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梁振英昨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以
「穩中求變、務實為民」為題，報告封面
同樣是「穩中求變」，改變以往只是單一
顏色設計，首次採用一張香港青少年人
向前跑的相片。他在記者會上形容，自
己選擇以青年人向前跑的相片作為封
面，是象徵今屆政府的施政方針是以人
為本，帶領社會前瞻，而照片特意安排
不同族裔的青少年人，是希望展現「我
們是700萬人一個大家庭，家是香港，同
是一家人」的精神。

香港一家人 共同創未來

歷屆特區政府的施政報告，報告封面
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只會選用某一
兩種顏色作為報告封面，並印上當年度
報告的主題，但梁振英昨日公布的施政
報告，就以其競選顏色的橙色為底色，

並以一群年輕人在藍天陸地中向前奔
跑的照片作封面，主題則放在第二
頁。梁振英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他
選用這幅照片作封面，是以年輕人代
表香港的未來，象徵今屆政府的施政
方針是以人為本，為了香港的下一代
共籌謀帶領社會前瞻同建未來，並寓
意政府會有膽有識、有目標、有規
劃、有步驟去做事，而照片中特意安
排不同族裔的青少年人，是希望展現
「我們是700萬人一個大家庭⋯⋯每一個
香港人，不問原居地、不分族裔、不分
宗教信仰，不單是家在香港，更加是家
是香港，大家同是一家人」，並凸顯凝聚
香港人的重要性。
另外，據政府統計，梁振英的首份施

政報告總計有27,500字，較2011/12年度
的施政報告多了317字。政府消息人士並

透露，此次選用「穩中求變、務實為民」
為題，其中「穩中求變」是指報告以人
為本，是為年輕人而定的，為年輕人帶
來希望，而「務實為民」則代表了政府
要凝聚香港社會各界的共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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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金句：
「放眼未來，我和我的團隊，仍然會務實進取，迎難而

