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民紓困
■ 2018/2019課稅年度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

稅寬減75%，上限2萬元，涉款約170億元

■ 2018/2019課稅年度利得稅，上限2萬元寬
減75%，涉款約19億元

■寬免2019/2020年度四季差餉，每戶每季上
限1,500元，涉款約150億元

■向領取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
津貼的人士發放額外1個月津貼；在職家庭津
貼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會作出相若安排，涉款
約1.49億元

■一次過提供額外1,000元長者醫療券金額，
累積上限提高至8,000元，涉款約10.2億元

■向有需要學生發放一次過2,500元津貼，涉
款約8.9億元

■ 為2020年中學文憑試學校考生代繳考試
費，涉款約1.6億元

金融服務業
■發行首批政府綠色債券，推動綠色

金融發展

■研究建立有限合夥制度和提供稅務安
排，吸引私募基金來港成立和營運

■為海事及專項保險業務提供稅務優惠

■ 為財務匯報局提供4億元種子基
金，並寬免新規管制度實施後首2
年徵費

旅遊業
■ 撥款3.53億元，繼續落實《香港旅

遊業發展藍圖》

城市建設
■預留60億元優化海濱

■撥6億元分階段翻新240所公廁

創新科技
■預留55億元發展數碼港第五期，容

納更多科技公司和初創企業

■ 預留160億元供大學增建或翻新校
舍設施，尤其是科研設備

■ 撥款8億元，支持大學、重點實驗室及
工程技術中心進行科研及研發成果轉化

創意產業
■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10億元

■ 啓動深水埗設計及時裝基地計劃的
工程

支援企業
■寬免2019/2020年度的商業登記費

■ 把「科技券計劃」恒常化，企業資助
上限倍增至40萬元

醫療
■ 預留100億元作為公營醫療

撥款穩定基金，確保公營醫
療服務有穩定資源及可應付
不時之需

■預留50億元，加快更新或添
置醫療設備

文化藝術 體育
■撥款2,000萬元推行電影菲林

數碼化工作，保育香港電影

■向「香港運動員基金」注資2.5
億元，支持運動員體學雙軌
發展

環境保護
■ 增撥10億元，讓政府部門

安裝可再生能源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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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
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指出，香港在大灣區的定位是國
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航空樞紐，香港應好好把握
機會，全力參與和推動發展，提升大灣區的全球競爭
力，並在未來4個財政年度預留共1.11億元設立「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政府消息人士期望，有關撥款
申請可在立法會暑假休會前通過。

未來四年預留億元設灣區辦
陳茂波在預算案中指出，環球政經格局出現巨大變化，

外圍環境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全開放的細小經濟體增長顯
著放緩，企業對前景的信心轉弱。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中，香港的定位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和航空樞紐，這些都是香港的優勢所在，香港應把握機會
全力參與和推動發展。
他續說，大家應着眼於長期大勢，認清國家發展正處於

戰略機遇時期，長遠發展前景良好，「大灣區建設是國家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策略的重要一環，也是香港探索新路
向、開拓新空間、增添新動力的黃金機會。」
為此，預算案提出在未來4個財政年度預留共1.11億

元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並進一步加強香
港的橋樑角色，連繫內地與國際市場，把握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機遇。
就預算案中只有兩段數百字專門闡述大灣區政策，政府

消息人士解釋，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是香港發展的重中之
重，因此推動金融、航運、商貿和航空樞紐發展，增強全
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大力發展創科和國際法律仲裁中
心，以至創意文化及旅遊等重要發展政策，其實均圍繞積
極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宗旨。

撥款申請料下月交立會審議
針對計劃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消息人

士透露，編制為19人，並委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領
導。政府將於3月19日送交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審議，
若獲通過再送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
他指出，該小組核心成員其實已於2017年7月開始運作，

