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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施政報告重點建議摘要
鞏固提升三大中心地位

●優化上市制度
●研究在港發行離岸人民幣穩定幣
●放寬對中小型公司的上市門檻，研究措施支持中小型上市公司加快轉型

強化旅遊樞紐中心

●向中央爭取增加更多城市納入個人遊
●推動多彩旅遊
●推出專為穆斯林旅客而設的旅遊路線與產品

匯聚高端人才

●優化各項人才來港計劃
●向中央爭取設立「高才通」專項資金匯出總額度，建立香港購房資金池

民生相關政策

●盡快堵塞外勞制度漏洞，包括加強「放蛇」及引入罰款機制
●檢視公營醫療收費的調整幅度及改革步伐
●優化跨境安老措施

其他部分重點建議

●構建一站式海空運服務樞紐
●提速推動低空經濟各試點項目及基建配套
●制定新能源發展的專項基金及政策措施
●提速建設北部都會區，推出包含各局政策及中央特殊配套的北都區產業政
策包

●促成灣區會計專業服務的高度融合，包括向中央爭取推動大灣區會計師牌照
●促進中醫藥科研成果的轉化，利用整個大灣區的資源將科研成果從實驗室
推向產業化

●推動海洋經濟，成立海洋經濟跨部門專責小組
●構建長者友善生活環境，開發針對長者需求的創新產品及服務
●盡快成立由司長級領導的跨部門人口政策小組，制定更完善的人口政策
●重推出售公屋計劃及積極研究推行公營房屋「先租後買」政策
●重新審視並調整先行的三層支援模式撥款機制，確保所有SEN學童都能

獲得必要的資源和支持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學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學怡）新一份施
政報告將於9月發布，民建聯昨日與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會面，提交以「化危為機
拚經濟 排憂解難惠民生」為主題的《2025
年施政報告期望》，報告共有7個主題、35
項範疇，合共446項建議，其中包括鞏固香
港金融中心地位、強化香港作為旅遊樞紐、
匯聚高端人才等領域。
民建聯昨日會見傳媒時簡介對施政報告
的建議，強調政府應在動盪的國際格局中
把握機遇，善用「一國兩制」的獨特制度
優勢和安全穩定的發展環境，全力吸引資
金、人才和技術匯聚香港，並解決市民在營
商、就業和生活各方面困難，包括繼續向
中央爭取增加更多城市納入個人遊；建議政
府設立購房資金通，便利內地人才在港置
業。
在鞏固香港金融中心方面，民建聯建議優
化上市制度，吸引更多海外優質企業來港上

市，例如修訂《上市規則》，調整同股不同
權公司上市的市值及收入要求；研究在港發
行離岸人民幣穩定幣；放寬對中小型公司的
上市門檻，以及研究合適措施支持中小型上
市公司加快轉型。

倡推特色旅遊路線 完善清真飲食認證
在強化旅遊樞紐中心方面，民建聯建議，
繼續向中央政府爭取增加更多城市納入個人
遊，推動多彩旅遊包括以抗戰歷史為主線的
紅色旅遊、海洋或離島環境為主題的藍色旅
遊、郊野公園綠色生態遊，以及以熊貓經濟
為代表的黑白旅遊，並繼續推動香港成為穆
斯林友善之都，完善清真飲食的認證服務及
配套安排，以及推出專為穆斯林旅客而設的
旅遊路線與產品。

盼設千億資金池 助來港人才置業
在匯聚高端人才方面，民建聯提議優化各

項人才來港計劃，除全球百強大學以外，應
定向引進非百強大學但個別學系是世界頂尖
的人才；向中央爭取設立「高才通」專項資
金匯出總額度，建立上限為1,000億元等值
人民幣的「香港購房資金池」，以閉環形式
便利人才在港置業。
民建聯認為，政府必須回應社會對穩定樓

市、激活物業市場流轉性的期望，故建議政
府靈活調整土地用途，放寬商業用地轉型為
服務式公寓或酒店項目的審批；並放寬「新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申請人可購買的住宅
物業，由5,000萬港元或以上，下調至3,000
萬港元或以上。
在解決市民就業和生活的困難方面，民建

聯建議，為確保本地就業優先，應盡快堵塞
外勞制度漏洞，包括加強「放蛇」及引入罰
款機制；同時檢視公營醫療收費的調整幅度
及改革步伐，以及加快提升私營醫療服務收
費透明度的立法等。

民記獻策施政報告 續爭取擴大個人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學怡）特區政府積極推進海洋經
濟發展。香港海洋經濟發展聯盟昨日舉行啟動禮暨圓桌會
議，匯聚各界專家及政府部門代表，共同探討海洋經濟的未
來發展方向及對香港經濟的貢獻，圓桌會議主題聚焦三方
面：體驗式海島旅遊及高端消費模式打造、海魚養殖業升級
轉型、海洋科技創新及應用。聯盟將匯聚政府各部門、企
業、學術機構及社會各界力量，共同推動海洋經濟相關項目
在香港落地，促進香港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特區政府環境
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在本次圓桌會議作主旨演講時表示，海
洋經濟行業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期待各位專家透過深入交
流，激發更多前瞻思維及合作的契機，一起推動香港海洋經
濟的發展。

冀本地養魚量15年內增10倍
謝展寰表示，環境及生態局持續關注及推動海洋經濟的發

展，包括加強水環境管理，例如通過源頭污染管制等措施保
護水體，並推行「淨化海港計劃」，現時維多利亞港的整體
達標率已超過九成，更重新開始有珊瑚生長。在推動漁業及
可再生能源發展方面。
他續指，《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中提到，將分階段

