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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界功能界別 姚柏良

姚柏良表示，香港的跨境旅遊業在疫情下
完全冰封，旅遊業界陷入嚴峻困境，單靠本
地遊「吊鹽水」亦難以長期維持業界生計，
故他會全力爭取特區政府繼續以適切紓困措施，保留業界的產
業鏈及人才；設立復業基金，及早為內地與香港恢復正常通關
作準備；為參與「還息不還本」計劃的業界爭取特事特辦，延
遲還本期等。
對旅遊業的中長期發展，他建議特區政府盡快設立「文化體

育及旅遊局」，以統籌各部門支持業界發展數字化、重塑香港
好客之都的形象，及協助業界為從業員提供認可專業培養等，
使香港旅遊業能迎合新時代發展需要，把握國家「十四五」規
劃中，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定位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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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會界別 陳仲尼

陳仲尼認為，現時最重要的是加強香港及
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以及做好香港作
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中心，協
助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
他指出，受疫情影響，內地企業到外國極為不方便，故內地

如果有公司需要融資，香港是一個非常理想的選擇，業界應研
究及推出更多投資產品，以及幫助更多中資企業，包括國企及
民企來港上市融資，發揮好融資平台的角色。

陳仲尼又指，香港在協助客戶做財富及資產管理方面，可謂
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龍頭，可帶領整個大灣區成為綠色金融中
心，又認為未來香港的中小金融證券公司的經營模式也需要提
升，做到更加科技化及現代化，如使用網上交易平台、大數據
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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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會界別 林順潮

林順潮表示，香港公營醫療面對醫生等
醫療資源短缺，應進一步加大公私營協作
的力度，並以兼職形式聘請私家醫生等方
式，提升公營醫療服務效率。
因應有不少港人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或養老，他

認為特區政府有需要加強相關醫療服務，比如發展智慧醫
療，使兩地病歷在獲授權下可互通，爭取內地相關部門進一
步開放「藥械通」等。
林順潮又建議特區政府在內地與香港恢復正常通關後，為

香港到內地執業的醫護及醫療人員爭取便利過關的待遇，並
向內地相關部門爭取容許到內地執業的港人醫生只需註冊一
次，便可到大灣區各內地城市的不同醫院執業，支持香港醫
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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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會界別 葛珮帆

葛珮帆表示，發展創科需要人才、資源、
政策及土地配合，建議特區政府改革教育制
度，積極從小培養創科人才，包括為小學、
中學制訂必修的STEAM課程；積極吸引內地及海外創科人才
來港發展；規定特區政府各部門優先採用本地科研產品及服
務，令有本地應用經驗的新品更容易打入內地及海外市場；以
政策鼓勵及支持各行各業投資
研發及發展數碼化；在發展創
科時結合綠色產業；在規劃時
預留土地用作科研發展；推動
大數據技術發展，加強兩地數
據對接，實現互聯互通；以政
策便利創科企業進行融資，包
括改革創業板上市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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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 易志明

倡
建
灣
區
保
險
售
後
服
務
中
心

保險界功能界別 陳健波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 霍啟剛

易志明表示，中央支持香港機管局入股珠
海機場，大力支持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
航空樞紐，對此，他會推動特區政府積極加
快有關進程。
在海運方面，他表示，特區政府早前已落實了船舶租賃稅務

寬減及香港海事保險業務的稅務寬減，接下來希望推動特區政
府盡快落實為船東、船舶管理公司、船務代理及船舶經紀提供
稅務優惠，有助吸引他們落戶香港，並帶動法律、融資、財
務、保險等相關產業鏈發展。

易志明又認為，香港的物流業發展需要土地配合，故希望能
確保特區政府在制訂「北部都會區」等規劃時，必須適當地預
留土地予物流業使用。同時，業界嚴重缺乏維修飛機、船舶等
人才，期望特區政府盡快適量放寬輸入技術人員的有關規定。

陳健波建議特區政府應繼續積極與內地相
關部門溝通合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保險售
後服務中心的設立，同時致力凝聚兩地共
識，有效確保最終落實的監管方案等，從業界的實務角度出發
做到切實可行。

