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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冀盡快有效控疫 重啟經貿
積極收集民意 施政報告建言獻策

大公報記者 海芯葆

施政報告 建 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於下周三（25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建制派議員積極收
集市民及業界意見，為施政報告建言獻策。多個政黨認為，現時香港受到疫情重
大打擊，特區政府必須有清零的決心，應推行多種有效的措施控制疫情，務求
盡快與內地通關，恢復兩地經貿活動以及人員往來。此外，因應保就業計劃

將於本月底結束，不少政黨都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提供短期的失業援助，
以解市民燃眉之急。亦有政黨希望特區政府積極參與國家「國內國際
雙循環」戰略及國家「十四五」規劃，為香港經濟復甦作出部署。

重塑時裝時尚產業
自由黨：

工聯會關注多項勞工議題。近日工聯會
的調查顯示，有22%受訪者估計自己會因為
「保就業」 計劃結束而失去工作，其餘約兩

成人將會被減薪或停薪。工聯會建議，特區
政府必須為新一波疫情和失業浪潮做好預備，針對失業或
停工人士做好支援，同時加大力度對抗疫情，務求盡快恢
復經濟。

盼推失業津貼上限9000
工聯會建議 「保就業」 計劃完結後，即時推出失業／

停工現金津貼，上限9000元，為期六個月，同時降低申領
失業綜援的門檻。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認為，特區政
府應該解決勞工的議題，例如將 「公眾假期」 和 「法定假
期」 合一、取消強積金對沖、提供失業支援等。

至於疫情方面，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在剛過去的
周末，分別去了8個街站收集市民對施政報告的意見，前日
更約見了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要求進行全民強制檢
測。她表示，為防第四波疫情爆發，政府一定要有清零的
決心。政府亦要向市民提供誘因，鼓勵積極參與檢測，同
時必須落實擴大特定群組進行強制檢測，包括物業管理、
運輸業、飲食業及護理安老人士。麥美娟亦表示，希望政
府盡快開通新界西策略性交通基建，包括屯門西繞道、屯
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北環線，以及落實青嶼幹線免收費。

與粵澳商旅行氣泡
經民聯：

為強制檢測訂細則
工聯會：

盡快落實港康碼
民建聯：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與香港總商會、
香港總商會理事會成員及中小企業代表溝通，
收集對施政報告的意見建議。林健鋒建議，特
區政府積極參與國家 「國內國際雙循環」 戰略

及國家 「十四五」 規劃，並以此作為施政報告的重點，為香
港經濟復甦作出部署。

積極參與國家「雙循環」
林健鋒說，具體建議包括由行政長官親自掛帥，設立對

接 「國內大循環市場」 戰略的工作機制，部署有關安排；爭
取國家支持香港在疫後主辦 「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論壇」 ，
邀請中央領導人及相關中央部委首長出席，以加強香港在有
關方面角色和功能；盡快落實香港健康碼，恢復兩地通關；
加強推廣香港品牌，便利港商於內地銷售產品；優化香港與
內地的檢測和互認安排，簡化進口大灣區程序；爭取中央推
出政策措施減輕內地港商負擔等。林健鋒進一步解釋，現時
大部分在內地設廠的港商以出口為主，但礙於疫情出口市場
甚為疲弱，建議允計港商的產品能進行內銷。

經民聯副主席吳永嘉認為，希望特區政府盡快與廣東省
、澳門探討設立 「旅行氣泡」 安排，並實施先導計劃，允許
符合特定條件的人士將入境檢疫隔離期由14日縮短為7天，
甚至更短。同時他希望特區政府進一步加強對企業的資金支
持，為遭受中美貿易戰及疫情雙重打擊的製造業及進出口貿
易業者提供現金補助。他期望 「保就業計劃」 的資助期限延
長至2021年第一季度。

自由黨的張宇人、鍾國斌及邵家輝三名立法
會議員，分別與他們所屬功能組別的不同界別人
士溝通見面，了解疫情對飲食界、紡織界和批零
界的影響，並提出不少建議。

鍾國斌表示，紡織業界希望特區政府盡快落實健康碼
時間表，同時希望政府設立 「香港可持續時裝發展中心」
，配合創新科技及大數據應用，促進時裝業可持續發展。
業界亦希望政府推動深水埗發展時裝地標，重塑時裝時尚
產業，並配合旅遊業，重新包裝為特色旅遊景點。

推強制檢測及健康碼
張宇人指出，在10月28日公布自由黨調查的 「粵港健

康碼互通」 問卷結果，反映出大多數社會市民都渴望恢復
正常的跨境人員往來及經濟活動。他希望特區政府逐步有
秩序執行通關，恢復日常生活，跨境人員往來，讓靜寂多
時的經濟活動得以恢復正常。

