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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業萬眾矚目 交津一致讚賞
經濟民生教育良好管治無微不至 市民認同增創科鼓勵創新產業

張建宗讚破格思維 陳茂波：財政全力配合

建制喜新思維解難 建議「貼心貼地」

區區喜見惠民促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各建制派政黨均認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告，展示了今屆政府的管治的新思維，敢於作出長
遠的財政承擔，勇於以新思維、新策略應對積壓多時的「老問題」，提出不少「貼心、貼地」的建議。他們期望新管治團隊繼續廣納民意，努力團
結社會，締結良好的社會氛圍，展現今屆政府的魄力。

■民建聯
主席李慧琼：報告展現了林

鄭月娥廣納眾議，敢於作為的
施政新風，並敢於作出長遠的
財政承擔，同時勇於以新思維
來解決交通費貴、置業階梯等
積壓多時的舊難題，還積極回
應了青年對「四業」問題的關
注，提出不少「貼心、貼地」
的建議。她期望政府延展施政
新風，繼續努力團結社會，締
結良好的社會氛圍。

■工聯會
議員黃國健：報告的新政策倡

議反映出林鄭月娥願意以新思維
管治香港，但報告未有就訂定標
準工時，及統一勞工假期及公眾
假期等勞工問題着墨，亦未有回

應工聯會倡議的租津、租管及物
業空置稅等，令人失望。在提供
多元住屋的問題上，當局應盡快
交代土地來源和轉售限制，避免
官商勾結的嫌疑。

■經民聯
主席盧偉國：施政報告以經

濟民生為重點，務實進取，展
現管治新思維、新風格，並樂
見政府積極回應經民聯有關創
科發展及扶助中小企的訴求。
議員梁美芬：建議政府檢討港

鐵「可加可減」方程式，及結合
「港鐵都會票」及「全月通加強
版」，增設涵蓋港九市區和過海
路線的「全月票」。為鼓勵年輕
家庭生育，希望推出「兩蚊學童
全港達」交通津貼計劃，及在協

助退休「銀髮族」重投就業市場
方面有更多着墨。

■自由黨
黨魁鍾國斌：歡迎政府引入

兩級制利得稅，但整體仍有下
調空間，自由黨會支持致謝動
議。
主席張宇人：中小企對增加

男士侍產假、研究延長產假有
點擔心，不但涉及金錢，還影
響到人手問題，令工作滯後。
他希望政府能提出各方都能接
受的方案，不是一面倒傾斜某
一方。

■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今次施政報

告有60分，但未有太多篇幅着

墨在政改，相信很多希望有普
選的市民會感到失望。
就政府提出增加綠置居及白

居二供應量，她擔心會影響公
屋土地供應，令公屋輪候時間
更長。

■其他建制派議員
商界（第二）議員廖長江：

施政報告兌現了林鄭月娥的競
選承諾，但仍有多方面要與民
共議，例如土地供應等，並希
望政府把握「粵港澳大灣區」
的機遇。
會計界議員陳健波：歡迎政

府在保險業引進「沙盒」電腦
安全機制，惟科技發展會影響
現有工種，呼籲政府顧及轉型
帶來的挑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
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指

出，報告提出大膽果斷的新嘗試，以破格思維致力
跳出傳統框框，提出新角度和創新措施，解決社會
關心的經濟和民生議題，進一步發揮「促成者」和
「推廣者」的新角色。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則表示，
會全力在財政資源上配合各項措施的落實。

251新措施5年最高紀錄
張建宗在會見記者時形容，這份施政報告是一份

不一樣的施政報告，為香港的經濟、社會和民生建
立新起點，讓不同界別、種族和年齡層的市民一起
向前邁進，建立充滿希望和歡樂的未來，其中提出
251項新措施，是近5年的最高紀錄，內容涵蓋469
項持續推行的措施，包括良好管治、多元經濟、培
育人才、改善民生、宜居城市以至青年發展等市民
關注的議題。
他強調，在制定各項措施的過程中，特區政府與

民共議，貫徹「聆聽」、「關懷」、「行動」的原
則，與市民一起規劃香港未來發展。同時，特區政
府會加強特區與海內外聯繫，提升香港的亞洲國際

都會地位，吸引海內外企業及人才落戶香港，鞏固
香港的國際優勢。
陳茂波在會見記者時指，為讓施政報告措施能

夠盡快開展，盡快令各階層的市民都能夠真正受
惠，今年政府內部的資源配置工作會採取較為積
極進取的態度，在開支和人手上都會有比較明顯
的增加。

經濟良好 全民就業
他指出，香港經濟目前基礎非常良好，上半年增

長4%，最新失業率僅3.1%，處於全民就業的情

況；工資和收入繼續有實質改善，內部需求的增長
亦保持蓬勃。根據政府的最新的測算，全年的經濟
增長應在3.5%以上。
因此，除非出現非常特殊或不可預見的情況，陳

茂波有信心在中期預測中特區政府的收支仍然會相
當穩健，並保留着足夠的實力，應對萬一外圍環境
出現問題，或經濟出現逆轉時，政府有實力可以推
出措施來穩定經濟。同時，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環
球經濟的情況，包括美國利率正常化和香港息口變
化、英國脫歐的進程等最新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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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政府重建置業階梯，提供公屋、綠置居、居屋及「港人首置
上車盤」4個不同選擇是一個好概念，能照顧到不同階層、不同需要
的市民，但希望政府推行政策時可以做好平衡，不要因為公營房屋的
種類增加而影響到每個種類的供應。

