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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  

建議研究範疇   
 

 代號  

I. 配合政府施政重點和研究需要的議題和研究範

疇  
 

1.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下粵港澳大灣區帶來

的發展機遇  
S1 

1a. 與 大 灣 區 其 他 具 備 獨 特 潛 力 作 重 點 發 展 的 內 地 城 市
（ 或 多 個 內 地 城 市 ） 在 香 港 企 業 具 備 專 長 可 發 揮 的
的 特 定 經 濟 行 業 的 策 略 發 展 和 合 作 計 劃  

 

1b. 香 港 作 為 區 域 知 識 產 權 貿 易 中 心 的 優 勢 、 奠 定 香 港
相 關 領 導 地 位 的 策 略 ； 以 及 香 港 可 如 何 貢 獻 國 家 的
發 展  

 

1c. 香 港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借 力 大 灣 區 發 展 機 會 的 發 展 潛 力
及 策 略  

 

1d. 政 府 推 行 協 助 香 港 青 年 了 解 並 把 握 大 灣 區 發 展 帶 來
的 機 遇 相 關 政 策 ／ 措 施 的 中 期 影 響 以 及 優 化 措 施  

 

1e. 評 估 在 大 灣 區 不 同 內 地 城 市 的 香 港 居 民 的 系 統 性 及
／ 或 縱 向 研 究 ， 包 括 其 人 數 、 分 布 、 需 作 出 選 擇 的
考 慮 因 素 等  

 

 
2.  

 
於 2 0 5 0 年前實現碳中和  

 
S2 

2a. 加 強 年 輕 一 代 及 少 數 族 裔 的 減 碳 意 識 並 參 與 氣 候 行
動 的 策 略  

 

2b. 動 員 商 界 就 各 行 各 業 制 訂 減 碳 目 標 及 實 施 行 動 計 劃
的 策 略  

 

 
3.  

 
氫能經濟  

 
S3 

3a. 香 港 優 先 採 用 的 氫 能 ( 尤 其 可 在 促 進 氫 能 廣 泛 應 用 的
技 術 突 破 和 基 礎 設 施 需 求 方 面 ) 的 範 疇  

 

3b. 促 進 使 用 氫 能 的 政 策 ， 以 及 使 用 氫 能 對 香 港 社 會 和 經
濟 的 中 長 期 影 響  

 

3c. 借 助 使 用 氫 能 發 展 新 商 機 ， 並 以 加 強 與 鄰 近 區 域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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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口高齡化下安老服務的可持續發展  

 
S4 

4a.  改 善 資 助 安 老 服 務 的 財 政 資 源 可 持 續 性   
 -  研 究 維 持 現 行 資 助 安 老 服 務 政 策 在 未 來 2 0 年 對 政

府 經 常 性 開 支 的 影 響  

 

 -  就 各 類 安 老 服 務 的 資 助 及 ／ 或 收 費 模 式 提 出 建 議
並 探 討 實 施 方 案 、 以 及 分 析 相 關 建 議 和 方 案 對 資
助 服 務 需 求 及 政 府 財 政 支 出 的 影 響 、 主 要 持 分 者
對 建 議 的 反 應 及 實 施 建 議 的 困 難 和 應 對 方 案  

 

 -  就 改 變 現 時 資 助 對 非 資 助 服 務 的 比 例 的 策 略 提 出
建 議 ， 探 討 發 展 銀 髮 經 濟 以 市 場 分 擔 部 分 安 老 服
務 需 求 的 可 行 性 和 量 化 效 果  

 

 

4b. 

 

改 善 安 老 業 界 人 力 資 源 的 可 持 續 性  

 

 -  推 算 安 老 業 界 在 現 有 政 策 （ 包 括 資 助 和 收 費 方
式 、 相 關 員 工 的 專 業 資 格 或 入 職 條 件 、 勞 工 政 策
等 ） 不 變 的 前 提 下 ， 在 未 來 2 0 年 所 需 的 員 工 數 目
以 達 至 人 力 資 源 的 可 持 續 性 、 對 香 港 勞 動 市 場 的
整 體 影 響 、 相 應 的 人 工 成 本  

 

 -  就 如 何 提 高 業 界 人 力 資 源 的 可 持 續 性 提 出 建 議 並
探 討 實 施 方 案 ， 以 及 分 析 相 關 建 議 對 香 港 整 體 人
力 資 源 及 經 濟 的 影 響 ， 探 討 主 要 持 分 者 對 建 議 的
反 應 ， 以 及 實 施 建 議 的 困 難 和 應 對 方 案  

 

 

4c.  

