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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更多中小企嚴重財困 冀政府盡快落實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涵蓋多項新措施，為應對短、

中、長期的社會民生和經濟問題提出具體規劃。香港各大主要商會昨日表示，新年度施政報告應民所急，着

力解決包括土地房屋、扶貧紓困等積壓已久的社會問題，展現出政府迎難而上，努力解決深層次問題，帶領

香港重新出發的勇氣和決心，期望政府能盡快落實相關政策措施，推動香港向前發展。他們並希望盡快恢復

法紀，以免更多中小企業陷入嚴重財政困難，愈來愈多市民失去生計。

施
政
報
告

施
政
報
告

撥
資
源
備
戰
奧
運

推
體
育
「
精
普
並
行
」

商界盼速復法紀保民飯碗
政黨團體點樣睇？
民建聯：房策落實最重要
施政報告未能符合市民及該黨期望，對目前混亂

情況欠具體回應。增加土地供應的措施未能解決問
題，房屋措施「唔湯唔水」，如出售公屋計劃沒有
落實時間表，過渡性房屋令人擔心是「假大空」。
福利措施則寥寥可數，反映政府不了解市民的想
法。

工聯會：大方向可接受
大方向可以接受，但沒有足夠措施回應近期社會

問題，包括漠視打工仔面對的就業困境，對紓緩經
濟衝擊方面亦無方向。土地房屋等方面雖提出積極
及正確措施，但仍不足夠。

經民聯：認同助中小企
認同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扶助中小企等措施。

報告的整體評價為「艱難時期，求破困局。促議而
即決，決而快行」，希望特區政府盡快採取強而有
力的措施，遏止目前社會的亂局。

新民黨：提高按揭成數貼地
歡迎特區政府盡量增加土地和公屋供應，提高按

揭保險計劃的樓價上限的政策亦「貼地」，但擔心
年輕人即使成功上樓，亦會因為人工追不上通脹而
供不起樓。該黨希望特區政府留意公共財政，避免
因經常性開支增加22%而入不敷支。

自由黨：醫療福利有承擔
歡迎調高按揭成數上限，及大幅增加規劃及興建

公營房屋，並肯定加強對有特殊需要的兒童作出支
援，及在醫療福利上有更多承擔。不過，是次報告
在經濟發展方面着墨不多，令人失望。

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收地機制要透明
特區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是「盲

搶」私人財產，收地價格與市場嚴重脫節，冀特區
政府提出合理價格收地。同時，特區政府在發展棕
地時應加強與鄉議局及棕地持份者溝通，設立更高
透明度機制，對持份者作合理賠償或搬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郭家好

科創界冀推更多長策吸人才

香港中華總商會表示，面對當前香港內憂
外患的嚴峻挑戰，行政長官在新年度施

政報告展現出迎難而上的勇氣，着力解決包括
土地房屋、扶貧紓困等積壓已久的社會問題，
期望特區政府能盡快落實相關政策措施，帶領
香港重新出發。
該會會長蔡冠深認同土地及房屋是香港社會
目前面對最嚴峻的民生問題，也是部分民怨的
根源。他欣見施政報告推動一系列住屋支援建
議，並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

中總：欣見多管齊下增地
中總並期望特區政府積極尋求建立與民溝通
的多元渠道，特別是着力化解年輕人的不滿情
緒，全盤檢討目前教育政策方向以配合青年發
展，與社會各界在這個艱難時刻團結攜手，為
當前香港社會面對的問題進行理性務實討論，
共謀出路，推動香港向前發展。

廠商會：房策舉措「破格」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對施政報告表示支持，
並形容報告「應民所急」，針對當前本港社會
的突出問題提出了具創新思維的政策方向，彰
顯了特區政府努力解決深層次問題、帶領香港
重新出發的決心。
廠商會認同樓價高企、房屋供應不足是困擾本
港的最大社會問題，施政報告中建議的多項舉措
「破格」創新，具有針對性，有助於紓解當前的

燃眉之急，重建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信心。
廠商會希望政府能繼續以「議而有決，決而
有行」的勇氣，在拓地、規劃、環境評估、工
程設計等各個環節上採用更靈活的標準和更簡
化的程序，因時制宜、特事特辦，確保新政策
能夠盡快落地，讓市民受惠。