■ 賴先生：報告在房屋方面提出很多建議，相信會對有意置業的年輕人
有幫助，但希望政府可以在市區亦能提供新建的公營房屋，因為香港
人工時長，要每日來回新界的住所和港島的辦公室會是十分疲倦的
事。

青年需更深入認識祖國
■ 賴先生：政府重新將中國歷史納入初中學生必修科是好事，香港已經回
歸20年，不論年輕人是否認同，中國人身份是不能改變的現實，他們有
需要對國家有更深入認識。同時，我認為過渡性房屋是可行建議，希望
會對住在劏房的居民有幫助。

■ 陳太：大幅增加房屋供應相信可緩解市民置業需求。而重設過渡房也
是很好的設計，住在劏房中等候公屋分配的貧苦基層若能入住，居住
環境能得到有效改善。問題是能否做到這些規劃，能不能找到那麼多
地起居屋和過渡房。

■ 李小姐：特首多推居屋是當然是好事，但和市場掛鈎的價格，也不是
年輕人所能負擔。本來挺關注「港人首置上車盤」，聽說不和市場價
掛鈎，但現在看來是供應中產，估計也不是年輕人能買得起的。

■ 王先生：發展創科當然是好事，也很必要。現在全世界都靠創科經濟
帶動，香港不發展創科，今後如何與周邊城市競爭？新增上車盤項
目，樓價就有希望跌下來，市民才有機會買得起房。

港人應和內地多合作
■ 鄭先生：致力發展創科業，是增加香港發展新動力的嘗試。香港已停
頓很多年，忙於政治爭拗，林鄭月娥起碼敢嘗試改變現狀，促進香港
進步。市民應該改變心態，別再自以為是，內地城市已超過香港，我
們應和內地多合作，爭爭吵吵只會越來越落後。

■ 黃先生：交通津貼肯定是好事，能幫助很多基層打工仔。發展創科產
業、智慧城市也很必要，現在香港和內地城市比，智慧城市明顯落
後，這需要政府投入資金，去帶動城市科技水平進步。

■ 黃先生：政府大力推動創新科技發展是值得讚賞的措施，相信會對香
港發展有很大幫助，因為政府在發展創新科技方面一直以來也沒有很
大成果，與旁邊的深圳相比更是大幅落後，希望香港未來在創新科技
的發展可以急起直追。

■ 胡先生：培育人才對香港社會十分重要，創新科技是未來發展的大勢
所趨，我認為政府投放30億元為大學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本地學生提供
助學金是十分重要的投資。同時，政府為市民提供交通費補貼亦是一
項很好的惠民措施，以我為例，每日的交通費達40元，雖然最終每個
月可以得到的資助未必很多，但對減輕經濟壓力亦有一定幫助。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首份施政報告4.9

萬字，對經濟、民生、教育、良好管

治等各方面全面改善提出相應舉措，可謂無微不至。香港文

匯報記者昨日在街頭訪問市民，發現市民對政府幫助置業措

施最為關注，但擔心政府能否有效增加土地供應。市民對增

加創科研發鼓勵創新產業亦表示認同，而對新增的交通補助

更一致讚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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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任
內首份施政報告，十八區區議會主席昨日發表聲明，認為施政
報告充分表現政府在改善民生、促進經濟繁榮發展，和建設一
個更團結美好香港的決心。他們深信以「由下而上」與區議會
共議的方式，對解決地區問題，及統籌和協調各相關部門的工
作十分重要，期望行政長官和各主要官員繼續落區，與區議員
及市民直接溝通，深入討論地區議題和居民的關注，讓下情得
以上達。

網 民 滿 意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指出，報告新政策倡議反映林鄭月娥願意以新
思維管治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報告展現林鄭月娥廣納眾議，敢於作為的施政新
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林先生

■陳太 ■李小姐 ■王先生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施政報告以經濟民生為重點，務實進取。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市民點
睇？根據「經濟通×晴報」昨日聯合舉辦的網上民調發
現，在262名參與者中，有68%感到非常滿意及滿意，不
滿意或非常不滿意者僅21%，11%則認為「一般」。

■賴先生■賴先生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指，歡迎政府引入兩級制利得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