 

鼓 勵 長 者 到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內 地 城 市 養 老  

 

 -  找 出 影 響 香 港 長 者 選 擇 養 老 地 點 所 考 慮 的 關 鍵 因
素  

 

 -  調 查 在 大 灣 區 內 地 城 市 生 活 的 香 港 之 需 要 和 生 活
的 實 況  

 

 -  研 究 香 港 跨 境 安 老 政 策 和 措 施 以 及 內 地 城 市 政 府
針 對 香 港 長 者 的 政 策 措 施  

 

 -  了 解 香 港 長 者 跨 境 養 老 所 面 對 的 實 際 和 觀 感 上 的
困 難 ， 並 就 如 何 鼓 勵 更 多 香 港 長 者 到 大 灣 區 內 地
城 市 養 老 提 出 建 議 ； 以 及 分 析 相 關 建 議 對 選 擇 到
大 灣 區 內 地 城 市 安 老 的 香 港 長 者 人 數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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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 算 未 來 香 港 長 者 選 擇 到 大 灣 區 內 地 城 市 安 老 的
人 數 及 人 口 特 徵 、 跨 境 安 老 對 政 府 開 支 、 香 港 安
老 業 界 發 展 及 香 港 整 體 經 濟 的 影 響  

 

 
5.  

 
醫療創新  

 
S5 

5a.  創 新 醫 療 服 務 模 式 ， 包 括 加 強 「 醫 社 合 作 」 及 可 持
續 醫 療 融 資  

 

5b. 加 強 香 港 基 層 醫 療 的 發 展   

5c. 利 用 醫 療 科 技 ／ 資 訊 ／ 創 新 ， 使 香 港 準 備 更 為 充 份
和 具 備 更 佳 能 力 ， 應 付 傳 染 病 爆 發 的 策 略 ， 包 括 抗
疫 措 施 、 化 驗 所 檢 測 容 量 快 速 提 升 的 能 力 、 公 營 醫
院 應 付 容 量 的 挑 戰 等  

 

5d. 發 展 香 港 成 為 醫 療 創 新 樞 紐   

 
6.  

 

教育 

 
S6 

(i) 健 康 校 園 生 活 和 愉 快 學 習   

6a.  推 廣 健 康 校 園 生 活 和 愉 快 學 習 ／ 建 立 更 優 良 的 學 校
和 教 師 團 隊 ， 研 究 涵 蓋 探 討 師 生 是 否 享 受 校 園 生
活 ， 從 中 得 到 多 少 獲 得 感 和 幸 福 感 和 提 升 方 法 ； 以
及 影 響 學 生 身 心 、 情 緒 和 社 交 健 康 的 因 素 和 改 善 方
法  

 

6b. 社 區 參 與 ／ 義 工 服 務 和 制 服 團 體 如 何 影 響 學 生 的 價
值 觀 、 責 任 感 、 公 民 意 識 和 對 香 港 的 歸 屬 感  

 

6c. 如 何 藉 着 良 好 的 家 長 教 育 和 家 校 合 作 ， 促 進 師 生 的
身 心 健 康 、 獲 得 感 和 幸 福 感  

 

 

(ii) 新 科 技 時 代 的 學 與 教 模 式   

6d.  知 識 創 建 ／ 學 與 教 和 學 校 教 育 的 規 限 ， 研 究 涵 蓋 在
教 育 科 技 更 廣 泛 應 用 的 時 代 學 校 和 教 師 在 教 育 層 面
可 擔 當 什 麼 角 色 和 如 何 定 位 ； 以 及 在 教 育 層 面 使 用
和 推 廣 人 工 智 能 時 ， 有 何 策 略 和 措 施 可 確 保 合 乎 道
德 和 公 平 原 則  

