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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晤公僕團體 允延退休年齡

政治內耗削港長遠競爭力
研究籲由根源解深層矛盾 改稅制教改促經濟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候任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與多個公務員團體
會面，聽取他們的訴求，並就公務員的
工作及多方面問題交換意見。她提出了
多項施政理念，包括研究延長公務員的
退休年齡，廣開公務員晉升機會，讓員
工安心工作，同時鼓勵部門首長檢視行
政程式，在不影響公眾利益的情況下
「簡政放權」；訂立一套清晰的工作目
標和行事指引，為前線公務員同事減
壓。
是次的會面共有30多位公務員團體代
表出席，分別來自高級公務員評議會、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警察評議
會、紀律部隊評議會、香港公務員總工
會、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政府人員
協會及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
在會面的過程中，林鄭月娥對公務員
隊伍作出高度評價。她形容，香港擁有
一支非常優秀的公務員隊伍，一直以來
竭盡所能，為市民提供專業及優質的服
務。為此，她衷心感謝各公務員的努
力，並承諾會與公務員團體保持密切的
聯繫及溝通。其後，她以競選期間倡議
的「關心」、「聆聽」、「行動」，三

個主要施政方針，回應了公務員的訴
求。

延退休年齡 優化填補晉升
林鄭月娥向各出席的公務員團體代表

簡介了她的競選政綱，及提出多項的具

體建議，包括重新研究可否讓2000年後
入職的非長俸公務員，選擇延長服務年
齡至65歲，紀律職系人員則由55歲延長
至60歲。同時，她會檢視各部門為市民
提供的服務，有否受到過去兩年
「0-1-1」開支削減方案的影響；檢視目

前開設的「有時限」職位的填補和晉升
情況，讓公務員同事能安心工作。
她續說，上任後會鼓勵部門首長檢視
行政程式，在不影響公眾利益的情況下
「簡政放權」；訂立清晰工作目標和行
事指引，為前線公務員同事減壓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甘瑜）候任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將於周日
（9 日）下午前往北
京，接受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頒發《國務院
令》，任命她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第五任行政長官。
陪同林鄭月娥赴京的

官員包括候任行政長官
辦公室秘書長丁葉燕
薇、私人秘書陳選堯及
新聞秘書庾志偉。林鄭
月娥的丈夫林兆波亦會
同行。林鄭月娥將於下
周三下午返港。

周
日
上
京
接
受
任
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港競爭力

跑輸滬、深、星、韓等周邊競爭對手，情況

令人擔憂。一項為期兩年的「香港長遠競爭

力研究」昨日公佈研究成果，指問題根源在

於政治內耗，若香港要克服政治內耗提升長

遠競爭力，須由根源緩解各項深層矛盾，包

括降低貧富懸殊、突破土地和人力嚴重短缺

樽頸、改革教育培養年輕人謙卑的心等，具

體建議包括改革教育，及在文化及採購政策

上「本地優先」，扶持創新產業，為青年增

加上流機會；將利得稅稅率減半，促進商企

活力；向市民回贈起碼生活消費中繳交的商

品稅和服務稅等。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排右六前排右六））與多個公務員團體代表會面合照與多個公務員團體代表會面合照。。

「香港長遠競爭力研究」由香港匯
賢智庫委託經濟學家何濼生與

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中
心」團隊進行。匯賢智庫主席、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在研究報告發佈會上指
出，是次研究得到本港各界別精英積極
參與、提供各領域專業意見，及全國港
澳研究會的大力協作。

葉太冀林太領港突破困局
她強調，要提升香港長遠競爭力，最

重要是要擁抱一個共同價值觀，香港才
能向前走，希望新一屆政府在林鄭月娥
帶領下能夠突破困局。
何濼生指出，香港的處境令人擔憂。

以土地和人口均少於香港的新加坡作對
比，香港基礎原來遠超新加坡，但目前
新加坡的本地生產總值已趕上香港，人
均本地生產總值更拋離香港達30%，韓

國的發展速度也遠超香港。近年，跨國
公司在香港設地區總部的比例不斷下
降，愈來愈多公司僅設立辦事處，「為
何本港發展降速，跨國企業拋棄香港？
關鍵在於本港社會凝聚力不足，內耗文
化盛行。」

