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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1.三大策略起動北都

全面起動發展北部都會區：產業導向規
劃；投資融資並用，利用市場力量共建香
港；和深圳市政府共同推進深港兩園協同
發展。政府短期內將公布《北部都會區行
動綱領》。

2.大力搶人才搶企業

加強去年推出的多項搶人才措施，提出
發展 「總部經濟」 ，為非中國籍香港居民
（包括在駐港公司工作的外國人員）提供
「一簽多行」 簽證便利，大力吸引外國及

內地龍頭企業到港設立公司。

3. 「8+8」開拓經濟新增長點

將設置8個全新或加強的專責辦公室，
發表8個相關策略、藍圖和行動綱領，加
大發展策略產業。

4.提振股市，樓市減辣，支持中小企

減股票印花稅，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和
競爭力。為樓市 「減辣」 ，調整住宅物業
需求管理措施，讓樓市穩健發展。多方面
加大支援中小企，包括提供更靈活融資還
款安排、開拓電子商機、支持數碼轉型
等。

5.優化三鐵三路，加推兩鐵一路

今年底將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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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本港鐵路及主要幹道網絡，
以基建拉動發展，加強北部都會區與大灣
區城市聯繫。

6.啟動解決房問題

未來十年可興建約41萬個公營房屋單
位，比需求超標10萬個單位，除可解決上
樓長期輪候的問題，更讓政府有底氣解決
累積多年的房屋問題，包括房。成立
「解決房問題」 工作組。

7.建造新型智慧綠色集體運輸

參考 「雲巴」 「智軌」 及 「巴士快速公
交系統」 等，在東九龍、啟德和洪水橋/廈
村建造新型智慧綠色集體運輸，加強地區
交通連接，便利市民出行。

8.鼓勵生育，支持新生家庭

推出一籃子措施，包括現金獎勵、優先
安排公營房屋、加大稅項扣除最高額等，
以行動明確鼓勵生育，以政策支持新生家
庭。

9.打造國際大學樞紐，推動職專大學

把政府資助專上院校的非本地資助學生
的收生上限擴大一倍，加強獎學金和配
套，以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

10.貫徹 「一國兩制」

2024年內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提升關鍵基礎設施網絡安全的保護；
推展愛國主義教育，設立 「愛國主義教育
工作小組」 ，成立 「弘揚中華文化辦公
室」 ，明年起舉辦 「中華文化節」 。

200分報告 100分信心

李家超：共建更美好香港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昨日，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
告，以 「拼經濟謀發展 惠民生添幸福」 為主題，提出一系列增強經濟動能、創造機
遇和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措施。由於新一份施政報告內容豐富，宣讀時間長達3
小時20分鐘（200分鐘），破歷屆特首紀錄。為鞏固和持續發展香港在 「十四五」 規
劃下的 「八大中心」 定位，報告除了提出設立8個全新或加強版專責辦公室外，亦提
出 「八大藍圖和行動綱領」 。李家超表示，將繼續以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 「四個必
須」 「四點希望」 「青年興，則香港興」 作為施政藍圖，帶領香港踏上更高台階。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行政長官李家超
昨日發表其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後，隨即在下午約3時半
會見傳媒，再就各項新政措施進行解畫。

在記者會開場發言中，李家超指出，今次施政報告
內容較去年多，因為諮詢期間收集到不少意見，故希
望盡量吸納，因此宣讀時間長，多謝大家包涵。他介
紹，之後差不多還有10場記者會留給各位司局長交代
細節。

李家超指，寫施政報告時，理念是貫徹 「一國兩
制」、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向是整體四方分析，
包括強化優點、用好機遇、補短板、化風險。他強
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兩項都必須做好，才可
令市民受惠。

23條立法是港府憲制責任
強化治理方面，李家超說做了不少架構工作，包括

設立大型發展項目融資架構，設立6個辦公室等。他

指，政府將於明年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強調這是基
本法及香港國安法下的憲制責任；又指政府會主動配
合愛國主義教育法，推展愛國主義教育。

被問及明年就 23 條立法會否如 2003 年般引起大反
響，李家超強調，過去 20 年政府沒法達到這憲制責
任，任何政府都要嚴肅面對憲制責任，推經濟惠及民
生亦不能忘記憲法，否則會引起混亂；又稱2019年有
「黑暴」，即因法律真空所致，有人企圖發動顏色革

