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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將於10月25日公

布新年度施政報告，近期正諮詢各界意

見。工聯會昨日與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見面，從人口政策、土地房屋、地區治

理等17個範疇提出建議。工聯會會長

吳秋北昨日表示，新時代下，提升生育

率是香港發展的關鍵，故建議政府設立

鼓勵生育的基金，並引述李家超指正積

極考慮有關政策。工聯會又建議政府延

長婦女產假至16周，多胞胎生育者，

每多生育一個嬰兒，增加15天產假，

及設立生育獎勵假期，協助市民「增長

人口、振興經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熹

與李家超會面的工聯會代表，包括吳秋北，
工聯會榮譽會長林淑儀，副會長謝愛紅、

陳鄧源，副理事長曾志文、林偉江、黃平、林志
挺、丘燿誠，秘書長馬光如，以及立法會議員鄧
家彪和梁子穎。
吳秋北介紹，本年的經濟仍然疲弱，勞工市場

仍然受壓。工聯會期望特區政府對「培育人才尊
重勞動」的安排作出相應政策支援。而「人口是
發展之基石，就業是民生之本」，在新時代下，
提升生育率是香港發展的關鍵，與改善民生應該
雙軌並行，政府應以突破性思維推出可持續的人
口政策，協助市民「增長人口振興經濟」。政府
也應帶頭尊重勞動，肯定勞動價值，建立法定集
體協商機制。
馬光如建議政府延長婦女產假至16周，其中難

產或非順產，額外增加產假15天，讓婦女有更多
時間調理身體，而24歲至29歲適齡婦女，可額
外獲得60天產假，並落實產假後免解僱的「僱傭
保障」。

倡設卵子銀行
她又建議設立為期24個月的生育/託兒專員，

為香港政府制定完善及全方位的託兒服務政策，
並對產前及產後的婦女提供託兒、情緒及就業支
援。此外，政府應改善現時輔助生育科技及支
援，增設卵子銀行，研究為香港婦女提供中央冷
凍卵子服務。
林偉江期望政府全面檢視人力資源情況，推出

鼓勵就業措施及加強培訓，並定期公開外勞資
料，讓工會公眾共同監察，包括工種、薪酬水
平、輸入數量及所屬的公司等。
丘燿誠促請政府完善最低工資機制，參考生活

工資水平，訂定調整方程式，落實一年一檢。

梁子穎建議政府應主動做好人力資源規劃，並
深入了解適齡市民不投入勞動力市場的原因，制
定行業的培訓教育藍圖，加強職業培訓及推出就
業支援的措施，發掘潛在的勞動力，例如增加社
區支援服務，擴大公共幼兒託育服務，改善社區
保姆津貼等。

促提高人均居住面積標準
鄧家彪促請政府定義劣質劏房，制定人均居住

面積標準，從現時人均約7平方米提高至11平方
米，並建議設立「劏房監督辦事處」，協調屋宇
署、消防處、差餉物業估價署、水務署進行聯合
行動，加強執法效率，並在2025年內完成巡查及
完成登記全港劏房。
謝愛紅建議定實地區專員主體責任，強化由專

員統籌的地區管理委員會職能，設立更高要求、
更高標準的地區管理委員會協作體系，認為政府
應強化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管理，加強與政府各
部門、公營機構合作，優化工作職能，提高為民
辦事效率。
曾志文建議擴大持續進修基金適用範圍至粵港

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指定課程，並提供一定資助
給就讀於港人子弟學校的家長，港青亦可選擇在
內地高校進修，減輕學費負擔。
林淑儀促請政府設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

金」，推行職業安全健康保障制度，協助從事高
風險行業的工友購買勞工保險。

工聯倡延長產假至16周鼓勵生育

香港文匯報訊 「實政
圓桌」召集人、立法會議
員田北辰昨日與特區行政
長官李家超會面，提交共
48項施政報告建議，包括
房屋及土地、發展、經
濟、交通運輸、福利、民
生、醫療等多個領域。田
北辰認為，要有效施政，
必須要做到「有法必執，
執法必嚴」。現時政府很
多監察和執法工作都以人
手處理，動用大量人力檢
查，「實政圓桌」提出多
項以科技改善現有監察和
執法措施，期望政府應用
創新思維於執法工作，提
高效率。
田北辰表示，政府在過去