上，與立法會和全港市民齊心一意，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施政

繪更美明天
適度有為 務實謀遠 發展中解決深層矛盾

一、經濟發展
■ 經濟要發展，政府就要「適度有為」，將

產業「做多做闊」：

■ 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高層次、跨部

門、跨界別地研究促進長遠發展的策略和

政策。下設「航運業」、「會展及旅遊業」

等小組

■ 金融服務：拓展離岸人民幣業務；成立

「金融發展局」，集中研究如何進一步發展

香港金融業．法律服務：在國內外推廣香

港仲裁和調解服務，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

法律服務樞紐的地位

■ 航運服務：發展國際航運服務業，向高增

值的航運服務業進發

■ 重點發展優勢產業，如創新科技產業及檢

測和認證產業

■ 增設聯合工作小組，完善CEPA落實機

制，擴闊「先行先試」範圍，由廣東省延

伸到泛珠江三角洲的其他省區

■ 加強與中小企的溝通，適時提供更多支

援。支持香港的商會在內地省市設立展銷

場地，建立香港品牌

二、房屋土地
■ 短中期增加資助房屋供應：

1.在2018年起的5年內，公屋的總供應以

至少10萬個為目標

2.檢討加快興建公屋進度

3.選定一幅沙田土地，交房協發展資助房

屋；及一幅沙頭角的土地作出租公屋，

合共提供約1,000個單位

4.全面檢視，適度增加地積比率

5.加強取締濫用公屋，加上新建單位，每

年可供編配公屋單位超過2.2萬個

6.明年預售2,100個新居屋單位

7.「置安心」計劃4幅用地轉作發展新居屋

■ 短中期增加房屋土地供應：

1.將36幅合共27公頃的「政府、機構或社

區」及其他政府用地，經城規程序，改

作房屋發展，可供興建約1.19萬個單位

2.將13幅共57公頃沒有植被，荒廢或已平

整的「綠化地帶」改作住宅用途，可供

興建約2.3萬個單位

3.通過工業用地檢討，釋出60公頃用地作

非工業用途，可提供超過2萬個單位

4.適度提高未批出或撥用的住宅土地的發

展密度

5.將用途未落實土地盡快改作房屋和其他

有更迫切需要的用途

6.積極研究放寬或解除適用於薄扶林和半

山區限制出售新土地或修訂契約的延期

履行權行政措施

7.落實錦田南西鐵錦上路站和八鄉維修中

心合共約33公頃土地上發展住宅規劃，

預計提供約8,700個單位，另對周邊約

110公頃土地進行工程研究，以備發展

公私營房屋

8.未來4年市建局物業發展項目將提供約

4.9公頃土地，預計提供約4,700個單位

9.過去3年城規會批准了多宗擬作住宅用

途規劃申請，可提供超過4.5萬個單位

10.加快前鑽石山大磡村、前茶果嶺高嶺

土礦場等4個發展項目，興建公私營住

宅，共提供約27公頃住宅用地，預計

可供興建約1.5萬個單位

■ 盡快推出大型新發展區，增加長期土地供

應。包括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洪水橋新發

展區、新界北部地區、維港以外適度填海

■ 成立「海濱管理局」，建立屬於全港市民

的維港海濱

三、關懷社會 家是香港
■ 扶貧委員會會制定扶貧政策，制訂貧窮

線，深入研究貧窮成因，令扶貧工作更

到位

■ 推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錢跟人走」，讓長者因應個人需要自行選

擇合適服務

■ 由現在至2014年至2015年度，社會福利

署提供超過1,700個新增資助安老宿位，

醫管局增設130張康復病床

■ 從獎券基金撥出約9億元，在6年內改善津

助長者中心的設施，提高安全度

■ 提高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及「陽光路上」

培訓計劃下的就業見習津貼及在職試用工

資補助金，幫助殘疾人士就業

■ 取消徵收「外傭徵款」，減輕僱用外傭家

庭的負擔

四、環保和保育
■ 全方位改善空氣質素，目標在2020年大致

達到新的空氣質素指標

■ 預留100億元，按污染程度分階段以資助

方法，淘汰歐盟3期及之前共8萬多輛高污

染柴油商業車，大幅減少整體汽車粒子排

放物八成，氮氧化物排放也減少三成

■ 推動專營巴士、的士及小巴的減排

■ 鼓勵遠洋輪船泊岸時轉用低硫柴油，並籌

備立法

■ 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注資50億元，

以投資回報長期和持續支援社區提出的環

保行動

■ 設立5億元的「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協助

漁民採用可持續而高增值的運作模式

五、教育
■ 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免費幼稚園教育的

可行性。為協助參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

的幼稚園改善教學環境設施，於2013年至

2014學年提供一筆過額外津貼，以進行小

型維修工程、購置學習資源等

■ 加強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由2013

年至2014學年開始，每所學校每年的學習

支援津貼上限提升至150萬元

六、醫療
■ 醫管局會增加約150張急症病床，擴大藥

物名冊使用範圍，紓緩醫護人員流失情況

和加強急症室服務

■ 積極籌備興建天水圍醫院和興建兒童專科

卓越醫療中心。擴建與重建多間醫院，確

保醫院設施配合市民需要

■ 成立督導委員會，全面檢討醫管局的運

作，探討提高成本效益及服務質素的可行

措施

■ 成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發展中醫

中藥業

七、文化、藝術、
創意、體育

■ 已撥出額外資源，支持藝術發展局在黃竹

坑一座工廠大廈，以優惠租金向年青藝術

家提供空間從事創作

■ 額外撥款1.5億元，在未來5年加強培訓不

同資歷的藝術行政人才

■ 「創意智優計劃」將繼續為有利創意產業

發展的項目提供支援。為加強力度，向該

計劃額外注資3億元

■ 加緊推動啟德體育園區的籌劃工作，確保

設施盡量符合體育界及社會的需要

八、地方行政
■ 盡快修訂法例，從2016年開始取消所有區

議會委任議席

■ 今年作出共18億元的一次過撥款，讓區議

會推展社區重點項目。每年額外向「社區

參與計劃」撥款2,080 萬元，以加強區議

會在地區上推廣藝術文化活動的工作

■資料來源：施政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梁振英表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不能一步解決，但必須為解決問題邁
出第一步，並呼籲社會齊心一意，克服面前的挑戰。

