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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 CSD/EC/2/2005 
 

 

策略發展委員會 

行政委員會 

 

未來會議可作討論的策略性議題 

 

 

 

 政府從社會各方面收到很多關於香港長遠發展而值得討

論的建議議題，詳列於下。 

 

（一） 我們的發展觀 

 

• 我們所需要的發展，是全面、均衡、穩定、可持續而

造福眾生的發展嗎？ 

• 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和自然環境相調適的社會，

是否正是我們所渴想的社會？ 

• 香港還有怎樣的角色和願景？ 

• 在香港前進的道路上，哪些因素破壞了均衡而需要政

府以政策來調整？ 

• 我們的眼光是否正由廣闊的世界轉向偏狹的地方主

義？ 

• 香港社會普遍對國情認識不足，這將在哪些方面給香

港造成負面影響？ 

 

（二） 政治發展 

 

• 對於增進香港和中央之間、香港市民和十三億同胞之

間的良好關係，我們應無異議。如何在「一國兩制」

的理念和法制基礎下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政治？ 

• 我們是否應該加倍重視愛國教育和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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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成功嗎？應該如何促進道

德和人格的教育，以作為行使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的

基礎？ 

• 如何能在促進民主政治的同時，不影響、不破壞其他

範疇的發展？例如：不影響經濟的繁榮；不造成不安

不穩；不破壞政府的效率和效能；不傷害香港和中央

以及和內地同胞的信任與情誼⋯⋯ 

• 我們應該以怎樣的態度，應該增進哪些民主政治需要

的文化與條件，使香港的民主能在規劃與掌握中持續

穩妥地發展？ 

• 社會上某些團體和人士對民主懷著熱切的期望。倘若

民主理想未如其所願，社會恐怕將不時發生磨擦。政

府應如何處理？ 

• 政府的財政負擔顯得越來越沉重。政府的職能是否過

巨而負荷不了？ 

• 政府及公營部門機構龐大，讓庫房百上加斤。我們是

否需要進行行政體系改革和公營部門改革，以利於政

治的發展？ 

 

（三） 社會發展 

 

• 當香港和內地日漸融合，尤其是和深圳、珠三角地區

的界域逐漸消失，社會問題也難免跟著產生。比如：

家人分隔兩地、男女人口失衡；而居於香港不納稅但

享用社會津貼和福利的人也越來越多。我們該如何調

適？ 

• 社會問題困擾著香港。我們的失業率一直維持在較高

水平，年輕一群的失業率偏高；收入差距拉大；社會

階層的結構發生改變，階層間的衝突時有所聞；中產

階級惶惑不安，而在中產此一階級的內部其實也發生

分歧；職業的結構正在快速轉變，部份人適應困難；

人們憑著努力往上爬的機會少了；人們享用科技和獲

取資訊的機會隨其所屬階層而有所不同，造成了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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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競爭；還有隔代貧窮，有的人註定好幾代要留在同

一個階級。我們該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 我們該特別關心社會上的某一群人或某個階層的人

嗎？ 

• 怎樣讓社會上的少數種族融進香港，以此為家？ 

• 社會衝突、人心不安和民粹傾向，的確給我們帶來了

威脅。 

• 人口結構的改變和人口老化，不容忽視。 

• 港人或追求事業，或忙於工作，忽略了家庭，加上傳

統家庭價值觀正在弱化，各種家庭問題湧現。 

• 所謂「大社會、小政府」，是否指在政府、企業和公民

社會三方之間一種有效的互動合作？因之，部份民間

問題可由民間互助自發來消解，而政府可以動員更多

力量處理公共問題？若然，哪些國家或地區的志工文

化或社區服務模式值得我們參考？政府應如何推動民

間社會的發展？ 

• 我們需要社會福利的改革嗎？大家對醫療改革有何意

見？ 

 

（四） 經濟發展 

 

