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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經濟方面，政府會扮演一個有限但積極的角色，致力維持市

場主導和有利營商的環境。我們會銳意吸納和培育人才，並加

強香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角色。我們會促進高增值行業，包

括金融、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以及能為市民提供更

多就業機會的行業，例如旅遊和本土經濟。與此同時，我們會

保持已有的傳統優勢，包括法治精神、公平競爭環境、廉潔高

效的政府、資訊自由流通、簡單低稅制及良好治安。

振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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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我們會推行下列措施：

l 檢討現行的跨境車輛配額制度，以期進一步促進跨境的交通，

為深港西部通道於二零零五年年底通車作好準備。

l 在沙頭角邊境通道興建新橋樑，以增加客車量和使行車更為

順。

l 透過交通諮詢委員會檢討非專營巴士的規管。

l 研究調節交通的措施，包括財政及交通管理的方法，以期減

少主要交通走廊的擠塞情況，並就有關建議諮詢公眾。

l 推行強制性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

l 根據二零零三年底的諮詢結果，制訂具體建議，加強監督核

數師及提高財務匯報質素。

l 盡快使港元加入持續聯繫結算及交收系統。

l 確保香港成功開辦以個人為服務對象的人民幣存款、匯款、

兌換，以及信用卡業務。

l 在二零零四年年初公布新訂的「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目
的是令發展香港成為領先數碼城市的動力得以持續。

l 因應最新環境制訂電訊第二類互連的規管政策，以促進業內

競爭和鼓勵投資。

l 檢討第二代流動電訊服務現有牌照期屆滿後的發牌事宜。

振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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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要求現有的地面電視廣播機構展開過渡到數碼廣播的籌劃工

作，以期在二零零六年開始數碼廣播。

l 就更新及精簡廣播規管制度以促進匯流和數碼化的建議，諮

詢公眾。

l 與國家科學技術部建立新的合作框架，以促進應用科技的研

究發展工作及創新發展。

l 與廣東省科學技術廳合作，透過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新設的高

新技術專責小組，在創新及科技範疇加強合作。

l 與世界貿易組織合作，確保香港成功主辦約於二零零五年舉

行的第六次部長級會議。

l 監督將由顧問進行有關本港法律服務供求情況的社會法律方

面的研究。

l 協助與內地當局進一步商討在《安排》下的法律服務合作事

宜；以及與內地個別省市簽訂法律服務協議，以協助本港律師

按《安排》的涵蓋範疇在內地爭取商機，確保《安排》順利實

施。

l 協助法律服務資訊網站的發展。

l 提交條例草案，為機場管理局(部分)私有化計劃提供法律文
據。

l 參詳《香港港口規劃總綱 2020》的研究結果，以提高香港港
口的競爭力及制訂長遠的港口發展計劃。

振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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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參詳《內地與香港物流發展合作研究》的結果，並在徵詢業

界及珠江三角洲有關單位後，擬定落實措施，使業界就《安排》

中與物流業有關的條款盡量受惠。

l 根據法院就維港填海工程所作的判決，檢討在東南九龍發展

旅遊區和興建現代化郵輪碼頭及直升機場的計劃；並且在東南

九龍的長期郵輪停泊設施落成前，物色額外或短期的泊位，以

應付市場需求。

l 研究電力供應市場在二零零八年現行《管制計劃協議》屆滿

後的未來發展方案。

l 延長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兩年，為大約一萬名 15至 24歲的
青少年提供就業機會。

l 推出一項為期一年的試驗計劃，為 1 000名 18至 24歲的青
年提供培訓和協助他們成為自僱人士。

l 延長公營部門部分臨時職位的任期，以應付服務需要。

l 繼續協調鐵路沿線物業發展項目的推出時間表，確保不會對

房地產市場帶來衝擊。

l 監察住宅樓宇供應情況，並編製全面的住宅樓宇供應統計數

字。

l 提供所需支援，協助房屋委員會把轄下零售及停車場設施分

拆上市。

l 採取措施，讓私營機構也可參與舉行婚禮儀式，以令公眾人

士有更多選擇和方便。

振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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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行的措施

