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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全力推動政改
惜遭否決

經過兩輪共七個月的公眾諮詢及其間的非法「佔

領」行動，政府於 4 月 22 日公布 2017 年行政長

官普選方案。雖然廣大市民熱切期盼能夠一人一票

選特首，但反對派於 6 月 18 日在立法會綑綁投票，

否決政改方案，剝奪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利。

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政府調整施政方向，集中處理

經濟民生的工作。

1

政府肯定有必要
推展三跑道系統計劃

鑑於香港國際機場現有雙跑道系統的處理能力即將達至飽和，行政會議於

3 月 17 日肯定有必要推展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計劃，以維持香港作為世

界及地區航空樞紐的競爭力，並配合長遠經濟和發展需要。根據機管局的最新

估算，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三跑道系統的建造成本約為港幣 1415 億元，預

計約需時 8 年完成。機管局提出「共同承擔」原則以支付三跑道系統的開支，

即由機管局運用內部資金和借貸，再加上用者收費（即徵收機場建設費及調整

機場收費）進行融資。政府亦已成立「航空發展與機場三跑道系統諮詢委員

會」，提供有效平台，讓不同持份者就相關事項向政府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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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接納最低工資
增至 32.5 元建議

政府 1 月 14 日公布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將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由時薪 30 元增至 32.5 元，增幅 8.3%。有

關的附屬法例獲立法會通過，32.5 元的最低工資水平由 5

月 1 日起實施。最低工資委員會於 2011 年由政府成立，

負責建議最低工資的水平。2011 年 5 月 1 日，最低工資

在香港正式實施，首個最低工資水平為時薪 28 元，其後

在 2013 年 5 月 1 日調升至時薪 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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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議興建
海水化淡廠

3 月 17 日，發展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在

將軍澳興建海水化淡廠，第一階段設計及建造勘測

撥款涉及 1 億 5 千多萬元。根據文件的資料，海水

化淡廠將於 2016 年招標，2017 年動工，2020 年

投入運作。預計建成後每立方米的食水生產單位成

本約 12 至 13 元，較東江水貴 4 元。首階段海水

化淡廠的供水能力佔本港總供水量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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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嚴防韓國中東呼吸
綜合症傳入香港

5 月 26 日，韓國一名中東呼吸綜合症患者坐飛機來

港入境，政府非常重視，即時展開流行病學調查及防控

工作。衞生防護中心追蹤到與該名病人同機並已進入香

港的全部 19 名密切接觸者，送往麥理浩夫人度假村的檢

疫中心接受隔離檢疫，並對 35 名其他接觸者實施醫學監

察。6 月 9 日，保安局決定對韓國發出紅色旅遊警示，

提醒市民如非必要，避免前赴當地。旅遊業議會取消當

月出發前往韓國的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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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努力覓地建屋
應付需求

為滿足市民的住屋需求和壓抑樓價不斷飆升的趨

勢，政府繼續多管齊下在全港範圍覓地增建公私營

房屋。政府同時繼續採取雙辣招壓抑需求，又要求

房委會、房協及市建局等陸續推出樓宇，增加市場

供應。在預期供應大增下，本港樓市有轉勢跡象。

3

財政預算案
推 340 億元紓困

財政司司長 2 月發表財政預算案，受惠於樓市

辣招雙倍印花稅，庫房儲備增至 8195 億元。預算

案推出多項紓緩措施，總額達340億元，包括退稅、

增加子女免稅額、綜援等津貼「出三糧」，又落實

設立未來基金作長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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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追查高鐵工程
超支事件

政府高度關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出現延誤和超支，並

會追究港鐵公司應該承擔的責任。港鐵公司在 6 月向政府提

交的最新評估指，高鐵香港段的完工通車日期需進一步推遲至

2018 年第 3 季度，包括 6 個月的緩衝時間在內，而委託費用

預算修訂為 853 億元，當中包括 832 億元的最新修訂工程費用

及 21 億元備用資金。政府正審核港鐵公司提交的最新評估，

待所有相關的審核工作完成後，會向公眾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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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拒絕大埔不良
護老院續牌申請

大埔劍橋護老院被揭發長者被職員脫光衣服赤

裸在天台輪候沖涼，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社會福利

署積極跟進，深入調查事件。經查，社署曾經對該

院舍發出 12 封警告信，又多次突擊檢查，但仍發

生此次事件。社署最後決定拒絕該護老院的牌照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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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處理
公屋鉛水事件