 

6e. 學 生 要 跟 上 教 育 科 技 的 步 伐 應 具 備 的 素 質 和 能 力   

6f. 學 校 和 教 育 工 作 者 配 合 並 滿 足 青 少 年 未 來 需 求 的 教
學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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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可 持 續 和 均 衡 的 人 才 發 展 與 培 訓 階 梯   

6g.  其 他 地 區 ／ 國 家 （ 例 如 芬 蘭 、 澳 洲 和 新 加 坡 ） 在 終
身 學 習 方 面 的 實 踐 與 經 驗  

 

6h. 發 展 微 證 書 和 全 面 可 持 續 的 人 才 發 展 與 培 訓 階 梯   

6i. 教 育 範 疇 中 使 用 和 推 廣 人 工 智 能 的 策 略 和 措 施 ， 以
充 分 發 揮 人 工 智 能 在 各 個 教 育 階 段 的 潛 在 益 處 ， 並
同 時 恪 守 倫 理 規 範 和 公 平 性  

 

6j.  將 本 港 青 少 年 在 讀 寫 能 力 、 數 學 能 力 、 數 字 素 養 和
國 際 勝 任 力 方 面 的 水 平 與 本 地 、 國 家 、 國 際 現 時 和
未 來 發 展 所 需 的 技 能 進 行 基 準 比 較  

 

6k. 探 討 發 展 專 門 提 供 技 術 研 究 和 應 用 教 學 的 專 上 院
校 ， 以 配 合 創 科 業 的 高 速 發 展 ， 令 香 港 能 夠 繼 續 擔
當 國 際 創 科 樞 紐 的 角 色  

 

6l. 影 響 終 身 學 習 的 因 素 和 全 面 均 衡 的 人 才 發 展 與 培 訓
階 梯 ， 研 究 涵 蓋 性 別 、 家 庭 、 種 族 和 社 會 經 濟 背 景
是否是決定因素和 對 整 體 人 才 庫 發 展 的 影 響 ； 以 及
不 同 性 別 、 家 庭 和 社 會 經 濟 背 景 人 士 的 技 能 水 平 差
異 及 其 面 對 的 挑 戰 ， 並 建 議 周 全 計 劃 ， 鼓 勵 不 同 年
齡 的 市 民 終 身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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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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 .  配合國家「雙循環」政策   

1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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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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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 .  香港連繫大灣區與東盟（東南亞國家聯盟）   

2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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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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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d .  人流、貨物、資金及資訊在大灣區的互聯互通   

2 e .  港澳合作   

   

3 .  「一帶一路」倡議  C3 

   

土地及房屋   

4 .  土地和房屋供應  C4 

4 a .  房屋用地及住宅供應   

4 b .  善用新界農地   

4 c .  以過渡性房屋解決板間房／劏房問題的可行建議   

4 d .  土地發展與保育的平衡   



(2024.04) 6 
 

4 e .  加速發展程序以加快房屋供應   

4 f .  解決樓宇老化及促進市區轉型   

4 g .  增加土地供應以滿足未來經濟增長及／或社會需要   

4 h .  在城市規劃和管理中平衡宜居程度與建屋量   

4 i .  新常態下對未來商業／辦公室空間的需求及最可取的
辦公室用地發展策略   

   

經濟發展   

5 .  區域合作和發展  C5  

5 a .  《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為香港帶來的機遇   

5 b .  香港與東盟國家的經濟關係與前景   

   
6 .  香港經濟基礎的多元化  C6 

6 a .  回收產業   

6 b .  再工業化   

6 c .  位於九龍東第二個核心商業區的可持續增長─產業定
位∕主要推動力   

6 d .  創新科技發展   

6 e .  創意產業─推廣文化知識產權的應用   

6 f .  活化工厦政策在九龍東之成效   

  

