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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疊內容：重要新聞 香港新聞 文匯論壇 社團新聞 中國新聞 國際新聞

管治

■ 改組「中央政策組」為「政策創新與統
籌辦事處」

■ 成立「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
團」

■設立一所全新的公務員學院

■ 2018-2019財政年度增加公務員編
制，多聘約5,000人

經濟發展

■ 與國家發改委簽署香港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全面協議

■ 將企業首 200 萬元利得稅率降至
8.25%

■ 企業首200萬元合資格研發開支獲
300%扣稅，餘額獲200%扣稅

■ 將會展中心毗鄰三座政府大樓重建，

新增23,000平方米會展新翼

創科與創意

■ 行政長官親自主持「創新及科技督導
委員會」

■ 將 本 地 研 發 總 開 支 倍 增 至 佔
GDP1.5%，即每年約450億元

■為大學研究資金預留不少於100億元

■ 向研究基金注資30億元，為港生就讀
研究院課程提供助學金

■ 利用20億元「創科創投基金」，與私人
風投基金配對投資創科初創企業

■ 向「創意智優計劃」注資10億元，加強
支持設計業及創意產業

智慧城市

■ 投放7億元推展智慧城市基建，包括
「數碼個人身份」

■ 政府提供經濟誘因鼓勵光纖網絡擴至
偏遠鄉郊

■ 在短、中期逐步在旅遊熱點加強
Wi-Fi設施

土地房屋

■ 沙田火炭 4,000 多個新公屋單位
2018年底轉為「綠置居」出售

■「白居二」恒常化

■ 推「港人首置上車盤」，安達臣道地皮
提供約1,000個單位

■「首置盤」月入上限單身人士3.4萬
元，二人家庭6.8萬元

■ 研究整幢工廈免補地價改裝為過渡性
房屋

■協助非牟利機構興建預製組合屋

教育

■ 2018/2019學年起初中中史成為獨立
必修科

■設立120億元大學宿舍發展基金

■ 向持續進修基金及資歷架構基金分別
額外注資15億元及12億元

醫療、環境衛生

■成立基層醫療發展督導委員會

■增設6間護士診所

■ 2018年落實自願醫保計劃，並修訂稅
例

■檢討「限奶令」

社福、安老助弱

■「低津」、「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
劃」加碼

■ 明年年中推「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每
月3,435元

勞工權益

■法定侍產假日數由3天增至5天，研究
延長10星期法定產假

■ 用八達通乘搭港鐵、專營巴士、綠
Van、渡輪及電車可享補貼

■加大財政承擔助取消對沖

青年機會及事務

■ 政府委員會青年成員整體比例提升至
15%

■ 以非公務員合約形式招聘20名至30
名青年加入「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 以民商官三方協作的模式推行「青年
共享空間計劃」

施 政 報 告 重 點 資料來源：施政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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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告，成為香港特區歷來最長的一份，內容
亦「百足咁多爪」，有大的發展願景與方向，也有以人為本的

無微不致關照。面對社會關注「重中之重」的住屋需求，儘管她坦言
政府沒有可點石成金的魔術棒，但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增加
「綠置居」、恒常化「白居二」、增加過渡性住屋，要讓不同收入的
香港市民亦可重燃起置業希望，解決改善居住的燃眉之急。

降利得稅 扶中小企
競選時提出的兩級制利得稅，昨日亦正式宣佈具體計劃，將企業
首200萬元的利得稅由16.5%降至8.25%，並推出措施防止濫用，以
集中扶持有需要的中小企。在創科創新上，林鄭月娥敢於承認香港
落後，亦敢於設下指標急起直追，決心要將只佔GDP 0.73%的研發
開支，在5年內翻倍成1.5%，並為企業投資研發提供高額稅務扣
減。政府的財政資源，通過這些「重磅」政策，成為經濟發展的
「推進劑」。

交津免審 普惠全民
面對眾多民生問題，這次的施政報告創新地提出免入息審查交通補
貼，簡單明了，直接讓200萬人受惠，成為歷來惠及面最廣的民生措
施。還有檢討改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扶貧、安老、改善醫療、援
助弱勢的政策；一系列創新的青年政策，讓有壓抑感的青年群體，有
機會發聲和發揮才能。這份施政報告，讓很多香港市民覺得真的能共
同參與香港建設，共享發展成果。
有記者質疑，這樣的開支是否可持續、會否花光香港積蓄。林
鄭月娥毫無迴避以數字去說明︰香港十多年沒有財政赤字、財政
盈餘已經累積超過一萬億、特區政府兩年沒有收入都可以營運，
「在這個前提下，如果都不用諸社會作出投資和解決市民很多的
問題，我覺得很難被社會接受。我自己個人作為曾經有實踐經驗
的公共行政或公共財政官員，都覺得很難解說得到。所以其實是
有財力可以做的。」

