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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的理想是建設公義仁愛的社會，以反映香港社會的多元化，

並充分確認每個人不同的天賦才能。我們要提供良好的環境，

讓所有人都有機會盡展所長。溫馨、互相扶持和安穩的家庭，

是個人健康成長的最根本要素。我們會促進家庭和諧，培養社

互助互愛的精神，讓所有市民都在彼此關懷、信任、支持和

互助的環境中生活。我們會制訂醫療、社會和房屋政策，並會

採取措施，讓市民可以更多參與社會事務。我們也會為有需要

的人提供安全網，並且幫助他們自力更生，積極投入各種經濟

和社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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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我們會推行下列措施：

l 實行多項措施，加強預防傳染病爆發的準備工作，特別是進

行下列工作：

Ø制訂控制大型傳染病爆發的計劃；

Ø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建立定期匯報數據的制度，並在控制傳

染病方面建立協作關係；

Ø為建立醫院對付疫症的應變能力，在指定的急症醫院增添

隔離設施，以及在急症醫院開設傳染病醫療中心；

Ø通過協調不同界別的預防工作，格外留意特別需要照顧的

社 ，以及推動市民參與和推廣健康運動，讓社會各界一

起投入預防和監察傳染病的工作。

l 進行與傳染病有關的研究工作，例如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

症的診斷技術和臨 管理，並為醫護人員提供更多公共 生訓

練。

l 設立 生防護中心，提高香港預防和控制傳染病爆發的能力。

l 加強社區醫護服務，強調質素和成本效益，減少倚賴在醫院

中的護理。

l 實施批發魚檔的許可證制度，規管活魚的批發事宜。

l 實施休漁期和劃定漁業保護區，保護本地的漁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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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檢討有關動物、禽鳥和魚類的規管架構，改善公眾 生和食

物安全。

l 評估「由飼養到餐桌」概念的落實情況，確保食物安全。

l 落實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信託基金的運作。

l 與第三界別共同探討其在社會投資方面的角色。

l 推行自在人生自學計劃，鼓勵和協助婦女持續進修。

l 手就反種族歧視的立法建議發出諮詢文件。

l 推行改善預售樓宇同意書制度的措施。

l 研究加快處理小型屋宇申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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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行的措施

我們正推行下列措施：

l 強化地區層面的網絡。地區網絡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從本港

對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和實施全城清潔策劃小組所訂措

施，可見一斑。

l 針對與賭博有關的問題，繼續進行研究，並提供預防教育、

輔導及治療服務。

l 確立有效和可持續的安全網，尤其透過綜援制度，協助經濟

上有困難的一 。

l 修訂《領養條例》，進一步便利市民領養兒童，並使《海牙

保護兒童及跨國領養合作公約》適用於香港。

l 制訂院舍費用資助計劃，讓長者在使用院舍服務時有更多選

擇和彈性。

l 制訂多管齊下的策略，減低禽流感爆發的危險。

l 規管和發展中醫藥，並把中醫藥納入公營醫護體系。

l 修訂《吸煙(公眾 生)條例》，致力確保市民在工作間和其
他公眾地方享有無煙環境。

l 修訂《不良醫藥廣告條例》，保障市民免受失實或誤導的療

效聲稱影響。

l 就醫療器具的供應和使用設立規管架構，保障市民的健康和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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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改善對整體食物安全和管制對公眾 生或環境造成影響的漁

農業作業的運作。

l 運用 3億元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鼓勵市民互助互愛，推動
社區參與。

l 制訂嶄新的服務模式，結合家庭福利服務和社區為本的服務，

為市民提供一系列的預防、支援和輔導服務。

l 提倡積極、健康的老年生活。

l 研究發展可持續的經濟支援制度，更好地集中資源，協助最

有需要的長者。

l 改善提供無阻通道的指引，更方便殘疾人士使用各種設施和

服務。

l 締造有利環境，讓婦女得展所長，加強能力，以應付人生的

種種挑戰，全面參與社會各方面的事務。

l 在公營醫療機構推行多元基層護理模式，加強基層醫療服務。

l 為醫院管理局制訂一個長遠和可持續的撥款安排，確保能為

市民提供優質的公營醫護服務。

l 檢討釐訂公共租住房屋租金的機制。

l 以平均大約三年的輪候時間為目標，繼續為有需要的家庭提

供公共租住房屋。

l 檢討公共交通事業的營運，制訂更合理的票價調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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