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搶人才加強大灣區城市聯動
教育人才旅遊等相關措施

教育和人才
▶新一輪15億元 「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
▶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 名額增至每年
400個

▶安排港投公司、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旗下超過
100家科企與中小學生互動交流

▶來年在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為大專生提供約
4000個短期實習名額

▶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放寬至29歲或以下、
持副學位或以上學歷青年，津貼上限上調至每月
12000 元

▶明年初舉辦第二屆 「香港．全球人才高峰會」
▶優化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為計劃提供
更大彈性

無處不旅遊
▶向旅遊發展局撥款逾12.32億元

▶ 「香山旅遊峰會」 今年4月首次在港舉行

▶預留資源，鼓勵郵輪公司增加訪港航次及以香
港作為母港

▶策略性吸引經濟效益顯著的體育活動落戶香港

▶在海濱加設輕食飲品攤檔

▶研究將紅磡站南面臨海及前碼頭用地打造成海
濱新地標

關愛共融
▶2025至26年度長者院舍券增加至6000張，長
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增加至12000張，每年額外撥
款逾1.8億元

▶增加兒童緊急留宿的宿位及加強對受虐兒童和
其家庭的專業支援

▶增設1280個殘疾人士日間社區康復及家居照顧
服務名額，額外開支每年約1.6億元

▶今年第3季起恒常化 「優化職業康復服務試驗
計劃」 ，開支每年約1億元

▶今年內公布公營醫療資助架構及水平檢討結果

▶檢視 「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 項目的分布、規
模和優次

文創
▶2026年舉辦第二屆 「香港演藝博覽」
▶引進辦策略性引入更多結合創科的文創企業

▶未來5年推進超過30個文化知識產權項目

A4 重要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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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表示，為凸顯香港作為國
際專上教育樞紐的地位，將推出新一輪15億元的
「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以鼓勵更多機構資助院

校研究；亦會舉辦國際教育會議及展覽，又會加強
在全球推廣 「留學香港」品牌，吸引更多優秀境外
學生。同時，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名額
將增至每年400個。

主動邀頂尖人才來港發展
政府將全力搶人才，短期內會在 「優秀人才入境

計劃」下，主動邀請頂尖及領軍人才來港發展。相
關措施包括優化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和 「一般就
業政策」，容許具專業技術資格及經驗的年輕非學
位專才來港，投身人力短缺的技術工種。香港人才
服務辦公室計劃明年初舉辦第二屆 「香港．全球人
才高峰會」，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的地位。

陳茂波又稱，政府會繼續通過 「一帶一路獎學
金」等措施，吸引尤其東盟等 「一帶一路」國家的
學生來港升學。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累計接
獲逾880宗申請，預計帶來逾260億元的投資，政
府即將推出一系列優化措施，為計劃提供更大彈
性。

為加強與大灣區城市聯動及本港人才培育，勞工
處今年起將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參加資格放
寬至29歲或以下持副學位或以上學歷的青年，而
向企業發放的津貼上限，將上調至每人每月12000
元，為期最長18個月。

年底前設應用中心加快新藥上市
陳茂波講到，港深共同建設的 「大灣區臨牀試驗

協作平台」是大灣區合作的標竿項目之一。年底前
會爭取成立 「真實世界研究及應用中心」，結合
「港澳藥械通」數據，加快新藥在香港、內地和國

外審批上市，促進在香港進行先進生物醫藥技術研
發、臨牀試驗及應用。醫院管理局亦會通過多項人
才交流計劃，引入包括內地尤其大灣區的醫護人員
與本地醫護作專業和臨牀工作交流，促進相互專業
提升，長遠建立區域醫護人才庫。

金融合作方面，金管局與中國人民銀行去年簽訂
了《關於跨境徵信互通業務試點的諒解備忘錄》，
在深圳與香港間先行先試，業界反應積極。陳茂波
稱會逐步增加試點，進一步便利企業跨境融資。

