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料第四季提明日大嶼初案
陳茂波表示，土地和人力資源是影響本港經濟發展

的兩項重要制約，要解除制約，必須大力開拓土地及
培訓人才，既可讓市民安居樂業，同時令經濟發展踏
上新台階，從而保持社會穩定。他提到，北部都會區
會提供大量可作創科用途的土地，支持本港的創科發
展。洪水橋/廈村亦可發展為新界北現代服務業中
心。

至於包括新田科技城、羅湖/文錦渡綜合發展樞
紐、馬草壟，以及流浮山、尖鼻咀及白泥一帶的發展
範圍，政府正爭取在兩至三年內為這4個土地開拓項
目制訂發展方案，亦會加緊落實新發展區工程，確保
房屋項目如期落成。在財務安排方面，他表示，會從
「未來基金」累積收益中，預留1000億元，在基本工

程儲備基金下成立專款，以加快推動北部都會區內土
地、房屋和交通基建項目的進程。

「明日大嶼」方面，中部水域人工島的相關研究
已於去年 6 月展開，預計於今年第四季可以提出初

步方案。政府正研究精簡程序，爭取進一步提前原
本在 2027 年展開的首階段填海工程，以及首批居民
在 2034 年入伙的時間表。他又說，會在相關研究中
進行財務評估，探討利用不同模式及融資方案，包
括考慮是否採用發債或公私營合作等模式推動發
展。

以運輸基建帶動土地發展
陳茂波表示，要落實上述的大型發展項目，需要完

善的基建配套。其中 「基建先行」及 「創造容量」的
規劃方式，是以運輸基建帶動土地發展。擴展鐵路網
絡將會支持新發展區及其他新發展項目，釋放周邊地
區的發展潛力，促進地區的活化、發展和經濟活動。
政府正積極推展一系列新鐵路項目，其中北環線及洪
水橋站的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已展開，東涌線延線及屯
門南延線的鐵路方案亦已刊憲。

政府因應《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
策略》提出的發展策略，探討全港性的鐵路及主要幹
道基建的布局，讓有關規劃能配合甚或預留容量以滿

足包括《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等香港整體長遠發展
的需要。此外，運輸署已正式展開《交通運輸策略性
研究》，以勾劃出香港直至2050年的交通運輸願景及
編訂相關的策略藍圖，確保香港將來能建構一個安全
可靠、環保高效的交通運輸系統。

研灣區海空貨物聯運
陳茂波指，政府將繼續推進香港航空業發展，打造具

多元產業的機場城市。國際航空貨運方面，機場管理局
計劃發展香港機場與大灣區之間的海空貨物聯運，該局
會在東莞設立上游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並在香港機場
設立空側海空聯運貨運碼頭，讓內地出口貨物可在預先
完成安檢後無縫運達，再利用香港的國際航空網絡，毋
須重複安檢程序而直接轉運到世界各地。

至於海運及港口業，香港海運港口局研究推動
「智慧港口」發展的具體方案，並建議提供半

稅優惠，以吸引更多海運企業落戶香港。政
府預計，今年上半年會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
訂建議。

千億專款推動北都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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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多措助5行業培訓人才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最新一份財政

預算案提到，隨人口高齡化、出生率下降，香港
勞動人口預計會減少。為確保香港經濟可持續發
展，除要確保本地人力資源充足，也要提升勞動人
口的質素，同時吸引人才來港。其中將會在五方面
培訓人才，包括醫療衛生、金融、創科、文化藝術
及建造業。

陳茂波表示，因應低碳和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新趨
勢，計劃推出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培訓先導計劃」，
為期3年，資助培訓及獲取相關專業資格的費用，以
推動金融及相關界別人士參與培訓。同時正積極落實
為金融科技從業員制訂資歷架構認可的專業資歷，首
批適用於銀行業的金融科技專業資歷預計於今年推
出。他續指，將於今年實行 「金融科技從業員培訓資
助先導計劃」，為成功取得金融科技專業資歷的從業
員提供八成學費資助，名額約1500個；亦將於今年進
行顧問研究，繼續為不同金融行業建立金融科技專業
資歷，推動金融科技人才全面邁向專業化，計劃預算
為4300萬元。

創新科技方面，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繼續通過不同
計劃為青年人提供實習和培訓機會。特區政府亦有不
同計劃鼓勵或資助畢業生投身創科行業，例如 「創科

實習計劃」及 「研究人才庫」等。現時， 「科技人才
入境計劃」快速處理從事研發工作人士的入境申請，
「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則資助大學吸引國際知名的創

