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優化人口 匯聚人才

引言

世界各先進經濟地區都受人口老化問題的困擾，香港也不能
例外，我們的出生率屬全球最低，而市民的平均壽命則屬最
長壽地區之一，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已逐漸步入老
年，未來二十年香港人口老化會不斷上升。人口老化對經
濟、醫療、福利、退休保障、教育及公共財政都構成深遠的
影響。為了未雨綢繆，及早做準備，我們會盡快推動醫療改
革，投入更多資源，並處理好長遠醫療融資問題。

在教育方面，我們一方面會提升教育質素，優化本地人力資
源，同時會鼓勵更多優秀非本地學生來港求學及畢業後留港
工作，並且吸引更多優才來港定居，以優化香港人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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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我們會推行下列措施：

‧ 由二零零八至零九學年起，為所有就讀公營中學的學生提
供免費高中教育；在新高中學制推行時，公營學校會提供
十二年免費教育。由二零零八至零九學年起，全面資助職
業訓練局為修畢中三的學生提供全日制課程，為高中學生
提供主流教育以外另一個免費進修途徑。

‧ 由二零零九至一零學年起，因應實際情況在公營小學分階
段實施小班教學，由小一開始，到二零一四至一五學年推
展至小六。我們會就執行細節諮詢各持份者，並於二零零
八年九月前落實推行細節。

‧ 分兩期增加公營小學及中學的學位教師比例：於二零零八
至零九學年，將小學及中學學位教師比例分別增至45%及
80%，並於二零零九至一零學年分別增至50%及85%；目
的在提升教師的地位與專業水平，以及整體教育服務的質
素。 

‧ 盡早在公營小學開設副校長的新職級，以提升小學教育服
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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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措施發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以吸引及保留非本
地人才。措施包括：增加非本地生修讀公帑資助課程的限
額；容許非本地生修讀香港高等院校開辦的短期課程；成
立一個十億元的獎學基金；准許非本地生在香港兼職、實
習和從事暑期工作；以及制訂措施，讓非本地生畢業後可
留港為社會作出貢獻。

‧ 提供幾幅全新土地，作興建新辦國際學校，或供現有國際
學校擴充校舍之用。

‧ 在天水圍北推行試驗計劃，為特定病人組別向私營界別購
買基層醫療服務，以加強現有公營普通科門診服務，以及
探討公私營合作模式的可行性。

‧ 制訂預防及控制非傳染病的全面策略，並加強健康教育，
以提升市民的健康。

‧ 研究加強對醫護人員的專業培訓，改善工作條件，以及促
進專業發展。 

‧ 鞏固中醫藥的規管，加強中醫專業與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
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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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其他公私營合作計劃，以促進公私營醫療服務相互配
合，透過良性競爭以提升服務質素及專業水平，以及為市
民提供更多選擇。

‧ 檢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並落實檢討的建議。 

‧ 加強各項輸入人才計劃的宣傳，並簡化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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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行的措施

我們正推行下列措施：

‧ 因應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出的意見，並根據二零零七至
三六年香港人口推算數字，檢討人口政策。

‧ 鼓勵及推動高等院校進行公共政策研究，藉以提升我們制
訂政策的能力，特別是優化政策研究的質素。我們會將
「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延長四年至二零一一至一二年
度。

‧ 大力投資教育（佔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政府開支總額的
23%），以提升年輕一代的質素，促進社會流動，應付香
港經濟體系不斷轉變的需求和挑戰。

‧ 由二零零七至零八學年開始，推行「學前教育學券計
劃」，逐步提高向合資格家長發放的學費資助額，並資助
教師的專業進修，以提升學前教育的質素。

‧ 與餘下四所小學共同策劃改行全日制的安排。

‧ 由二零零七年九月升讀中一的學生開始，實施經修訂的中
學學位分配辦法，並籌劃由二零一零年九月開始，實施經
修訂的中學教學語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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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零零六至零七學年為公營小學設置常額教席後，由二
零零七至零八學年起，在英文科、數學科及中國語文科全
面推行專科教學。

