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鄭小萍 杜樂民 美術編輯：劉國光

2023年10月30日 星期一A2 施政報告要 聞 大公報fb

掃一掃 有片睇

資
源
分
配
需
有
優
次

三
領
域
佔
總
開
支
六
成

增加房屋供應 有序改善劏房

今年的施
政報告涵蓋範
圍廣泛，在資
源投放上既立
足長遠，謀劃香

港未來發展，同時
着力建立一個關愛共融社會， 「重
點仍然是放在醫療社福和教育」 。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訪問中誠懇地表
示，明白社會很多領域都希望有更
多資源分配，但始終特區政府要在
有限資源之下分配重點優次事項，
希望市民理解。

另一方面，積極推動中醫藥發
展是今年施政報告的一大亮點，
《大公報》早前亦推出多個探討中
醫藥發展的報道。李家超表示，中
醫藥是國家的寶藏，而發展中醫藥
是一個長遠的、久久為功的工程。

近年來，《大公報》關注弘揚中華
文化，關注中醫藥發展，先後推出多個
專題系列報道中醫藥發展的新路向，在
施政報告中得到了有力回應。 「中醫藥
是中國的寶藏。中醫既包括治療，調理
也很重要，平時吃的食療都是幫助我們
身體健康。」 李家超說，發展中醫藥是
一個很長遠的，久久為功的工程。

建數碼中藥平台共享共用
新一份施政報告繼續積極推動中醫

藥發展，提出會以政府中藥檢測中心為
平台，加快推動中藥信息化及數碼化並
促進共享共用，例如明年初完成構建
「數碼化中藥平台」 ，並開放作中藥鑒
別及教育用途。

同樣地，民間對於中醫藥服務的需
求愈來愈大，《大公報》報道，政府資
助的18區中醫藥診所一籌難求。當被問
及政府會否考慮增加名額時，李家超誠
懇地表示，政府分配資源最多的三個方
面分別是福利、醫療和教育，三領域支
出總和約佔政府總支出的60%。 「我有
15個局，如同我有15個子女，理論上如
果平均分配資源是每人十五分之一，即
是大約6.67%，但是我在這三個領域都
投入了20%，其實資源投入比其他多三
倍。」

他指出，政府需要考慮在有限資源
之下怎樣分配重點優次，而在諮詢期間
聽到不少意見後，他了解到大部分市民
仍然希望把重點放在福利、醫療和教育
三個方面。目前，政府在醫療方面的投
入已經比其他大部分領域更多，而政府
亦需要照顧其他方面，因此希望得到市
民的理解。

加快新藥審批帶動產業發展
香港的醫療體系是一項優勢。李家

超又說，施政報告還提出一些前瞻性措
施，因此施政報告提出成立 「香港藥物
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中心」 籌備辦公
室，邁向以 「第一層審批」 方式審批新
藥物和醫療器械的註冊申請，加快新藥
審批和臨床應用，帶動產業發展。在面
對老大難問題時，政府亦展現管治意
志，提出成立 「解決劏房問題」 工
作組，深入調研並提出解決方案。

特首專訪

大公報記者 義昊

《大公報》今
年5月推出沙頭角新

藍圖系列報道，引發特區政府各部門
高度重視。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
告中提出建設沙頭角文化旅遊區，由
明年1月起逐步開放沙頭角禁區（不包
括中英街）。被問到開放沙頭角禁區
的事宜，李家超說，港深雙方在有關
方面有很多接觸和溝通， 「在沙頭角
發展旅遊區是共識，我們只是如何共
同解決中英街。」 特區政府與深圳市
政府會共同研究香港沙頭角和深圳沙
頭角發展文化旅遊區的可行性，包括
研究讓兩地旅客更便利進出旅遊區的
安排。

深港共研拓沙頭角文旅遊
李家超強調，施政報告所寫的一

定會實行，希望將沙頭角發展成為旅
遊區。他續說，目前仍需要探討中英
街問題，中英街是兩地人民都可以經
過，但不是真真正正的口岸區，因為
「打開門必須確保風險可控」 ，他舉
例說，目前走私的問題仍然存在。
李家超希望運用科技的力量，例如運
用預先登記制度，以及應用人面識別
科技便利現時可進出中英街人士往
來。他說，港深雙方都有這方面的探
討， 「但是，我們要按部就班的，因
為（一旦）一蹴而就，有些新的風險
我們未必考慮得到。」

至於開放的時間表，李家超指
出，他是心急的人，他已經交代保安
局局長以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推動此
事。他強調，很多項目都很想盡快推
出，但需要分優次。他認為河套規劃

