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華總商會昨日在港舉辦乙巳年春節

酒會，香港特區署理行政長官陳國基致辭時

表示，香港仍面對各種不明朗因素，但相信

未來機遇大於挑戰，政府會更主動改革求

變、推動創新，為香港經濟發掘新增長點，

鞏固和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亦發展新興產

業，因地制宜培育新質生產力，積極對接國

家戰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國政協常

委、中總會長蔡冠深表示，香港工商界要擔

當經濟發展主力軍，演好「超級聯繫人」及

「超級增值人」角色，協助內地與國際接

軌，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大灣區故事和香港

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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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機遇大於挑戰 更主動改革求變
中總辦乙巳年春節酒會 陳國基致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
港烈酒稅減免至今逾3個月，業界
普遍反映政策效果不似預期。有
調查顯示，逾六成受訪香港酒企
業至今未因減稅而調整零售價。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發布在即，有
酒業代表建議，特區政府應將售
價介乎100元至200元的烈酒也納
入稅減政策。

烈酒稅減免效果不如預期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去年10
月公布的施政報告提出將酒精含
量超過30%、價格超過200元的酒
類進口稅從 100%大幅降低至
10% 。 政 策 出 台 逾 三 個 月 ，
《Wine. Luxe酒．派雜誌》昨日發
布有關該措施對本地葡萄酒及烈
酒行業影響的研究報告，共收集
280份業界問卷，發現部分行業人
士對政策反應積極，逾四成專業
受訪者表示影響為中性，另有四
成人認為影響微或無影響，顯示
減稅效果可能不如最初預期。
調查顯示，大多數受訪企業
（64.3%）不因減稅而調整價格，
89.2%企業尚未採取任何具體措
施，或少於10% 價格調整應對政
策變化。 展望未來，35.7%受訪者
預計未來變化甚微，甚至可能出
現負面影響。
香港專業品酒師協會主席周國

明解釋，減稅政策出台後，各類
政策宣傳調高了消費者預期，惟
實際市場反應與預期相悖，打消
部分人購酒的念頭，「市民可能
以為所有零售酒即刻會變得便
宜，甚至有宣傳舉例指，原售價
1,800 元的酒，可能平賣到 1,000
元，大家見到實際並沒有便宜就
不買。行業情況是大部分低價零
售酒都未受惠於減稅政策，即使
是受惠的烈酒，也有自身品牌宣
傳、舖租、市場定位種種因素影
響，情況遠為複雜。」
Wine.Luxe 總編輯Nelson Siu 建
議，若要大範圍活化零售酒行業，
特區政府須提供額外支持，例如透
過不同刺激經濟的措施，令本港形
成穩定持續的消費氛圍，以及促進
酒後代駕行業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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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酒業代表建議，政府應將售
價介乎100元至200元的烈酒也納
入減稅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攝

●民建聯與陳茂波會面，提交以「開源節流穩根基 創新求變謀發
展」為主題的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書。 受訪者供圖

民建聯多位代表昨日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會面，提交以「開源節流穩根基 創新求變
謀發展」為主題的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
書，以穩定公共財政、拚搏振經濟、改革利

民生為三大重點，共286項建議。民建聯主席陳克勤會後見傳媒
時表示，面對多年高額財赤，建議特區政府加大開源節流力度，
額外削減各部門經常性開支3%；擱置或押後部分工務工程項目；
凍結公務員編制和薪酬，精簡人手等，但強調有關節流措施需以
不影響民生服務為大前提。
民建聯提出的建議涉及持續節流、積極開源、推動新質生產