在長遠發展方面，陳健波期望特區政府支持發展再保險中
心、經紀人中心，及參考新加坡等國家及地區的政策措施，吸
引更多保險公司總部落戶香港，匯聚東南亞資金，和繼續爭取
中央以政策支持「跨境保險通」，方便內地居民購買香港的保
險理財產品，協助業界進一步發展大灣區業務。

陳健波指出，香港的保險業過去成功吸引了很多內地居民購
買香港保險，但在疫情下購買人數已大幅縮減，故他上任後會
致力支持特區政府爭取早日恢復兩地正常通關，對保險業復甦
有即時幫助。

霍啟剛表示，一個城市的文化及體育底蘊，須
從教育開始，故建議未來教育局推廣更多文體活
動，尤其是觀念、價值，以及對創意的培養，從
小培養學生的興趣，香港才能真正做到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他提到，下一屆全運會將會是粵港澳大灣區承辦，希望可以
透過這個機會加強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體育聯繫，甚至可考慮
舉辦一些跨城市的賽事及交流，促進大灣區人文體育的流動。

霍啟剛又表示，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未
來將會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
局」，自己在競選期間聽取了業
界意見，他們都期望盡快有個政
策局推動未來的政策措施，讓
業界有更好的發展機會，讓
文化及體育產業化。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霍啟剛建議增推文體活
動。圖為市民踴躍參與全民
運動日。 資料圖片

◆葛珮帆倡小學、中學制訂必
修的STEAM課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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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西北地區直選 周浩鼎

周浩鼎表示，若特區政府要有效推動香
港工業4.0的再工業化，首要應制訂一個製
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百分比的目
標，讓社會能以此作為關鍵績效指標（KPI）衡量進度，化作
促進再工業化的推動力。
他表示，會爭取特區政府在較鄰近前海、南山的新界西北

興建先進製造中心，並以補貼用地成本等方式，積極吸引製
造業落戶香港；興建專門人才公寓，及附設國際學校等配
套，吸引內地及海外製造業專才舉家來港，參與推動再工業
化。

◆周浩鼎表示，會爭取特區政府在新界西北興建先進製造中
心。圖為位處新界西北的屯門工業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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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會界別 劉智鵬

劉智鵬表示，隨着本地大學學額大增，香
港以中學文憑試制度淘汰高中生升讀大學的
模式已不合時宜，只會令教育偏重死板的應
試答題，不利培養學生的靈活思考，故建議特區政府應改革教
育體制，重視啟發學生發揮創意，滿足未來創科等發展所需。
他提到，每名教師都有自己的專長、特質，然而在現行制度卻

規定所有教師需有一致的教學進度，甚至要參與集體備課等，不
利教師各展所長，故應重新檢視相關守則，恢復教師尊嚴。

劉智鵬又建議特區
政府應放寬八所接受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資助的大學及自資營
運大學的非本地學生
比例至三成，吸引更
多世界各地優秀學生
來港就讀，通過競爭
促使學生進步，提升
學術水平。

◆劉智鵬建議放寬大學的非本地學生比
例。圖為中大學生。 資料圖片

產業注活水 發展邁多元
當選議員倡增創科育才 加強兩地聯動拓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藍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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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 點題
之產業發展

多元產業的蓬勃發展，為城市

發展帶來強勁動力。在新形勢、

新機遇下，除了傳統支柱產業要

不斷優化升級，保持競爭力外，

香港還要發展新興產業，令產業

結構進一步優化，香港文匯報就此訪問了多名新一屆立法會

當選議員。他們建議要從小開始培養創科、文體人才，為行

業發展注入活水，並建議加強兩地聯動，為金融界、保險

界、航運交通界等產業發展創造更大空間，更希望透過體制

改革，優化教育以至體育等產業，為產業發展提供多元視

角。

◆當選議員建議要從小開始培養創科、文體人才，為行業發展注入活水。圖為早年的創科博覽。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