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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 CSD/SC/2/2005 

 

策略發展委員會 

社會發展及生活質素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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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與生活質素

方面值得討論的建議議題，詳列於下。 

 

(一)  和諧社會 

• 港人對個人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選擇分歧愈來愈明顯，
如何構建既多元化但又具有高度包容性的社會﹖ 

• 如何加強政府–商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三方合
作”﹖如何拓濶其合作空間﹖如何使更多企業認同並承

擔其“企業公民”責任﹖應否及如何幫非政府組織強化

其管治效能﹖ 

• 如何強化社區，使其發揮更大的守望相助、扶厄解困的
作用﹖如何於隣里及社區層面推行建造“社會資本”的

策略﹖ 

• 應否及如何予跨境工作及生活的市民更全面及更有效的
支援﹖ 

 

(二)  家庭  

• 如何改善工作與家庭之間關係的失衡﹖如何支援家庭並
強化其功能﹖如何紓緩需“長期照顧”家庭成員﹙如有

家人患老人癡呆症或半身不遂﹚的家庭所承受的壓力﹖

應否及如何鞏固傳統家庭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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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及人才 

• 香港高等教育應如何强化與內地高等教育的合作﹖如何

在內地經濟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如何善用“一國兩

制”的優勢以擴濶其發展空間﹖香港高等教育是否應重

新定位﹖ 

• 為香港長遠發展，並為確保香港面對經濟全球化及周邊
區域經濟崛起等趨勢而不失卻其競爭優勢，香港應有什

麽人才策略﹖高等教育及人口政策應如何作出配合﹖ 

 

(四)  貧富不均與社會流動 

• 面對收入不均、貧富懸殊及由此可能引發的利益矛盾與
社會衝突，如何維繫及促進社會之融和與凝聚﹖ 

• 如何使弱勢社羣有更多“向上的社會流動”的機會﹖如

何讓弱勢社羣分享到更多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的成果﹖ 

• 如何增加香港社會的“社會流動”與開放﹖ 

 

(五) 人口老化  

• 人口老化，醫療服務開支急劇上升，加上市民對公共醫
療服務質素要求愈來愈高，公共醫療財政負擔愈來愈

重。如何建立一個“可持續”之公共醫療系統、如何解

決公共醫療融資問題，香港亟需籌謀對策。 

• 長者人數激增，政府社會保障援助金開支亦大幅增加。
香港目前有超過 60 萬 60 歲或以上人士通過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或高齡津貼計劃獲得經濟援助。兩項計劃都由政

府一般收入撥款全數支付，屬無須供款津貼。長遠而言，

公帑會不會因為要承擔這一個為長者提供經濟保障的

“支柱”而不勝負荷？香港應否及如何規劃一個“可持

續”的制度？ 

• 長遠而言，現有綜援制度公帑是否負擔得來﹖如何加強
綜援制度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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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身分認同及文化 

• 如何界定及打造香港的“文化身分”﹖一國兩制下，香
港應有什麽文化角色與使命﹖應有什麽發展文化的策

略﹖ 

• 如何加強香港市民的國民身分認同﹖如何強化“愛國
家、愛香港”的感情與觀念﹖ 

 

(七)  提升公共服務質素 

• 如何進一步提升政府及公營部門所提供服務的服務質
素﹖ 

 

 

 

 

 

策略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2005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