力、融入國家發展、安老與福利、婦女事務、醫療等15個範疇
（見表）。
陳克勤表示，民建聯希望特區政府加大開源節流力度，建議除

了現行「資源效率優化計劃」已要求各部門在新年度節省經常性
開支1%，以騰出資源在內部重新調配，供優化和推出新的公共服
務外，應再額外削減各部門經常性開支3%，但不可削減對基層市
民和弱勢群體的支援服務。
他認為，特區政府的工務工程項目開支在過去一年多達1,058億
元，金額龐大，故新年度透過削減能對公共財政大有幫助，建議
特區政府檢視工務工程項目的緩急優次，加強管控，設法降低建
造成本，擱置或押後不迫切、無經濟效益、不影響民生的項目。
例如，在東涌、古洞北、洪水橋3個發展區的區域供冷系統工務
工程項目開支達130億，便應進行檢視。
「其實成本效益都未計出來，在新發展區貿貿然去興建130億3
個區域供冷系統，是有一些冒進。」陳克勤說。

「2蚊優惠」要先處理「長車短搭」
被問到應否檢討「長者2蚊乘車優惠計劃」，陳克勤認為該計
劃對財赤的整體影響不大，就算縮減有關優惠都不可能讓千億財
赤扭虧為盈，認為特區政府應重視計劃鼓勵長者對外社交，讓大
家身心健康，有機會因此省下公共醫療開支等無形效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亦強調，該計劃絕不是財赤主因，特
區政府不應該向60歲至64歲的受惠者「開刀」，而是要先處理好
有關「長車短搭」問題。
在開源方面，陳克勤表示，特區政府應推動各部門共同負起促

進經濟發展的責任，除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相關官員，所有政策
局都有責任幫香港「拚經濟」，要「整個政府一齊去做」。例
如，環境及生態局要積極為發展新能源經濟拆牆鬆綁；運輸及物
流局要努力推動綠色船用燃料加注產業發展等，讓各行業更好升
級轉型，開拓不同產業發展空間，香港特區的稅收就能夠增加。
民建聯又建議特區政府重推出售公屋計劃，既滿足市民置業目
標，亦可帶來數十億元收入；容許香港賽馬會增設投注籃球賽
事，打擊非法外圍，增加博彩稅收入；將閒置土地「打包」出租
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開源節流】

