩论表达立场，共同应对当前的经济、民生等问题。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星期四） 
香港时间１５时２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