是首要項目， 「因為無科
技，就無未來。」

大公報記者吳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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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新生家庭

●向每名於10月25日起
在香港出生而其父或母
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新
生嬰兒，發放2萬元現
金獎勵，為期3年

●提升新生嬰兒家庭 「居
所貸款利息扣除」 或
「住宅租金稅項扣除」
的最高限額至12萬元

●推出 「家有初生優先選
樓計劃」 ，在每次出售
居屋及綠置居時，預留
10%單位讓有新生嬰兒
家庭抽籤及優先選樓

●推出 「家有初生優先配
屋計劃」 ，讓有新生嬰
兒家庭可提早一年獲編
配公屋

支援輔助生育

●醫管局在2024/25年度
起計5年內，逐步增加
體外受精治療輔助生育
服務名額，由每年
1100個增至1800個

●在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
稅下設立每年最多10萬
元輔助生育服務

資料來源：行政長官
2023年施政報告

「我希望很清晰地告訴社會，我
們鼓勵生育。」 出生率下跌及人口

老化等，是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普遍面對的問題。香港
的出生率持續處於低水平，此次施政報告中提出了一系列

鼓勵生育的政策，包括新生嬰兒獎勵金、提高與居所有關的稅
項扣除最高限額、資助出售單位優先安排、公屋優先安排等。數字

顯示，香港生育率持續多年不斷下跌至0.9%。「我們希望有2.1%的出
生率」 ，行政長官李家超對此表示，政府鼓勵生育的政策出台，雖然無
法立刻改變人們的想法，但也會逐步產生綜合性影響，具有引導性。

談到新出台的生育政策，李家超坦言，生育問題是很複雜的
問題，大家對於生育的想法也不一樣。人們做出的決定和生育意願

並不是完全取決於政府政策，但政府政策的確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力。

他指出，首先，這項政策並不只提供單一的金
錢獎勵，而且也包括了上樓的優先安排、免稅額
度的提高等，多元配合。另外，此次施政報告也

推出了支援輔助生育和育兒的的政策，
通過增加 「社區保姆」 和津貼等
支援措施，為有意願生育的

家庭減輕後顧之憂。
大公報記者
李天源

施政報告就股市
和樓市都提出相應

「減辣」 措施，不過市場有聲音認為減
少的 「辣度」 傾向保守。行政長官李家
超表示，施政報告推出調整樓市需求管
理措施，目的是希望市場健康發展，樓
價不會大上大落，同時讓市民了解清晰
的政策方向。日後會否撤辣會持續留意
市場發展。至於股市方面，李家超認
為，不能只看印花稅調整，政府有短中
長期措施推動股市流動性，包括極端天
氣下停市與否的安排。

冀樓價不會大上大落
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布，買家印花稅

（BSD）與新住宅印花稅（NRSD）稅
率，兩者均由原來15%，大幅下調至
7.5%，而額外印花稅（SSD）的適用
年期，由3年縮短至2年。另為吸引專才
落戶，合資格外來人才徵收辣稅方式，
由 「先徵後退」 改為 「先免後徵」 ，即
置業時暫免付稅，若其後未成為永久居
民，才需繳稅。

李家超指出，政府當年推出 「辣
招」 的目的是阻止炒家炒賣，希望市場
正常發展，並非要控制樓市。 「我們希
望樓市穩健地發展，健康地發展，因此
需要 『辣招』 穩定樓市。惟 『辣招』 是
需求管控措施，並非要永遠推行。」 他
表示，政府在平衡因素後，認為目前是

適當階段作出調整。
對於日後會否完全
「撤辣」 ，李家超表
示會持續留意市場發
展。
大公報記者吳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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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生育措施

深入調研

鼓勵生育
目標出生率2.1%

●我很感謝諮詢期
間很多意見讓我知道，民間社
會希望重點放在哪裏，仍然是
醫療、社福和教育。

● 在 多 方
面，同事們很用
心地做，令施政報告也變得
字數偏多，不過涵蓋面很廣
泛，也聚焦了某幾個重點，

所以是既有 「攻」也有
「防」。

●我們還有
老大難的問
題，我們要
表現出有管
治的意志。

● 中 醫 藥
是中國的寶

藏。中醫包括治
療，調理也很重
要，平時吃的食療
都是幫助我們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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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接受大公報及香港文匯報訪問。圖為特首
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李大宏親切握手。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大公報》今年5月推出沙頭角新藍圖系
列報道，引起特區政府各部門高度重視。

▼施政
報告提出
新生嬰兒獎
勵金等一系列
鼓勵生育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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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談施政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