科學者和其團隊來港參與教研工作。

留百億擴大學醫療教學設施
為了加大力度應對未來醫療人手持續不足的情況，

預備自2023/24學年起陸續增加經常撥款，視乎所需
至每年額外4億元，以加強醫療專業人員的培訓，包
括資助學生就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自
資專上院校或公營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相關研究院修
課課程，修畢課程的學生可成為醫療專業人員。同
時，亦會在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下增加
500個指定名額，資助學生修讀與醫療相關的自資學
士學位課程。此外，繼 2018 年施政報告宣布預留的
200億元，會再預留100億元，以完成各項提升和增加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的醫療教學
設施的工程。擬建設施落成後，3間大學在容量上可
應付約900個額外的醫療培訓學額。

培訓博物館修復人才
文化藝術方面，亦會撥款3700萬元，在未來6個年

度為康文署和即將啟用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文物
修復人員，提供專業培訓，增加博物館見習員（文物
修復）計劃及暑期實習生計劃的名額，預計超過150
人受惠；亦會為 「粵劇發展基金」注資1億元，加強
支持從業員的專業提升和持續培訓，助力粵劇界長遠
發展。

為培訓更多建造業新血及提升現職工友的技術水
平，陳茂波建議向建造業議會撥款10億元，支持
人力培訓工作，包括為面臨人手短缺的工
種，增加培訓名額及津貼，吸引新人及轉
職人士入行；亦會加強推廣業界的專業形
象和發展機會，以吸引更多青年人入
行。

10億為建造業吸新血
他續指，在 2019 年成立主要項目精英學

院，培訓公職人員以更創新的思維及更佳的領
導技巧，推展工務工程項目。同時已預留3千萬元，
把學院培訓對象擴展至政府以外的持份者，包括主要
公營機構、公共工程的顧問及承建商等各項目相關人
員，務求提升工務項目的整體表現，共同推動香港長
遠的大型發展計劃。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表示，為爭取於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政府會
按照去年公布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實施
深度減碳策略和措施。同時，會繼續推動新能源運
輸配合減碳，進一步提升空氣質素。過去數年，預
算案均投入資源推動建立綠色城市，並在不同範疇
落實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

陳茂波稱會向 「低碳綠色科研基金」額外注資 2
億元，以進一步推動香港減碳。基金的第一輪申
請反應熱烈，第二輪亦已開始接受申請。這次注

資將可額外資助約 40 個項目，重點支持淨零發
電、節能綠建、綠色運輸及全民減廢等範疇。

政府在2020年10月推出20億元的 「EV屋苑充電
易資助計劃」，推動現有私人住宅樓宇停車場安裝
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由於反應熱烈，會額外注資
15億元，把計劃延長4年至2027/28年度，令整個資
助計劃可協助共約700個現有私人住宅樓宇內共約

14萬個停車位，安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約佔全
港一半合資格停車位。

撥84億改善多區排水系統
政府亦正準備逐步把部分現有的加油站及液化石

油氣加氣站轉型至快速充電站，以支援更多不同的
車種充電；會以 「一地多用」模式探討發展一些佔

地較大的加油站及加氣站的可行性。
陳茂波表示，氣候變化會引致海平面上升及極端海

浪。為加強沿岸地區的應對能力，政府計劃於未來5年
預留款項，為26個存在高風險的低窪或當風住宅地
區，推展改善工程和管理措施。此外，會在今年申請
撥款約84億元，為多區雨水排放系統進行改善工程，
以提升防洪能力。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財政預算案中提
出優化海濱，指政府在來年會延續 「先駁通、再優
化」的理念，計劃開放九龍城海心公園擴展部分，以
及首段位於啟德前跑道區以私人模式發展的海濱長廊

等，將維港海濱長廊總長度再延長1公里至
26公里。體育發展方面，政府正全力推動啟
德體育園項目，預期在明年年底竣工，並積
極推行涉及200億元的 「體育及康樂設施5
年計劃」。

「5年計劃」提升康體設施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預算案指出，為了讓

市民及遊客可以細味香港多元的文物古蹟項
目，享受美麗的海濱及更完善的文化、體育
及康樂設施，政府會推動一系列工作。預算
案指出，本屆政府撥出了65 億元，發展新
的海濱長廊及休憩空間，以及改善海濱設
施，在2021年共13個新海濱場地開放，其

