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6 月 9 日的立法會會議  

「重建社會信心」議案  

 

進度報告  

 

 

目的  

 

 在 2021 年 6 月 9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由林健鋒議員動議並經

何君堯議員修正的「重建社會信心」議案獲得通過（獲通過的議案

全文載於附件）。本文件載述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在有關方面的工

作。  

 

最新進度  

 

振興經濟  

 

2. 消費劵計劃是政府振興經濟的一項重要舉措。我們期望透過

向超過七百萬名合資格市民每人分期發放 5,000 元電子消費券，可

以帶動消費氣氛，加速本地零售、餐飲及服務業的復蘇。我們估計

發放電子消費劵可為經濟增長帶來 0.7 個百分點的提振作用。市民

對消費券計劃反應熱烈，由 7 月 4 日開始接受登記至 7 月 17 日已

有超過 610 萬名市民遞交登記。所有在 7 月 17 日或之前完成電子

登記的市民，經核實資格後已於 8 月 1 日獲發放第一期金額  

2,000元的消費券。至於所有遞交書面表格及在 7月 18日或之後至

截止登記日完成電子登記的合資格人士一般會於 9 月 1 日獲發放第

一期消費券。消費券計劃預計涉及金額達 360 億元，有關金額加上

各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及商戶提供的各種優惠，有望進一步加強計

劃刺激經濟的成效。  

 

3. 繼續控制好本地疫情是推動經濟全面復蘇的先決條件。截至 

8月 16日，政府已為市民接種近 670萬劑疫苗。市民積極支持疫苗

接種計劃，有助創造有利條件恢復市民的正常生活及出行，恢復與

內地及國際之間的商務和旅客往返，並讓消費及其他經濟活動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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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程度地恢復。為使粵港澳三地跨境人員往來能早日有序恢復正

常，特區政府一方面會繼續嚴密防控疫情，加快為市民接種疫苗，

同時亦會與內地及澳門方面繼續保持聯繫，積極研究在三地疫情受

控並且不增加各自公共衞生風險的情況下，逐步有序恢復三地居民

的正常跨境往來。政府亦會繼續與疫情相對穩定和與香港有密切經

貿關係的海外經濟體探討建立「旅遊氣泡」。  

 

4. 隨着環球經濟狀況改善和本地疫情減退，香港經濟在 2021 年

第二季繼續處於復蘇的軌道。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在第二季續見

7.6%的顯著按年增長。考慮到上半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強勁表

現，以及消費劵計劃帶來的支持，政府經濟顧問剛在 8 月 13 日公

布其 2021 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預測由 3.5%至 5.5%向上修訂

至 5.5%至 6.5%。  

 

5. 與此同時，國家是香港於疫後重振經濟的最強後盾。《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

目標綱要》（「十四五」規劃）中涉及香港的部分，充分體現出國

家在不同範疇對香港的堅定支持，並為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提供清

晰定位。特區政府會按照「十四五」規劃提出的方向，繼續加深香

港與其他大灣區城市在金融、經貿、創新及科技（創科）等不同領

域的合作，充分發揮互補的優勢，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  

 

6. 其中，在金融發展方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今年初與香港

金融監管機構及主要市場機構已成立聯合工作小組，研究香港如何

配合國家的經濟及金融發展和國際投資者的需求，以制訂發展藍圖

目標，並與中央溝通，爭取支持。在經貿方面，香港貿易發展局在

6 月初推出 GoGBA「灣區經貿通」一站式數碼平台，以及在深圳

設立「香港貿發局大灣區服務中心」，更好支援香港企業在粵港澳

大灣區開拓內銷市場。在創科方面，「十四五」規劃首次將深港河

套納入大灣區四個重大合作平台之一，我們正全力發展位處落馬洲

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科園），亦會與深圳市攜手

建設由深圳科創園區和港深創科園組成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並

將會推出合作區的聯合政策，探索提供科研資源、資金及人流等方

面的便利流動及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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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區政府亦一直致力與各經濟體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提升

香港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其中，《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協定）的成功簽署及落實將為香港帶來龐大的新機遇，亦為香港

疫後向前邁進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特區政府自 2018 年起已在不同

層面和場合向各協定成員經濟體表達香港希望加入協定的意願，並

得到正面回應，表示香港可在協定生效後循相關條款加入。特區政

府會繼續積極與各協定成員經濟體聯繫，以期在協定生效後盡早加

入，以更好地利用自身的優勢為香港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強化

香港與區內成員經濟體的投資與貿易往來。  

 

與民共議  

 

8. 本屆政府十分重視公眾參與，以確保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充

分聆聽及吸納社會各界的意見，凝聚共識。以今年的《施政報告》

為例，公眾諮詢已於 7 月 6 日展開，行政長官會主持約 30 場諮詢

會，聆聽立法會議員、不同界別的代表和市民對施政的期望。政府

亦會通過網站、社交媒體等渠道收集市民意見。  

 

