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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政 策 研 究 資 助 計 劃  

建 議 研 究 範 疇  

 

  代號 

   

I. 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下的議題和研究範

疇 (見下列研究範疇) 

 

  

 

 

1. 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發展機遇  S1 

1a. 結合大灣區的比較優勢，進一步發展香港在其中一
個「八大中心」的地位（包括國際金融中心、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國際貿易
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航空樞紐、亞太區國際
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以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
中心）。  

 

 

1b. 加強大灣區醫療協作的策略。  

 

 

1c. 協助香港青年把握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的支
援措施。  

 

 

1d. 了解身處大灣區其他城巿的香港居民情況和需要
的研究。  

 

2. 新質生產力  

 

S2 

2a. 推動香港新能源發展的政策，尤其是針對氫能和可
持續航空及船用燃料，並評估有關發展的商機、重
點工作，以及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  

 

 

2b. 進一步發展數字經濟的策略，包括加快產業數字轉
型、促進人工智能、加強數字基礎建設、促進數據
交易生態，以及探討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安排。  

 

 

2c. 促進發展綠色轉型的策略，包括應用優質且具成本
效益的綠色建築技術，以及推動減廢回收的氣候行
動。  

 

 

2d. 發展香港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的策略，包括人才
培訓及生物醫藥技術創新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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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發展  

 

S3 

3a. 推進香港發展成為專上教育樞紐和高端人才集聚
高地的措施。  

 

 

3b. 發展微證書和全面可持續的人才發展與培訓階梯，
以配合終身學習和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  

 

 

3c. 使用和推廣教育科技 (例如人工智能 )的策略和措
施。  

 

 

3d. 研究學校和教育工作者如何互相協作，以確保教育
制度／課程／教學方法能夠配合並滿足青少年未
來的需求，並培養所需具備的核心技能、能力、價
值觀和態度。  

 

 

3e. 分析家長／家庭如何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獲得感和
幸福感，並推廣良好的家校合作方式。  

 

   

4. 國際金融、航運及貿易中心  S4 

 
4a. 強化香港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地位的政策。  

 

 

4b. 增強本港港口競爭力的策略，包括開拓新市場，為
香港港口貨櫃吞吐量發掘新增長點、鞏固傳統航線
對香港港口的黏附性、提升香港作為智慧港口的地
位、增加香港港口的吸引力，以及增強香港港口對
船公司在航線重組時的吸引力。  

 

 

4c. 研究可成為高增值海運服務業新增長點的行業，以
及促進有關行業發展的措施。  

 

 

4d. 優化香港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的措施，包括如何吸
引大宗商品相關企業落戶香港、帶動相關服務的需
求，以及提供支援配套和人才。  

 

 

4e. 發展香港成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的政策，包括
加強相關服務 (例如生產鏈管理、出口信用風險管
理、貿易融資、營銷、檢測認證、會計等專業服務 )

的措施。  

 

 

4f. 推動總部經濟發展的措施，特別是吸引重點企業在
香港設立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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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化體育旅遊融合發展  

 

S5 

5a. 提升香港文化軟實力及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
策略。  

 

 

5b. 讓香港對大灣區內文化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的政策，
以及加強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文化伙伴合作
的措施。  

 

 

5c. 推動體育發展及建設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盛事之都
的政策，以推進體育專業化和產業化發展。  

 

 

5d. 支援《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 2 . 0》發展策略的政策。  

   
6. 安老及醫療服務  

 

S6 

6a. 改善本地安老服務質素和提升有關服務的財政與
人力資源可持續性的政策，當中涵蓋不同撥款模式
(資助與非資助 )和服務模式。  

 

 

6b. 善用大灣區的比較優勢以配合安老服務和銀髮經
濟發展的策略。  

 

 

6c. 研究創新醫療服務模式，包括加強「醫社合作」及
可持續醫療融資。  

 

 

6d. 加強香港基層醫療發展的策略，包括強化促進健康
和疾病預防，以及改善公營醫療服務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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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其他議題及研究範疇  

 

與內地合作   

1 .  國家五年規劃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C1  

1a. 配合國家「雙循環」策略的政策   

1b. 提升香港的相對優勢：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
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1c. 創造香港新優勢：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國際航空樞紐、
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和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2. 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  C2 

2a. 香港連繫大灣區與東盟（東南亞國家聯盟）   

2b. 與大灣區機場及／或城市合作鞏固香港的航空貨運
領導地位  

 

2c. 香港對推動大灣區發展為中國的世界領先創新樞紐
可擔當的角色和可作的貢獻  

 

2d. 人流、貨物、資金及資訊在大灣區的互聯互通   

2e. 港澳合作   

2f. 大灣區製造食品經由香港出口到外地市場及香港製
造食品出口到大灣區的市場潛力  

 

2g. 

