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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施政報告提出全新 「簡約公屋」 政
策，很受歡迎，反響很大，但也有人

擔心成效，特別是簡約公屋的配套問題，例如交
通、子女上學等，請問特區政府在這方面會否有進
一步配套規劃？此外， 「簡約公屋」 由特區政府主
導，這與早前確定的與市場力量合作興建兩萬多個
過渡性房屋，有無矛盾？

李家超：首先我想強調的是， 「簡約公
屋」 與過渡性房屋並不矛盾，因

為其理念也是想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特區政府仍
然會繼續支持過渡性房屋的建設，確保達至兩萬個
的供應目標。

不過，與過渡性房屋相比， 「簡約公屋」 有更
多優勢。首先，過渡性房屋由非政府機構興建，或
因為不熟悉程序而拖慢興建進度；而 「簡約公屋」
由政府主導，我們會採用 「組裝合成」 的方法縮短
興建時間。其次，我們也會為居民提供配套服務。
「簡約公屋」 是參照傳統公屋的標準興建的。

提到劏房，大家都會想到一個畫面，廚房洗手
間都是同一個位置，又吵又熱又焗，亦無讀書空
間，環境及衞生狀況都無法保證……而這些 「簡約
公屋」 將會有獨立廁所，並配備冷氣機、熱水爐等
生活電器，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而公屋周邊的配
套我們也會重視，如運輸及物流局會考慮居民的出
行問題，安排巴士路線進入社區，街市、商場等便
利居民就近購物的設施亦會有規劃。當然我們選地
方的時候都會考慮這些，不是每個地方都有這些條
件。

我們推出 「簡約公屋」 是為了改善傳統公屋輪
候時間長的問題，是希望給市民提供更多選擇。市
民可以在搬入 「簡約公屋」 後繼續輪候傳統公屋。

如果有人抽到 「簡約公屋」 ，但因為位置偏遠、不
方便小朋友上學等原因不想搬入，我們會尊重他的
選擇，他可以繼續輪候公屋。所以在這個項目中，
市民只會有更多選擇，而不會有任何損失。

為市民謀幸福，從每件事做起
李家超：坐言起行 用實幹把美好藍圖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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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攬 企 業

•17 個內地和海外經濟貿

易辦事處設立 「招商引才專
組」，主動招攬目標企業和
人才

•成立 300 億元 「共同投

資基金」，引進和投資落戶
香港的企業

•財政司司長帶領 「引進重點
企業辦公室」，將重點企業
引進到港

本 地 人 才

•未來五年，35% 本地

資助大學學生修讀STEAM

學科，以及 60% 修讀

「十四五」規劃下 「八大中
心」相關科目

•增加約 1600 個資助研

究生學額，為創科建立強大
人才庫

•今年內公布首個版本 「青年
發展藍圖」，增加 「青年委
員自薦計劃」委員會數目，

至五年後不少於 180 個

宜 居 宜 遊

•在香港島建造「活力環島長

廊」，全長約 60 公里，

於五年完成駁通約九成長廊

•推廣 「城市運動」項目；制

訂十年發展藍圖，提供約

30 項多元康體設施

•未來三年為額外 7000
個政府建築物停車位提供充
電設施

簡約公屋是給市民多一個選擇，
不會有損失

談 上 樓

施政報告房策重點：

•推出全新「簡約公屋」，未來5年興
建3萬單位

•未來5年整體公屋供應增至15.8萬
個

•排快啲 住大啲：公屋綜合輪候時
間，4年內由6年降至4.5年。新建
單位實用面積不少於26平方米

•「公屋提前上樓計劃」助12000戶提
早3至18個月上樓

•推出全新「私人發展商參與興建資
助房屋先導計劃」

記者：施政報告提出着力發展棕地，增建公
營房屋。特區政府敢於觸碰這個老大

難問題，體現了迎難而上的決心，有點讓人意外。
棕地問題的確比較複雜，接下來會不會有具體的實
施時間表和路線圖？

李家超：如果可以開發棕地，我一定會進
行開發，將其中一部分續轉化成

房屋和其他用途。目前我的同事已經開始進行相關
工作，我們計劃在棕地上興建一些多層大樓。而為
了照顧包括寮屋住戶、棕地作業者等受影響人士的
需要，我們會在地契條款要求投標人撥出若干樓面
面積，以低於市場租金租予受影響的棕地作業者。