9. 至於個別重大政策議題，相關政策局或委員會繼續以多元渠

道進行公眾參與活動，包括舉辦交流會、工作坊、公眾論壇、外展

活動等。  

 

10. 雖然在疫情反覆的情況下，因為要保持社交距離而未必能夠

經常與持份者進行面對面會面，但我們在這段期間積極舉行及參與

各類型的本地和海外線上會議和網上研究會等，與各持份者保持交

流。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積極透過不同渠道和平台與

持份者溝通。  

 

青年發展  

 

11. 本屆政府十分重視青年發展，並已推出各項計劃，協助青年

向上流動，抓緊不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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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事業方面，政府除了積極發展多元經濟，提供優質就業機會

予青年人，亦透過不同措施為青年發掘香港內外的事業出路。為鼓

勵和支持青年人把握大灣區的事業發展機遇，政府在今年 1 月推出

了「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鼓勵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均有業

務的企業，聘請香港的大學畢業生，派駐他們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

作。截至 7 月底，有近 400 間企業提供超過 3 000 個職位空缺，並

有 520 名畢業生已入職。  

 

13. 政府亦已推出了「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資助 16 個非

政府機構舉辦大灣區青年創業項目，預計可為約 230 個青年創業團

隊（涉及超過 800 名香港青年）提供資本資助，以及為約 4 000 名

青年提供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  

 

14. 在紓緩青年住屋需求方面，政府已推出「青年宿舍計劃」並

取得相當進展，包括 (a)放寬安排，容許青年宿舍租戶申請公屋；

(b)於 2020年啟用首個位於大埔的青年宿舍；以及 (c)開始建造位於

元朗、上環及佐敦的三個青年宿舍項目。當中位於元朗的全港最大

青年宿舍將於明年落成，預計可提供約 1 680 個宿位。在計劃下目

前有七個項目，預計合共可提供超過 3 300 個宿位。政府會繼續積

極推進計劃下的各個項目。  

 

15. 在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政方面，政府已將「青年委員自

薦計劃」恆常化，定期招募有志服務社會的青年人加入政府諮詢委

員會。至今，直接或間接透過「自薦計劃」獲委任的青年人擔任約

400 個職位。而諮詢及法定組織青年成員的整體比例，亦從 2017

年年底的 7.8%，上升至現時的  13.7%，逐步邁向本屆政府訂立

15%的目標。  

 

16. 政府會與青年發展委員會繼續緊密合作，致力推動跨局協

作，做好青年「三業三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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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管理  

 

17. 政府會繼續全力支持民政事務專員（民政專員）推動地區行

政工作，例如透過地區管理委員會（區管會），加強跨部門合作，

共同探討和解決區內的問題。在 2021-22 年度「地區主導行動計

劃」（「行動計劃」）下，各區將推行 54 個項目，其中包括 48 個

涉及解決地區問題和六個掌握地區機遇的項目，共涉及 8,000 萬元

的每年經常開支撥款。我們會繼續利用好「行動計劃」的資源，改

善地區環境。  

 

18. 各區民政事務處亦會繼續為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

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提供行政支援。在最新的完善選舉制度安排

中，這些地區委員會在選舉制度中有新職能。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一般選舉（選委會選舉）的提名期已於 8 月 12 日結束。獲提名的

地區委員會委員將可於 9 月 19 日的選委會選舉中競逐成為選舉委

員會第四界別的地區組織代表。作為選舉委員會中「立法會議員、

地區組織」代表界別的組成部分，全面反映地區聲音，使政府能更

有效地回應市民的需要，同時充分體現政治均衡參與，並更能照顧

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  

 

19. 民政專員亦會一如以往與社區的各階層人士保持密切聯絡，

推動區內居民參與地區事務。  

 

總結  

 

20. 政府會繼續秉持開放的態度，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

全力推動香港的經濟及社會持續發展。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民政事務局  

2021 年 8 月  



2021年 6月 9日的立法會會議  

林健鋒議員的

“重建社會信心”議案  

經何君堯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政府制訂可行的政策措施，以振興經濟、改善民生，並與

市民良性互動及與青年同行，從而重建社會對政府的信心；具體建

議包括：

(一 ) 成立振興經濟委員會，為疫後經濟復蘇制訂行動綱領；

(二 ) 問責官員在制訂重大經濟和民生政策過程中，加強與各持

份者溝通，並透過落區、舉辦及參與論壇或會議、善用社

交平台等方式，廣泛收集民意，並與民共議；

(三 ) 建立青年發展統籌處，一站式處理 ‘三業三政 ’相關工作，積
極跟進青年的學業、事業及置業，並鼓勵青年議政、論政

及參政；及

(四 ) 加強十八區民政事務專員管理地區的權力，令他們可以快

速反應，急民之所急，務求達至 ‘地區事務，地區解決 ’的效
益，從而改善民生。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