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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左起：：陸頌雄陸頌雄、、馬逢國馬逢國、、黃國黃國、、陳凱欣陳凱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政府應否設立獎勵生育
的政策？」

1號候選人陸頌雄：特區政府可進行設立1,000億子女培
育資金，以及新生嬰兒津貼等措施，刺激生育。
2號候選人馬逢國：除了設立獎勵措施外，特區政府還應解決年
輕人現時面對的憂慮，如就業、房屋、教育等問題，設立整套社
會政策相互配合。
3號候選人黃國：政府需要取消納米樓，提升土地房屋政策，並
改善香港人居住環境，讓人人得以安居。
4號候選人陳凱欣：由政府提供14周全薪產假，以及在兒童醫療
上提供優惠政策，減輕父母壓力。

第一組

●●左起左起：：鄧飛鄧飛、、盧維思盧維思、、謝偉俊謝偉俊、、刁勝洪刁勝洪。。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左起左起：：曾瀞漪曾瀞漪、、林智遠林智遠、、管浩鳴管浩鳴、、林筱魯林筱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第三組
「特區政府正在與內地討論（恢復正常）通關問題，
有何建議令相關問題可以早日解決？」

9號候選人曾瀞漪：現在仍在討論「健康碼」與「安心
出 行」是「起步太慢」。
10號候選人林智遠：政府缺乏落實相關政策的決心，希望若有機
會進入議會能改善相關狀況，一齊努力，一齊付出，一齊健康。
11號候選人管浩鳴：必須滿足內地方面的要求，又希望香港可
以發揮「獅子山下精神」，大家放下成見、同舟共濟解決通關問
題，讓眾多家庭能團聚。
12號候選人林筱魯：香港是「一級方程式城市」，要有「一級
方程式速度」解決問題，不接受現時疫情持續兩年多仍未恢復正
常通關，反映特區政府在解決問題方面需要改變。

「香港多個行業勞動力短缺，你是否贊成輸入勞工？
如何保障本地工人權益？」

5號候選人鄧飛：特區政府可考慮讓本地工人優先就
業，若依然存在職位空缺再考慮輸入外地勞工；建議設立教育人
力資源統籌局，進行統一規劃，令教育和勞工相結合。
6號候選人盧維思：政府可延長退休年齡，及將最低工資水平提
升至每小時60元，吸引更多勞動力。
7號候選人謝偉俊：應重新考慮內地輸入家傭。未來香港有許多
大型工程開展，需要輸入大量勞工，但要注意做好平衡福利，考
慮勞工階層的不同需要。
8號候選人刁勝洪：政府須提供職業培訓、讓年輕人提升自身技
能，以及提供更多勞工保障，關注職業安全等。

第二組

●●左起左起：：周文港周文港、、江玉歡江玉歡、、馮煒光馮煒光、、陳月明陳月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主辦的「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選舉委員會界別候選人論壇」於昨日下午舉行，該界別

51名候選人全部出席，分為13組辯論，每組3人至4人，

每人有4分鐘發言時間，先進行政綱簡述及自我介紹，然

後就不同議題論述和總結，議題從大會早前向候選人發出

的15題中抽籤決定，包括如何解決通關問題、應否輸入外勞及推出鼓勵生育政

策等不同層面，各候選人各抒己見，為港出謀獻策。●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即將立法，你認為應涵蓋什
麼內容，預期會遇到什麼困難，如何克服？」

25號候選人吳傑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內容應
覆蓋香港國安法沒有涉及到的部分，如間諜和叛亂等；
預計會有外國勢力抹黑立法工作，建議政府多做解說。
26號候選人陳紹雄：特區政府在立法前應多做解
說，廣泛收集各界意見，並做好國際輿論宣傳。
27號候選人洪雯：預計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會引起
部分市民擔心或反對、外國投資者疑慮、西方勢力製造
輿論壓力或「制裁」等情況，特區政府要做好前期資訊
解說，以及盡可能利用社交媒體做好國際輿論宣傳。
28號候選人林順潮：特區政府在立法前要做好社會
各持份者的解說工作，以及盡早立法管制假新聞，讓
未來進入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更順暢。

第七組

●●左起左起：：吳傑莊吳傑莊、、陳紹雄陳紹雄、、洪雯洪雯、、林順潮林順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回歸近25年，有指部分港人重『兩制』、輕
『一國』，如你當選如何透過立法會推動港人認識及

