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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題為「香港新方向」的施政報告，提出「進步發展觀」

的三項堅持: 堅持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堅持發展必須是可持續、平衡和多元

的發展；堅持必須能達至社會和諧、讓不同階層的市民可以分享到發展成果。 

 

筆者認為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應是同樣重要的目標，所以首項堅持應改為

「以經濟及社會發展為首要目標」，第二及第三項堅持能列出經濟及社會發展的

目標和方向，值得肯定。然而，我們以這兩目標為量度標準，今次施政報告提出

的政策並未能達標。一來施政報告並未有多元的發展策略，二是政策利益仍然偏

向富有階層，所以基層市民仍然未能分享發展成果，社會和諧的目標將無法達到。 

 

首先，施政報告提出的「新」方向是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但這策略並不新

鮮，七十年代的十年建屋計劃與新市鎮發展、九十年代新機場的玫瑰園計劃均是

例子。由於現時大型基建項目必須進行國際投標，中標者不少是海外的跨國承建

商，聘請多是海外的工程技術人員，工程中採用多是大型的建造機械，不少更將

土木工程的工序外判成為預製件在海外製造，所以大型基建得益主要是大型承建

商，能否為本地勞工帶來如從前的效果，實屬疑問，。其實，相對大型基建，小

型的基建項目如康體設施、公園、圖書館等以及社區的改善工程可能更直接令本

地建造工人得益。 

 

其次，報告對香港的未來經濟發展未能提出真正多元路向，我們的產業結構

仍過於單一放在金融業，今次提出所謂的新方向，是以發展基建帶動經濟發展，

金融加上基建未能提供足夠的職位尤其是大量低學歷低技術的婦女及青年勞

工。對於可以吸納較多這類勞工的物流業以及旅遊業，施政報告並沒有提出明確

的發展方向，如何面對深圳及澳門愈來愈明顯的競爭，只提到西九文化區、東九

郵輪碼頭等舊有的項目，物流及旅遊業仍未有長遠的發展方向。 

 

對於今年的施政報告，由於有五年的任期、有足裕的財政、有中央的祝福，



市民期望特首能提出切實的施政方針與政策去解決香港長期面對的問題，包括經

濟發展策略、在職貧窮、長者退休及醫療保障等等問題。可惜施政報告對這些重

要的課題卻採取避重就輕的態度，只羅列及加強一些現行政策如擴大再培訓或提

出一些如「長者醫療券」亮麗但屬小修小補的措施。 

 

施政報告提出若工資保障運動未如理想，可能會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年為保安

員和清潔工立法推行最低工資，這是向最低工資立法邁進了一步，令在職貧窮問

題有望解決。但勞工界期望能擴大立法保障範圍，筆者認為除了保安及清潔，應

起碼加上餐飲業的員工。 

 

對於一些重要及宏觀的社會政策，例如長者貧窮問題，全民退休保障，以及

醫療融資問題，施政報告均未提出具體的方向和政策。未有觸及這些政策的主要

原因可能是有關政策涉及的財政金額很大，但另一方面，政府在稅制方面卻降低

了薪俸稅標準稅率與利得稅半個百分點，每年少收的稅收達五十億元。今年要按

薪俸稅標準稅率只有全港收入最高的 5000人，其年薪超過 275萬元，所以今年

施政報告政策最大的得益者是全港最富有的人士及財團，可見施政報告實質分配

的結果並不平衡。經濟不多元、分配不平衡，社會那能和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