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就「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動議辯論總結發言（只

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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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今日（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就「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動議辯論的總結發言︰ 
 
主席： 
 
  我很感謝陳克勤議員今天提出的動議以及其他三十一位議員的發言。我會就

議員在辯論期間和各修正案提到的主要範疇作出回應。 
 
  政改之後，行政長官重申，政府會在本屆餘下任期內專注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政府要做好民生工作，先決條件是持續發展多元經濟、同時創造更多優質和

基層的創業就業機會，透過鼓勵就業紓緩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讓社會各階層共享

社會和經濟發展成果。 
 
  香港有足夠實力發展多元化和高增值的產業，推動持續而長遠的經濟增長。 
 
  談到支柱產業，貿易及物流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約四分一。配合「一帶一路」

的發展，政府將會增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關係，積極探索和開拓沿線國家的新市

場，並將積極尋求締結自貿協議等，為香港的貨物和投資進入有關市場創造更有

利的條件。我們亦會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合作發布「一帶一路」策略及有關的資料

供業界參考，亦會支持港商參與相關貿易研討會議。 
 
  另外，為鞏固香港的物流樞紐地位，政府將進一步善用葵青貨櫃碼頭的後勤

用地和提升碼頭的貨櫃處理能力，以吸引船公司開闢更多航線，利用香港作為區

內的轉運中心，從而增強香港對沿線國家的輻射能力，便利貿易和提供相關海事

服務。政府亦會把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航運及相關服務增加需求的機遇，

充分利用香港的優勢，扮演內地航運業「走出去」的平台，並為海外企業進入內

地市場提供專業服務。 
 
  金融業方面，「一帶一路」會令人民幣進一步得到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政

府會按現有基礎進一步發揮和提升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和

服務，包括優化市場基建和鞏固金融平台、加強與海外市場的人民幣業務聯繫

等，以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發展。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逐步發

展，香港亦可成為「一帶一路」的主要資產管理樞紐。過去一年，「滬港通」以

及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相繼啟動，進一步推動了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

通，令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發揮更重要的連繫作用。 



 
  香港在多個專業服務領域，包括會計、法律和解決爭議、工程項目管理等，

均擁有優秀的人才和豐富的國際經驗。多年來，內地通過ＣＥＰＡ（《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對香港逐步開放市場，為香港工商專業

