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家超表示，他經常思考行政主導及愛國
者治港原則兩者融合，達到共同議政的價值。
李家超表示過往的立法會過於單向性，是你問
我答的模式，所以他構思 「前廳交流會」 及
「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 ，體現行政主
導，換位思考，建立共識，落實措施： 「我有
這角色及能力帶領大家行政立法多溝通接觸，
我希望透過交流有務實性建議，令香港更
好」 。

從互動交流中，提升立法會議員有大局
觀，在民生問題看微觀時，更要有宏觀、國家
觀角度，希望立法會議員了解國家政策。

集思廣益制定和落實政策
李家超表示立法會由基本法賦予憲制角

色，所以他設定交流答問會的議題時，希望立
法會議員以宏觀角度了解民生問題，經交流意
見在施政報告制定政策落實。例如去年6月13
日 「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 的議題 「弘揚
中華文化，推動文旅融合」 ，旅遊業界議員姚
柏良提到 「散拼團」 產業鏈，希望政府在宣傳
推廣深度遊時，能將 「散客」 的人氣變成 「團
客」 的財氣。當時李家超很認同，表示可以在
這方面多交流。

月前政府公布9個旅遊熱點項目，政務司副
司長卓永興表示第二季推出的旅遊熱點項目
「紀律先鋒巡禮」 ，採用團進團出方式，以配
合紀律部隊博物館開發旅遊產品；卓永興並透

露預計第三季推出 「香港工業品牌旅遊」 ，以
團進團出，避免散客自行出而影響園區內其他
人。6月13日交流答問會探討 「發展新質生產
力」 ，葛珮帆議員建議成立低空經濟跨部門工
作小組以制訂低空經濟發展策略，其後行政長
官在2024年施政報告中成立 「發展低空經濟工
作組」 ，推動香港低空經濟發展，現已建立
「監管沙盒」 試點項目，這些政策體現了行政

立法互動成果的例子。大學教育樞紐的議題，
匯聚立法會議員意見，將香港打造成國際教育
樞紐。

立法會審議通過法例效率提升
至於更宏觀國家性議題，在 「行政長官互

動交流答問會」 有二十大報告、政府工作報告
等與國情對接。

李家超表示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23條立
法，既有足夠安全屏障，同時保持香港的自由
開放社會，亦要顧及本地及國際觀之間的拿捏
要把握得好，在互動交流答問會的 「23條」 議
程，大家凝聚共識： 「我覺得那次交流最有
用，亦因此完成已等待26年8個月的歷史任
務。心意一致，其利斷金」 。

過往3年，立法會審議通過法例效率提升，
對比前3年，通過法例增加一半，例如三隧分流
討論多時，在前廳交流會等的溝通平台，行政
立法達成共識，落實執行等，惠及民生交通。

李家超指行政立法建立共識，政府內部改
革亦隨之建立共識。他舉
例全政府總動員的計劃，
最初有輿論懷疑可行性，
政府內部的意見未必一
致，通過政府內部的互動
演練，由颱風、水災，公
務員都齊齊出動協助清理
環境、啟德體育園需要5
萬人員做演練，都由公務
員協助落實。

良好的行政立法關係和良性互動是良政善
治的重要體現。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後加強與

議會溝通，舉辦前廳交流會，讓官員與議員定期會面，廣納民意。2023年5月
18日增設 「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 ，李家超表示他構思互動交流答問
會，是因經歷過立法會癱瘓政府施政的黑暗期。他上任後，在中央支持下，
優化了立法會、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以行政主導，建立行政立法共識，施
政提速提效。李家超表示，在全新的行政立法互動關係上，最成功的是完成
23條立法。

大公報記者 李雅雯、李宇俊（文） 許棹傑、張凱文（攝製）

特首專訪

寄語議員：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今年立法會換

屆，李家超對新一屆
議員寄予厚望。 「沒

有最好只有更好」 是李家超經常
說在嘴邊的八字真言。他表示當
上立法會議員的質素有一定的分
量，在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的
督促下個人素質可再提升，例如
對議題做多些研究，對問題做分
析，從多角度思考。

李家超表示，他很欣賞二十
大報告處理問題的5個關係，在議
政上是很重要。一，宏觀與微
觀，討論民生問題重視微觀，但
應同時以宏觀去分析，例如這問
題與其他問題之間的關係、對香
港整體發展又會是怎樣、香港與
外地的競爭性又是如何等等。

第二是局部與全局的關係，
包括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或一個
地區與十八區的關係。

第三是主矛盾與次矛盾之
分。李家超指出解決問題，次序
有優次之分，先要解決主要矛
盾，所以以這些判斷及認識關係

是很重要。
第四是當前與長遠的關係，

李家超指出很多時解決當前的問
題，可能會引申長遠的問題，或
這問題在長遠問題的解決方法，
與當前的解決方法，是否有對接
關係，都是很重要。因很多時解
決當前問題未必解決到長遠問
題。