亞洲四小龍 星韓跑出港台不濟
他認為，一個城市長遠競爭力的關鍵在
人、文化及制度。亞洲四小龍中，新加坡
和韓國成功跑出，香港和台灣均表現不
佳，兩地均敗於政治爭拗，「台灣是藍綠
之爭，香港是建制和反對派之爭。反觀新
加坡可高效解決如土地、人力等發展短
板；韓國勝在齊心求勝的文化，整合優勢
明顯。可見齊心爭取共贏確是成功之道，
紛爭內耗是衰敗之由。」
何濼生指出，在內耗文化下，香港貧

富懸殊日益嚴重，普羅市民對前途悲

觀，不同利益群體互爭互鬥、鮮有易地
而處，弱勢群體支援不足，怨氣累積。
要改變這種狀況，研究團隊建議改革本
港稅制，實現資源下沉，緩解仇富心
理，重建公平社會。
他續說，低稅制是本港成功之道，得

以吸引外資和人才，但未能符合能者多
付、受惠者多付的原則，「本港主要稅
源是利得稅和薪俸稅，主要由廣大中小
企和基層承擔，而富豪動輒以十億計的
股息、巨額資產增值則全部免稅。」

倡利得稅減半 拓股息資產增值稅
因此，研究團隊建議只向企業盈利的

一半徵稅，這等同將利得稅稅率減半，
大大促進商企活力，同時將一半的股息
收入和一半已套現資產增值納入稅源，
相信能大大增加庫房收入，同時向市民
回贈起碼生活消費中繳交的商品稅和服

務稅，「這樣既能實現財富下沉緩解仇
富，又能由機制上促進經濟活力。」
土地、勞工緊缺是限制本港長遠競爭

力的短板，何濼生建議特區政府建立具
透明度和問責的程序，提供足夠誘因盡
快釋放農地資源。此外，勞工顧問委員
會目前只有勞、資代表，對立嚴重下難
以解決輸入勞工的緊迫問題，他建議加
入市民代表，相信能突破僵局、解決人
力資源難題。

籲教育改革培港青謙卑心
青年是香港的未來，是長遠競爭力的體

現。團隊建議實施教育改革，培養港青謙
卑的心、堅持對美和善的追求，提倡「一
日三省吾身」和「推己及人」的傳統美
德，消除排外短視心理，又促請政府在文
化及採購政策上「本地優先」，扶持創新
產業、為青年增加上流機會。

■■李克強較早前簽署的、任命林
鄭月娥為第五任特首的《國務院
令》。 資料圖片

《香港長遠競爭力研究報告》
部分建議

■土地開發：政府提供足夠誘因，釋放發展商掌
握的大量農地。

■人力短缺：在勞工顧問委員會增設市民代表，
建立輸入勞工機制。

■教育改革：培養港青謙卑的心、堅持對美和善
的追求、具有自我矯正的動力。

■金融業：避免過嚴苛監管，放寬同股同權限
制，開放更多有利融資的產品。

■旅遊業：發展高增值旅遊業，顧及香港承載力。

■物流業：建強物流基建配套，促進高增值物流
業發展。

■專業服務：加強監管維持優質品牌，善用CEPA
和「一帶一路」機遇。

■再工業化：推動智能化、自動化、高增值、具
創新性及高科技含量的製造業。

■稅制改革：減免利得稅、日用品消費稅，加徵
股息稅及財產增值稅。

資料來源：匯賢智庫 製表：殷翔

政府當積極角色
引領新經濟引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文化創意產業、「再工
業化」、創科產業等是提升長遠競爭力的「潛力股」。
研究報告指出，港府應在這些領域充當更積極角色，扶
持、引領這些新經濟引擎的成長。報告認為，文化創意
產業是除了民生福利政策外的重要人心工程，建議港府
仿效英國設立涵蓋文化、媒體和體育的政策局，或成立
類似貿易發展局的半官方法定機構，以更靈活的方式推
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同時應設立更多供創意工作者
排練、表演的場地，工作室，展覽館等，突破文化產業
場地缺乏的短板。
「再工業化」應準確確立發展方向，即發展高端製造

業，給合科技及物聯網的進步，推動智能化、自動化、
高增值、具創新性及高科技含量的製造業，而非吸引欠
缺競爭力的舊工業回流。報告指出，高科技工業有時需
使用一些大型、高精密機器設備，廠房必須耐震、防
塵、高承重及具較高樓層高度，港府有必要提供所需的
土地供應。