相信在開發棕地的過程中，我們還會遇到其他
問題，不過我們會從社會集體利益出發，透過多元
的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如果需要賠償作業者，我
們便進行賠償，如果他們需要幫忙搬移雜物我們也
會進行協助。我認為在解決土地房屋難題方面，特
區政府的立場十分清晰，必須做的事肯定會做，將
具體問題一個一個解決。

記者：施政報告對土地問題着墨頗多，有很
多讓人嚮往的數字。如未來五年興建

三萬個單位的 「簡約公屋」 ；未來10年土地供應

達3280公頃，面積如兩個將軍澳等，這些都令人
振奮，但也有輿論說這些不過是 「數字遊戲」 ，是
「篤數」 ，請問你怎麼看？

李家超：我們會證明給人看，本屆政府
「以結果為目標」 的做事原則。

我對於實現這些目標非常有信心，施政報告中的每
一個章節，都是由我和同事集體撰寫，這些指標是
經過大家充分考慮後設立的。大家訂立這些目標後
就要有承擔，去證明給市民看，我們真的可以做
到，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
必須做的事肯定會做

談 覓 地

施政報告土地供應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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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五年推出足夠私營房屋土地，
以滿足估算需求，穩定私樓供應

•壓縮造地程序，「生地」變可建屋
「熟地」縮短三分之一至一半時間

•長遠建立土地儲備，掌握土地供應
主導權

•「綠化地帶」中，選取約255公頃土
地研究發展房屋，預計可提供7萬
個單位，並會在2024年或之前改
劃第一批土地

•今年內，發布有關交椅洲人工島，
就填海範圍、土地用途、交通基建
及融資安排，明年開展環評程序

•2025年啟動將軍澳第137區的工
程，爭取首批人口於2030年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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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優勢DNA+內地市場，搶人才點會輸？

記者：全世界都在 「搶人才」 ，政府現在有好多新思維去
「搶人才」 ，措施夠不夠，能不能搶得過其他地方？

李家超：今次推出的 「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裏面有提
到全球排名前一百的大學出來的畢業生，只要有

工作經驗，即可有為期兩年的香港通行證，之前從未試過有這種
安排。事實上，參考不同機構的排名，全球前100大的大學現在起
碼有四份名單，所以其實是涵蓋了160間大學。160間大學每年都
有好多畢業生，只需要有工作經驗就有通行證，沒有工作經驗也
可以來就業。第二，如果是年薪250萬元的高端人才，也可以有通
行證。能吸引這些人才來香港，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香港本身是有吸引力的，這就是我們的DNA。當一個人才在
思考香港有沒有發展機會、是否值得來、能不能帶家人同行的時
候，我想說，我們除了固有的低稅率、簡單稅制、開放、機會
多、中西文化共融、地理位置好等好處外，還有好多來自國家的
優勢： 「十四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一帶一路」 ……
香港的吸引力也包括對接內地市場，除了我剛剛提到的固有優勢
以外，這個優勢也愈來愈強。

其次，我們還有八大中心，新行業、創科方面我們都要發
展，未來整個世界都會投入創科，所以是一個好好的機遇。再加
上大灣區的發展都好重要。我覺得我們整個制度是相輔相成的。
在搶人才方面，第一我們將人才網擴展到全世界；第二我們擁有

的吸引力更多了，香港本身的優勢DNA再加上內地市場，而且是
高度融合的。

建立不同階梯 留住本地人才
我們的人才政策，除了剛才講的，還有特別設計的、度身訂

造的。例如，如果企業需要土地、扣減稅務，甚至員工要讀書，
找地方住，這些我們都有配套。所以你問我能不能搶到，我定的
指標是一年三萬人，我好有信心（能搶到）。我希望檢討的時
候，如果有需要還可以再增加。

本地人才方面，我們都明白要保持本地人才、留住本地人
才。我們每年四萬個大學畢業生，都是我們的優秀人才。再者現
在我們是多元發展，除了傳統學術還有專業、職業方面的專上培
訓，這些都可以取得學位；還有很多層次的，例如證書、一些特
別文憑，各階梯都要建立，所以是多元發展。

記者：退還合資格人才額外印花稅的政策是為了搶人才，但
也有人說，這個做法是變相幫地產商賣樓，你覺得這

樣的質疑公道嗎？

李家超：這個政策確實有爭議，每一次我都會說 「多謝你
給我時間解釋。」 我們這個政策的確是人才政

策，目的是希望所有人才來到香港後，知道香港等着他們成為一
家人、一分子。所以我希望這個政策是讓人才知道，只要成為香
港永久性居民，你的待遇就是無差別的家人待遇，所以你就可以
拿回印花稅，而不是讓一些人炒樓。