啟用已指定4個新的魚類養殖區，提供新式深海網箱，目
標在15年內將本地養魚量增加10倍；同時會保持與內地
漁業部門定期溝通與拜訪，促進商貿及技術交流。
香港海洋經濟發展聯盟召集人何俊賢在致辭時表示，通

過聯盟這個平台，各方可以共享資源、信息和技術，同時
與政府搭建恒常化溝通平台；聯盟還鼓勵並支持海洋經濟
領域的創新，推動新技術、新模式的應用。另外，他指
出，聯盟亦會定期舉辦活動，包括研討會、論壇等，促進
各方交流。
「為積極響應國家發展海洋經濟的號召，也為了香港可

突出自身優勢與潛力，例如香港擁有世界級的海港、專業
的海洋科技服務人才等，要釋放這些潛力，我們需要平台
以匯聚業界及學術界等多方面的力量。」香港海洋經濟發
展聯盟副召集人陳恒鑌在致辭時指出，香港海洋經濟的潛
力不僅限於海運和港口業，還有多個值得深耕的領域，例
如提升先進養殖技術、發展休閒漁農業、發展濱海旅遊、
休閒漁業及遊艇業等，這些都有望成為香港的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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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簡歷顯示，徐啟方出生於1965年8月，陝西安康
人，曾在陝西工作多年，擔任過安康市市長、寶雞

市委書記等職。2018年7月，徐啟方任陝西省政府副省
長、黨組成員，繼續兼任寶雞市委書記。

2021年 1月，徐啟方跨省履新，任海南省委常委、
組織部部長。同年12月，他兼任儋州市委書記、洋浦
經濟開發區工委書記。2022年 4月，海南省委換屆，
徐啟方當選為省委副書記，後兼任省委政法委書記。
2022年10月17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招待會。徐啟方以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的身份出席，並回答了記者提問。
2023年2月19日，國務院任命徐啟方為國家公務員局局
長。今年2月，齊家濱接替徐啟方任國家公務員局局長。
徐啟方是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據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網

訊，7月4日上午，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京看望出席全國青聯十四屆全
委會的港澳地區特邀委員並與大家座談交流，分管日常工
作的副主任徐啟方、副主任王靈桂、室務會成員向斌一同
看望。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阿東，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
記、全國青聯主席徐曉參加活動。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網
站顯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主任為夏寶龍，副主任有五位，分別是徐啟方（分
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長級）、周霽、鄭新聰、王
靈桂、農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
紀檢監察組組長為耿長有，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室務會
成員為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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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提交以「化危為機拚經濟 排憂解難惠民生」為主題的《2025年施政報告期望》，報告共有7個主題、35項範疇，合共446項建
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香港海洋經濟發展聯盟昨日舉行啟動禮暨圓桌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黃子
龍）據新華社訊，《中共中央關於加
強新時代審判工作的意見（2025年2
月8日）》，當中在以嚴格公正司法
保障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中提
到，加強涉外和涉港澳台審判工作。
多位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這是香港進一步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升自身國際競爭
力的重要契機，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
形勢，愈來愈多的「中國方案」令世
界看到和平發展共贏的可能，而在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可以在國家和
世界的發展大局中，將擔當更重要的
法治角色，香港業界要發揮歷史主
動，堅守司法制度與法律服務的高質
素，並集合力量做好國際交往合作，
推動多領域法治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律師陳曉

峰表示，從目前的國際形勢可見，如
果一些國家只顧發展自身，而不顧其
他國家的存亡，那麼則會難以產生最
好的協同效應，為了各國人民的生活
可以過得更好，香港有「一國兩制」
的優勢，香港法律界應該採取歷史主
動，優化國際法律法規，讓大家能暢
順地做更多國際貿易，減少爭端。
另外，粵港澳大灣區司法交流合作
目前做得非常好，再更強化規則銜
接、機制對接，有望把國家好的經驗
和做法，通過多個國際機構推向世
界，包括在香港的亞非法協香港區域
仲裁中心、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以及
預期將會在今年第四季度全面展開工
作的國際調解院總部。

提升自身國際競爭力重要契機

身為執業律師的立法會議員江玉歡
表示，在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司法交流
合作方面，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是促進大灣區一體化發展的關鍵。她
認為，通過加強司法交流合作，能夠
消除三地在法律規則和司法機制上的
差異障礙，為大灣區內的跨境投資、
貿易、金融等各類經濟活動提供更加
穩定、公平、透明且可預期的法治環
境，進一步增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的地位，鞏
固香港與內地在經濟、文化等多方面
的緊密聯繫，實現互利共贏的良好局
面。
江玉歡續指，加強涉外和涉港澳台
審判工作，對於香港而言，是進一步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升自身國際競
爭力的重要契機。她期待香港的司法
機構能夠積極參與到相關工作中，與
相關地區的司法部門密切協作，為國
家的繁榮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執業大律師何淑瑛表示，香港除了
鞏固自身提供高素質爭議解決服務
外，更進一步的目標是協助國家提升
在國際爭議解決領域的話語權。當香
港的國際調解院、國際仲裁中心等機
構在國際舞台的地位與認受性不斷提
高時，亦同步強化了國家在爭議解決
及規則制定方面的影響力，這將是香
港未來持續努力的方向。她強調，香
港未來首要任務是堅守司法制度與法
律服務的高質素，維護這塊「金字招
牌」，同時須持續推進國際化，包括
維持中英雙語的司法體系，並不斷開
闊國際視野，擔當國家與世界的橋
樑。

中央擬加強涉港澳台審判工作
港法律界：助港融入國家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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