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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24 年內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

• 着力提升關鍵基礎設施（包括能源、
通訊、交通運輸、金融機構等）網絡安全
的保護

• 推展愛國主義教育
 ◎ 把愛國主義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 成立「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
 ◎ 設立兩所介紹國家和抗戰歷史的博物館
 ◎ 加強校園內外教育

• 就指定項目訂立了150個指標，
其中 73 個是新指標

• 全面落實完善地區治理體系

• 成立「大型發展項目融資委員會」和
「大型發展項目融資辦公室」，研究不同
投資融資方案

• 探討與廣東省政府和其他機構合作設立
共同基金，投資於大灣區內具經濟和
社會效益的項目

• 設立「數字政策辦公室」，加快推動政府
服務數碼化和開放更多政府數據

• 繼續強化公務員管理，做到獎罰分明，
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政府團隊

• 強化應對極端天氣能力，作前瞻性預防
和策略部署

• 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制訂《粵港澳大灣區應
急救援行動方案》，提升區內聯合應急能力

• 發展「總部經濟」，吸引海內外公司到港
設立總部／分部業務；吸引公司遷冊來港

• 外籍香港居民包括駐港公司外國人員
可「一簽多行」到內地，並會獲加快處理
簽證申請；放寬越南、老撾及尼泊爾人
才的簽證要求

• 成立實體「人才服務辦公室」、擴大「高端
人才通行證計劃」大學名單、落實「資本
投資者入境計劃」

• 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
和「香港國際廉政學院」，發展成培育
人才基地

貫徹「一國兩制」　
維護國家安全

提高治理水平

大力搶企業
搶人才 留人才

鞏固自身優勢 
發展多元經濟

締造宜居活力之都

• 起動「北部都會區」發展新引擎
 ◎ 以產業發展為導向
 ◎ 深度對接深圳和大灣區其他城市
 ◎ 利用市場力量加快發展

• 制訂《旅遊業發展藍圖 2.0》，開發更多
特色旅遊產品和加強郵輪旅遊經濟發展

• 推動新能源交通產業，推展航運綠色
能源和可持續航空燃料加注，制訂氫能
發展策略，推動陸上公共運輸綠色轉型

• 向新生嬰兒發放 2萬元現金獎勵

• 提高有新生嬰兒家庭與居所有關的稅項
扣除限額至12萬元

• 推出「家有初生優先選樓計劃」，有新生
嬰兒家庭購買資助出售單位時可增抽籤
機會和優先選樓

• 推出「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令有新生
嬰兒家庭可提早一年獲編配公屋

• 支援輔助生育，增加公營服務名額和設立
輔助生育開支稅項扣除

• 提高在職家庭津貼；增加幼兒中心名額
和津貼；推展學前兒童課餘託管服務至
全港；增加「社區保姆」服務名額一倍

• 鞏固金融中心優勢，促進股票市場流動
性、擴大離岸人民幣服務、深化大灣區
合作、開拓綠色金融

• 拓展全球經貿網絡和新市場，開設更多
顧問辦事處，加強招商引資

• 發表《現代物流發展行動綱領》，推動
物流智慧化、現代化、綠色及可持續化、  
國際化及便利化

• 加大支援中小企，包括提供更靈活的
融資還款安排、拓展電商業務、加快
數碼轉型、加強出口信用保障

• 加速建立創科生態圈
 ◎ 成立「新型工業發展辦公室」，支援重點 

企業發展、推動製造業利用創科升級
轉型、扶植初創企業

 ◎ 成立「香港微電子研發院」並啟用
「微電子中心」，促進微電子研發和
產業發展

 ◎ 加速建設超算中心，推進人工智能發展
 ◎ 設立100億元「新型工業加速計劃」，提供
配對資金，推動下游新型工業發展

• 全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 成立「文創產業發展處」，推動文化藝術
 及創意業產業化發展