尊重『一國』？」
29號候選人陳仲尼：應加強學生到內地交流與實習，從
小培養他們對中華文化及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以及在大
學期間抽4周至6周到內地實習，親身體驗及客觀判斷
國家狀況。
30號候選人容海恩：要加強港人對「一國」的認識，
必須重理解、重宣講、重應用，學校應舉辦較長時間
的交流團。同時，特區政府和香港的政黨要向海外社
會講好「一國兩制」故事。
31號候選人陳沛良：有很多教材也出現偏頗內容，
故須設教材審查制，以及加強對老師的培訓，才能把
正確的歷史傳授給下一代。
32號候選人劉智鵬：香港的歷史教育出現問題，特區政府有
必要調整或改革歷史教育，加強年輕人對國家歷史的了解。

●●左起左起：：陳仲尼陳仲尼、、容海恩容海恩、、陳沛良陳沛良、、劉智鵬劉智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第八組 「香港產業結構比較單一，你認為應如何解決

香港的大學生畢業後在香港找不到相關工作，
未能學以致用的問題？」

33號候選人簡慧敏：香港傳統產業需要有創新思維，豐
富產業結構，讓年輕人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同時發
展綠色金融和網絡安全，為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
34號候選人林琳：許多新時代的青年各有自己的夢想，
未必願意走以往讀書找好工作的傳統道路。特區政府應
研究職業市場需要什麼人才，做好職業導向的教育工
作，同時做好職業培訓。
35號候選人陸瀚民：年輕人可以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
市讀書，建立人脈關係，提早進行人生規劃。政府應舉
辦有關的升學博覽，為年輕人提供第一手資料，同時與
內地「連結共贏」，提供實習機會給年輕人。
36號候選人葛珮帆：特區政府應向香港年輕人提供「一
站式」服務，讓香港年輕人可以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就
業、創業。同時，香港需要開拓產業多元化，推動創科
產業發展，及推廣職業教育。

第九組

●●左起左起：：簡慧敏簡慧敏、、林琳林琳、、陸瀚民陸瀚民、、葛珮帆葛珮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你認為應該如何發揮好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
國際樞紐地位？」

37號候選人郭玲麗：香港擁有金融、法律等專業服務，可為「一帶
一路」國家帶來完善服務，成為是亞洲中心，助香港面向世界。
38號候選人黎棟國：特區政府應提高港人英文、普通話等語文
能力。香港長期在世界主要城市有經貿辦事處，可加倍努力講好
國家與香港的故事，當外國媒體中有言論對香港不利，要充分糾
正不實報道。
39號候選人梁美芬：香港可配合國家發揮重大作用，更要爭取
多舉辦國際貿易談判活動，好好發揮「帶路者」角色。
40號候選人何君堯：香港可以利用好金融、會計等方面的人
才，協助香港作為樞紐，又建議在新界北發展法律調解糾紛中
心，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第十組
●●左起左起：：郭玲麗郭玲麗、、黎棟國黎棟國、、梁美芬梁美芬、、何君堯何君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在10年內解決劏房問題是否可行？你有何具體建議？」
41號候選人陳凱榮：通過官商民合作，找尋一些暫時無

特定用途的大廈，作為安置劏房戶的單位，以及多在市區興建過
渡性房屋或青年宿舍，解決通勤時間過長的問題。
42號候選人麥美娟：解決劏房問題要坐言起行，因為這不單是土地房
屋問題，更是貧窮問題。港人薪資跟不上房價，導致跨代貧窮，希望
政府利用市區重建機會，興建更多過渡性房屋，讓人人有屋住。
43號候選人孫偉勇：特區政府要將過渡性房屋供應從3萬增長至5萬，
並建議政府成立劏房工作小組，規管劏房面積、安全性和租金等問題。
44號候選人黃元山：特區政府應加快發展洪水橋和新界北，以
追回過去少建的單位。

第十一組

●●左起左起：：陳凱榮陳凱榮、、麥美娟麥美娟、、孫偉勇孫偉勇、、黃元山黃元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退休或生活的
港人日益增加，應否讓港人在大灣區內地城

市可同時享用香港醫療福利？如何實行？」
45號候選人李鎮強：香港人在內地定居最重要的就
是醫療問題。長者的醫療券、病歷及諮詢需要互通，
特區政府亦應研究安排專車讓港人回港就醫。
46號候選人張國鈞：特區政府應推動香港醫療券適
用範圍擴展到內地，以及推動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
市的醫院對接，讓港人在廣東省醫院享受福利。
47號候選人梁毓偉：內地醫保其實有對合資格香港人
開放，但申請方面需要更多宣傳和幫助，希望未來設機
制，讓醫療人員到兩地交流，以及加強與內地的信息、
人才、物流互通，推廣及協助外地朋友申請醫保。
48號候選人盛智文：港人退休及居住於粵港澳大灣
區內地城市應享有相應的醫療福利，特區政府務必向
中央爭取，讓港人能夠參與內地的醫療福利計劃。