這完全是一個人才計劃，除了真正可以拿回印花稅外，我想
一個人對一個地方是否有歸屬感，取決於他有否感到被重視，他
對這地方能否產生感情。我就是要告訴他們：我哋係一家人，呢
樣係最重要！

施政報告吸引人才重點：
•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羅致全球百強大學
畢業生來港

•設「人才服務窗口」，統籌工作，提供一站式支援
•合資格外來人才在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後，可申
請退還在港置業已繳付額外的印花稅

「十四五」規劃確立香港「八大中心」定
位，「八大中心」包括一如既往推進香港的四

個傳統中心持續發展，即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
國際商貿中心、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還有四個新興中心，即國際航空樞紐中心、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小知識

▲香港除固有的低稅率、簡單稅制等好處外，還有很多來自國家
的優勢，相信可以吸納各方人才。

談 北 都 、 談 融 合

任何融合都有幾種元素，一是配合，二是積極、主動

記者：北部都會區建設，香港、內地萬眾期待，深圳那邊推出
了《加快羅湖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區建設實施方案

（2022-2023年）》。請問政府有沒有讓北部都會區與深圳對接的
具體方案和時間表？

李家超：其實同深圳融合發展，起碼會有兩個層面。一個是
工作層面，一個是領導層面。

在工作層面，我們成立了專班。我上任之後，與廣東省的領導
人，包括深圳的領導人一齊開會。在會議中，我們同深圳市政府成
立了十幾個專班。其中有些是照顧我們的整體發展，有些是講交
通，有些是講青年的，不同領域的專班都有。

領導層面的話，我們司長、副司長和局長都是跟上面的領導去

對接這些領域。剛才你提到的羅湖的這個實施方案，其實都是大家
共同醞釀的。不過我覺得香港在更多實際層面上，可以有更加多的
主導性。因為我覺得任何融合都有幾種元素。第一是配合，第二是
積極、主動，我覺得我會在這方面大力去推動的。

在我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我成立了領導小組，其中一個
當然就是負責與內地的融合發展，與深圳的融合，與大灣區的融
合，這些方面的推動就是推動融合發展。

「我的願景：過關更便捷，給市民選擇」
再者，我將來的願景，是過關更便捷，給大家一個選擇權。我

希望未來會有更便捷的過關通道。如果你想要快的，就用這種最便
捷的方式；如果你想用慢的，就用原來的方法。因為人是要經歷一

個過程的，我相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同意這方面。但可能涉
及一些演變過程，可能有些市民要先觀察一下，我是體諒的。如果
願意用快捷的方法，我們做了，我相信接下來的過程會令愈來愈多
人確認到哪些是主流。

至於河套那邊的 「一區兩園」 ，我們也可以建一些便捷的通
道，當然我們要符合法律。我們通過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
流做了一些事，成功地輻射了很多地區，這就是我的理念。我的
理念有很多，但是如何去克服、落實，我是要和同事們一齊推
動。

其實非常多謝我們現在這個選舉制度，即 「愛國者治港」 ，現
在大家都是去努力，將 「一加一大於二」 。現在的立法會，如果我
們需要拿任何政策去爭取支持，就會事半功倍了。我好有信心的就
是，因為我整個配套是在這裏的，第一，國家好清晰的告訴我：有
困難我支持你，有阻力我幫你。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整個社會都知
道，我們這個政府做事不僅僅是特區政府做事那麼簡單，是中央要
求的，大家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做的時候，有困難，我會克

服，這是一定要做的，為了整個香港。
我們努力是為了香港的整體理念而發展。所以為何我有信心？

我肯定有信心，你看大形勢就知道。

記者：政府部門將有一部分遷去北部都會區，可否透露一下是
哪些部門？大概什麼時間搬？

李家超：有一部分政府部門會搬到北部都會區。這個我們
要看找到哪個地點是最好。現在有些城市已經開

始設計，例如古洞、洪水橋，當我們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的時
候，我們還需整體規劃。我不想只是處理單一的元素，我是想用
一個 「設施群」 去配合。

所以你問我幾時？其實我是在想，我將它擺在政府的設施群
內，還是與我們另外一些設施群去融合？所以不是簡單地說要搬
一個政府總部，因為我們搬去的時候就定在那裏，所以規劃好重
要。