數年通過了不少新法例，也
修了很多例，但執法時仍使
用舊方式。為此，「實政圓
桌」建議政府以科技改善現
有監察和執法措施，包括自
動核對公屋住戶資料和土地
註冊處成交紀錄；以大數據
和人工智能分析公屋住戶用
水用電情況，防止濫用；以
科技幫助交通執法，如
CCTV監察違例泊車和黃
格停車；在長者及幼兒院舍
盡量加裝CCTV，再以人
工智能分析有否異常情況，
防止虐老和虐兒事件不斷發
生。
「實政圓桌」還建議政府

委派副司長，帶領創新科技
及工業局、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辦公室，審視各部門有何
職責可用科技進行優化。
其他建議包括最遲2023

立法年度必須成立獨立於路
政署的鐵路署；收回粉嶺高
爾夫球場土地改作公眾球
場，推動香港高爾夫球運
動；欣澳填海用地興建「多
用途道路活動場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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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醫療

◆推動醫療券在內地
三甲醫院使用，促進
病理報告與醫療檢測
報告互認互通

◆賦予中醫透過「醫
健通」查閱病歷資料

◆推行全港定期精神
健康普查，制定照顧
者支援政策

房屋

◆活化居屋市場，
容許原業主放售居
屋單位給綠表或白
居二購買者

◆檢討資助出售房
屋優先揀樓安排

◆鼓勵公屋普通富
戶置業

經濟

◆鼓勵大型商場、餐廳延
長營業時間，劇院重設午
夜場優惠

◆舉辦主體夜間狂歡活
動，推動演唱會經濟

◆發展特色水上旅遊項目

◆推動灣區人文建設，打
造香港嶺南文化

創科

◆設立「科研成果轉化中心」，參考新加坡「In-
novation Partner for Impact」（IPI）的模式

◆建立數據管治體系，設立香港數據局

◆設立「創科人才發展督導委員會」

◆設立香港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吸引大灣區內地城市來本港設立研發創新中心

◆考慮為「數字資產」立法

教育

◆設立專項津貼以改善院校環
境

◆優化職專教育課程審批流程

◆針對內地生來港讀書，優先
以中學文憑考試成績作為錄取
標準，推廣本港課程

◆擴大對職業培訓專上院校的
非本地生錄取比例

資料來源：C15+立法會議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立法會C15+議員昨日
與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見面，從醫療、經濟、房屋、
創科、教育等範疇提出建議。有議員建議擴大「廣東
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至粵港澳大灣區9個內地城
市的高質素私營護老院，長遠增加輪候院舍的數目，
縮短長者輪候院舍的時間，以緩解本港安老服務壓
力。
C15+召集人陳紹雄表示，他重點向特首提及香港未
來經濟發展應主打氫能產業，並連結大灣區周邊城市
已有的產業鏈，在「產學研用」達到深度合作。
他引述特首表示，希望可向中東提供氫能車輛、共
同發展智慧城市等，陳紹雄認為香港在這方面須與大
灣區其他城市「強強合作」，帶來「一帶一路」的
「大增長」。
在醫療方面，「A4聯盟」楊永杰、梁文廣、張欣
宇、林素蔚建議擴展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以及推出
海南計劃，同時檢討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
劃，讓計劃參加者可領取補助金及特別津貼，以讓長
者頤養天年。
「A4聯盟」又建議，推動醫療券在更多內地三甲醫
院使用，打通電子病歷跨境使用瓶頸，促進病理報告
與醫療檢測報告互認互通，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動
大灣區醫療保險的互聯互通，推動跨境醫療的發展。

促放寬小販管理制度
「A4聯盟」又建議打造港式夜市文化，放寬小販管
理制度，在噪音、衞生等方面的規定拆牆鬆綁，考慮
在西九文化區、觀塘海濱花園、西貢海濱等地，舉辦

