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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9 月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本年八月底，通過了關於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兩項基本法附件修正案，標誌著 2012

年香港的政改方案法律程序已經完成，使香港民主發展邁出

的重要一步。本會認為，政改「五部曲」完成之後，特區政

府應與社會各界集中精力，聯手致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特別是針對市民的住屋需求，以及協助青年向上流動等課題

上，應提出有效的建議惠及市民，讓普羅市民均可享受經濟

繁榮帶來的成果。本會政治及公共行政委員會，就香港的經

濟和民生議題進行深入討論和研究之後，現提出如下建議，

期望行政長官在制定本年度施政報告時，能參考本會的意

見。  

 

一 ． 復 建 適 量 居 屋  

「安居樂業」是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是維持社會穩定和諧的

基石。鑑於自置居所有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的作用，並顧及市

民自置居所困難的現實，本會促請特區政府重新制訂「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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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策略」，每年檢視新增人口和家庭的數目、樓宇空置率、

樓宇成交量、樓價與家庭收入走勢等因素，規劃出租公屋、

居屋，以及不同類型和面積的私營房屋數量，按需要定期拍

賣土地，以穩定樓價和滿足市民置業的願望。我們又建議政

府研究各類協助市民置業的方法，確保中等入息的市民，均

有能力置業安居。針對收入或資產已超出入住公屋資格、並

無足夠財力置業的市民，本會建議政府考慮重新啟動「居者

有其屋」計劃，按當時的樓宇供求狀況，決定居屋的數量。  

 

二 ． 政 府 主 動 賣 地  

本會認為，私營房屋的價格取決於建屋成本和供求比例。房

屋與其他商品不同，既是民生之本，亦是投資產品。現行的

勾地政策，任由地產發展商主導房屋的供應量，是導致供求

失衡的主要原因，加上流動資金和低息環境的推波助瀾，令

樓價飈升。由於政府直接操控房屋供應的要素—土地，故政

府有責任透過主動調控土地供應，確保供求平衡，從而保障

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因此本會建議，重新考慮主動賣地，

並檢討勾地表制度；我們相信，政府透過積極調控土地供應

和房屋規劃，可確保各階層的市民均有能力置業安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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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社會中流砥柱的中產人士。  

 

三 ． 取 消 高 齡 津 貼 的 離 港 限 制  

在內地居住的六十五歲以上長者約有九萬人，佔長者人口差

不多一成。但據悉，近年在內地定居長者申請回港的人數逐

年上升，這可能與經濟原因有關。本港約有五十萬名長者每

月領取一千元俗稱生果金的高齡津貼。申請者要全年在港居

住不少於九十天才符合基本申領資格，事實上，過去五年，

共有約一萬名長者因居住時間不符合規定而被當局取消生

果金。為了讓長者能在內地領取生果金，減輕他們的經濟負

擔，本會建議政府取消生果金離港限制，容許在內地居住的

長者，仍然可以享有生果金的福利；而為防範詐騙領取生果

金，建議設立適當的稽核機制。  

 

四 ． 放 寬 兒 童 發 展 基 金 的 申 請 資 格  

政府設立兒童發展基金的目的，是促進弱勢家庭兒童的長遠

發展，減少跨代貧窮。雖然政府設立了「兒童發展基金」，

而受惠兒童的名額，在今年亦增加至 1,500 個，但相對於一

眾貧困兒童，受惠人數始終有限；加上該基金要求兒童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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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性的固定儲蓄，而貧困家庭的收入本已屬微薄，在扣除生

活各項開支後，餘款所剩無幾，故儲蓄對他們來說實有困

難。因此，本會建議放寬弱勢兒童的申請資格，按每名參與

兒童的實際情況，制訂支援措施，以改善他們的生活並切合

他們教育需要。  

 

五 ． 制 訂 科 研 成 果 商 品 化 策 略  

雖然香港先後設立數碼港、科技園、應用科技研究院、創新

科技基金，甚至推出 180 億元的大學研究基金，但政府在推

動科研方面仍是乏力、苦無良策。目前高等院校以基礎科研

為主，只有少數的科研成果能成功轉化為商品，加上香港企

業資源有限，未能作長遠、且具風險的科研投資，而政府也

沒有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的策略，以致許多高等院校的科研

成果，未能在社會獲得應用，而研究資源也白白地耗用。就

此，本會建議政府投入資源協助企業、學界和研究機構，把

科研轉化為商品，以促進科技的應用，確保科研為香港社會

所用。  

 

此外，政府去年成立的 180 億元研究基金，政府期望透過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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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賺取的投資收益，用作研究用途，而研資局則負責甄選

