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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本港

融入國家發展
港三方面加速推進

「ZZ」系列車牌 最快本月分配
運輸署昨透過社交平台表示，預計

本月至下月開始分配「ZZ」系列的傳統
車牌號碼。當「ZZ」系列用完後，會由
「WA」系列起，按反向字母系列順序重
新分配之前已交回署方，但未再編配給
任何車輛的傳統車牌號碼，即先依次分
配「WA」至「WZ」，再分配「VA」至
「VZ」，之後是「UA」至「UZ」系列
等，並已完成更新電腦分配系統配合有
關安排。運輸署指，至今約有300萬個
該類未再分配的傳統車牌號碼，預計可
滿足未來約20年需要。

根據現行傳統車牌號碼分配系統，
除部分前綴英文字母系列被保留予特定

用途，運輸署一直按「AA」至「ZZ」字
母系列順序分配，尾隨數字則由電腦系
統隨機抽取及編配至登記車輛。根據
《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
登記車主須按法例指明的格式，在車上
展示配予該車的車牌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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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玉菡在電視節目表示，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各式各
樣社福需求很大，恒常開支已要累減7%，看不到有空間

可再額外調整，故若需進一步調整開支，只能針對非恒常開
支，包括財委會2020年批出200億元額度以購買物業用作社
福用途。其中署方僅用約2.4億元，而相關開支額度列明只可
用來購買物業，不能改撥給社福機構，但可考慮以更有創意方
法處理以善用資源。

他解釋，長者及兒童服務要購置一些地下或低層單位，以
設置相關設施，但低層單位較難購入，倒不如想方法「騰籠換
鳥」以節省成本，例如低層單位適合作長者或兒童設施，但過
往較難買入；而現存有青年或家庭設施位於低層，可做轉換安
排，將低層騰空予長者或兒童設施，購入較便宜的高層單位作
青年或家庭用途。

另一個方法是延長社福機構儲備回撥政府的年期至5或6
年，令它們在削支後期有更多儲備應對，孫玉菡解釋除現時
40多億元儲備外，社福機構還有額外近40億元屬公積金或備
存人手等的儲備，「當然這額外的40億不是全部可用，如屬
應付但未付款項則不能使用，但其中相信有相當部分可以使
用，但要計算清楚，（兩筆儲備）加起來不止40億，可能是
50、60億。」，政府願意為此「拆牆鬆綁」。

高才通續簽料次季起現高峰

此外，首批透過高才通計劃來港人士今年將陸續需要續
簽，孫玉菡昨指，截至1月底有300多個簽證/註到期要續簽，
但數目太少，不能貿然視作續簽與不續簽的申請數據，但指該
300多個到期簽證/註的情況與預期相若，並形容情況滿意和樂
觀，而續簽高峰期會於今年第二季左右開始出現。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至2027/28年度累計要
減7%政府開支，全港170多間社福機構要削減一筆
過撥款。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直言，一旦有
需要調整社福開支，社福恒常開支已沒有額外調整
空間，故需從非恒常開支入手，包括研究以創新方
法運用立法會財委會批出的200億購置物業款項。
對社福機構有額外近40億元屬公積金或備存人手等
儲備，政府願意為此「拆牆鬆綁」。

■香港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體之一。
資料圖片

■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問題，社
福需求龐大。 資料圖片

國務院總理李強上周三在政府工作報
告提出，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
展，又在港澳部分提到「深化國際交往合
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為緊扣國
家發展方向與路徑，圍繞中央政府擘畫的
未來工作重點，香港在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時，須循三方面加速推進，包括加速
推動科技創新與應用創新；以創新模式讓
市場釋放消費潛力鞏固內部需求；以及加
強深化國際交往合作。

陳茂波昨於網誌指，須循三方面加速
推進自身發展工作，第一加速推動科技創
新與應用創新，以增強經濟動力和提升發
展質量。過程中香港要堅持推動傳統產業
改造升級和開闢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
業新賽道並重，更好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功能，透過金融市場高效資金配置，為
香港的科創發展、科創企業和產業集群注
入更多新動能。

第二透過「打造體驗、確立主題」，
以創新模式讓市場釋放消費潛力，以支持
鞏固內部需求和提振消費；第三加強深化
國際交往合作，抓緊機遇，透過立足本
地、聯動灣區、拓展國際的策略，加大力
度深化國際交往合作。鞏固與傳統市場合

作，開拓新興市場的聯繫。

擔當全球市場「聯繫人」

此外，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日前在
社交平台發帖指，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港
澳要「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署方會繼續
積極推廣香港國際化優勢，包括擔當內地
與全球市場的「聯繫人」，鞏固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橋樑作用；作
為「引水渠」，促進人才、資金、技術等
自由流通；做規則「示範區」，助力大灣
區在法治、金融監管、科技創新等領域與
國際接軌；做經貿「連通器」，推動內地
企業「走出去」，同時吸引外資進入內地
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