界帶來更多商機。「一帶一路」亦將帶動內地以及沿線地區對高端專業服務的需

求。政府將會繼續推動相關業界積極利用其經驗、知識以及熟悉國際標準和法規

體制等優勢，令香港成為「一帶一路」的高端專業服務平台。 
 
  旅遊業亦是香港的支柱產業。最近，政府額外撥款一千萬元，設立一次性的

配對基金，協助香港旅遊景點加強他們的海外推廣工作，進一步突顯香港豐富的

旅遊吸引力。政府亦善用短期空置的市區土地，例如中環新海濱，舉辦各類活動，

讓市民和旅客享用海濱新設施之餘，亦不斷有新體驗。政府亦會投放資源發展旅

遊硬件，例如協助海洋公園發展水上樂園、迪士尼樂園擴建新園區，以及研究提

升大嶼山的整體旅遊吸引力。我們亦會繼續致力發展香港的郵輪旅遊業，鞏固香

港作為亞洲區內郵輪樞紐的地位，並與鄰近港口合作，鼓勵國際郵輪公司開發更

多包括區內港口的航線，吸引更多郵輪旅客訪港。  
 
  除了傳統支柱產業，政府亦積極扶植有潛質的新興產業。香港完備的資訊及

通訊科技基礎建設有利推動產業向高增值方向發展。政府在去年年底完成創新及

科技基金的全面檢討，並已再注資五十億元，為創新及科技發展提供長遠及全面

的支援。新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創科局），負責制定全面的創新及科技政策，

藉着「官產學研」的合作，促進香港的創新、科技及相關產業的發展，令香港經

濟發展更多元化。 
 
  香港人有突破傳統的思維和靈活多變的生意頭腦，因此創意產業亦是很有潛

力的新興產業。政府已完成檢討「創意智優計劃」，將會尋求財務委員會批准向

該計劃額外注資四億元，以繼續支持電影以外創意產業的發展。在未來幾年，該

計劃會按情況優先支援專注於培育人才、培育新成立企業、推廣香港設計師及品

牌等方面的項目。而獲注資後，該計劃將會支持「設計創業培育計劃」擴大規模，

在未來三年內取錄九十家新成立的設計公司，比現時的規模擴大百分之五十。 
 
  電影方面，我們已經在今年五月向「電影發展基金」額外注資二億元。政府

最近公布了該基金轄下「電影製作資助計劃」的細節，在未來兩年向最多二十四

部電影提供現金津貼，以鼓勵香港更多小型電影製作，為有志於投身電影業的年

青人提供更多演出和參與電影製作的機會。 
 
  政府亦將推出為期三年的先導措施，以加強推廣本地時裝設計師和品牌，為

業界提供技術培訓及支援，並為時裝設計師設立創業培育計劃，以推動時裝業朝



高增值方向發展。政府已成立主要由業界人士組成的諮詢小組，就落實各項措施

提供意見，並促進政府與業界的協作。 
 
  為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如何發揮香港的競爭優勢和用好國家給香港的機

遇，行政長官親自領導經濟發展委員會（經委會），自二○一三年起一直高層次、

跨部門、跨界別地進行討論。經委會轄下的四個工作小組亦已在過去兩年就有關

產業所需的政府扶助措施或政策提交具體建議。 
 
  以「製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創意產業工作小組」為例，提交的建議包括：鼓

勵企業聘用研發人才、加強對電影業後期製作的支援，以及剛才提到促進時裝業

發展的支援措施。我們期待經委會向政府提交更多具體建議。 
 
  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亦投放不少資源在改善民生的工作上，其中一

個重大的民生議題就是扶貧助弱。 
 
  為持續並有效地推行扶貧工作，扶貧委員會於二○一三年九月公布首條以「相

對貧窮」概念為基礎的官方貧窮線，以協助政府識別有需要援助的組群，從而制

訂出具針對性和成效的措施。最新二○一四年的數據顯示，本港的貧窮情況在政

策介入後持續改善，二○一四年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為九十六萬和百分之十

四點三，是過去六年有紀錄以來的低位，而貧窮人口更是連續第二年跌破一百

萬，印證政府鼓勵就業的扶貧策略正確。 
 
  就鄧家彪議員提到要保障市民退休生活，事實上，退休保障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社會議題。扶貧委員會將於今年十二月動為期六個月的公眾諮詢。政府期待

社會作理性和務實的討論，從長計議，凝聚共識。 
 
  公營醫療服務方面，除了在我的開場發言提及的財政承擔及醫院工程外，政

府亦有全面的計劃改善公營醫療服務。政府成立了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檢討督

導委員會，全面檢討醫管局的運作，以長遠改善公營醫療服務。督導委員會今年

七月發表了報告，提出十項建議，當中包括縮短輪候時間及採用優化的以人口為

基礎的資源分配模式等措施，使醫管局能有效應對因人口老化、慢性病患增多，

以及隨着醫療科技發展而令醫療成本增加所帶來的挑戰。 
 
  為了推行各項建議，政府在二○一五／一六年度至二○一七／一八年度已預

留超過十一億元的一次性額外撥款，協助醫管局推行有關建議。而醫管局亦於今

年十月發表了行動計劃，並會定期向政府提交落實行動計劃的進度報告。政府會

繼續密切監察醫管局的工作。 
 



  人力是香港最寶貴的資源。推動本地工人就業和保障工人權益及福利亦一直

是政府的工作重點。目前香港的勞工市場大致保持穩定，失業率處於偏低水平。

政府會繼續積極推行各項就業服務及計劃，照顧不同求職人士的需要。政府亦會

密切留意就業市場的動向，以提升對求職人士的就業支援。  
 
  李卓人議員修正案中所關心的房屋問題，政府正按《長遠房屋策略》訂立的

框架落實各項政策和措施，致力增建公屋和資助出售單位，並維持私人市場穩健

發展。政府希望藉着這些計劃能夠重建房屋階梯，積極回應不同市民的住屋需要。 
 
  在公屋供應方面，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計劃在五年內合共興建七萬五

千六百個新公屋單位。在資助出售單位方面，房委會和香港房屋協會將會在二○
一六年首季推出合共約三千七百個資助出售單位。私人住宅市場方面，截至二○
一五年九月底，未來三至四年的一手私人住宅供應量預計為八萬六千個單位，是

自二○○四年九月起公布「私人住宅一手市場供應統計數字」以來的新高，反映

了本屆政府上任以來致力增加土地供應建屋的做法漸見成效。 
 
  單仲偕議員和李卓人議員的修訂中提到有關民主發展和普選。事實上，政府

在經過兩輪廣泛、有序的公眾諮詢後，在今年六月向立法會提出合憲、合法、合

情、合理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惟方案最終被否決。政府對二十八名議員投下反

對票令政改方案遭否決，未能如期於二○一七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感到非常遺

憾和失望。 
 
  雖然政制發展因此原地踏步，但政府明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工作不

能亦不應因此而停下來。因此，在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政府已表明會在餘下任期

聚焦經濟民生政策，讓社會可以喘息、減少爭拗、重新出發。  
 
  政府會繼續就着政策的制定虛心聆聽市民和各位立法會議員的意見，以香港

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為依歸。我們亦呼籲各議員回應市民的期盼，求同存異，透

過理性辯論表達立場，共同應對當前的經濟、民生等問題。 
 
  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１５時２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