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 全力推進「北部都會區」等策略項目，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 進一步推廣《憲法》、《基本法》和《香港
國安法》

• 吸納愛國愛港優秀人才加入政府、
各委員會和公營機構

• 在行政主導體制下促進行政立法良性
互動，完善立法會前廳交流會

• 提升管治水平，從體系建設入手，包括
由行政長官領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督導組」和「北部都會區督導委員會」，
以及成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

• 成立「特首政策組」，提升長遠和策略
議題的研究能力

• 「以結果為目標」，就指定項目訂立
110個不同指標（包括績效指標（KPIs））

• 強化公務員管理，包括更新《公務員
守則》、強化賞罰制度、優化培訓和
動員機制

• 在香港島建造「活力環島長廊」，全長
約 60 公里，於五年完成駁通約九成
長廊

• 推廣「城市運動」項目；制訂十年發展
藍圖，提供約 30 項多元康體設施；
優化香港「M」品牌計劃，支持舉行
國際體育盛事

• 未來三年為額外 7 000 個政府建築物
停車位提供充電設施，並在 2024-25 年
將政府建築物整體能源表現提升
超過 6%

• 明年年初提出立法建議，管制即棄
塑膠餐具。今年內在公共屋邨試驗收集
廚餘

• 財政 司司長帶 領「引進 重 點企 業
辦公室」，以具針對性和吸引力的特別
配套措施將重點企業引進到港

• 政務司司長領導「人才服務窗口」，統籌
招攬人才工作，向人才提供一站式支援

• 17 個內地和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設立
「招商引才專組」，主動招攬目標企業和
人才

• 成立 300 億元「共同投資基金」，引進
和投資落戶香港的企業

• 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羅致高薪
人才和全球百強大學畢業生來港發展

• 合資格外來人才在成為香港永久性
居民後，可申請退還在港置業已繳付
額外的印花稅

• 優化現有多項輸入人才計劃，加強
吸引力

• 推 出「基 層 醫 療 健 康 藍 圖」，以
「重 預 防、早 治 療」方 針 重 整 醫 療
體制，並成立「基層醫療健康管理局」

• 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轉介經地區康健中心識別有高血壓或
糖尿病高風險的市民至私營界別，
作進一步檢查和治療

• 容許夫妻共用長者醫療券，並擴大適用
範圍。另推出先導計劃，把現時每年
2,000 元醫療券有條件增至 2,500 元，
鼓勵使用基層醫療服務

• 落實一籃子措施，在 2023-24 年把醫院
管理局內科專科穩定新症的輪候時間
縮短 20%

• 開設「中醫藥發展專員」職位，增加
中醫藥門診服務每年名額三分之一至
800 000 個

• 重組扶貧委員會，識別其他精準扶貧的
目標群組

• 加強照顧者支援，包括恆常化並增加
照顧者津貼至每月 3,000 元，惠及約
10 000 名照顧者

• 恆常化「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並將受惠人數增加 50%至12 000人。
在 2027 年年底前增加 6 200 個資助
安老院舍宿位，增幅20%

• 推出特別計劃適度輸入護理員，保障
本地工人優先就業，並提升院舍服務

• 邀請「最低工資委員會」研究如何優化法
定最低工資水平檢討機制

• 明年第一季在荃灣和南區成立「關愛隊」

• 推動 STEAM 教育，包括在高小推行
強化編程教育，以及在初中課程加入
人工智能等創科項目

• 未來五年，35% 本地資助大學學生修讀
STEAM 學科，以及60%修讀「十四五」
規劃下「八大中心」相關科目

• 財政司司長領導專責小組，制訂新策略
向外說好香港故事。相關政府部門和
機構主動出訪傳統和新興市場，宣揚
香港機遇和優勢

• 推出全新訪客計劃，贊助約 1 000 名
內地和海外不同界別領袖訪港，向他們
介紹香港最新情況

• 增加約 1 600 個資助研究生學額，
為創科建立強大人才庫

• 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包括增加 3 000 個
自資學士學位和高級文憑課程資助
學額，以及研究推出更多應用學位課程

• 今年內公布首個版本「青年發展藍圖」

• 增加「青年委員自薦計劃」委員會數目至
五年後不少於 180 個，並開放兩個
地區委員會部分名額讓青年自薦參與

• 下個財政年度再度推出「首置」土地，
協助更多青年置業，並資助租用酒店和
旅館，未來五年在「青年宿舍計劃」下
增加 3 000 個宿位

• 提升金融服務競爭力，包括便利具規模
先進技術企業主板上市、催生更多人民幣
計價投資工具、加強與內地市場互聯
互通、發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等

• 推動創科發展 促進科研落地

 ◎ 未來五年吸引100 間具潛力創科企業 

 落戶香港，包括 20 間龍頭創科企業

 ◎ 設立100億元「產學研1+計劃」，資助 
 大學研發團隊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

 ◎ 優化現有科技人才計劃，興建更多

 創科人才住宿

 ◎ 設立「工業專員」，專責統籌「再工業化」 

 策略工作

 ◎ 全力推展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工程、新田科技城建設

• 展現軟實力 促進文藝創意產業化

 ◎ 成立「文化委員會」，制訂「文藝創意 
 產業發展藍圖」

 ◎ 以電影電視串流平台三大媒體，推動

 港產流行文化走出香港

 ◎ 設立「文化藝術盛事基金」，支持

 國際大型文藝活動落戶香港

 ◎ 資助有潛質中小藝團和年輕藝術家， 

 推出實習計劃予修讀文藝科目專上學生

 ◎ 制訂十年發展藍圖，增建及擴建文化 

 藝術設施

 ◎ 優化「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

 促進版權交易和文藝創意產業化

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提高治理水平

招商引才
提升競爭力

鞏固傳統優勢 
開拓新興產業 

說好香港故事
推動基層醫療 強化扶老助弱 

培育本地人才

宜居宜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採用環保油墨及用再造紙印製）

• 推出全新「簡約公屋」，未來五年興建30 000個
單位

• 結合「簡約公屋」和傳統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大幅增加未來五年公營房屋總建屋量
約五成至 158 000 個單位，將「公屋綜合
輪候時間」在四年內（即 2026-27年度）降至
約四年半

• 推出先導計劃，鼓勵私人發展商參與興建
資助出售單位

• 未來五年推出足夠私營房屋土地，以滿足估算
需求，穩定私樓供應

• 壓縮造地程序，「生地」變可建屋「熟地」
縮短三分之一至一半時間，長遠建立土地
儲備，掌握土地供應主導權

• 放寬申請強拍門檻至六成或七成業權，
助老舊社區重建

• 成立「專責審批組」加快審批一般建築
圖則，使約八成圖則可於首次或第二次呈交時
獲得批准

• 建議興建三條主要幹道及三條策略鐵路，
完善全港運輸網絡，推動發展

提量、提速、提效、提質 

• 延長「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至明年 6月底，並緊接推出14億元新計劃，三年內
資助超過 200 場展覽在港舉行

• 再延長中小企「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六個月，繼續減收商業用戶水費、
排污費八個月，並繼續寬減政府處所和短期租約租金或費用六個月

• 加大「BUD 專項基金」和「中小企業巿場推廣基金」每家企業資助上限至
700 萬元和100 萬元

• 再延長「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特別措施六個月

• 專上學生貸款免息延遲償還安排再延長一年

撐企業 紓民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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