 ◎ 為「電影發展基金」和「創意智優計劃」 
 合共注資43 億元

 ◎ 推出「重點演藝項目計劃」，資助培育具
 代表性大型重點表演藝術創作長期公演

 ◎ 舉辦「香港時裝設計周」，成為推廣香港 
 時裝及紡織設計品牌發展的旗艦盛事

• 發表《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
打造香港成為領先國際航運中心，發展
航運高增值服務，推動大灣區航運協作

• 繼續提速提效建屋造地，加快市區重建
和釋放土地發展潛力

• 未來十年興建約41萬個公營房屋單位，
遠超需求

• 成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深入調研
並提出解決方案

• 加強樓宇安全及大廈管理，全面檢視政策
及更新法例

• 加強建築物節能減碳，擴大資源回收循環
再造

• 發表《主要運輸基建發展藍圖》，優化三鐵
三路方案，並加推兩鐵一路新項目

• 在東九龍、啟德和洪水橋／厦村建造新型
智慧綠色集體運輸 

• 落成啟用啟德體育園；增撥資源強化香港
體育學院；加強教練專業培訓和實習；
鼓勵公眾參與體育活動

• 推行「悅目亮麗城市計劃」，美化我們的家園

鼓勵生育
締造有利育兒環境

• 成立「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
中心」籌備辦公室，邁向以「第一層審批」
方式審批新藥物和醫療器械的註冊
申請，加快新藥審批和臨床應用，帶動
產業發展

• 在河套合作區設立「大灣區國際臨床
試驗所」，為醫藥研發機構提供一站式
支援，推動新藥研發

• 推出「醫健通 +」，統一存放電子病歷，
方便市民透過手機隨時翻查及攜帶電子
病歷和預約服務

• 在 2024-25 年度，減少耳鼻喉科及骨科
兩個專科穩定新症的輪候時間10%

• 優化醫管局精神科個案管理計劃；於
地區康健中心推出精神健康評估先導
計劃；加強社工和「關愛隊」精神健康
支援培訓

• 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至內地
營辦的安老院，並擴大院舍照顧服務券
適用範圍，讓長者有更多選擇

• 向「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注資
10億元，資助服務單位購置、租借和試用
科技產品，提升長者和殘疾人士生活質素

• 成立「銀髮經濟顧問小組」，把握「銀髮
經濟」的發展潛力，為長者提供更佳產品
和服務

• 加強殘疾人士院舍及日間訓練服務；
為領取綜援而有工作的殘疾人士提供
津貼，鼓勵他們就業

• 動用「關愛隊」透過探訪或接觸，協助
識別和轉介有需要支援的照顧者；擴展
日間長者及殘疾人士暫託服務網絡

• 增加兩間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設立「少數族裔關愛隊」

• 設立 5 億元專項基金，支援社福機構
加強員工培訓、提升系統和跨專業協作

• 精準扶貧，加強對「劏房戶」、單親住戶
和長者住戶等目標群組的支援

• 推動勞工重投就業，提高再培訓津貼，
並全方位檢討僱員再培訓局的職能；
修訂「連續性合約」規定，加強勞工保障

老有所養 關愛共融

• 提高資助專上院校非本地學生限額一倍至
40%，並加強獎學金和相關配套，吸引
更多外國和內地學生來港升學，讓專上
院校擴容提質

• 發展「北都大學教育城」，鼓勵專上院校
與中外知名院校加強合作

• 發展應用科學大學，提升職業專才教育
至大學程度，為有志在專業技術發展的
青年建立康莊大道

• 成立香港資訊科技學院，為資訊科技界
別培育本地人才

• 推進與內地互認副學位學歷和資歷

• 在中小學大力推動 STEAM 教育

• 舉辦 「青年發展高峰論壇」，推動本地
青年發展

• 成立「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聯盟」，提供一站式資訊、宣傳及交流平台

健康香港
• 更新註冊制度，提供新途徑引入合資格
非本地培訓牙醫及護士，紓緩牙醫及
護士人手

• 全力推動中醫藥發展，構建「數碼化中藥
平台」，並制訂全面的《中醫藥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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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國際專上教育樞紐
推動青年多元發展

憲法
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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