控制公務員人手及薪酬
開支

●未來一年凍結公務員人數
在現有水平，全面檢視公
務員編制，同時凍結公務
員與資助機構下年度薪酬

檢視資助基金與專項發
展基金

●研究整合或結束部分基
金，釋放資金，確保公帑
調撥更靈活，用得其所

【鞏固提升金融、貿
易、航運中心地位】

放寬新股上市門檻

●企業只需市值5億元，或
者在過去3年累計盈利不
低於8,000萬元及在最近
一年盈利最少3,500萬元
即可上市

推動國酒貿易發展

●鼓勵內地酒企贊助在港舉
辦的國際盛事，提升國酒
知名度

推動國際高增值海運中
心發展

●推出大宗商品交易商稅務
優惠，吸引相當貿易商落
戶香港

【推動新質生產力】

發展金融科技Web 3.0

●推動各界廣泛採用數碼身
份，例如可在「智方便」
平台中納入區塊鏈數碼身
份

推進低空經濟發展

●發展粵港澳低空跨境交
通，並為低空經濟做好基
礎建設規劃

發展新能源交通

●為增加充電樁柱提供更多
政策支援，包括簡化電動
車充電設施監管流程、加
快處理審批、降低補地價
金額等

【房屋】

增加資助置業機會

●將居者有其屋計劃的供應
量訂為每年1.5萬個單位

【安老與福利】

優化跨境安老措施

●讓居住在粵港澳大灣區其
他城市合資格院舍的受養
人子女可申請「長者住宿
照顧開支扣除」免稅額，
以減輕子女供養父母在內
地安老的負擔

支援照顧者

●在全港十八區設立一站式
照顧者支援中心

【婦女】

增加幼兒託管服務

●設立緊急暫託服務及24小
時服務熱線

【醫療】

發展公營牙科服務

●加強牙科服務公私協作，
透過採購私營牙科服務，
照顧公營牙科病人

加強兒童醫療服務

●將「符合醫療費用豁免資
格人士」範圍擴展至「在
職家庭津貼計劃」及「學
校書簿津貼計劃」受惠家
庭的12歲以下兒童

【治安】

強化各部門閉路電視的
覆蓋及互通

●加快落實在全港的罪案黑
點安裝閉路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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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交286項財案建議
倡加強管控工務工程降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茗）春節接近尾聲，
派利是亦達尾聲，全港
每年都產生3.2億個利是
封，單是前年已相當於
砍伐超過1.6萬棵樹木。
為了推動利是封重用，
有環保組織連續16年舉
辦「利是封回收重用大
行動」，在全港近 400
個回收利是封的公眾收
集點，今年目標回收約
1,000萬利是封，並將其轉化成「新生
利是封」派發給市民重用。活動從本月
7日起至27日進行。
在昨日「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動
2025」啟動禮上，主辦的環保組織根據
2023年的調查發現，港人每年產生3.2
億個利是封，若以每個約重3克計算，
一噸紙需要砍伐17棵樹木，推算每年
需要960噸紙製造利是封，即全港共砍
伐超過1.6萬棵樹木，又指去年已收集
到1,000萬個利是封，將其轉化成「新
生利是封」派發給市民重用，今年已派
發新生利是封450萬個。為了推動循環
經濟，希望新一年再接再厲。
環境及生態局首席環境保護主任（減

廢及社區回收）吳素真致辭時表示，利
是封回收重用行動將利是重用的概念帶
入社區，近年市民環保意識有提升，期
望可以將「重用」概念推廣延伸至其他
物品，例如書籍、衣物等。

環團設400個利是封回收點
環保組織表示，即日起至 2 月 27
日，全港九龍新界近400個個人護理
產品店、油站、商場、屋苑等地均有
設置利是封收集箱，只要利是封上沒
印有生肖、年份、姓氏，亦不具自動
黏貼封口，沒有字跡或塗鴉、釘或釘
痕、摺痕或破損，均能參與回收重用
計劃。

港年產3.2億利是封 如砍逾1.6萬棵樹

●有環保組織舉辦「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動2025」。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來源：民建聯《2025-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期望》建議書

●香港中華總商會昨日在港舉辦乙巳年春節酒會。●陳國基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梁振英尹宗華崔建春等出席主禮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

主任尹宗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崔建春等出席主
禮，與社會各界嘉賓齊賀新禧。
陳國基致辭時表示，蛇在中國文化中象徵智慧和

靈活，與香港企業家可謂同出一轍。過去一年，環
球市場都面對重重挑戰，香港亦受到影響，但在由
治及興的大道上，香港仍能砥礪奮進，經濟正在穩
步復甦。

港再成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香港在很多國際排名穩步上升，他舉例，香港再度
成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重奪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地
位，人才競爭力重回世界十大，世界競爭力上升至第五
位，展示香港實力雄厚，亦反映國際社會對香港認同。
特區政府在招攬企業和人才方面亦取得佳績，陳國

基表示，來自內地和海外的駐港公司總數接近一萬
家，初創企業數目接近4,700家，兩者同創新高。同
時，國家多項惠港措施立竿見影，2024年全年訪港旅

客接近4,500萬人次，當中內地旅客按年增長約三成。
陳國基讚揚中總一直大力支持政府的工作，相信

憑藉工商界的智慧和營商靈活的手腕，香港於蛇年
必定能夠迎來更好的發展、更多的機遇。

中總：更好扮演「內聯外通」橋樑
蔡冠深致辭時表示，新一年，中總將繼續推動會

員全力配合特區政府依法和有效施政，扮演工商界與
政府溝通橋樑；強化聯繫內地工作，協助香港各業深
入了解國家最新政策，主動與內地加強互動，共拓新

商機；通過加強外訪、簽訂合作備忘等，促進更多海
內外企業落戶香港，更好扮演「內聯外通」橋樑。
中總副會長曾智明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面對國際局勢不穩的挑戰，香港作為中國最開
放的城市之一，要堅持「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
獨特優勢，以更開放的心態和政策，吸引更多新興
國家的資本來港，無論是投資香港本地項目，還是
透過香港進入內地市場，都是香港的機遇，我們對
香港的發展充滿信心，中總也會擔當好中間角色，
不斷向國際社會說好香港故事、中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