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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長官曾蔭權發表了他連任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它以《香港新方向》為標

題，以十大基建及鞏固國際金融中心為經濟發展主題，伴隨着改善民生和發展民

主等重點，頗有為香港回歸後第二個十年定調的味道。 
 
 客觀來說，這份報告提出的上述措施，是繼承了香港回歸十年來建設的成

就，在繼往開來的基礎上，對今後的香港的全面發展，有許多新的思路和新的突

破。尤其是該施政報告在發展基建、促進金融、強化教育、加強環保以及提升文

化建設等範疇，均採納了新論壇的相關意見和建議，新論壇表示讚賞和支持。 
 
大興基建繁榮經濟 
 
 政府運用大興基建的手段來繁榮經濟，是世界上大多數國家和地區促進經濟

發展最常見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特區成立不久，由於遇到了金融風暴的衝

擊，香港經濟陷入低迷，當時的特區政府也是提出了要運用上千億港元來發展基

建，希望刺激經濟，擴大就業，緩解困境。如今，曾特首在其連任的第一年，就

提出來包括港珠澳大橋在內多個大型跨境基建工程，以打通香港內外交通和完善

香港與珠三角的聯繫。同時，也啟動西九文化區等多個都市發展計劃的建設，從

內到外，從點到面，全力構建一個嶄新的國際大都市。雖然這些項目以前都在規

劃之中，市民耳熟能詳，但集中起來放在一張藍圖上，顯示特區政府的決心和承

擔，可以讓市民更加清晰地了解到未來香港基建的方向和將來的成果，以增強社

會的信心。 
 
居安思危慎防經濟泡沫 
 
 不過，藍圖好畫，但落實不易。細想這十大基建就可以發現，除了南港島線、

沙田至中環線等少數幾個香港內部的鐵路、公路項目有建成的時間表，其他項

目，特別是跨境的基建，都只是剛剛開頭，未來在建設過程之中，肯定還會遇到

許多困難甚至波折。因此，我們希望特區政府今後要以務實的精神和嚴謹的科學

態度，積極爭取中央政府的支持，和鄰近的廣東省、深圳市等內地政府部門加強

合作，制定出切身可行的建設時間表，使這些美好的藍圖盡快落實，讓港人夢想

成真。 
 
 另外，該報告在對未來經濟發展的看法方面，我們認為是「樂觀有餘，危機

意識不足」。在施政報告中，如何居安思危，特別是如何防止出現經濟泡沫的措

施，以及在高通脹的情況下如何改善民生等等，就幾乎看不到。事實上，儘管香



港經濟表面上進入增長軌道，股市暢旺，樓市活躍，一片繁華景象。但社會很多

有識之士均指出，在繁榮的外表下，依然潛伏着重重危機，中低層市民未能分享

經濟成果，傳統的高地價政策導致了租金過高，企業經營成本飆升，中小企業生

存困難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這些都需要我們用長遠和發展的眼光，

及早發動全社會進行研究討論，凝聚共識並尋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法，為新的十年

的騰飛奠定良好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