 

香港對在特定民商事領域訂立粵港澳大灣區示範規
則可擔當的角色  

 

2h. 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合作以推動文化、綠色／生態、
歷史、古蹟保育及生態康樂發展  

 

   

3. 「一帶一路」倡議  C3 

3a. 《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為香港帶來的機遇   

3b. 加強香港與東盟關係的政策   

   

經濟發展   

4. 土地及房屋   C4 

4a. 善用新界農地   

4b.  土地發展與保育的平衡   

4c. 降低公營房屋建築成本及加快房屋供應的措施   

4d. 解決樓宇老化及促進市區轉型的措施   

4e. 優化城市規劃和管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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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 未來住宅／商業空間及土地發展的需求   

4g. 青年的房屋需求及置業願望   

   

5. 香港經濟基礎的多元化  C5 

5a. 推動回收及綠色產業的政策，包括廢物管理、綠色建
築及新能源汽車  

 

5b. 支援數碼轉型及數碼經濟發展的政策   

5c. 北部都會區的可持續發展   

5d. 支援創業、創新及新興行業的政策   

5e. 創意產業─推廣文化知識產權的應 用及發展策略的
政策  

 

   

社會發展   

6. 貧窮與不平等  C6 

6a. 解決貧窮與不平等的策略 ，包括社會流動與跨代貧
窮，新移民／少數族裔的不平等情況  

 

   

7. 人口老化  C7 

7a. 老年收入保障及福利可攜性   

7b. 長者的經濟及社會參與   

7c. 跨代支援及融和   

7d. 長者友善環境，包括居住、護老及殯葬   

7e. 銀髮經濟：發展策略與政策   

   

8. 勞工與就業  C8 

8a. 法定最低工資、退休保障及社會保障福利   

8b. 勞動人口參與發展策略，包括性別、年齡，以及移居
外地與移民入境  

 

8c. 未來技能與本地勞動人口   

8d. 職業安全及健康，以及工作條件   

   

9. 家庭政策及兒童福利  C9 

9a. 創建有助家庭建構及培育孩子成長的環境的政策（例
如獲取可負擔及優質的幼兒照顧服務、家庭友善僱傭
措施、  家庭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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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 房屋、幼兒服務、長工時和其他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   

9c. 兒童權利、健康與保護兒童   

   

10. 建立共融社會  C10 

10a. 新移民與少數族裔的社會共融   

10b. 殘疾人士：政策與實踐   

10c.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政策與實踐   

   

11. 健康  C11 

11a. 長期護理融資   

11b. 醫社合作   

11c. 生物科技發展與生命倫理   

11d. 公眾支持及參與控制傳染病   

11e. 遠程醫療   

11f. 中醫藥發展   

   

12. 教育  C12 

12a. 國民教育   

12b. 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和數學相關學科 (ST E AM  )的
教育，以及教育科技發展  

 

12c. 媒體素養   

12d. 職業專才教育    

12e. 發展香港成爲國際教育樞紐   

   

13. 青年發展  C13 

13a. 有效的青年發展計劃及評估   

13b. 多元教育及就業出路   

13c. 青年創業   

13d. 青年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   

   

14. 環境保護及氣候變化  C14 

14a. 空氣質素監察及管理   

14b. 保育具高生態價值的私人地點   

14c. 古蹟保育及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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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 負責任消費和生產   

   

政治發展   

15. 管治、行政及公眾參與  C15 

15a. 推動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的措施   

   

16. 城市品牌  C16 

16a. 在本地及海外推廣香港的措施   

   

III.   其他議題或研究範疇  C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