發揮優勢 研設「經發會」「金發局」

梁振英昨日在立法會以超過2小時宣讀了共45頁的《施政報告》，強調
「要解決房屋、貧窮、老年社會和環境問題，必須有持續的經濟增長，所
以促進經濟發展是政府的首要目標」，而「在市場可以發揮優勢的時候，
政府不應干預，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平台。但當市場失效、未能發揮功
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
因此，他提出政府未來必須「適度有為」，稍後會成立「經濟發展委員

會」， 力研究擴闊經濟基礎，促進長遠發展的整體策略和政策，及檢視
有助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行業，包括航運、會展及旅遊、高新科技及文化創
意產業等，向政府提出具體建議。明日，他會公布成立「金融發展局」，
研究如何配合國家金融市場國際化，及進一步發展香港金融業。

先試先行 爭取由粵延伸泛珠各省

梁振英續說，香港必須把握國家經濟急速發展的機遇，而特區政府與國
家商務部已達成共識，完善現行落實CEPA措施的機制，增設聯合工作小
組，針對遇到較多障礙的行業，重點協助業界解決問題，並向中央政府提
出把「先行先試」的範圍，由廣東省延伸到泛珠江三角洲的其他省區等。
梁振英在報告中詳細闡釋處理香港房屋及土地問題的短、中、長期策

略，包括在2018年起的5年內，至少新增10萬個公屋單位；全面檢視所有
計劃中的項目，適度增加地積比率；把原來用作「置安心」計劃的4幅土
地改為發展新居屋，並決心大規模開發新地，建立充裕的「土地儲備」，
包括把36幅合共27公頃的「政府、機構或社區」及其他政府用地改作房屋
發展等。長遠供應方面，他提出多個可發展的地區，包括新界東北新發展
區，和新界北部地區未發展的土地，發展大嶼山，及在維港以外填海等。
梁振英又強調需要建立關愛社會，並提出一系列協助弱勢社群的措施。

其中，扶貧委員會將盡快訂立「貧窮線」，當局又推出首階段的「長者社
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研究向選擇在廣東居住的長者發放「長者生活
津貼」的可行性等。
在環保方面，當局會預留100億元以淘汰舊柴油商業車，並向「環境及

自然保育基金」注資50億元，以投資回報長期和持續支援社區提出的環保
行動，重組巴士路線，籌備立法規定遠洋輪船在泊岸時要轉用低硫柴油、
推廣使用電動車輛，並大力推動發展回收業，邀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透過社會參與，共同制訂合適的廢物收費辦法。

堅定不移 維護推進港核心價值

在教育方面，政府會研究把免費教育由12年增至15年，並會優化幼稚園
教育及加強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
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堅定不移維護人權、法治、廉潔、自由、

民主，包容各種立場和意見，及尊重新聞自由等核心價值。「放眼未來，
我和我的團隊，仍然會務實進取，迎難而上，與立法會和全港市民齊心一
意，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多彩封面求變
立意齊心向前

梁 點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立法會宣讀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報告以「穩中求

變 務實為民」為主題，就香港市民最關注，也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提出八大重點工作，包括會「適度有

為」，並加強與內地的經貿合作，將香港產業「做多做闊」；透過共17項短中期措施，分別增加資助房屋及

增加房屋土地供應；推出資助安老措施；預留100億元逐步淘汰高污染柴油商業車；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

15年免費教育；全面檢討醫管局的運作；加強對文化藝術的支援，及增加地區行政的支援。

2013年施政報告八大重點（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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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姐：懷疑有人

又「霸公屋」又置

業。政府應加強抽查

濫用公屋資源者。

■朱小姐：政府取消

每月400元外傭稅，

對紓解民困不無小

補，值得一讚。

■鄭先生：政府應從人

口政策入手，分析各個

階層市民分布，方能制

定有效房屋政策。

■林先生：港鐵每次加

價後又推優惠，混淆視

聽。政府應採有效機

制，減低票價加幅。

■余先生：不少長者只

有幾十萬元退休金，應

付不了10多年生活，期

盼長遠安老政策。

■方先生：政府往往因

選址問題延遲建屋，希

望市民能包容在自己居

所附近建公屋。

街頭論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林小姐：政府加推

住宅數量，料可紓緩

中產置業壓力，長遠

樓市仍需靜觀其變。

■周小姐：炒風壓抑

不了，政府只增土地

供應於事無補，儲夠

首期也不敢買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