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聚中層力量  維護整體利益

拓展六大產業措施應支持  民生重視不夠成隱憂

-- 新論壇初評 2009 年施政報告

2009 年 10 月 14 日

施政報告年年做﹐政策措施時時新﹐在金融海嘯一週年之際﹐行政長官曾

蔭權提出了以「群策創新天」為題的施政報告，圍繞香港未來重點拓展的六大產

業﹐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為香港今後的長遠發展﹐勾畫出更為清晰的藍

圖。但是﹐面對香港失業率高，中產對前景欠缺信心，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等問

題﹐該報告只是輕輕帶過﹐不免令人有顧此失彼的感覺﹐我們擔憂長此下去﹐

社會難以達致和諧安定。

    

活化千座工廠大廈措施有力

在維持四大傳統支柱產業的同時﹐根據香港經濟的特點﹐努力開拓新興的

六大重點產業﹐是社會各界（包括新論壇在內）的共識。我們很高興看到特區政

府對此有積極的回應﹐並在最新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拆牆鬆綁，提供土地，活化

原有工廠大廈的措施﹐也將為發展這些新興產業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當然，要產業發展成功，政府還要提供更大的政策誘因，建立產業集群，

並加強與國內的協作。然而，政府目前的產業政策，仍然無法擺脫積極不干預的

思維，純粹依靠市場運作，未必可讓產業政策達到政府預期的目標。另外，有個

別產業的發展，例如教育、醫療、檢證等等，必須爭取與國內最大的合作空間，

政府有必要提出更具體的措施，進一步加強與國內的協作互補，發揮香港的優

勢。

汲取海嘯教訓  重視金融安全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還總結了抗擊金融海嘯一年來的經驗﹐提出了加強

金融監管﹐重視金融安全的措施﹐我們認為這也是非常必要的。香港雖然經歷金

融海嘯衝擊而屹立不倒﹐但雷曼債券事件的教訓必須確實吸取﹐令監管更加嚴

密﹐體系更為完備﹐警鐘長鳴﹐金城永固﹐這樣才能真正穩固香港作為中國以

及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另外﹐密切與內地的金融合作﹐爭取中央支

持﹐進一步擴大人民幣業務﹐也應該是香港今後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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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回應民生及貧富懸殊加劇問題

不過﹐我們認為這份施政報告基本上是沿用過去的思維方式﹐守成有餘﹐創

新不足﹐還有很多未盡如人意之處﹐特別是對香港社會的民生問題依然重視不

夠,著墨不多﹐沒有積極回應中產和基層的訴求﹐令人有和現實社會脫節之感。

自金融海嘯以來，雖然政府提出「穩金融、撐企業、保就業」的措施，但最新一

季的失業率沒有下降，而專業人士失業率創新高達 3%。新論壇的第三季指數亦

發現，中產人士對自身的家庭經濟狀況評估頗為悲觀，只得 73.6 點。但施政報

告對中產人士的憂慮只是輕輕帶過，未能有效加強他們對前景的信心。

另外，目前香港社會貧富懸殊問題進一步加劇﹐據最新資料顯示﹐大約有

130多萬香港市民生活在貧困線之下﹐佔香港總體人口的近五分之一﹐政府前

幾年採取的「扶貧」措施的效果也不明顯﹐顯示政府必須以全新的思維和更有力

的做法﹐來解決這個難題。

當然﹐發展經濟﹑擴大就業是脫貧的根本途徑﹐但六大產業能否為基層人士

提供適合的職位，還是有待觀察，加上遠水和近火之間的矛盾﹐政府還是需要

採取相當的措施來予以緩解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否則﹐矛盾日積月累﹐勢必嚴重

爆發並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

回應主流民意推動政改

解決政制改革的問題，是特區政府其中一項重要挑戰。較早前新論壇的調查

發現，香港的主流民意，是不願意看到反對派有過於強硬的行為，並希望 2012

年的選舉可以進一步民主化，並透過年底的諮詢，就政制發展路線圖有表達意

見的機會。新論壇期望政府的諮詢，能有效回應市民的主流民意，推動香港的政

制發展，為凝聚社會發展共識及優化政府管治，奠下更雄厚的基礎。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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