彌補撕裂 唯靠行動
亦有人質疑，是次施政報告對修補撕裂「隻字不提」，林鄭月娥務
實回應，修補撕裂不是文字工夫︰「不是我多寫一百個字彌補社會撕
裂，社會撕裂就會被彌補，社會氣氛就會轉好，反而是靠實際行動及
工作。」她期望特區政府可憑良好管治去加強市民對香港前景發展的
信心，讓所有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抱有希望、感到幸福。
林鄭月娥亦期望，社會不要因為有政府與商界的合作就扣上「官商
勾結」這個對香港不利的帽子，「如果你們大家回看香港發展的歷
史，很多事能夠成功做到，都是靠商界與政府共同合作，因為特區政
府從來都是一個比較小規模的政府，都是靠商界這一種動力發展。」

減少拉布 把握機遇
她更希望立法會可以配合，減少拉布，讓整體運作更順暢。她
說，香港是具發展潛力的國際都會，但需要大家齊心發展，抓緊擺
在前頭的機遇，「香港的固有優勢並沒有消失、香港人依然優秀、
香港精神亦無減退，只要我們能凝聚共識，善用自身長處，香港的
前途是光明的。」

林鄭發表首份施政報告 房屋科技青年政策重中重

務實惠民生
創新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發表任內

首份施政報告。40分鐘的撮要宣讀，伴以4.9萬字的詳盡內容，

全方位向香港人展示未來逐步同行構建的發展路徑。在社會最關

注的住屋問題上，她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增加「綠置居」

等，要為不同收入的香港市民重燃置業希望；在香港落後了的創

科創新產業上，她銳意要在5年內將研發開支佔GDP的比重翻

倍。她強調良好管治、多元經濟、培育人才、改善民生，要令香

港成為宜居城市，並要輔助弱勢社群、與青年同行，在關懷和聆

聽的同時，以「好打得」的風格將政策一一落實，讓香港市民在

政府施政中，擁抱希望，分享快樂。務實解決民生問題，讓更多

市民受惠；創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讓管治更順暢，動力更強

勁，成為林鄭月娥施政報告「首秀」的主旋律。

每逢特別場合，市
民都特別留意一貫衣着

配搭得宜的特首林鄭月娥，這次又穿了什
麼衣服。昨日宣讀自己第一份的施政報
告，林鄭上午在立法會穿了一襲啡色山茶
花圖樣旗袍，配以白色外套和白色鞋，與
啡色為主的立法會場景十分和諧。

施政着裝 一絲不苟
到下午的記者會，林鄭換上一套深藍色

底的白花旗袍，配上黑色鞋，保留上午所
穿的外套，與淺藍色的背景板配襯出順眼
的白藍黑色調。晚上的電視論壇用上同樣
的淺藍色背景，但林鄭就換上一套暗紫色
旗袍配以藍紫白色夾雜的外套，同樣搭出
和諧色階。看來，林鄭不止制定政策認真
細緻，衣着同樣一絲不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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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日子 三換旗袍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大大縮短在立法會宣

讀施政報告的時間，卻加長了記者會，讓
記者問答時間由45分鐘大增至75分鐘。
不過，由於昨日記者會的計時出現誤差，
大會一度宣佈記者會結束，林鄭月娥亦準
備步出會場，但有記者就指未夠75分鐘，
林鄭月娥則笑笑口回到台前接受提問，實
牙實齒「不走數」。
昨日的記者會原訂於下午2時15分舉

行，但因稍遲了數分鐘開始，故主持者已
延至3時34分宣佈結束，而根據政府新
聞網的短片，當時記者會已舉行約74分
鐘至75分鐘。不過，林鄭月娥聽到記者
要求，仍重返台前多回答了記者兩條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記招未夠鐘 回位「不走數」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發表首份施政報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發表首份施政報告，，隨後在隨後在
政府總部會見傳媒政府總部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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