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經歷了痛苦的調整、探索和適應，
現在經濟發展、政制發展和施政的路向
大體已經明確，需要的是團結一致，

同舟共濟，維護穩定祥和，攜手建設香港美好
的未來，也為國家的璀璨明天而努力。」

二零零五年施政報告

合力發展經濟
共建和諧社會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二零零五年施政報告》
中，提出鞏固經濟復蘇、扶貧紓困及促進社會
和諧與穩定的方法。報告包括多項措施以
改善施政、把握香港的獨特優勢、在文化及
創意產業與舊區更新等新領域推動發展、
及強化香港的亞洲國際都會地位。

鞏固成果，繼續前進

「目前香港的經濟形勢，可以說正處於亞洲
金融風暴以來的最佳狀況...隨着失業、通縮、
負資產和財赤等問題全面得到緩解，市民對經
濟前景恢復信心。」

確立施政理念

「我和特區政府的同事經過深刻反省，全面
檢討政府在施政上的成敗得失，總結經驗，
汲取教訓。我們正視市民對施政的批評，
積極回應市民的訴求。」

特區政府會：
•確立「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
•在未來三年撥款共六千萬元進行公共政策研究
•增加對區議會的支持，及幫助民政事務專員
更好地解決社區問題

•藉以下措施維護社會和諧與穩定：
– 以公平原則施政，反對「官商勾結」



– 維持中產階層的穩定，增加教育及參與公共
事務的機會

– 提倡包容共濟，尊重不同觀點
•推動民主進程

緊貼民情

「在起草這份施政報告的過程中，我又聽取了
社會各界很多意見，總
括來說，社會大眾比較
關注的問題有十一個。」

增加就業

•繼續進行公共工程
建設，為約四萬五千
多人提供就業

•延續公營機構約一萬個
臨時職位合約

•杜絕非法勞工
從事建築裝修
等行業

•研究「最低工資」
和「最高工時」
問題

扶貧紓困

•推出兒童發展
先導計劃，減少
跨代貧窮

•為貧窮家庭的
兒童及青少年
提供適當的學習和上進機會

•投放一億八千萬元，為體弱長者提供長期
護理宿位

•為更多長者提供回內地養老的選擇



•加強對嚴重殘疾人士的支援
•成立扶貧委員會，研究在經濟、就業、教育和
培訓等方面的扶貧工作

•利用二億元攜手扶弱基金，推動政府、商界
和社會福利界三方面共同扶助弱勢社𡡷

環保工作

•扶助環保工業的發展，及考慮訂立回收法例
•向電力公司定出排放總量上限，以控制
空氣污染

•加強與廣東省
合作，減低四種
主要污染物的
排放量

•覆蓋十六段
市區明渠

發展教育

•增加本地大學學額，提高副學位畢業生繼續
進修的機會

•鼓勵更多非本地生來港就讀
•積極推進「三三四」學制改革
•增撥資源，讓教師們繼續進修和參與專業
發展活動——不會出現教師嚴重超額的情況

•研究推廣小班教學



市政工程

•在未來幾年就二十多項優先市政工程開始施工

營商環境

•取消地產建造業和零售業中不必要的規管

公平競爭

•注意燃油市場的競爭情況；並逐一認真處理
其他類似的問題

商品及服務稅

•繼續研究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但在今後兩年半
况政府肯定不會實施這個稅項

醫療融資

•就公共醫療系統的長遠財政健全作出研究
•加強以社區為本的健康服務及宪生教育工作

人口政策

•就處理人口老化問題進行研究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以開放的態度進行諮詢，並在作出決定時以
民意及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為依歸

「我們會繼續以開放誠懇的態度聽取民意，
並會根據我們的施政理念作出回應，分先後
緩急處理。」



推動發展

「在經濟復蘇之後，我們面對的主要任務，
是進一步鞏固成果，加快推動經濟轉型。
在今後兩年半內，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
仍堅持以發展為基調。」

促進發展的措施

•鞏固和壯大金融、工商支援服務、物流、
和旅遊四大支柱產業

•在銅鑼灣及
尖沙咀增設
行人專用
區，使香港
成為更具吸
引力的
購物天堂

•深化CEPA前兩階段的成效，並就明年實施
的CEPA第三階段內容諮詢業界

•促進粵港兩地緊密合作和泛珠三角區域
的發展

•吸引更多內地企業來港發展

文化及創意產業

•培養和吸引具備多種才藝的複合型人才
•善用香港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有利條件，
使文化藝術可更蓬勃發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設立文化及創意產業諮詢架構，探討有關產業
的遠景、路向和組織架構

舊區更新

•支持市區重建局的工作，加快市區更新和
樓宇維修的步伐

•與香港房屋協會合作，推出三十億元協助樓宇
管理和維修計劃

吸引精英

•採取更積極措施，吸引全球包括內地和海外
精英人才來港發展

「促進文化及創意
產業發展、加快
舊區更新和實施
吸引精英策略，
是我們轉向知識
經濟的三項相關
工作。」

「我們看到香港人再一次發揮自強不息、
能屈能伸、靈活應變、永不言敗的精神...
香港經濟經過多年的艱難調整，已經擺脫
困境，開始走上良性發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