中出商會盼紓土地緊張利民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中出）對施政報告積

極提出紓緩土地及房屋壓力的措施表示認同，
希望政府加大決心，加快落實以紓緩土地緊
張，造福市民。
但中出也認為，施政報告未有足夠回應工商界

特別是受近幾個月社會事件影響的中小企的期
望。希望政府深入研究解決對一些勞工需求高的
行業，如安老服務、清潔的勞工欠缺難題。

工總：樂見展決心助民安居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歡迎政府堅決維護

法治，讓社會重回正軌，並推出200多項新措
施，訂定清晰路線圖和時間表，致力解決房
屋、土地、民生等深層次問題，同時承諾繼續
支持工商界渡過難關，讓香港重新啟航。
他強調，房屋、土地不足都是香港必須解決
的嚴峻問題，否則難以改善民生和促進經濟持
續發展。「我們樂見政府展示更大決心，多管
齊下，推出一系列短、中、長期措施，協助基
層和中產市民安居。」

總商會盼措施助港復甦
香港總商會歡迎行政長官在新年度施政報告

中提出的措施，認同政府着力解決香港面臨的
重大挑戰，並希望這些措施有助香港踏上復甦
與和解之路。
總商會主席夏雅朗說，房屋是香港急須解決

的重要議題。
他續說，欣見政府將研究重建工廠大廈為公

營房屋，亦期望政府能夠透過公私營合作和
《收回土地條例》，加快開發私人農地和棕
地，並促請當局在可行情況下，盡快落實這個
多管齊下的策略。
總商會總裁袁莎妮補充，若未能盡快恢復法

紀，將會有更多中小企業陷入嚴重財政困難，
令愈來愈多市民失去生計。政府早前推出支援
中小企的措施，應有助減少企業倒閉，但要避
免大規模裁員，香港必須盡快恢復穩定，回復
正常。

建造商會促推措施助業界
香港建造商會歡迎施政報告提出的土地及房

屋政策，同時促請特區政府盡快推出針對援助
建造業中小企措施，包括設立「建造業中小企
業信貸保證計劃」專項撥款，改善現有申請條
件，並在工程期內加快付款，以切合建造業的
實際需要，和改善承建商的現金周轉，讓行業
能獲得及時和適切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新年度施政報
告中提出進一步加強對科技創新方面的支持，
包括科技人才、基礎建設和青年創業。香港科
創界昨日對此表示歡迎，並希望特區政府能進
一步提供更多長遠的研發策略與更多就業機
會，為本地及海外科研人才提供穩定和具吸引
力的前景。
在施政報告附篇中，提出把「科技人才入境
計劃」的適用範圍擴大至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
園區以外的公司，以及涵蓋新的科技範疇；將
「研究員計劃」及「博士專才庫」的資助範圍
擴大至全港所有進行研發活動的科技公司，並
會將「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資助範圍擴大至
全港所有進行研發活動的科技公司。
科技園公司亦會啟動第二階段擴建計劃，研
究園內外的發展方案，繼續建設香港的創科生
態。同時，政府將探討建設第三個InnoHK創
新香港研發平台，進一步在香港推動環球科研
合作，及探討引進機械人科技，優化公共服務
及提升城市管理。
創新及科技局還會通過獎券基金向社會創新
及創業發展基金注資5億元，進一步推動社會
創新及培育社會創業精神，以創新意念、產品
及服務回應社會需要，協助紓緩本港的貧窮及
社會孤立問題。
在智慧城市方面，特區政府會公佈《香港智
慧城市藍圖2.0》，包括各項智慧城市措施的

最新進展及新建議，同時建立「智方便」平
台，提供一站式個人化數碼政府服務。
政府還會以科技優化交通管理和提升運輸效

率，更有效地評估交通情況，加強部門處理事故
的應變能力和向市民提供更多即時交通資訊，並
着手籌備成立智慧交通基金，藉以推動與車輛有
關的創新科技研究和應用，提升駕駛者出行的便
利程度和效率，以及改善駕駛安全等。
運輸及房屋局會着手研究法例修訂，訂定測

