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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載「梁政」九範疇結碩果
扶貧漸見效 退保標時迎難上 特首感謝問責團隊及公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匯報》，總結了現屆特

區政府過去5年來的施政成果，涵蓋扶貧、房屋、經濟、創新科技及醫療等九大範疇。在扶貧、安老、助弱方

面，特區政府過去5年積極投入大量資源，改善基層市民生活，在職住戶的貧窮率、綜援、低收入個案、失業

個案均已跌至十多年來的低位，顯示政府過去的扶貧工作已漸見成效。同時，現屆政府迎難而上，就長者退休

保障、標準工時，及取消強積金對沖等極具爭議社會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梁振英表示，特區政府過

去5年來各方面的工作確是不容易，並感謝整個問責團隊、廣大公務員同事過去投入的大量精力。

5年《施政匯報》重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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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資料來源：《施政匯報》

■香港經濟溫和增長，平均每年2.4%，高於其他先進經濟體同期的1.7%。

■人均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累升24.1%。

■基本通脹持續回落至去年的2.3%。

■維持全民就業，今年2月至4月失業率處於3.2%的低位。

■ 美國傳統基金會繼續評選香港為全球經濟自由度最高的經濟體；瑞
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2017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連續
第二年排列榜首。

■今年6月，香港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新成員。

■ 與國家發改委及廣東省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展開「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發展規劃」編制工作。

■ 售出的住宅用地，可供興建約51,000個單位。連同其他供應來
源，整體私人房屋土地供應估計可供興建約95,860個單位。

■ 推動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提供約 49,400 個住宅單位及約
877,000萬平方米樓面面積作辦公室、零售及酒店用途，創造約
40,000個就業機會，首批居民預計將於6年後遷入。

■ 將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發展成為粉嶺 / 上水新市鎮的擴展部
分，提供約60,000個住宅單位。首批居民預計將於6年後入伙。

■ 洪水橋新發展區將成為新界西北的「區域經濟及文娛樞紐」，提供
約61,000個住宅單位，及約15萬個就業機會，首批居民預計將於
7年後入伙。

■ 2017年4月底完成《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
略》為期6個月的公眾參與。

■ 與港鐵公司商討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營運安排，與內地部委討論在西
九龍總站落實「一地兩檢」，爭取於2018年第三季度通車。

■爭取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於2017年年底具備通車條件。

■ 2014年12月，公佈新的《長遠房屋策略》，是自1998年後首份
在房屋方面的長遠策略性文件。

■ 2016 - 2017年度起的5年內，公營房屋的預計建屋量為94,600個
單位，出租公屋佔71,900個，資助出售單位約22,700個。

■ 預計未來3年至4年，一手住宅市場的供應量約為96,000個單位，
較本屆政府上任時高出48%。

■ 先後實施買家印花稅和加強額外印花稅、雙倍從價印花稅及新住宅
印花稅，有效打擊投機、遏抑外來需求和減低投資需求。

■ 推出「長者生活津貼」，截至2017年4月底約有45萬名長者領
取，佔長者人口約四成。

■ 去年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支援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在
職家庭。

■ 2012年重設扶貧委員會。2013年首次公佈官方貧窮線。2015年
的貧窮人口為97萬，連續三年低於100萬，在職住戶的貧窮率為
2009年有數據以來新低。

■ 領取綜援個案持續下降，今年4月底數字回落至2001年年底的水
平。失業綜援個案連續下跌92個月，比高峰期下降超過七成，為
20年來的新低。

■ 2015年3月起，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分
階段擴展至綠色專線小巴。

■ 今年優化「長者生活津貼」：增加一層高額援助；放寬現行津貼的
資產上限以惠及更多有經濟需要長者。

■ 建議逐步取消僱主的強積金強制性供款部分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對沖」的安排，並諮詢主要持份者。

