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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對新一屆特區政府之施政建議  

2022 年 4 月  

 

前言：  

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即將舉行，本會非常關注新一屆特區政府的

施政方針，經深入討論後，現就香港管治、經濟、房屋及土地供應、

社福及人口政策、教育、醫療、文化藝術的範疇提出意見，冀望新一

屆行政長官及其組成班子，短期內訂立與內地及國際的通關路線圖，

確保香港實現「十四五」規劃之國家目標，鞏固香港的競爭優勢，以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保持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與領先城市地位。同時亦希望新一屆政府著力解決香港深

層次矛盾，增加房屋及土地供應，加速區域發展，讓市民得以安居樂

業。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的意見：  

1. 管治  

本會建議加強《香港國安法》及《基本法》教育，向社會灌輸

國家安全意識，為香港市民尤其年青人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在大、中、小學、幼兒教育等課程增加國民和公民教育、中國歷

史等素材。同時建議政府強化反腐倡廉工作，讓市民看到廉政公

署的功能，以及向外宣傳香港賴以為傲的法治精神、廉潔、自由、

民主、人權等價值。  

 

為維護國家安全及香港繁榮穩定，香港必須加快推動《基本法》

第 23 條立法。此外，建議政府恢復中央政策組及策略發展委員會，

邀請更多專業人士加入政府諮詢委員會，凝聚專業力量之餘，亦為

政府提供專業意見。  

 

 公務員方面，建議適當地簡化公務員工作程序，加強績效管理，

提升公務員辦事效率。同時，建議重設新聞統籌員，加強特首與

傳媒的溝通和合作，令政策訊息能統一、準確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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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  

為確保香港能成功實現「十四五」規劃之國家目標，持續保持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與領先城市地位，建議政府爭取與內地及國際

通關，以加快重建香港相關產業價值，確保香港在國際競爭中的堅

實基礎，若短期未能與內地通關，建議可先與國際通關，取消現時

對多個國家實施的熔斷機制。  

 

人才方面，建議繼續加強吸引外資政策及加強投資推廣署的功

能，配合及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發展策略，推廣香港的同時也

推廣大灣區，提升協同效應。建議政府從兩方面吸納優才，除了吸

引本地人才留港發展外，亦要加強吸納及凝聚更多國際人才來港

工作，壯大香港的人才庫，以增加各方面的競爭力。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已指定香港為國際法律服

務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繼續鞏固香港國際

法律及仲裁地位。  

 

創新科技方面，建議新㇐屆政府加快與應用創新科技相關的立

法程序，例如互聯網金融、自動駕駛汽車、虛擬貨幣等，讓港人跟

上科技時代的巨輪。此外，建議從架構上壯大創新及科技局，將現

有政府架構下與創新或科技有關的部門（如通訊辦、創新辦、創意

辦、大學科硏及大學科研商品化、天文台、科學館等）都納入創科

局。  

 

金融服務方面，建議政府建立一套碳審計、碳強度標準的系統

及數據庫，確保未來基礎設施促進市民日常生活低碳化。同時積極

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及健全法律制度，配合及互補內地幾

個碳排放交易中心的功能，在港建立國際及亞太區碳排放交易中

心。此外，建議鼓勵創投及風投以更靈活的募資模式進行，確保香

港醫療科技創投的規則和慣例能反映全球趨勢，使資本和醫療科

技創新活動無縫接軌。政府亦應探索香港發展伊斯蘭金融市場，為

國際及國家的穆斯林同胞提供有效債股資本市場，幫助伊斯蘭企

業以及配合「一帶一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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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各行各業特別是飲食業、旅遊業、零售

業遭打擊甚深，期望政府預留更多資金支援有關行業，助他們渡過

難關。  

 

3. 房屋及土地供應  

建議政府積極建立土地儲備，擔起主要發展角色，最少貢獻本

港七成發展，其餘三成供私人發展。  

 

除了積極填海造地，繼續建設北部都會區，政府亦應考慮釋放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生態價值不高的土地作建屋之用，檢視郊野公

園及特別地區的土地狀況，以及檢討全港土地使用總面積的比例。

同時亦建議政府審慎規劃舊區重建，修葺並拆卸重建日久失修的

舊樓，改善市區居民的生活質素。本會亦支持開發棕地，期望多管

齊下，增加土地供應。  

 