加強「官產學研」聯繫 促建產業鏈
本港研發能力不弱，卻缺乏將成果轉化成產品的平
台。報告指出，雖然社會創新風氣升溫，但投資者為規
避風險，未見大量資金投入，港府應加強「官產學研」
四方聯繫，透過政策降低高新技術前期開發成本及風
險，扶持相應市場壯大至有利可圖的規模，促進產業鏈
的逐步建立。
要發展文化和科技產業，人才供應是成敗關鍵。報告

建議在教育改革方面要提升「創新思維」和「設計思
維」，建立創新氛圍，港府應資助和支持各院校應與行
業掛鈎，建立廣泛的培訓和實習計劃，促進學生與職場
的無縫連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港支柱產
業與內地經濟高度合作共融。研究報告指
出，維護「一國兩制」是香港保持成功的關
鍵。因此凝聚人心、強化市民對「一國兩
制」的信心，應是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報
告並對本港各項支柱產業推出具體建議，希
望推動支柱產業的與時俱進。
報告指出，1989年SRI出版的《共建繁

榮：香港邁向未來的五個經濟策略》，是指
導香港好好利用「一國兩制」優勢的「秘
笈」，至今仍很有指導意義。該5個策略是
保持香港的特殊性、改善香港的基礎設施、
培養並吸引人才、增強國際地位和網絡、增
強與內地協作和促進多種夥伴關係。

多設渠道助港青增值 建個人事業
該研究報告採納業界的意見提出多項建

議，包括在金融業方面應在積極吸收國際精
英之餘，多設渠道給有潛力的本港年輕人入
行並逐級增值、建立個人事業。金融監管應
避免過於嚴苛，同股同權不應採取太狹義的
詮釋，應容許股東選擇更熟悉企業運作，並

要開發更多有利融資、風險管理、強化企業
管治、促進市場效率的產品等，加強貨幣穩
定亦是金融業關鍵。
報告指出，旅遊業應着力加強高增值業

務，顧及香港承載力，要汲取遊客增幅太高
造成反彈的教訓，盡量避免內地客與本地居
民的不必要衝突。同時，加強旅遊配套設施
是新增旅遊項目的重點，例如耗巨資興建的
郵輪碼頭，竟沒預建足夠交通設施。報告建
議可考慮開辦郵輪碼頭連接尖沙咀、灣仔和
中區的渡海小輪，既可避免路面交通擠塞，
亦增加欣賞維港風采的旅遊吸引力。
物流方面，應加速機場三跑、道路和鐵路

的建設，增撥土地和人力資源的配合。高增
值物流應是發展重點，隨着電子商務的急速
發展，香港必須在硬件、技術和政策上靈活
配合市場需求。本港專業服務優勢明顯，
CEPA和「一帶一路」為專業服務帶來廣濶
前景，但香港品牌很容易被少數害群之馬毀
掉，報告建議港府與各專業團體應隨時檢
討，主動填補法律漏洞，嚴防沒專業操守者
混水摸魚。

強化「一國兩制」信心 推支柱產業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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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研究報
告，指本港發展困局的根
源，是政治內耗、兄弟鬩
牆。這大概是所有關心香
港發展人士的心中之痛，
卻一直苦於破解無方。研
究報告雖然對各領域發展
均提出很有見地的建議，
卻也未能提出破解內耗的
良方。候任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秉承一向直面困難的
風格，提出「管治新風」
的構想，或有望成為解開
這死結的鎖匙。

民生經濟優先
專注發展共商大計
政 治 立 場 的 嚴 重 對

立，是香港長年內耗的
主因。林鄭月娥提出的
「管治新風」，建議持
不同政見的港人在條件
未成熟前，先放棄推行
引起重大爭議的政治議

題，優先處理影響發展
的民生、經濟議題，專
注發展。她提議改變過
往政府閉門研究，政策
成型後向各持份者推銷
的傳統做法，在政策制
定過程就公眾參與、與
民共議，讓各政黨、各
持份者在政府主持下共
商大計。
事實上，如果放下政治

立場的部分，在維護公眾
利益的共同前題下，各黨
派在具體事務上並無太大
分歧，達成共識的幾率大
增。在林鄭新風下，若有
了各持份者第一次的成功
合作，就會有第二次、第
三次，有望逐漸扭轉建制
派與反對派凡事對立、對
耗的惡性循環，成為相互
監督、相互合作，共同為
市民利益努力的良性機
制。 ■記者 殷翔

■葉劉淑儀（中）與
各界精英討論如何
促進香港長遠競爭
力。 殷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