政府 7 月 10 日公布，啟晴邨住宅單位有自來水樣本

被驗出含鉛量超標。房屋委員會和有關政府部門高度重

視，採取多項措施應對，包括為居民即時提供安全食水、

安排較容易受影響的居民驗血和要求建商為居民安裝

濾水器等。房屋委員會和水務署為公共屋邨分批驗水，

並分別成立調查小組調查。8 月 13 日，行政長官宣布成

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公屋食水含鉛成因、檢討食水

安全規管及監察制度，並就食水安全向政府提出建議。

19

政府建三堆一爐
解垃圾圍城

政府積極推動環保工作。1 月 9 日，立法會財委會

通過石鼓洲焚化爐撥款申請，三堆一爐的撥款至此全部

獲通過，朝解決垃圾問題邁進一步。為減少源頭廢物，

政府全力研究都巿固體廢物收費計劃，並於 4 月 1 日

起擴大膠袋收費範圍，除可豁免收費的情況外，全港超

過十萬家零售店鋪需向每個索取膠袋的顧客收取不少於

五毫的費用，措施有效減少膠袋用量。

2

政府積極應對
水客堵塞問題

由於大批港粵兩地水客利用商品差價在兩地口岸頻繁走

貨，令部分地區居民感到不便。政府經與內地商量控制旅

客來港人數，中央政府宣布將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

調整為「一周一行」。然而水客問題繼續被本港激進分子

利用，將事件政治化，一再挑起事端，加上經濟大環境不

明朗，主要旅遊目的地的貨幣兌人民幣及港幣大幅貶值，

以及周邊旅遊目的地放寬簽證措施政策，內地來港旅客縮

減，消費下滑，本港旅遊零售界大呼「寒冬」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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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全力應對
流感疫情

本港的季節性流感疫情在年初數個月較為嚴重。當時流行

的 H3N2 流感病毒出現變異，與疫苗病毒株不匹配，大批病人

湧入醫院，多名病人死亡，監測數據顯示長者尤其受到影響。

其間，衞生防護中心與公私營醫院合作重啟嚴重個案加強監測

系統，共錄得六百多宗與流感相關而需入住深切治療部或死亡

個案，包括接近五百人死亡。政府非常重視有關情況，醫管局

採取應變措施，減少非緊急手術，騰出病床及人手應付。

6

政府抓緊機遇
參與「一帶一路」

中央政府提出建設「一帶一路」，得到相關地區

國家熱烈響應。「一帶一路」建設也會為香港帶來

難得的機遇，特區政府也會積極參加。特區政府留

意到香港與東南亞聯繫較密切，決定在印尼雅加達

開設經濟貿易辦事處，加強香港、中國內地和東盟

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交流，貢獻「一帶一路」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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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強調依法依例
管理大學

港大發生校委否決任命陳文敏風波，反對派蓄意

將問題政治化，並將矛頭指向行政長官，指其干預

大學自主。政府強調依法依規行使對八大受資助院

校的管理，重申不干預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9 月

29 日，香港大學校委會否決任命陳文敏出任副校

長。但事件餘波未了，反對派繼續發難，更在其他

院校發動反對現行大學條例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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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叫停
資本投資入境計劃

行政長官在 1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宣布，考慮到

本港不缺資金，要爭取的是人才，由 1 月 15 日起

暫停於 2003 年推行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該計

劃允許把資金帶來香港，但不會在港參與經營業務

的人士來港居留。通過計劃獲批來港人士共二萬多

人。

4

男士侍產假
正式實施

法定侍產假於 2 月 27 日在本港正式實施。根據

法例，合資格男僱員在通知僱主後，可就配偶或伴

侶每次分娩享有 3 天侍產假，受僱至少 40 星期的

僱員並可於放侍產假期間獲發相等於其每日平均工

資五分之四的侍產假薪酬。僱員可在嬰兒出生前 4

星期至出生當日起計的 10 個星期內，選擇一次過

或分開放取侍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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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創科局成立
促進經濟多元發展

政府全力推動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以促進本港經

濟多元發展，但卻遭立法會反對派議員拉布阻延了

接近兩年。年初，財委會餘下議程集中討論成立創

新及科技局的議案，但反對派議員繼續拉布，7 月

會期完結前仍未能表決。10 月新會期重開後續議，

終獲通過，創科局於 11 月 20 日正式成立。

8

幼稚園資助
建議以半日制為基礎	

5 月底，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向教育局提交報

告，建議以半日制幼稚園為資助基礎；全日制可獲

25% 至 30% 額外資助，長全日制可再獲相等於一至

三名人員薪酬的進一步資助，建議最快於 2017 至

18 學年推行。報告又建議為幼稚園教師按職級訂立

薪酬幅度，月薪最少 18000 元。租金津貼方面，以

公屋幼稚園的租金釐定上限，若資助額不足以交租，

幼稚園可向家長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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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進行新一屆
區議會選舉

11 月 22 日，香港舉行非法「佔領」行動後的第

一次全港性選舉，312 萬合資格選民可在是次區議

會選舉中投票。本屆 ( 第五屆 ) 區選有效提名候選

人共 935 人，68 人自動當選；餘下 867 名候選人

競逐 363 個議席。本屆區議會共有 431 個民選議

席，委任議席取消。

20

舖

最後，政府與港鐵商定建設費844億元
封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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