■ 把長者醫療券的受惠年齡由70歲降低至65歲，預計推行首年約額
外40萬名長者受惠。

■ 定下制定工時政策的整體框架，包括以立法方式規定僱主須與工資
較低的基層僱員訂立書面僱傭合約，及這些僱員可享有不少於協議
工資率的超時工資或相應的補假作補償。

■在2013年、2015年及2017年，三度調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教育經常開支增加三成。

■成立「一帶一路獎學金」。

■ 新學年起實施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12年免費教育將擴展至
15年。

■去年成立3億元「青年發展基金」，支持青年人創業。

■ 2016 - 2017年度試辦「『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資助非牟
利機構舉辦與沿帶沿路地區的交流活動。

■ 去年預留2,000億元推行10年醫院發展計劃，提供額外5,000多張
病床和新增超過90個手術室。

■今年公佈首次全港性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

■ 2013年起，實施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零配額」政策。

■ 2015年11月成立創新及科技局，額外投放超過180億元，並預留
100億元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

■去年，多間世界頂尖的科研機構相繼落戶香港。

■ 今年1月，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
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

■ 2013年，公佈《清新空氣藍圖》，推展改善措施，空氣中的主要
污染物已減少約三成。

■ 2015年起全面推行塑膠購物袋收費，料棄置量進一步減少四分之一。

■ 2017年調整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 2015年展開並已大致完成啓德體育園的施工前工程，期望於2018
年動工興建體育園，2022 - 2023年完工。

■ 去年的整體罪案數字為39年來新低，以每10萬人口計的罪案率則
為45年來最低。

■平息非法「佔領」行動及旺角暴亂。

回應市民置業訴求
未來供應9.6萬單位

▶梁振英發表《施政匯報》，總結5
年任期的施政。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樓價
高企，連續7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城市，住
屋一直是香港市民最關心的問題。《施政
匯報》介紹，未來三四年一手住宅市場的
供應量約為9.6萬個單位，較本屆政府上任
時高出48%，也是自2004年9月起政府按
季度公佈供應數字以來的新高， 切實回應
了市民置業安居的民生訴求。
《施政匯報》介紹，特區政府在2014年
12月公佈新的《長遠房屋策略》，是自
1998年後首份在房屋方面的長遠策略性文
件，採取「供應主導」的原則，按需求推
算制定逐年延展的10年房屋供應目標，作
為政府的規劃指標。
土地發展方面，《施政匯報》指出，政
府透過土地用途檢討，物色到約210幅短中
期房屋用地，當中96幅已完成改劃或撥作
房屋發展，估計共可提供約11.71萬個住宅
單位。另外19幅亦已開始改劃，估計完成

後可提供約1.3萬個住宅單位。
同時，政府在5年間售出的住宅用地，可
供興建約5.1萬個單位。連同其他供應來
源，包括鐵路物業發展項目、市區重建局
項目及私人重建或發展項目，期內整體私
人房屋土地供應估計可供興建約9.59萬個
單位，達到該5年政府訂立的供應目標。
公營房屋在 2016 - 2017 年度起的 5年
內，預計建屋量為94,600個單位，當中出
租公屋約 71,900 個，資助出售單位約
22,700個。《匯報》指出，五年期的預計建
屋量較過去4個五年期見持續增長。

東涌4.94萬伙料6年後遷入
政府並將持續推出住宅用地，私營房屋

中期供應量顯著增加。截至2017年 3月
底，預計未來三四年一手住宅市場的供應
量約為96,000個單位，較本屆政府上任時
高出48%，亦是自2004年9月起政府按季

度公佈供應數字以來的新高。
新市鎮擴展方面，東涌將提供約4.94萬

個住宅單位及約87.7億平方米樓面面積作
辦公室、零售及酒店用途，創造約4萬個就
業機會，首批居民預計將於6年後遷入。
洪水橋新發展區將成為新界西北的「區
域經濟及文娛樞紐」，提供約61,000個住
宅單位，及約15萬個就業機會，首批居民
預計將於7年後入伙。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
展區亦已成為粉嶺 / 上水新市鎮的擴展部
分，提供約60,000個住宅單位，首批居民
預計將於6年後入伙。
報告又指，完成進一步增加啟德發展區