●●左起左起：：李鎮強李鎮強、、張國鈞張國鈞、、梁毓偉梁毓偉、、盛智文盛智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第十二組

「經過兩年疫情，香港貧窮問題更趨嚴重，你
建議如何處理？」

49號候選人林振昇：特區政府須以短期、中期、長期三個
方面處理香港貧窮問題。短期方面應盡快提高最低工資水
平、提升在職家庭津貼當中的兒童津貼部分；中期方面要
改組決策局，簡化土地審批程序，加快興建公屋；長遠方
面是改善香港產業結構，推動再工業化，創造新興產業。
50號候選人吳宏偉：特區政府應培養全才、不同界別人
才，以及再培訓一些失業者，同時要讓各階層共享知識，
以及利用好土地，解決房屋問題。
51號候選人蔡永強：特區政府應訂立「兩減一線」，包
括設立減貧專員和目標，重新制定貧困線，並加快處理劏
房問題，盡快惠及基層人士。

第十三組

●●左起左起：：林振昇林振昇、、吳宏偉吳宏偉、、蔡永強蔡永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香港應該如何藉結合『工業4.0』達成此目標？」
21號候選人蘇長荣：特區政府目前在政策上未有全
面配合，在利益引導上欠缺全面方案。粵港澳大灣區
各內地城市在創科產業上條件比較好，特區政府應考
慮提供更優惠的政策，吸引投資者來港。
22號候選人孫東：香港需要在人才、設備、資金上
加大投入，建立一個「成果轉化體系」，以及發展重
點產業，如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加快
再工業化的進程。
23號候選人屠海鳴：香港總體上反應不靈敏、與國
家的戰略對接不充分。香港「工業4.0」與國家「十
四五」規劃應該進行有效銜接，香港管治團隊需要了
解內地社會主義下「既有計劃亦有市場」的策略，探
索如何與內地接軌。
24號候選人譚岳衡：應在深港科創河套區建設科研
人才公寓，及為科研人才的子女提供配套的設施，解
決他們的後顧之憂，從而吸引更多科研人才。

●●左起左起：：蘇長荣蘇長荣、、孫東孫東、、屠海鳴屠海鳴、、譚岳衡譚岳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中央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經濟策略，香港應該如
何把握有關國策，推動經濟發展？」
13號候選人周文港：香港應做好內地中產階層的內銷市場，以
及吸引在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
14號候選人江玉歡：香港應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發揮橋樑和紐
帶作用，可利用同東盟國家的關係，成為構建亞洲供應鏈的重要
力量，同時亦要與其他西方國家繼續保持緊密聯繫。
15號候選人馮煒光：若要落實這些夢的重點在於執行，亦即涉
及政務官改革，故一定要進行包括考核制度在內的改革，讓政務
官成為真正服務香港、服務國家的骨幹。
16號候選人陳月明：香港可善用研發技術和成果，在粵港澳大
灣區內地城市落實產業化、商品化，滿足消費者需求，以及利用
在醫療、專業、服務、轉口港等優勢，把握跨境電商機遇。

●●左起左起：：李浩然李浩然、、陳家珮陳家珮、、黃梓謙黃梓謙、、陳曼琪陳曼琪。。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你認為香港可以怎樣做到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
的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及貿易中心的地位？」

17號候選人李浩然：香港可構建「空中絲綢之路」，借
鑒倫敦建設航運服務中心的先進經驗，將法律服務擴展到「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透過構建交易平台，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
心及貿易中心的地位。
18號候選人陳家珮：香港未來應該着重發展船舶管理、海事法律仲
裁等服務，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共同建設灣區超級航運港。
19號候選人黃梓謙：香港要轉型發展航運增值服務，例如船舶
註冊服務、金融保險法律合作等高增值業務，同時要建設「智慧
港口」，把高端科技服務融入航運發展。
20號候選人陳曼琪：在國家「雙循環」戰略中，香港需要注重
「內需、科技、開放」等領域的發展，推動各行各業升級轉型，
多元發展，讓每個階層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第五組

第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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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