直屬於行政長官領導的大灣區督導委員會，負責統籌各政策
局相關大灣區政策、收集各界關於大灣區的可行性建議。
陳茂波在記者會上被問到當局在盈餘減少的情況下，仍撥

款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是否以港人的錢去支
持國家發展時重申，大灣區較「一帶一路」更接近香港，亦
涉及「一國兩制」及3個關稅區，加上香港在財富管理、航
空、創科等業務有優勢，因此應在大灣區好好發揮優勢，
「有需要成立辦公室，由專責同事繼續推動工作。」

詳刊 A2 版

中聯辦邀特首高官新春團拜 王志民致辭

陳茂波昨日在立法會宣讀新年度預算案時表示，預算案以「撐企業、保就業、穩經
濟、利民生」為大方向。在「利民生」方面，預算案繼續提出多項俗稱「派糖」

的利民紓困措施，但就變成「少甜」版，例如寬減七成半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利得
稅，上限就由去年的3萬元調低至２萬元；寬免全年差餉由去年每戶每季上限2,500元減
至1,500元；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在職家庭津貼、鼓勵就業交
通津貼由去年的出「三糧」變成出「雙糧」。

百億穩定基金 支援公醫服務
至於「加甜」的措施，則有上調向有需要學生發放的一次過津貼，由去年的2,000
元加碼至2,500元；長者醫療券再獲提供額外1,000元金額，累積上限更提高至8,000
元，讓長者更靈活運用。
陳茂波指出，連同841億元配合施政報告各項措施的撥款，預算案合共預備動用
的新資源約1,500億元。創科範疇成為大戶，預算案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研
究資助局研究基金注資200億元，提供研究經費；預留160億元供大學增建或翻新
校舍設施，尤其是科研設備；預留55億元發展數碼港第五期，以容納更多科技公
司和初創企業。
針對市民最關注的房屋問題，預算案預留220億元，推展首批採用「一地多用」發
展模式的政府項目，並預留20億元支持非政府機構興建過渡性房屋。
至於備受壓力的公營醫療系統，預算案預留100億元作為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
確保公營醫療服務有穩定資源及可應付不時之需，並預留50億元加快更新或添置醫療
設備。對醫院管理局的經常性資助也加碼超過7億元，用以提高士氣，挽留人才。

200億購60物業 設立長幼中心
面對社會對社福服務的殷切需求，預算案撥款200億元購置60個物業，以供設立日
間幼兒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等超過130項社福設施。
對於減稅、減差餉等「甜度」下降，被質疑是「向中產開刀」，陳茂波認為並不公

道，因盈餘由上個財政年度的1,400多億元，跌至本年度的587億元，很難像去年那
麼大力度，而且今年「派糖」措施涉及429億元，已是將七成多盈餘分了出去，強調
這已是最合適及平衡方案，已考慮盈餘規模及經濟狀況。

派糖減甜
投資未來
財案1500億新資源利民紓困 提升科研教育醫療社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公佈新年度財

政預算案，提出了薪俸稅、差餉寬減，及向領取綜援等社會津貼者發

放額外金額等「派糖」措施，但就有所「減甜」，如減稅上限由去年的

3萬元調低至2萬元，綜援及長者津貼等就由去年的出「三糧」變成出

「雙糧」。不過，在1,500億元預備動用的新資源中，有不少用於投資

未來，包括向教資會的科研基金注資200億元、預留160億元供大學

增建或翻新科研設施，同時用作回應社會訴求，如預留100億元確保

公營醫療服務穩定、撥款200億元買物業辦社福等。陳茂波表示，「派

糖」開支已佔本財政年度的修訂預算盈餘七成多，這是「平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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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房屋
■預計未來5年公營房屋建

屋量約100,400個單位

■ 預留20億元，支持非政
府機構興建過渡性房屋

■ 預留220億元，推展首
批採用「一地多用」發展
模式的政府項目

關愛社會
■ 撥款200億元購置60個

物業，供營辦逾130項
社福設施

■ 於安老服務增撥13.6億
元經常開支

■ 增撥約12.9億元加強幼
兒、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 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
昨日公佈新
一份財政預
算案後會見
傳媒。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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