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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们的理想是建设公义仁爱的社会，以反映香港社会的多元

化，并充分确认每个人不同的天赋才能。我们要提供良好的

环境，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尽展所长。温馨、互相扶持和安稳

的家庭，是个人健康成长的最根本要素。我们会促进家庭和

谐，培养社 互助互爱的精神，让所有市民都在彼此关怀、

信任、支持和互助的环境中生活。我们会制订医疗、社会和

房屋政策，并会采取措施，让市民可以更多参与社会事务。

我们也会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安全网，并且帮助他们自力更

生，积极投入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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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我们会推行下列措施：

l 提交条例草案，把禁止种族歧视的适用范围扩大至私营机

构。

l 全面检讨《检疫及防疫条例 》(第 141章 ) 及其附属法例，确
保我们预防传染病蔓延的法律架构与时并进，并能配合传

染病控制策略及机制的发展。

l 加强 生防护中心在处理传染病的应变能力，从而进一步

强化我们的传染病紧急应变系统。

l 研究设立发展一个小型至中型鸡只屠宰场，以减低人类感

染禽流感的风险。

l 与重组后的健康与医疗发展谘询委员会协商，检讨医护服

务发展及医疗融资方案的策略。

l 引进新法例，在室内工作间及其他公共场所实施禁烟，以

保障公众健康。

l 设立法定牙科专科医生名册，为专科牙医的注册提供法律

基础，促进牙医的专科发展。

l 研究在香港设立强制食物回收框架的需要。

l 加强规管私房菜馆，以保障公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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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推行海水供应商认可计划，并立法禁止在沿岸指定地区抽

取海水以用作饲养活海鲜，以期提升鱼缸水的质素，保障

公众健康。

l 立法促进捕鱼业的可持续发展及保育香港水域的渔业资

源。

l 设立 2亿元携手扶弱基金，以推动商界、社会福利界和政
府的伙伴关系，合力帮助弱势社 。

l 检讨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综援 )计划，以加强帮助健全的综
援受助人自力更生。检讨项目包括自二零零三年十月起推

行，旨在帮助综援受助人及准综援受助人重新就业的深入

就业援助计划的成效；有关单亲家庭的服务和安排，以及

豁免计算入息的安排。

l 透过新转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一

系列预防、支援和辅导服务。

l 加强地区福利规划和协调，包括草拟地区福利规划机制的

指引，检讨地区协调机制，及就家庭暴力成立地区联络小

组。

l 加强处理家庭危机及暴力和自杀问题的服务和员工培训，

及检讨《家庭暴力条例》 。

l 为来自问题家庭而极需援助的儿童及青少年提供更多住宿

照顾服务，以切合对这类服务的需求。

l 加强对受虐待或受其他问题影响的儿童及青少年的心理支

援，及加强对边缘及违法青少年的支援。

建设公义仁爱的社会



24

l 为地区福利专员提供额外资源，以回应地区儿童及青少年

的发展需要。

l 提供更多课余托管计划的减免费名额，让更多低收入的家

庭成员投入工作。另外，与学校合作，以学校为本，为有

需要的学童提供课后学习及其他支援服务。

l 加强为残疾人士及他们的家庭所提供的社区支援服务，从

而改善他们的生活质素及实现一个共融的社会。

l 加强为残疾青少年提供协助：为有就业困难的提供职业康

复服务，为有初期精神健康问题的提供专业支援服务。

l 透过增加复康巴士数目及重组服务模式以加强复康巴士的

服务。

l 研究如何为残疾人士改善公共交通服务，令残疾人士更方

便使用。

l 综援标准金额受助人，如残疾程度达 100%或需要经常护
理而非居于院舍，每月将额外给予 100元补助金。

l 把资助长者宿位转型为供体弱长者使用的长期护理宿位，

以应付持续增长的护理需要。

l 放宽综援长者自愿回乡养老计划的申请资格准则，容许领

取综援不少于一年 (现时不少于三年 )的长者选择回广东省
或福建省养老。

建设公义仁爱的社会



25

l 放宽公共福利金 (包括高龄津贴及伤残津贴 )计划的离港宽
限，由现行每年 180天增加至 240天，让受惠人有更多时
间与在香港以外地方居住的亲友共聚。

建设公义仁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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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行的措施

我们正推行下列措施：

l 就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三三年人口推算结果所显示对人口政

策有影响的事宜，进行具体研究，以便日后谘询公众并在

二零零五／  零六年度发表检讨报告。

l 强化地区层面的网络。地区网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本

港对抗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和实施全城清洁策划小组

所订措拖，可见一斑。

l 针对与赌博有关的问题，继续进行研究，并提供预防教

育、辅导及治疗服务。

l 继「预售楼宇同意书制度」 检讨完成后，现正落实有关改

善措施。

l 研究加快处理小型屋宇申请的方法。

l 检讨厘订公共租住房屋租金的机制。

l 以平均大约三年的轮候时间为目标，继续为有需要的家庭

提供公共租住房屋。

l 与专营巴士公司商讨，以制订更客观及高透明度的票价调

整程序。

l 制订多管齐下的策略，减低禽流感爆发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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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改善对整体食物安全和管制对公众 生或环境造成影响的

渔农业作业的运作。

l 规管和发展中医药，并把中医药纳入公营医护体系。

l 修订《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保障市民免受不良保健声称影

响。

l 就医疗仪器的供应和使用设立规管架构，保障市民的健康

和安全。

l 通过在公营医疗机构推行多元基层护理模式及加强社区医

护服务，加强基层医疗服务，以减少倚赖住院护理。

l 为医院管理局制订一个长远和可持续的拨款安排，确保能

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公营医护服务。

l 检讨有关动物、禽鸟和鱼类的规管架构，改善公众 生和

食物安全。

l 评估「由饲养到餐桌」 概念的落实情况，确保食物安全。

l 运用  3 亿元的社区投资共享基金，鼓励市民互助互爱，推
动社区参与。

l 确立有效和可持续的安全网，尤其透过综援制度，协助经

济上有困难的一 。

l 落实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信托基金的运作。

l 在已修订的《领养条例》下准备有关领养儿童的附属法例

及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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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加强为严重残疾人士提供资讯科技的支援。

l 缔造有利环境，让妇女得展所长，加强能力，以应付人生
的种种挑战，全面参与社会各方面的事务。

l 继续推行为期三年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鼓励和协助妇女
持续进修。

l 继续逐步于不同的政策范畴引入「性别观点主流化检视清
单」，务求在设计和推行政策时，考虑两性的观点。

l 继续致力提高女性参与政府谘询组织及法定机构的工作。

l 制订院舍费用资助计划，让长者在使用院舍服务时有更多
选择和弹性。

l 提倡积极、健康的老年生活。

l 研究发展可持续的经济支援制度，更好地集中资源，协助
最有需要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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