夜行集市和街頭文藝表演，塑造香港打卡新熱點。
在房屋方面，議員林筱魯建議政府透過優化政策增

加市民自置「資助出售房屋」的意慾，釋放更多出租
屋，有助於加快落實公屋流轉，鼓勵新家庭生育，又
建議政府考慮在新發展區預留土地給市民「儲錢換地
花」，其間市民若想中途退出，政府可將本金加利息退
回；若因應不同的轉變換大或換小，則可以一定的儲蓄
額度換樓，政府甚至可以提供與直系親屬一起換樓等靈
活做法，以增加吸引力，而父母亦可為子女購買未來的
房產。

倡為「高才通」設成效調查
在創科方面，尚海龍建議，特區政府積極出台政

策，例如降低「高才」的買樓自住稅務負擔，為「高
才」更好地匹配本港就業機會，降低「有工無人做、

高才搵工難」的困境。黃錦輝則建議，設立「科研成
果轉化中心」和建立數據管治體系，確立政府在數據
管治以及立法的方向、各部門的互聯互通的規劃。吳
傑莊希望政府乘Web3.0的趨勢，繼續推動深化相關產
業包括數字港元和港元穩定幣等。
在人才方面，蘇長荣提到，特別輸入勞工計劃僅包括
運輸與建築，而其他就業形勢嚴峻的行業還「等緊」，
指缺乏人力無法帶動消費，又建議政府加強對「高才
通」引入人才成效的調查，有否「落地生根」。
在教育方面，鄧飛建議政府集中在東南亞地區做常

規教育展，優先以DSE文憑試作為非本地學生報讀學
校的錄取標準。朱國強指出，本港現時有許多院校的
校園環境不達標，甚至沒有禮堂、操場等，建議政府
設立專項津貼以改善校園環境，並優化職專教育課程
審批流程等。

C15+議員促擴「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至灣區九市

◆工聯會昨日與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見面，從人口政策、土地房屋、地區治理等17個範疇提出建議。 工聯會Fb圖片

工聯會就施政報告提議（部分）
反對擴大輸入外勞
◆推出鼓勵就業措施及加強培訓，並定期公開外勞工種、薪酬
水平、輸入數量及所屬的公司等資料；訂立煞車或退場機制

正視在職貧窮問題
◆政府應帶頭取消外判，檢視平台經濟，加強對平台外送員的
保障，確立本地優先就業理念

鼓勵婦女及銀髮就業
◆加強社區支援服務，擴大公共幼兒託育服務，改善社區保姆
津貼；由政府帶頭透過「第三部門」概念聘用初老勞動力

推動可持續人口政策
◆倡延長婦女產假至16周，設立生育獎勵假期，設立為期24個
月的生育/託兒專員

告別劣質劏房
◆加快興建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讓有兒童的住戶優先
獲得編配

完善地區治理
◆政府加強與市民溝通，切實為市民排憂解難，完善地區履職
盡責機制

助力港人融入整個粵港澳大灣區
◆擴大持續進修基金適用範圍至大灣區內的指定課程；推動更
多行業兩地職業認證，讓有專業資格的技術人員獲取內地資
格認證

檢討現有《僱員補償條例》
◆設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推行職業安全健康保障制
度

檢視不同行業人才需要制定教育藍圖
◆做好人力資源規劃「育才、儲才」，根據香港「八大中心」
的產業定位，推行「職學雙軌的教育制度」

設「建造業招聘中心」
◆推行月薪制合理提升建造業薪酬待遇，並加強協助受「特別
計劃」行業影響的本地勞工

推動「街頭經濟」發展
◆以街道作為社區規劃或重建的核心，研究在各區發展「步行
街」及「地下街」，設「觀塘海濱花園長廊觀光夜市」

資料來源：工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熹

獻策施政報告 建議設「劏房監督辦」加強執法效率

◆C15+議員與行政長官李家超會面，提交施政報告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