• 香港應如何增強自身的競爭力？ 

• 香港是否應該注重經濟和產業的多樣性？我們現在的

創富方式和產業結構是否太單一了？ 

• 香港本土及在珠三角的製造業提升速度緩慢，是否妨

礙了香港經濟轉型和區域經濟合作？ 

• 香港的經濟可以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並創造新的增

長？政府該做些什麼以造就經濟的突破和增長？ 

• 我們常說的「大市場，小政府」，「小政府」指的是什

麼呢？政府該做些什麼而不做些什麼，才算恰如其

份？ 

• 香港在優化營商環境方面應加強哪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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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製造業有希望嗎？若然，我們該發展怎樣的製造

業？政府的角色應如何？ 

• 如何協助中小企業突破香港高營運成本的桎梏，增加

其知識投入，並降低其市場風險？ 

• 如何鼓勵大專院校從事產品的發明研究？怎樣把科研

的成果與高增值製造業結合起來？ 

• 我們的教育是否與經濟發展的需要配合得宜？應不應

該增加職業教育的比重或重新恢復職業學校？ 

• 內地的經濟充滿動力，我們如何善加利用？香港是否

該與深圳、珠三角、泛珠三角開展更密切、更深入的

經濟合作關係？ 

• 如何加強香港對外的經貿聯繫？如果香港是國家與世

界的橋樑，那麼香港該具備什麼條件？應該朝哪個方

向努力？ 

• 以下的因素是不是阻礙香港經濟向前發展的瓶頸？例

如：人力供求錯配；知識和技術過於集中在某些領域；

人們缺乏創意、靈活性和適應力；還不充份具備知識

型經濟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中英文和普通話均未見

純熟⋯⋯我們該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 當前如何解決低知識、低技術人員的出路與生計問

題？未來如何降低香港低知識、低技術人員的比例？ 

• 香港既然是國際金融中心，就難免受全球經濟體系的

影響。我們該怎樣適應全球經濟體系的不確定性和變

幻莫測？ 

• 香港是國家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肩負為國家融資和

為國民資金提供出路的重任。為防止國家資產流失並

保護國民經濟健全，香港的金融制度和法律規章有沒

有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 

• 香港如何進一步發展總部經濟？作為中國的服務之

都，香港是否應成為中國內地企業的總部所在地，尤

其是財務、管理及營運中心？ 

• 如果一天人民幣完全開放而可自由兌換，它將給香港

這金融中心帶來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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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否該為香港某些支柱產業，例如貨櫃運輸業的

可能衰落而未雨綢繆？我們的旅遊業、金融業和其他

服務業是否也將面臨競爭？ 

• 我們是否需要作稅務改革，拓擴稅基，以確保公共財

政的健全穩定和促進公平正義？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檢

討香港徵稅的原則和可資徵收的稅項？其影響與利弊

如何？ 

• 如何挖掘香港本地經濟潛力？房地產是本土經濟中的

最大元素，發展潛力極大；香港如何在穩定房地產市

場的前提下，致力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和居住條件？ 

 

（五） 危機 

 

• 我們正面臨哪些危機？能源短缺？國際恐怖主義？國

際和區域之間的嚴重衝突？蔓延的傳染病？陰霾不散

的貿易保護主義？還有哪些重大的威脅呢？ 

• 總括而言，和平、發展、多邊的合作是未來數年的主

調，這主調能否造就香港一個較有利的發展氛圍？ 

 

（六） 政府應具備的適應力和施政能力 

 

• 政府有沒有把各項策略目標重新排序的必要？ 

• 在變幻和挑戰中，政府應如何就自己的角色和職能作

出合適的定位？ 

• 「大市場、小政府」、「大社會、小政府」、「大個人、

小政府」是否仍然是合宜的管治理念？ 

• 面對社會上不同的團體與人士，政府是否應該調整自

己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2. 歡迎各委員提出其他討論議題。 

 

 

策略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2005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