發展密度及優化用地規劃的檢討，兩階段
的檢討合共為區內提供額外約1.6萬個住宅
單位和約40萬平方米商業樓面面積。
檢討啟德發展區的規劃後，連同觀塘及九龍

灣商貿區的私人重建及改建項目，九龍東有潛
力供應約470萬平方米新增商業樓面面積。

■左、右圖：特區政府過去5年施政，私樓及公屋供應節節上升。 ■政府積極開發新界土地。

梁振英自當選特首後，即根據競選政綱
就香港民主、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努

力，並在施政報告中逐步落實政綱中的主
張和承諾，通過每年發表的《施政匯報》
詳盡地向香港社會報告施政重點、進度、
成果，以事實和數據臚列進度和成果，希
望社會能夠監督和提點政府的工作。
他昨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公佈了他任內
最後一份《施政匯報》，報告特區政府過
去5年在9大政策範疇上的施政成果，包括
經濟、房屋及交通運輸、土地發展、扶貧
安老助弱、創新科技及醫療等（見表）。
梁振英在《施政匯報》中的序言中表
示，他在2011年底宣佈參選特首後，發表
了一份政綱徵求意見稿，然後到各界和各
階層聽取意見，經修訂後，發表正式的政
綱，「當時我表示：這份政綱不僅是競選
政綱，也是當選後執政的政綱。」

政綱轉化成施政報告內容
2012年7月上任之後，他和整個政府團隊
就根據政綱執政，政綱中的理念、政策和
措施，逐批轉化成為每年施政報告的主要
內容。
梁振英坦言，在做這份《施政匯報》時深

深感受到過去5年各方面的工作確不容易，

故要感謝整個問責團隊、廣大公務員同事過
去投入的大量精力，「過去5年我們能夠做
到這些進展及成果，一定要感謝我整個問責
團隊，廣大的公務員同事。在這《施政匯
報》我看到草稿，及今天再翻看一次，確實
感覺到整個政府投入大量精力。」

積極投入資源改善基層生活
扶貧、安老、助弱一直均是本屆香港特

區政府的施政重點，《施政匯報》指出，
政府在過去5年積極投入大量資源，推出
「長者生活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及三度調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等政
策，改善基層市民生活。
特區政府並於2012年重設扶貧委員會，
在2013年首次公佈官方貧窮線。2015年的
貧窮人口為97萬，連續三年低於100萬，
在職住戶的貧窮率為2009年有數據以來新
低。領取綜援個案持續下降，今年4月底數
字回落至2001年年底的水平。失業綜援個
案連續下跌92個月，比高峰期下降超過七
成，為20年來的新低。這些數字足以顯示
政府過去的扶貧工作已漸見成效。

無「夕陽」心態 把握時間迎難上
在現屆政府僅餘半年任期時，當局並沒

有抱「夕陽政府」的心態工作，而是把握
時間迎難而上，主動觸碰極具爭議的社
福、勞工問題，就長者退休保障、標準工
時、及取消強積金對沖等問題提出切實可
行的解決方案。
其中，政府今年提出優化「長者生活津
貼」，增加一層高額援助、及放寬現行津
貼的資產上限以惠及更多有經濟需要長
者。長者醫療券的受惠年齡亦由70歲降低
至65歲，預計推行首年約額外40萬名長者
受惠。
標準工時方面，政府建議在標準工時委

員會的建議的基礎上，訂下日後制定工時
政策的整體框架，包括以立法方式規定僱
主須與工資較低的基層僱員訂立書面僱傭
合約，當中須列明工時條款及超時工作補
償安排，及這些僱員可享有不少於協議工
資率的超時工資或相應的補假作償，可說
是為有效改善工時的政策踏出重要的第一
步。
政府並已就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問題
提出具體方案，建議逐步取消僱主的強積
金強制性供款部分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對沖」的安排，以保存僱員強積金戶口
內的僱主供款累算權益作退休之用，並正
諮詢主要持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