7 .  城市品牌  C7 

7 a .  推廣香港與重建本地及海外信心   

7 b .  藝術、文化、體育與盛事   

7 c .  本地與國際旅遊   

7 d .  文物保育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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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議題   

8 .  貧窮與不平等  C8 

8 a .  解決貧窮與不平等的策略   

8 b .  社會流動與跨代貧窮   

8 c .  新移民／少數族裔的不平等情況   

   

9 .  人口老化  C9 

9 a .  老年收入保障   

9 b .  長者的經濟及社會參與   

9 c .  推動跨代支援及融和   

9 d .  居家安老：政策與實踐   

9 e .  在家離世：政策與實踐   

9 f .  建立長者友善居住環境   

9 g .  銀髮市場   

9 h .  積極健康樂頤年政策   

9 i .  綠色殯葬   

9 j .  家庭護老者   

9 k .  社會福利可攜性   

   

10 .  勞工與就業  C10 

1 0 a .  法定最低工資   

1 0 b .   女性勞動人口參與   

1 0 c .  長者勞動人口參與   

1 0 d .  退休保障及漸進式退休計劃實踐   

1 0 e .  未來技能與本地勞動人口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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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f .  職業安全及健康   

1 0 g .  工作條件（遙距工作及彈性工作安排等）   

1 0 h .  移民入境與移居外地：性質、影響與對個人、家庭及
社會造成的問題；吸引及挽留人才的前景   

1 0 i .  長期失業與就業不足   

   

11 .  家庭政策及兒童福利  C11 

1 1 a .  創建有助家庭建構及培育孩子成長的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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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男女平等等）  

 

1 1 b .  房屋、幼兒服務、長工時和其他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   

1 1 c .  家庭及家庭相關事宜   

1 1 d .  兒童權利、健康與保護兒童   

   

12 .  建立共融社會  C12 

1 2 a .  新移民與少數族裔的社會共融   

1 2 b .  殘疾人士   

1 2 c .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13 .  健康  C13 

1 3 a .  長期護理融資   

1 3 b .  醫社合作   

1 3 c .  生物科技發展與生命倫理   

1 3 d .  公眾支持及參與控制傳染病   

1 3 e .  遠程醫療   

1 3 f .  中醫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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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運輸  C14 

   

創新科技   

15 .  資訊與科技教育  C15 

   

16 .  科技、創新與創意  C16 

1 6 a .  支援數碼轉型的政策：數碼貨幣、機械人工序自動
化、區塊鏈、人工智能等   

1 6 b .  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   

1 6 c .  創業與創新   

1 6 d .  支援新興行業：政策轉變及演化   

   

17 .  運輸科技  C17 

1 7 a .  應用通訊和通訊科技解決市區的交通及運輸問題   

1 7 b .  應用通訊和通訊科技改善市區的連繫和易行度   

   

教育及青年發展   

1 8 .  教育  C18  

1 8 a .  國民教育   

1 8 b .  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和數學相關學科 (S T E AM )的
教育  

 

1 8 c .  媒體素養   

1 8 d .  職業專才教育   

1 8 e .  發展香港成爲區域教育樞紐    



(2024.04) 10 
 

1 9 .  青年發展  C19 

1 9 a .  有效的青年發展計劃及評估   

1 9 b .  建立多元教育及就業出路   

1 9 c .  青年創業   

1 9 d .  青年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   

   

環境保護   

20 .  空氣質素  C20 

2 0 a .  監察空氣質素   

2 0 b .  新能源汽車   

   

21 .  廢物管理  C21 

2 1 a .  資源回收   

   

22 .  綠色建築  C22 

   

23 .  生態保育  C23 

2 3 a .  促進具高生態價值的私人地點的保育工作   

2 3 b .  推動非政府界別（特別是商界）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
和可持續利用   

   

24 .  水質  C24 

   

25 .  氣候變化及能源  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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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可持續消費模式及綠色生活  C26 

   

27 .  鄉郊保育  C27 

2 7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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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制發展及管治   

28 .  管治、行政及公眾參與  C28 

   

29 .  管治上對社交媒體的應用  C29 

   

其他議題或研究範疇  C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