香港的土地及房屋發展效率低，發展流程漫長，建議政府盡快

改善及縮短基建工程發展項目的審批程序。此外，政府可善用創新

科技，大數據平台等，提升覓地建屋的速度和減低成本。亦建議優

化及強化公私營發展模式，以吸引私人發展商參與合作。  

 

本會建議政府在疫情後將部分社區隔離設施及方艙醫院改裝

為過渡性房屋，盡快解決困擾香港數十年的「籠屋」、「劏房」問題。  

 

建議政府設立專班，要求各政策局在研究政策範疇時，以「十

四五規劃」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為政策導向，如訂立「五年」規劃、

設立副司長級別的領導和相關專責部門，以加速區域發展。  

 

4. 社福及人口政策  

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建議政府加強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的功能，

及早規劃人力資源需求，制定長遠人口政策及人力資源發展策略，

以配合國家和香港長遠發展需要。  

 

5. 教育  

建議新一屆政府設立青年發展局，以制定和協調針對青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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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政策，當中包括制定青年向上流動的策略、職業發展機會等。亦

建議政府訂立政策吸引海外大學的香港留學生畢業後回港發展。  

 

此外，建議恢復制服團隊委員會，透過提供一系列的活動，培

養成員的紀律和守法精神，從小培育愛國愛港的接班人。同時，建

議恢復早年設立的家長教育導向委員會，幫助家長建立親子關係，

及加強家長與學校的合作。教育局應制訂有關兒童、青少年國民教

育、憲法及《基本法》的資料，供家長參考，與學校配合教育子女

正確的國家觀、價值觀。  

 

6. 醫療  

建議政府擴大公私營醫療系統的協作模式，增加公營醫院輪候

重災區的眼科、骨科、精神料的公私營協作，如政府給予手術輪候

者津貼，私家醫生則以優惠價格收取手術費，以縮短手術輪候期，

紓緩公私營醫療服務失衡現象。  

 

此外，建議徹底改善超負荷的公營醫療體系問題，增撥資源改

善公營醫療服務及效率。同時應提升醫療硬件，回歸前平均 3 年建

一間醫院，但過去 25 年本港只建了兩間新醫院，過去 10 年亦只

增加了 1000 張床位，遠遠追不上社會發展的需求。  

 

本會認為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在基層醫療及長期護理，設立更

多地區康健中心，加強醫福社合作，減輕專科及醫院服務的負擔，

令醫療資源用得其所。  

 

本港目前有約 1.5 萬名西醫及 1 萬名中醫，中醫只提供不足 2

成醫療服務，必須善用這方面的資源。建議政府鼓勵更多院校在西

醫護士課程中加入適當的中醫護士課程，提升中醫護士的待遇。  

 

香港 9 成的病人都集中在公營醫院就醫，但公營醫院醫生僅佔

全港醫生一半不到，所匹配的人口比例嚴重失衡。既然立法會已通

過《2021 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另闢免試路徑引入外地

醫生，專資會敦促政府加快落實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以補充人手。

此外，建議以「錢跟病人走」的形式，為選擇到私家醫生求診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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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提供津貼，有助解決病人分配失衡的現象。  

 

7. 文化藝術  

中央政府「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建議特區政府就此擬定行動綱領，增加文化藝術表

演設施，帶頭將藝術普及化，深化市民認識文化藝術的重要性，以

致提升社會及個人包容性，以及對他人的理解及尊重，以符合香港

作為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之政策。  

 

建議政府設立文化藝術體育局，統籌有關文化、藝術及體育之

事宜，推進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並推展本港體育

事業，在精英化、盛事化和普及化外，更向專業化和產業化的方向

發展。  

 

建議善用 M+等場地進行表演藝術活動，讓香港擁有屬於自己

的劇目，呈現香港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也同時鼓勵年輕人參與創

作及表演。  

 

現時小型製作室是大勢所趨，政府應支持及鼓勵於大灣區建立

藝術工作室及支援網絡，年輕人及小型創作室可互相配對，參與更

大型的創作。政府亦應支持本地的畫廊及本地藝術家，安排更多與

內地交流的文化活動。同時，建議新一屆特區政府在合適的部門內

設立恆常職級編制，作為香港藝術家和藝術團體的窗口，統一協助

與內地相關部門跟進申請內地批文和簽證等事宜，促進兩地藝術

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