‧ 擴展幼稚園、小學及中學校本專業支援計劃的範圍，協助
學校推展教育改革各項措施。

‧ 透過發展專業才能和支援教育機構的籌備工作，推動從二
零零九年開始的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改革。

‧ 透過成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釐訂以個別行業所需的技
能為本的資歷，以逐步推行資歷架構，並發展在資歷架構
下的質素保證機制。

‧ 成立資優教育學院，提供更有系統、更具連貫性，以及更
富挑戰性的校外培訓課程，以發展別具才華的學生的潛
能，並且推廣資優教育的理念與實踐。

‧ 推行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建議的「提升語文水平行
動方案」，繼續提升香港的語文水平。措施包括提升語文
教師的專業培訓、改善學前英語教學的質素和與傳媒合作
創造有利學習語文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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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專業發展機會以加強對教師的支援，以及為新高中課
程提供教師專業津貼，為教師創造空間，以修讀專業培訓
課程。

‧ 推廣海外的學生交流計劃以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並鼓勵
他們參與國際性活動。

‧ 參與法律教育及培訓常設委員會的工作，以持續檢討有關
制度和香港提供的法律教育及培訓，包括為有意成為法律
執業者的人士提供職業培訓的事宜，以及提出建議。

‧ 藉着修訂《檢疫及防疫條例》及繼續完善傳染病的監測、
控制和通報機制，更新及完善我們預防及控制傳染病的工
作。

‧ 制訂多管齊下的策略，包括設立一個家禽屠宰及加工廠，
以減低禽流感爆發的風險。

‧ 透過多重途徑，包括宣傳、推廣、教育、立法和徵稅，繼
續控煙工作，以及為訂立定額罰款制度提交法例草案，加
強《吸煙（公眾衞生）條例》禁煙規定的執法力度。

‧ 向學童提倡健康飲食習慣，以助公眾預防各種與生活習慣
有密切關係的疾病。

‧ 加強癌症監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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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二零零五年發表《創設健康未來》討論文件，諮詢公眾
後，計劃於二零零七年年底就醫療改革方案，包括融資安
排進一步諮詢公眾。方案會包括加強基層醫療、改善現時
公私營醫療失衡、在醫療服務及發展卓越醫療中心上，研
究引入公私營合作模式、以及推動以病人為本的全港電子
健康紀錄互通平台。融資安排方面，政府會增加在醫療開
支的承擔，同時會建議引入例如醫療儲蓄及醫療保險的輔
助融資安排，務使我們的醫療系統能長遠持續發展。

‧ 為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制訂長遠和可持續的撥款安排，
以繼續為市民提供優質的公營醫護服務。

‧ 進一步擴大醫管局的「醫療病歷互聯試驗計劃」，讓更多
私營醫院、醫生、安老院及其他有關機構，在徵得病人同
意下，查閱他們在醫管局的病歷，以推廣病歷互通。

‧ 在公營普通科門診診所引進家庭醫學診症模式，並在社區
推廣家庭醫生的概念，從而加強為公眾提供的基層醫療服
務。

‧ 展開籌備工作，以便在二零零九年年初前增設五間公營中
醫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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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社區精神健康支援和外展服務，以增進市民對精神健
康的認識，並提倡及早處理精神健康問題。 

‧ 與有關團體合作，推出中央器官捐贈名冊（中央管理的電
腦資料庫，以供器官捐贈者登記死後捐贈器官的意願），
並向公眾推廣器官捐贈登記。

‧ 就訂立法定架構規管醫療儀器，進行規管影響評估，並在
過程中諮詢持份者。

‧ 研究在兒童專科及神經科學專科設立多方合作的卓越醫療
中心，透過人才匯聚，加強研究及培訓，提升專業及醫護
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