邵家輝收到批發及零售界的意見，指出業界業績已連
續下跌20個月，希望政府強制推行大規模檢測和健康碼，
盡量在聖誕節及年底前實現兩地通關，帶動業界回暖。第
二是「保就業計劃」結束後，業界部分公司可能大幅裁員，
失業率將進一步上升，建議政府考慮改用關愛基金資源，
為批零界被裁員減薪的員工和家庭的短期需要提供支援。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 「救經濟」 是
新民黨關注的重點。香港疫情反覆，旅遊業、
飲食業、酒店業陷入冰封狀態，市民希望能夠
早日與內地通關，融入國內大循環的經濟，但

因為香港遲遲未能清零，短期內難以達到通關的要求。

政府可推出合約工種
隨着 「保就業計劃」 月底結束，失業率將提升，新民

黨建議政府應推出短期失業援助方案，為就業不足和失
業的人士提供短期的經濟援助。她認為，英國政府此
前為了保就業，為因疫情無法工作的僱員支付八成薪
資，而美國就向市民發放現金支票， 「很多歐洲福
利國家，市民平時有納稅供款，有完善的收入記錄，
令政府發放各種款項非常方便，但香港很難做到這
點。」 所以香港要有合適的短期失業援助方案。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亦落區派發議會工
作報告，並收集市民對政府施政報告的意見。她
表示，現時百業蕭條，失業率高企，很多市民要
求政府推出失業救濟金或政府推出合約工種，支
援失業人士面臨的各種困境。

推短期失業救濟金
新民黨： 保險界陳健波表示，與業界進行交流探討，業界希望

全面通關恢復經濟往來，事不宜遲。業界期望政府能夠為
保險業創造最佳經營環境及空間，以及提供援助。

金融界陳振英約見虛擬銀行負責人，就施政報告涉及
虛擬銀行業務監管政策、金融科技發展、大灣區跨境理財
通、推廣異地見證開戶業務、綠色債券等發展進行交流。

促推措施助基層市民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謝偉銓認為，失業率

創16年新高，達至6.4%，許多大學畢業生都在四出尋找工
作，特區政府應提供協助，以免畢業生畢業後，變成失業
大軍。例如政府可以把建測規園業界的實習和培訓職位的
資助常規化，保就業、保專業，才可保香港的未來。

旅遊界姚思榮建議，政府對包括旅遊業在內的疫下
困難行業，設基金支援。他指出，雖然本港失業率有所
回穩，但之後保就業計劃結束，失業率或再上升，需
政府提供針對性支援紓緩壓力。長遠而言，姚思榮
希望，盡快實現香港與內地通關，藉粵港澳大灣區
平台讓香港對接內循環，例如：推動大灣區旅遊，
加強優惠政策力度，提供更多增加客流和消費的
誘因，並增加香港到內地的遊學團。

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潘兆平最近兩周多次參加
各行業工會的代表會議，聽取各工會代表對於當
前就業、生活的意見，要求政府推行協助基層市
民的措施。

保就業 保專業 保未來
各界別議員：

民建聯各成員走訪18區，向政府反映
居民的心聲。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到九龍城、
大埔和北區聽取意見。她表示，很多市民希望
政府採取有效措施盡快控制疫情，落實 「港康

碼」 ，以便恢復香港與內地的往來，讓家庭可以團聚及開展
經貿活動。不少市民亦希望政府 「派錢不少於5000元」 ，
解決燃眉之急。

完善網上學習配套
多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亦分別落區聽取市民意見。走訪

北區和大埔的陳克勤及劉國勳說，市民希望政府採取 「沙田
繞道」 方案解決吐露港公路擠塞的問題，同時反映電費過高
，要求中電以回贈方式減收明年電費，而政府繼續提供不少
於2000元的電費津貼。陳恒鑌表示，荃灣及葵青的居民希
望盡快開通屯赤隧道公路，同時青嶼公路同步免費，並落實
「南車北行」 ，讓香港的私定車在不需要申請兩地牌的前提

下經港珠澳大橋進入內地。蔣麗芸、鄭泳舜聽取深水埗、油
尖旺及九龍城居民的意見，市民希望政府增加人手，解決醫
療服務供不應求的問題，以及開展 「全港清潔運動」 。

另外，議員葛珮帆認為，不少市民希望政府完善網上學
習制度及配套措施，有家長反映非常關注網上色情陷阱問題
，希望政府制訂《防止網絡虛假資訊法例》，以及 「侮辱公
職人員罪」 。議員周浩鼎及梁志祥表示，很多市民要求政府
督促公共事業減免電費、水費及交通費，與市民共渡時艱。
議員張國鈞指出，市民希望政府積極運用《收回土地條例》
收回土地，通過多種方式拓地建屋，解決住屋問題。

建制派議員紛紛就施政報告聽取市民意見
並向特區政府提出建議

促 快 推 健 康 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