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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在 2006 年勢頭強勁，多項指標反映經濟全面復甦。但新論壇的管治信心指數及

經濟信心指數同時發現，在經濟增長背後，香港社會兩極化日趨嚴重，深層矛盾有待來

屆行政長官用更大的力度化解，這包括： 
 

 近兩年雖然經濟有顯著改善，但管治信心指數持續下跌，反映管治問題並沒有因政

府換屆及經濟改善而獲得有效處理，而市民對政府的要求亦日趨嚴苛 

 經濟復甦，但基層市民仍然感受不到經濟好轉帶來的成果，收入兩極化日趨嚴重 

 市民認為貧富懸殊嚴重，營商機會被財團壟斷，公平競爭環境日漸消失，官商勾結

之說更是甚囂塵上。管治信心指數發現，市民對政府能“改善貧富懸殊＂、“提供

一個公平、避免壟斷的競爭環境＂、“避免官商勾結，利益輸送＂最缺乏信心，厭

商情緒正在滋長 

 市民多認為政府會聽大商家的意見，而認為政府會聆聽中產及基層市民聲音的受訪

者則愈來愈少 

 市民對經濟前景信心疲弱，對香港的宏觀經濟前景缺乏信心 
 
新論壇認為，未來的行政長官必須以最清醒的頭腦，深層了解香港社會經濟情況轉變帶

來的矛盾，加大力度，採取措施，積極回應。故此，新論壇以優化產業結構，擴大公民

參與，締造社會和諧，化解深層矛盾為主要的施政理念。要求新一任的行政長官，以香

港社會和諧發展為最主要目標，在 2005 年新論壇特首建議政綱的基礎上，重點提出六項

建議，讓各行政長官候選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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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行政長官選舉 

新論壇建議政綱撮要 

優化產業結構 擴大公民參與 締造社會和諧 化解深層矛盾 

1. 總結十年施政  優化特區管治  擴大公民參與 

 審視「一國兩制」在香港的十年實踐，就政府的施政進行全面的檢討； 

 深耕民主土壤，政府應積極推動培育熟悉中港兩地情況的政治人才； 

 強化諮詢組織，令組織能發揮政府與民間團體的中介作用，協助政府推動政策 

 下放更多地區事務的決策權力予區議會，建議成立獨立的區議會秘書處 

 

2. 成立經濟發展局  建立新經濟成長點  創造優質就業機會 
 檢討積極不干預政策，避免香港過份依賴四大支柱產業，並按基本法第 118 條規定，

鼓勵新興產業發展，為中層及基層人士提供優質就業機會； 

 參考新加坡經驗，成立經濟發展局，以自負盈虧，獨立核算方式，公開招聘專業人

士，發展推動經濟轉型項目，並由公務員隊伍借調適當人才，在非公務員制度下運

作，以透明的決策機制，配合靈活政策，推動及統籌策略性產業的發展，包括部分

私營機構不會經營的項目(如數碼港和迪士尼等)，並加強向海外吸引相關的外來投

資，作為新的經濟成長點； 

 提供稅務優惠，要求香港企業承擔更大的社會責任； 

 在部分行業制訂公平競爭法，維持公平的營商環境。 

 

3.  與內地關係：深化合作  發揮優勢 
 認清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把握十一五機遇，主動配合國內經濟發展； 

 檢討香港與內地各省市的溝通及協調機制，強化香港與鄰近城市的協作關係； 

 考慮設立內地事務局專責處理與內地協調事務； 

 繼續深化香港與珠三角鄰近城市及深圳的合作關係； 

 爭取內地部分與經濟發展有關的部委在港設立辦事處(包括中國人民銀行、中國證監

會和銀監會等)，為國家引入外來投資和技術，並幫助國家進一步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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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及人力發展：釐訂優次  提升質素 
 清楚釐訂教育改革工作的優先次序，集中處理一些關鍵問題，尤其是加強基礎教育，

提升學生的語文、創造和資訊科技的能力，並改善師資培訓； 

 進一步提升幼稚園教育質素，並應訂立時間表，為全面資助幼兒教育作準備；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應修改現時主要以學生人數資助大學開辦課程的做法，考慮以

特別的資助形式，資助院校開辦一些非主流的課程，以培養各方面的專業人才； 

 

5. 改善環境：建立可持續發展的文明之都 

 透過利潤管制計劃，針對中電和港燈的發電廠實施更嚴格的排放標準； 

 仿傚「無膠袋日」，每月一天實施「無私家車日」，鼓勵市民多用公共交通工具； 

 限制大型發展項目採用百分百地面覆蓋的「裙樓設計」，並減少新建樓宇密度，增加

路邊空氣的流通； 

 環保工業應視為環保基礎建設，引入稅務優惠 

 與內地制訂共同的環保標籤，促進環保工業跨境發展 

 

6.  締造和諧社會  保障基層生活質素 

 以「脫貧」取代「扶貧」作為社會服務及失業援助的理念，強調協助有需要人士自

力更生 

 關注跨代貧窮，考慮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援助，資助其子女參與課外活動及購買資訊

科技器材，讓低收入家庭的子女不會因經濟問題而失去學習的機會； 

 制訂一套以家庭為本的社會服務政策，以家庭作為服務單位，並發揮家庭的支援作

用； 

 進行醫療融資改革，考慮提供等級服務及收費，引入能者多付機制，擴大私營空間； 

 儘速成立中醫院，提供中醫臨牀教學，擴大中醫門診服務； 

 透過民間主導的方針，提供稅務及地積比率等優惠，鼓勵商界提供更多文藝表演場

地，並提升創意產業的文化內涵；確保中西文化共融，部署香港成為南中國南方的

文化重鎮。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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