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政理念

• 以結果為目標

• 以市民為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主軸，以發展改善民生

•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結時，要不斷求進，自我革新

• 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



進程
• 體系中欠缺但有需要建立：由零建立

• 有嚴重缺失：撥亂反正

• 有瓶頸、短板或阻礙：突破瓶頸、

補短板、清除障礙

• 有需要鞏固：強化和完善

考慮
• 通過歷史看現實，透過現象看本質

• 系統觀念

• 全局和局部關係

• 當前和長遠關係

•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關係

• 特殊和一般關係

• 宏觀和微觀關係

• 從宏觀角度 — 看世界大勢、

國家大局、社會整體利益

• 從微觀 — 看市民生活需要

改革進程、考慮



施政報告目標的演變

2022年是疫情困擾的時期

不同時期，不同目標，不同主題，逐步演進

2023年是香港走出疫情的時期，是初步踏上「由治及興」的時期

2024年是安全獲得保障的時期，是全力出擊「由治及興」的時期

，施政目標是「同舟共濟，共渡時艱」，《施政報告》主題是
「為市民謀幸福為香港謀發展」

，《施政報告》主題是「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施政目標是「社會復常，

再現歡笑，推進復蘇，創造就業」

，《施政報告》主題是「齊改革同發展 惠民生建未來」
，施政目標是

「改革求變，千帆並舉，迸發實力」



2024年施政報告 – 扼要簡介

2024年《施政報告》重點是改革求變，發掘新增長點，包括：

(1) 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地位

(2)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金融、航運、貿易三者牽引相扣，可協同發展、
相輔相成

；加快綠色航運中心建設等
，包括：構建國際級黃金倉儲設施；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建立大宗商品交易

生態圈；建立國際認可有色金屬產品倉庫

，包括：發展低空經濟、設立 100 億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

投資策略性新興和未來產業；推動新能源發展；打造香港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
港深「大灣區臨床試驗協作平台」，發揮香港臨床試驗能力等

；建設



(3) 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2024年施政報告 – 扼要簡介

，包括：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員會，統籌一體化發展；
建設北都大學教育城等

(5) 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引擎，深化大灣區合作

(4) 促進文化體育旅遊融合發展，推動多元經濟，包括：打造啟德體育園為體育和盛事地標，
增強文化自信，打造旅遊新面貌等

，包括：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體會北都五年、
北都十年項目落成新面貌；發展河套港深創科園，發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
發展綱要》等



(6) 民生福祉，包括：

2024年施政報告主題 –「齊改革同發展 惠民生建未來」

2024年施政報告 – 扼要簡介

• 有序取締劣質「劏房」，制訂住宅樓宇分間單位出租制度 :「簡樸房」；放寬所有物業按揭貸款
成數上限至70%

• 改革僱員再培訓局，取消學歷限制，擴大培訓面至15歲或以上全民，以短中長措施全面改革優化
；落實最低工資「一年一檢」的機制；放寬「連續性合約」規定，由連續4星期每周工作18小時
（即共72小時）放寬至4星期合計68小時，讓僱員更容易享有全面僱傭權益

• 深化醫療體系改革，改革醫管局、衞生署、基層醫療署職能和分工
；支持籌建第三所醫學院；發表《中醫藥發展藍圖》

• 重整母嬰健康及家庭計劃服務，加強生育輔導，促進健康生育
；擴展課後託管至超過110間小學

• 增加社區客廳：由4個增至7個

• 八措施支援中小企、發展銀髮經濟等

；擴展「1+」審批機制
至所有新藥，體現「好藥港用」

；推出社區藥房，制訂社區藥物名冊，讓市民以相宜價錢
購買基層醫療藥物

；增加一所幼兒中心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