法律合作方面，律政司正全力推動建立大灣區律

師特定平台組織，更好支持律師發展業務及建立品
牌。律政司亦會積極推動設立大灣區法律資訊平
台，加強法律信息的互通。

前海先行先試續推突破創新
陳茂波指，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是大灣

區內重大合作平台之一。自《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出台以來，港深合作在多個
政策範疇都取得實際進展。例如，港交所控股的前
海聯合交易中心，全年成交金額已超過1000億元人
民幣，並營運國家唯一的大豆離岸現貨交易平台。

在前海實踐 「港資港法」成果的基礎上，律政司
與內地相關部委合作，擴展 「港資港法」和 「港資
港仲裁」至其他大灣區試點城市，為香港投資者營
造更便利的營商環境。數碼港亦積極與前海管理局
對接初創企業落戶兩地園區，至今十多家數碼港企
業正探討落戶前海，而兩家從事人工智能及數碼娛
樂的前海企業亦已落戶數碼港。

陳茂波強調，香港會繼續支持前海先行先試，推
動更多政策創新和突破，讓成功經驗輻射至整個大
灣區以至全國。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政府早前推
出《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2.0》。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提出向旅發局撥款超過12.35億元，加強推廣特
色旅遊項目，如生態旅遊、熊貓旅遊、賽馬旅遊
等；亦已邀請港鐵公司研究將紅磡站南面的臨海
及前碼頭用地打造成海濱新地標。推動文創方
面，明年將舉辦第二屆 「香港演藝博覽」，善用
「文化藝術盛事基金」，吸引和支持國際或大型

文化藝術活動在香港舉行。

增國際品牌合作說好香港故事
為落實 「無處不旅遊」的理念及《香港旅遊業

發展藍圖2.0》，陳茂波表示來年會向旅發局撥款
12.35億元。旅發局會與更多國際品牌合作舉辦活
動，說好香港旅遊故事。例如與巴塞爾藝術展簽
署為期3年的全球策略合作協議，在每年4場全球

巴塞爾藝術展設立香港文化沉浸式體驗區，加強
香港與全球藝術界的聯繫；加強推廣一系列特色
旅遊項目，例如生態旅遊、熊貓旅遊、賽馬旅遊
等，豐富香港的旅遊體驗。

旅發局會繼續支持更多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
活動在港舉行，預計可吸引額外約18.3萬旅客人
次訪港，帶來約14億元消費。政府亦已預留資源
加強對郵輪業的支援，鼓勵郵輪公司增加訪港航
次、過夜停泊，以及利用香港作為母港。政府會
向郵輪公司提供更多優惠，吸引郵輪在淡季停靠
啟德郵輪碼頭。

推廣盛事之都開拓中東客源

盛事經濟方面，陳茂波強調會繼續在世界各地
宣傳和推廣香港作為盛事之都，吸引更多旅客來

港，並提升他們在港的旅遊體驗。其中啟德體育
園正式開幕後，將成為舉辦大型體育及娛樂盛事
之重點場地，帶旺人流和消費。 同時，政府一直
通過 「M」品牌計劃，支持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在
香港舉行。陳茂波強調會更策略性地吸引為香港
帶來顯著經濟效益的體育活動持續落戶香港。

陳茂波稱，會聯同旅發局加大力度開拓中東和
東盟市場，吸引更多高端旅客訪港，現正推動社
會各界提升旅遊配套，例如在酒店內提供穆斯林
禮拜設施，並加強人員培訓，加深業界對不同文
化背景旅客的認識。

優化兩岸海濱打造新地標
為優化維港兩岸海濱，政府今年會在中環、灣

仔、北角及尖沙咀海濱，加設輕食飲品攤檔，為
遊人帶來更好體驗。政府亦已邀請港鐵公司研究
將紅磡站南面的臨海及前碼頭用地打造成海濱新
地標，包括興建具特色的商業及住宅項目，提供
零售、餐飲、娛樂等設施，並設立遊艇會以帶動
遊艇旅遊。政府將在年中就土地用途提出建議。