研究項目。但目前主要讓學界申請研究經費，本會建議開放

該基金的申請資格，讓企業也可提出申請，從而鼓勵企業參

與研發工作。  

 

六 ． 增 加 大 學 資 助 學 額  

在面對全球一體化的形勢下，香港要發展為知識型的國際都

市，必須要增強人口綜合競爭力，提升整體人口的學歷，配

合知識型經濟發展。但升讀本地大學的 14,500 個資助學額指

標，由 1994 年至今並沒有改變，反映特區政府在提升青少

年學歷方面，可以有更大的承擔。就此，本會重申，政府不

應再持守 14,500 個資助學額，應盡快增加資助學額，讓有能

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獲得公帑資助升讀本地大學。  

 

七 ． 專 上 學 生 暑 期 實 習 計 劃  

每年暑假專上學生均積極參與暑期實習，獲取寶貴的工作經

驗；為了鼓勵更多大學生善用暑假，建議政府撥出資源，推

動專上學生暑期實習計劃，藉此擴闊學生的視野，增加他們

的歷練，從而提升就業前景，協助他們為投入社會工作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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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準備。本會建議政府參考「大學畢業生實習計劃」的

做法，訂出每年的學生實習名額，而為鼓勵企業提供實習職

位，僱主每聘請一名實習生，可獲政府培訓津貼；而實習地

方不限於香港，可以是內地甚至外國，讓學生在專上學院和

大學畢業之前，建立更廣的社會網絡，以助未來事業發展。

此外，政府應鼓勵各行各業企業提供假期工作實習的機會，

讓年青一代能擴闊視野，加強向上流動的能力。  

 

八 ． 大 專 師 友 計 劃  

大部份來自較高收入家庭的學生，已獲得頗好的栽培機會，

但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獲得的培育機會卻相對較少，這難

免影響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而教育始終是協助個人向上流

動的主要途徑之一，因此，政府應向弱勢學生提供更多培訓

資源，以增加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本會建議在大專推行「師

友」計劃，由政府牽頭推動組織工商界和專業人士、嬰兒潮

年代的退休人士，向專上學生（特別是家庭支援較薄弱的學

生）分享人生以及工作經驗，並在適當的時候協助學生規劃

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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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支 援 青 年 創 業  

創業是改善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途徑之一，但不少青年礙於

開業資本、家庭負擔及償還學生貸款等因素，而無法付諸實

行。因此，本會建議政府成立「青年創業招商中心」，由政

府成立網頁，提供有意提供創業基金的企業的名單，並鼓勵

有創業但缺乏資金的青年及有興趣的投資者或機構代表登

記，並由政府擔當中間人的角色，讓有興趣的企業可直接與

青年洽談合作的可能性。  

 

十 ． 降 低 學 生 貸 款 息 率  

目前政府透過多項貸款計劃向專上學生提供資助和貸款，幫

助他們減輕就學時遇上的經濟困難，但現時免入息審查貸款

計劃下，政府基於無所損益的原則，在利率上另加 1.5%風險

調整系數，以抵銷政府為學生提供無抵押貸款的風險，此舉

無疑加重學生的經濟負擔。為紓解學生的息率負擔，建議政

府取消 1.5%風險調整系數。  

 

十 一 ． 資 助 學 校 老 師 往 內 地 考 察 和 交 流  

中小學基礎課程的學習宗旨之一，是培養香港學生國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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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為此，特區政府應鼓勵學校老師培養對國家的情懷，

老師若能附以親身體會、感受與理解，可讓他們對國家民族

有更深刻的理解和體會，並能把中國文化與歷史薪火相傳。

行政長官去年已承諾深化國民教育，本會進一步建議政府撥

出資源，資助學校老師往內地進行各項學習、交流和考察活

動，期望老師能透過有關活動，加深對國家發展的認識，和

培養對國家的歸屬感。  

 

十 二 ． 加 強 智 障 幼 童 的 學 前 教 育 服 務  

就智障學生的離校安排，教育局今年起容許智障兒童學校以

專業自決，讓在有合理原因下長期缺課、學習受重大干擾，

以及有嚴重適應困難共三類學生延長留校期，換句話，即取

消智障學生「十八歲須離校」的規定，確保所有智障學生完

成整個十二年的學習階段。然而，原來英國和美國加州為智

障學童提供的教育年期較香港為長，有些甚至把入學年齡訂

為三歲。本會建議，特區政府應加強智障及學習障礙幼童的

學前教育，甚至考慮延長智障學童的就學年期，並向下延

展，讓已評估為智障及學習障礙的幼童，及早獲得適切的學

前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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