我們正推行下列措施：

l 繼續與中央和省市有關當局緊密合作，確保《安排》順利有

效推行；加深各界對《安排》可帶來機遇的認識，以及透過《安

排》現有的協商機制，與內地有關當局磋商下一階段的項目，

尋求進一步推動貿易自由化，以及為香港產品和服務提供更多

進入內地市場的機會。

l 協助本港發展為區域性的法律和調解糾紛服務的中心。

l 與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合作，吸引更多海外企業在香港投資。

l 積極處理港珠澳大橋這個優先項目。廣東、澳門和香港三地

政府的代表已成立協調小組，負責進行該大橋的前期工作。

l 興建連接落馬洲與皇崗的新橋樑，以增加客車量及改善交通

管理。

l 在有關連接香港、深圳及廣州的高速鐵路的可行性研究有定

案後，與內地當局商討推進此項目的最佳方法。

l 就地鐵有限公司與九廣鐵路公司合併的研究建議作出決定。

l 聯同香港機場管理局及私營財團，在赤 角興建一個新的展

覽中心。

l 通過投資推廣署、駐外經濟貿易辦事處、貿易發展局，以及

各個特委機構，更積極地在海外推介科學園及數碼港。

振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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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進一步推動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的發展，開創以科學和驗

證為基礎的中醫藥，致力成為這領域的典範。

l 鼓勵政府各部門簡化規則，撤銷不合時宜或不必要的規例，

為商界提供更佳服務。我們會成立高層專責小組，加強與社會

有關界別磋商。

l 繼續《2003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制定工作，以便把暫
停實施安排訂為長期措施，並修訂《版權條例》，擴大條例的

豁免範圍或放寬某些條文的規定。

l 落實時裝業發展統籌委員會的建議，以提高香港作為亞太區

時裝中心的地位，並鼓勵業界設計和創新，藉此促進本地設計

業的發展。

l 推行一系列措施，便利過境的人流和貨流，包括在深港西部

通道開設一個新的邊境管制站，以及設立旅客、車輛及貨物出

入境自動化檢查系統等。

l 繼續透過四項中小企業支援基金，扶助中小企業。

l 繼續透過電影貸款保證基金，為電影製作提供貸款保證。

l 就在北大嶼山發展增值物流園的規劃概要，徵詢物流業界的

意見。

l 發展數碼貿易運輸網絡系統，以期在二零零五年推行。

l 把中區警署、域多利監獄和前中央裁判司署改作文物旅遊用

途。我們現正安排在二零零四年邀請私營機構提交建議書。

振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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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協助機場管理局擴充聯運接駁設施，例如為香港國際機場的

過境旅客提供連接珠江三角洲的渡輪服務。

l 監察在尖沙咀前水警總部舊址進行的文物旅遊發展項目，以

期在二零零八年前完成該項目。

l 推行措施，協助中年失業者就業。

l 加強政府、僱主與僱員三方的合作，維持和諧的勞資關係和

協助解決僱傭問題。

l 加強執法及宣傳，打擊非法勞工。

l 加強執法行動，對付違例欠薪的罪行。

l 繼續推行展翅計劃，為 15至 19歲的青少年提供培訓。

l 提供途徑，讓體育界聯合商界舉辦國際體育活動。

l 積極處理各項鐵路的策劃和建造，並審慎考慮不斷轉變的需

要和成本控制事宜，當中包括九龍南線和沙田至中環線的詳細

設計工作；興建深港西部通道／后海灣幹線，以期在二零零五

年年底前完成；評估興建西港島線和南港島線的可行性；監察

大圍至馬鞍山鐵路和九鐵尖沙咀支線的施工進度，以期如期通

車。

l 重整基建項目的策劃和進行程序，以提高效率和成本效益。

l 推行《企業管治行動綱領》下的措施，包括因應二零零三年

十月進行的諮詢所得結果而引入的改善規管上市事宜措施，例

如賦予重要的上市要求法定地位。

振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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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繼續致力推動債券市場及基金業務的發展。

l 推行各項保障投資者的措施，例如存款保障計劃、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管理局的加強資料發放計劃，以及有關設立保單持有

人保障基金的諮詢工作。

l 依照徵詢本地創意產業業內人士的意見，舉辦引起市民興趣

的活動，以進一步促進創意產業的發展。

l 與區議會及地區組織合辦各類本土經濟計劃。

l 放寬法例對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讓私人租務市場恢復自

由運作。

l 推行業權註冊制度，加強保障土地及物業權益，以及精簡業

權轉易程序。

l 繼續探討處理房屋委員會居者有其屋計劃剩餘單位的不同方

案。

l 繼續探討把房屋委員會服務外判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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