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民聯對 2019 年《施政報告》30 項重點建議 
 

一、 營商環境和企業支援 
 
1. 開放港資企業進入經貿合作區 

 設立「海外拓展支援基金」，以配對形式提供資助，並由特區政府提供擔保，

鼓勵本地銀行向進軍國家在「一帶一路」沿線建立的經貿合作區的香港企業提

供融資。 

 游說中央為投資經貿合作區的港商提供與內企同等的待遇，為從經貿合作區出

口到內地的貨品提供關稅減免，或簡化清關程序等便利措施。 

 
2. 進一步把「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擔保提高 

 財政司司長在上星期宣布將推出新計劃，為微小和經營年期尚淺的企業提供九

成信貸擔保，但至今未有細節。建議把九成信貸擔保涵蓋全部企業，同時全數

豁免擔保年費。 

 
3. 放寬金融管理局利率、壓力測試和銀行準備金率的要求 

 就這些方面進行全盤檢討，如考慮把銀行準備金率下調，加強銀行資金流動，

讓企業從銀行獲得更寬鬆的貸款。 

 
4. 優化出口信用保險，應對外圍挑戰 

 為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的投保企業提供更大保費折扣，進一步加大承保額和付

貨前保障，把特別支援措施的適用範圍擴大至非「小營業額保單」的保戶和美

國以外其他海外市場的買家，加強保障香港出口商。 

 

二、 提升環境質素，惠澤地區民生 
 
5. 「聯廈聯管」先導計劃 

 參考「樓宇更新大行動」及「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注資20億元成立基金推

動「聯廈聯管」先導計劃，安排物業公司管理相鄰的「三無大廈」。 

 
6. 完善「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完善「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同時應降低計劃的資助門檻、調高資助比例、

簡化及加快相關程序，如有需要亦應考慮是否再度注資，從而確保全港升降

機的安全。 

 
7. 盡快開展重建舊公共屋邨 

 盡快開展重建舊公共屋邨的程序和簡化手續，就房屋委員會曾研究過重建的

舊公共屋邨及相關地段進行規劃，以解決土地問題，善用土地。 

 
8. 加快舊區重建速度和力度，放寬地積比，維持政府決定土地用途的主動權 

 向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增撥資源，加快舊區重建速度和力度；放寬市區（如



 

九龍塘及啓德）住宅及商業用地的地積比。 

 

三、 全速推動智慧城市 
 
9. 發展一站式電子政務平台 

 參考內地城市（如杭州市民之家）的經驗，發展集合多個部門的一站式電子

政務和辦事平台，以及手機應用程式，容許多種電子錢包支付，免卻市民「跑

部門」的麻煩。 

 
10. 籌備《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 

 盡快籌備制訂《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吸納民間的意見，並就《香港智慧

城市藍圖》相關主要政策措施的輕重緩急訂立落實的次序和時間表。 

 

四、 創科和「再工業化」 
 
11. 盡快推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 

 調升政府與企業投入的比例至 1:1，容許同步進行多於一個受資助項目，以及

容許境外生產線獲資助，以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12. 盡快落實檢討《稅務條例》第 39E 條和 16EC 條 

 讓港企就免費提供予內地使用的機器及工業裝置，以及港企提供知識產權予

另一方作生產其銷售產品的安排，即使知識產權全部或主要在境外使用，仍

可獲得扣稅。 

 

五、 教育和青年發展 
 
13. 檢討中學通識教育科，加強教師培訓 

 修改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內容及評估方法，把通識教育科改為選修科、取消必

考題以及把評分制度改為及格和不及格，並加強教師培訓，落實專科專教。 

 
14. 深化和細化香港與內地／海外青年的交流計劃，提供實習機會 

 進一步深化和細化現有交流／實習計劃，與更多國際和內地知名機構合作，

尋求提供更多具有特色和深度的實習崗位，增強青年人的競爭力。 

 

六、 中產和社會福利 
 
15. 拓展銀髮經濟 

 成立專責小組研究拓展銀髮經濟，增設「銀髮創業基金」，並為有意續聘已達

60歲或以上長者的僱主提供薪酬補貼。 

 
16. 強化長者和學生福利 

 將目前「長者醫療券」及「2元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的受惠門檻降低至60



 

歲，並擴大「2元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至全日制學生。 

 

七、 金融業發展 
 
17. 全數豁免證監會牌照年費 

 因應市況受局勢不明影響，交投淡靜，應全數豁免證監會所收的牌照年費。 

 
18. 非常時期，不宜收緊管制 

 暫援執行任何會加重券商經營成本的新規定，如限制券商孖展貸款上限及調

高最低流動資金要求。 

 
19. 進一步完善兩地的互聯互通項目 

 如盡快實施「南向通」、「ETF 通」及「新股通」，以迎合不同投資者的需要；

積極開發更多新金融產品，如推出更多與 A 股掛鈎的衍生產品，爭取將上海

科創版納入「滬股通」。 

 

八、 大灣區協作與「一帶一路」 

 
20. 構建「兩園兩城」 

 建設「香港青年創業園」、「香港創科園」、「香港商業城」及「香港長者生活

城」，把握灣區機遇。 

 
21. 探討開放港澳車輛進入內地，開放更多口岸落實全日通關 

 進一步完善人貨通關安排，與廣東省政府探討開放更多口岸作 24 小時通關之

用；增加粵港商務車車牌配額，並加快放寬港人申請駕車通過港珠澳大橋進入

大灣區。 

 

九、 旅遊業發展 
 
22.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旅遊一體化，建造世界級旅遊區 

 在「一橋一鐵」通車帶動下，與粵澳政府在不同的客源市場，共同發揮區內

「一程多站」的旅遊優勢及建立大灣區旅遊品牌。 

 
23. 與珠海、澳門政府合辦「港珠澳大橋國際單車邀請賽」，提升「盛事之都」吸引力 

 與珠海、澳門政府合辦「港珠澳大橋國際單車邀請賽」，將港珠澳大橋通車

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年度盛事，藉此打響大灣區的國際知名度。 

 

十、 交通、物流和基建 
 
24. 盡快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 

 配合正在進行的《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更新研究，

盡快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制訂一套全面綜合的交通基建發展策略 



 

 
25. 加快推展「水上的士」服務，完善東西九龍及啟德發展區一帶的交通連接 

 增加往返市區與啟德發展區的環保公共交通服務，例如環保巴士、環保小型

巴士等作為臨時交通措施，並加快推展「水上的士」服務。 

 

十一、 土地資源和規劃發展 
 
26. 檢討《規劃標準與準則》 

 檢討《規劃標準與準則》的各項要求，並按各區的人口年齡和收入分布，彈

性處理各項設施的發展，切合社區需要。 

 
27. 設立「災難應變援助基金」，並完善樹木、渠務和斜坡管理 

 在香港發生大型自然或人為災難時，能撥出資源作應急之用，以幫助社會盡

快恢復穩定，並完善樹木、。 

 
28. 撥款 100 億元作為改善水質的基礎性投入資金 

 加大力度落實改善維港水質的措施，及從速制訂一個專為本港海港而設的水

質指標，並定期公佈水質檢驗結果，還市民碧海和清新社區、實現親水文化。 

 

十二、 完善醫療制度 

 
29. 資助病人購買罕見疾病藥物 

 每年撥出 3 億元，為患有罕見疾病的病人分擔藥費。 

 
十三、 推進環保政策 

 
30. 擴大有機資源回收 

 加快第三期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的興建進度，為更多有機資源回收中心進行選

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