試自動駕駛車輛所需的條件和配套，以締造合
適和安全的道路環境推動測試，鼓勵自動駕駛
車輛的發展和應用。運輸署會積極聯同業界及
自動駕駛系統研發機構，研究在公路上共同測
試新的自動駕駛車輛及相關技術。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歡迎報告內支援中小企的

一系列措施。該局將全力協助中小企開拓海外
市場及拓展內銷，積極推動創新科技的發展，
使社會持續邁步向前。

倡填補「數碼技能差距」
香港科技園公司歡迎報告內多項持續推動香

港的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措施。就報告提出啟動
科學園第二階段擴建計劃，科技園公司將研究
不同發展方案，包括園內外及工業邨，為創科
社群提供適切的配套設施及增值服務。
香港電腦學會對政府將繼續投資發展創新科

技及智慧城市，長遠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並宣

佈多項創新科技的政策，表示支持及歡迎，但
亦建議政府應設法填補「數碼技能差距」，以
支援為數眾多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從業員，提升
對嶄新數碼科技的掌握，以及增強對青黃不接
的資訊科技職位的人才培訓。
華人大數據學會認為對社會未來的投資，加

大科技投入是十分重要，配以大數據思維，用
科技改善人類生活、培養更多創科人才、提升
公共服務效率、方便市民。

盼「智城藍圖2.0」提供專業守則
學會執行主席洪為民希望政府計劃明年公佈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時，在引進機械人
科技優化公共服務及提升城市管理、以科技優
化交通管理和提升運輸效率等同時，應提供數
據使用專業守則，給市民更大信心。
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水志偉表示，我

們樂見政府發展科創的決心，延續之前的方
向。希望政府能進一步提供更多長遠的研發策
略與更多就業機會，為本地及海外科研人才提
供穩定和具吸引力的前景。
他又指，我們樂見政府在施政報告裡提出成

立「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希
望該平台除了展示大灣區的概覽和新聞資訊，
亦成為香港青年一站式辦理與創業相關手續的
平台，切實減輕由於大灣區各城市創業政策以
及標準不一帶來的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所提出的2019施政報告，繼續為
本地體壇發展提供更多協助，包括增撥資源
予精英運動員備戰2020東京奧運、增加港
協暨奧委會及各體育總會的資助額以及支持
體育學院興建新大樓，希望透過三大新措施
繼續推動香港體育精英化及普及化。
林鄭月娥早前率先披露三大措施協助本地

體育發展，包括在今年年初宣佈向精英運動員
發展基金注資60億元，為精英體育的長遠發
展提供財政支援，同時會撥款增加精英運動員
每月財政資助，藉此鼓勵運動員爭取奧運資格
及備戰東京奧運。政府亦積極考慮協助香港體
育學院擴建新大樓，以提供更先進的訓練設
施、運動科學、醫學支援予運動員。

增各體育總會資助額
除此之外，政府亦會將港協暨奧委會及各

體育總會的資助額由每年約3億元逐步提升
至5億元，以加強青訓及推廣體育普及化，
並會擔任促進者的角色，協助內地與香港的
體育交流，特別是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建立
長期合作友好關係。
港協副會長貝鈞奇對政府的新措施表示歡

迎，認為有助運動員於東京奧運爭取佳績：
「東京奧運舉行在即，政府的措施有助運動員
更專注去備戰奧運及爭取佳績，體育發展需要
長遠而穩定的計劃，相信香港體育在政府與香
港各界通力合作下能夠更上一層樓。」
不少本地體壇精英仍在為奧運資格奮戰，

上屆奧運16強止步的本地羽毛球好手伍家
朗，及力爭首度出戰奧運的劍壇新星蔡俊彥均認為，
增撥資源予精英運動發展有正面影響：「近年很多運
動項目均有具潛質的新人出現，增加資源除可以令運
動員更安心訓練及爭取成績外，亦有助吸引年輕運動
員加入全職運動員行列，東京奧運是香港運動員發光
發熱的一次好機會，能夠在更好的配套支援下出賽，
絕對有助爭取奧運資格，以至在奧運爭取好成績。」

■巿民爭相領取施政報告閱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多個政黨回應施政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市民在尖沙咀街頭透過電視大屏
幕，觀看特首出席施政報告記者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巿民領取施政報告後，立即翻
閱報告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