李家超強調不止是立法會議
員提升思考，處理問題，政府官

員都要提升，公務員處理問題的
思考邏輯。

第五是投入感，他指出投入
的時間、用心等是個人素養的提
升。愛國者治港，賦予憲制角色
的立法會議員，要有永遠求進步
的精神： 「我相信港人本着為香
港更好，每名立法會議員的承
擔，所以我要求立法會議員、政
府官員以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的精神不斷進步」 。

▲今年立法會將會進行換屆，李家超對新一屆議員寄予厚望。

李家超再回應長和賣港口：
需衡量整體利益及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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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完成23條立法 施政提速提效
李家超：落實愛國者治港 推動行政立法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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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舉辦前廳交流會，讓官員與議員定期會面，務實施政。


重塑政府文化 聚焦發展及惠民

特首李家超表示，在任內致
力做好三大方向工作，第一是重
塑政府文化，確立結果導向目

標，強化領導力明確方向，及時調整策略；
第二是推動局長獨當一面，團隊優勢互補、
各司其職；第三是政策制定機制優化，廣泛
吸納市民及立法會意見，實現公共服務供需
精準對接。李家超強調： 「若有一個清晰的
領導方向，政府施政會更加有效。」

負增長GDP逆轉
李家超表示，香港安全穩定有保障，這

是做任何事情的基石，在此基礎上可以大力
做好 「發展」 及 「惠民」 兩個施政方向，首
要帶給全港市民受惠措施。李家超表示2022
年上任時，GDP從負增長3.7%逆轉為2023
年正增長2.5%，下年則預計保持2-3%正增

長；在改善民生方面，家庭月收入中位數從
27000港元升至30000港元，增幅達11%；
至於備受關注的房屋政策，李家超表示公屋
輪候時間從6.1年降至5.3年，首批簡約公屋
今年供9000戶入住；勞工權益亦有相關落實
措施，落實強積金，取消對沖的長期服務
金、最低工資亦由 「兩年一檢」 變為 「一年
一檢」 、四個星期要工作18天減少至17天。
醫療方面由 「醫病為重、預防為次」 變為
「預防為重」 ，推行糖尿病及高血壓篩查等

預防計劃，及早發現2至3萬名慢性病患者，
年均節省醫療開支約2億港元。

「在 『拚經濟、謀發展』 方面，我是大
力推動的。」 李家超表示全力扶持中小企，
幫助中小企數碼轉型、品牌升級及電商拓展
實現產業升級，同步開拓東盟、中東等新興
市場，強化香港在全球的競爭力。

掃一掃有片睇

「背靠祖國是香港最大的發展機遇！」
香 港 要 「拚 經

濟、謀發展」 ，必須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李家超強調： 「背靠祖國是香港最
大的發展機遇！」 他表示，國家發
展繼續有大幅增長，兼且是世界經
濟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引擎，這是世
界公認的。世界不同的經濟體系重
心會向東移，所以很多投資對象在
中國注資發展， 「利用好國家機遇
就是香港最大的發展機遇！」 此
外，李家超提到，香港要保持與國
際對接聯繫，充分利用 「一國兩
制」 優勢，享受國家與國際的雙重
機遇。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李
家超重申要緊貼國家發展戰略，落

實國家戰略包括深度參與 「十四
五」 規劃、大灣區建設及 「一帶一
路」 倡議；香港要做好發揮 「八大
中心」 地位， 「八大中心」 包括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國際航空樞
紐、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
新增國際調解院落戶，法律仲裁地
位強化）、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國
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區域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以
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做好內聯外通 深化國際合作
李家超強調 「八大中心」 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工程，因為
國家發展在 「十四五」 規劃清楚闡
明不同地方要如何做好本身角色，

發揮不同力量，做到優勢互補。
李家超上任以來積極出訪超過

10國，重點開拓東盟（第二大貿易
夥伴）及中東市場，身體力行落實
國家政府工作報告，做好中央希望
香港 「內聯外通」 的 「功課」 ，深
化國際交往合作。 「既要鞏固原有
的商業網絡，包括傳統的歐洲美國
市場等，亦要開拓新的領域。」 李
家超表示，內地是第一大夥伴，東
盟則排第二；中東不僅資金充裕，
而且政局穩定，該地區投資分散，
在內地及香港極具發展潛力，這些
國家一方面大力推動經濟多元化，
發展壯大旅遊、金融等產業，另一
方面調整投資戰略，重心逐步 「由
西向東」 ，尤其看好中國。

把握
機遇

掃一掃有片睇
攝製：融媒組

▲長和計劃出售巴拿馬運河在內的碼頭業務，
持續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李家超接受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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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長江和記公司計劃出售巴
拿馬運河港口等資產一事備受
全球關注，社會各界人士紛紛

指出，有關企業在美國脅迫下出售港口運營
權，是短視及助長霸權的行為，在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中，企業家必須與國家站在一起，
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李家超回應說： 「我覺得所有人對於整
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兩個都要衡量，既要爭
取自己利益之餘，亦要保障其他人的利益，
我認為所有社會無論任何人在任何崗位，運
作起來的時候，都是希望共贏多贏，不希望
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別人的傷害上，我想這是
一個在任何崗位，都應抱持的觀念。」

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