命，香港是由痛苦之中學習。

有序推行房策解決房問題
房屋供應方面，李家超表示，長遠房策中，現時

已覓得足夠土地滿足 10 年所需的房屋單位數目，同
時建設簡約公屋，希望解決房問題。他指，早前
探望房家庭時都感覺心不舒服，故成立小組解決
長期問題，不允許有新的、不符合標準的房出
現。

對於房至今才解決是否太遲的問題，李家超指，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土地供應不足，處理問題
不可不考慮其他因素，強調是有序推行。他說，希望
踏出一步，將過往趨勢逆轉，開始後繼續做，始終會
達到。

2萬元獎勵表明強烈支持生育
施政報告建議向每名初生嬰兒一筆過派發2萬元。
被問到今次措施多大程度能鼓勵市民願意生小孩，

李家超稱，每個人對生育的想法不一，多年來香港生
育率不斷下跌，從2.1%下跌至0.9%，坦言 「下跌趨勢
好難逆轉，如果唔做任何逆轉可能性低」。他說，
希望社會聽到生育對香港整體有幫助，而2萬元獎勵金
是強烈信息，代表政府非常支持生育，透過政策導向
鼓勵支援生育。

昨晚，李家超出席電視論壇時又強調，現金獎勵不
是唯一措施，政府鼓勵生育是一系列 「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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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昨赴立法會宣讀2023年度施政報告。 記者 蔡啟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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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推出150項KPI73項屬新增
李家超於新份施政報告表示，特區政府的施政理

念，是貫徹 「一國兩制」，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施政方向是要強化香港的優勢，把握好機遇，補短
板、化風險；施政目標是要讓社會關愛共融，經濟
發展蓬勃，市民安居樂業。

李家超提到，本屆政府上任後，一直從 「治理體
系」 「治理能力」和 「治理效能」手，力提高
治理水平，鞏固和提升管治團隊的領導力和執行
力。他說，去年訂立的 110 項績效指標（KPI）。
（消息指，已經完成106 項其中4項有所延遲或修
訂。）今年更將推出150項績效指標，其中73項屬
新增，77 項屬延續，他希望貫徹 「做實事、做成
事」的施政理念。

帶領香港拓展新經濟增長點
李家超表示，外圍環境充滿挑戰，先進經濟體為

應對高通脹而持續加息，削弱環球經濟增長，令
香港經濟受壓，整體貨物出口、投資及資產市場
表現亦受負面影響。同時，香港亦面對其他經濟
體的激烈競爭，應對社會人口高齡化、勞動力不
足等挑戰。不過，他認為香港仍有很多機遇和優
勢，他一定會帶領香港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並
深信香港的前景是光明、有活力、有競爭力和發
展蓬勃的。

李家超指出，中央政府大力支持香港發展經
濟，香港要發揮好 「一國兩制」下 「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發揮作為國內國際雙循環重要節點的角色，

參與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
路」等國家戰略，用好《內地與香港關於
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等措施，積極鞏固和落實 「十四五」規劃
下的 「八大中心」定位。

以北都為引擎擴大經濟容量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搶人才、留人才，

加強本地勞工培訓，釋放更多勞動力和提升勞工生
產力；也會繼續搶企業，加大招商引資，發展多元
經濟，支援中小企。除了鞏固傳統優勢產業，政府
會發掘新增長點，走產業化路線，推動創科、文化
創意、醫藥研發、中醫藥、新能源交通等新興產業
發展。中長期而言，政府會強化自身優勢，以北部
都會區為發展引擎，以產業導向作政策，繼續建地
造地，加強運輸建設，以投資拉動經濟，以基建驅
動發展，擴大經濟發展容量。

李家超在結語中表示，香港是大家共同的家園，
他接觸了很多市民，聽了很多意見，令他感動的是
香港人很熱愛香港，願意為香港付出，形容 「市民
振奮我的心」。他引述市民說，從不會因為為香
港做事而感到疲倦，只會因見到一些總是自我 「拆
台」 「唱衰」的人而感到心痛。他感謝熱愛這個家
園的每一位香港人，他們溫暖大家的心，不會讓
這些負面心態冷卻熱誠，破壞團結，挫敗意志。

「香港人經得起考驗、靈活、 『有橋』，每次都
轉危為機，變得更成功、更出眾。」李家超最後
說， 「我堅信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建設，我堅信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我堅信 『一國兩制』，我堅信
香港人。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包容共濟，我們
一定可以共同建立一個更美好的香港。」

特首馬不停蹄解畫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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