施政報告北部都會區重點：
•明年成立專責部門，全力推進 「北部都會區」 建設
•「北部都會區」住宅用地最高地積比率提升至6.5倍，商業用地
最高地積比率為9.5倍，10年內完成平整四成新發展土地

•金鐘道政府合署近四成辦公室樓面面積將遷往 「北部都會
區」 ，騰出核心商業區的辦公室

什麼是八大中心？

落馬洲河套地區是香港和深圳計劃合作發展的創新
科技研發基地，是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創科園）

落戶之地，和深圳河北側毗鄰河套地區的 「深圳創科園區」 組成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即 「一區兩園」 。

小知識
什麼是河套一區兩園？

▲

李家超在紀念冊上題字
「共建香港 發揮正能量」。

花絮
最大動力──
街坊話我畀到佢哋信心

行政長官責任重大，李家超表示，上任一百多日，他每天都在
工作，即使用餐也只有15分鐘時間，還要 「邊食邊睇報告」，沒
得休息。不過，如此爭分奪秒的生活，他樂在其中，得到市民的認
可，是他最大的動力。

「係好忙，但好有意義，當你一心一意去做一些事情，令到市
民受惠，有時落區，街坊話我畀到佢哋信心，簡單一句，可以化解
我所有嘅疲倦。」

一碗雲吞米粉 VS 鐵漢柔情
因為工作，李家超犧牲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過去他時常與太

太一起買餸，現在真的分身不暇，為此他很感激家人的支持與體
諒。提到自己的賢內助，李家超原本堅定的眼神瞬間多了幾分溫
柔， 「太太很照顧我。有時候我都唔記得食飯，佢會提醒我。」他
說，自己間中就收到妻子親自送來的 「愛心便當」，而且每次的便
當有所不同，保證營養均衡。 「太太知道我鍾意食粉多過食飯，發
表施政報告那天，佢特意送來雲吞米粉。」 大公報記者義昊

市民視頻提問 特首耐心回答
是次訪問有三位市民透過視頻向特首提問，特首看完短片後，

亦耐心地回答問題。有市民最關心特首對未來香港經濟的發展藍
圖，李家超回應道，香港是外向型經濟，會受環球的經濟氣氛影
響，但除了外部，還有內部因素。 「例如你現在看到酒樓食肆多了
客人，酒吧也多了人，市面熱鬧了，市民也比較開心。開心的環境
氣氛會導致消費增加，消費多希望令內部經濟好返啲。」

亦有市民問到教師和醫生是否適用於公務員賞罰制度，李家超
表示如果本身是公務員就需要， 「教師如果是官校的，那就依公務
員來要求；如果非官校，例如資助學校，那就由教育團體負責。醫
護人員，如果是在衞生署做，那就是公務員，要按公務員指引去處
理；那如果他是醫管局員工，那就按醫管局的規則去處理。」

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則提問香港藝術團如何更好地衝向國際，
李家超認為，本地藝術團出去相對是比較容易，因為現時本港沒有
出入境方面的限制。 大公報記者湯嘉平

▲市民透過視頻向特首提問，特首耐心地回答問題。

《大公報》率先倡議增城市運動練習場
李家超回應：會，一定會！

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媒體聯合訪問當日，記
者準備了一段滑板愛好者在海濱長廊一展身手的影片給特首觀看，
那位少年滑板愛好者在長廊上玩得非常投入，但其實他們是冒着隨
時被人投訴、報警的風險。李家超看畢影片，表示要增加如滑板等
城市運動的練習場地。 「會，一定會的！」李家超很肯定地回答，
「康文署現在是着力推動城市運動，城市運動一定要講軟件和硬

件。軟件就是城市運動的內涵，硬件就需要設施。」
李家超說，興建這些場

地、設施其實還有觀賞的作
用，即使是路過的市民亦能感
覺到這街景 「好好睇」。

另外，施政報告提及在馬
鞍山白石興建第二個體育園，
李家超表示，這個體育園旨在
填補其他設施的不足，包括開
拓一些新領域的運動設施。譬
如單車、球類等室內運動。再
者是準備推動城市運動。至於
這個體育園裏具體會有什麼，
他指屆時會諮詢相關人士的意
見。 大公報記者湯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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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維 「搶人才」

簡約公屋增選擇

施政報告背後故事

抗疫方向

最大動力來自市民 施政報告要點施政報告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