中包括灣仔海濱 「海岸堤階」，讓市民有更多、更連
貫的空間親近維港，亦帶來更多不同形式的親水體
驗。來年，政府亦將維港海濱長廊總長度再延長。

陳茂波又指，政府一直積極推動體育發展，自2017

年起已投放超過600億元的新資源，加強落實體育普及
化、精英化和盛事化，並增加體育及康樂設施，鼓勵
社會各界合作建立熱愛體育的文化。政府於2019年向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60億元，支持香港體育

學院為運動員提供全面支援；亦於2020年向 「香
港運動員基金」注資2.5億元，鼓勵更多運動員
投身全職訓練，以及運動與學業雙軌發展。

除了推動啟德體育園項目外，政府亦積極
推行 「體育及康樂設施5年計劃」，並落實
興建及提升社區體育及康樂設施，同時逐步
落實改造由康文署管理的公共遊樂空間的5
年計劃。

文化設施方面，預算案提到政府在2018/19年
度預算案預留200億元，在其後10年改善和增建文
化設施。預算案表示，計劃在今年申請撥款，推展位
於粉嶺的文化中心的主要工程、油麻地戲院第2期建
築工程，以及天水圍天業路康樂及文化綜合項目第1
期主要工程。

宜居城市宜居城市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
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
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其中
提到《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及
「明日大嶼」 計劃，將會是增加
本港土地供應的重要舉措，可大
量增加房屋供應。他指，會從
「未來基金」 累積收益中預留
1000億元，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下成立專款，以加快推動北部都
會區內土地、房屋和交通基建項
目的進程； 「明日大嶼」 則預計
於今年第四季可以提出初步方
案。

拓維港海濱長廊帶更多親水體驗

續注資綠色項目爭2050年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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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來基金累積收益預留 1000 億元成立專
款，以加快北部都會區內土地、房屋和交通基建
項目的進程

● 「明日大嶼」預計今年第四季可以提出初步
方案

●視乎所需增加4億元經常性撥款，加強醫療
專業人員的培訓

●留100億完成各項提升和增加大學醫療教學
設施的工程

●繼續透過不同計劃和措施為青年提供實習和
培訓機會、鼓勵或資助畢業生投身創科業

●為粵劇發展基金注資1億元加強從業員的培
訓；撥3700萬元加強文物修復人員的培訓

●向建造業議會撥款10億元，支持人力培訓
工作

●向 「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注資 15 億
元，資助更多私人住宅樓宇停車場安裝電動車充
電基礎設施

●申請84億元撥款進行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
程，以提升防洪能力，應對氣候變化

●為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預留10億元

●每年增撥 2000 萬元，恒常化 「社區演藝計
劃」恆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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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摘要

旅發局主席
彭耀佳

今次預算案特別增撥資源加強發
展文化藝術，同時推動針對文化、

古蹟、綠色及具香港特色的旅遊項
目，不但有助香港打造為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的新定位，亦為旅遊業長遠發展帶來
莫大裨益。雖然面對疫情，旅發局定會做好部
署，密切留意疫情最新發展，靈活推展相關工
作，希望盡快刺激旅遊業復蘇，並繼續秉持應
使則使的原則，審慎運用資源。旅發局歡迎政
府推出為期 3 年的 「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
劃」、支持 「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的運

作，及資助旅遊從業員的培訓。

建造業議會主席
何安誠

預算案展示政府對建造業的支持及
了解，相信 「組裝合成建築」將是建造

業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再加上預算案內
各項具針對性及前瞻性的撥款資助，將有助

業界吸引年輕人才及推動行業的創新科技應
用。香港未來除有 「北部都會區」及 「明日大
嶼」等計劃，還有大大小小的基建與工程，預
計未來建造業的工程總值增至每年約 3000 億
元，目前建造業正面對人手短缺的問題，香港
建造學院會透過擴大與行業承建商共同進行的
「合作培訓計劃」、採取 「先聘請，後培訓」

策略，讓普通工友提升技能，同時希望調高津
貼吸引轉職人士接受培訓轉投建造業，以增加
建造業人才供應。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
唐英年

歡迎預算案提出增加資源推動文化
藝術發展的措施，很高興香港特區
政府繼續投放額外資源，進一步支
援文化藝術發展，這將有利於推動

香港發展成為國際文化樞紐，以及
支持香港落實在國家 「十四五」規劃

提出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新定位。
管理局特別歡迎政府撥款3700萬元，在未來6
個年度為包括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在內的文物
修復人員，提供專業培訓。

財政預算案提到，會從 「未來基金」 累積收益中預留1000億元成立專款，加快推動北部都會區進程。
資料圖片

政府來年延續 「先駁通、再優化」 的理念，將維港海濱長廊總
長度再延長1公里至26公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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