在推動文創產業化發展方面，去年首屆 「香港
演藝博覽」吸引逾1600位來自60多個國家和地區
的藝術領袖及從業員參與；明年將舉辦第二屆博
覽會，將活動打造成香港的文化藝術產業旗艦。
陳茂波強調會繼續善用 「文化藝術盛事基金」，
吸引和支持國際或大型文化藝術活動在香港舉
行，促進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現已更新審批準則，加入活動須帶動旅遊及經濟
的要求。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在促進關愛共
融，加強支援弱勢社群方面，財政預算案提出，下
年度分別增加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長者社區照顧
服務券各1000張；額外撥款1.86億元增加兒童緊急
留宿宿位，加強對受虐兒童及其家庭的專業支援；
恒常化 「優化職業康復服務試驗計劃」；檢視第二
個醫院發展計劃下項目的分布、規模、優次等。

陳茂波指，下年度將增加1000張長者院舍照顧服
務券，令總數增至6000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亦
會增加1000張，令總數增至1.2萬張，全年總開支
分別約為17.1億元和9億元。

增在職家庭「住戶及兒童津貼」15%
支援在職家庭方面，至去年底，約有5萬個住戶

申領 「在職家庭津貼」，涉約17萬人，包括約7萬

名兒童。2025／26年度相關津貼計劃的預算開支約
為 21 億元。自去年 4 月起，政府劃一增加計劃下
「住戶及兒童津貼」金額15%。
保護兒童方面，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明年1月

生效，為兒童築起更全面的保護網。政府會每年額
外撥款1.86億元，增加兒童緊急留宿的宿位及加強
對受虐兒童和其家庭的專業支援。

支援殘疾人士方面，政府將分階段在全港設立14
間 「綜合社區康復中心」，以個案管理模式為有中
度至高度照顧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靈活的綜合社
區支援服務；又會增加殘疾人士日間社區康復及家
居照顧服務名額1280個，涉及額外開支每年約1.6
億元。

陳茂波指，由今年第三季起將 「優化職業康復服
務試驗計劃」恒常化，按殘疾人士的個人興趣及能

力提供培訓，提高他們的就業機會。涉及的開支每
年約1億元，預計約1萬人受惠。

強化社區醫療健康系統
優化公營醫療系統方面，政府今年內會將中西區、

東區和油尖旺區地區康健站提升為地區康健中心，強
化社區醫療健康系統。陳茂波稱，正陸續推展和完成
「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下的16個工程項目，涉及約

1900億元。政府會按最新本港人口結構、規劃及發展
情況，檢視 「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下項目的分布、
規模及優次等，並會適時公布。

此外，政府及醫管局正檢討公營醫療資助架構及
水平，以加強公共醫療服務的財政可持續性，並更
好支援危重病人和有經濟困難的人士。檢討結果年
內公布。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
道：為構建人才集聚高地，財政
預算案提出多項措施，包括推出
新一輪15億元 「研究配對補助金
計劃」 ，鼓勵機構資助院校研
究；增加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
金計劃」 名額至每年400個；舉
辦第二屆 「香港．全球人才高峰
會」 加強推廣 「留學香港」 品
牌；優化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
劃」 等。同時，香港亦會加強與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聯動，包括
放寬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參加
資格，並在醫療、金融、前海發
展等範疇與大灣區城市合作。

加強支援弱勢 促進關愛共融

特區政府將全力搶人才，短期內會在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下，主動邀請頂尖及領軍人才來港發展。
資料圖片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財政預算案後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 中通社

各界人士回應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
究院執行總監 葉文祺

關顧長者方面，安老服務
亦應以預防為重，在長者身
體機能仍然良好時及早提供
服務，從源頭減少院舍及其
他社區照顧服務的需求，提
升運用社福資源的效率。

立法會議員 楊永杰

加強推廣一系列特色旅遊項
目，但無提及發展宗教文化旅
遊及演唱會旅遊。香港有
400多座寺廟及道場，部分
已有700多年歷史，可多管
齊下推動本地宗教文化體驗活

動，吸引遊客和善信到來朝拜和
旅遊。

立法會議員 吳秋北

歡迎優化 「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 ，有助增加青年對祖國
的認識，培育具有大灣區整
體發展視角的青年人才，對
促進灣區融合有積極作用；
期望進一步完善計劃，增加

誘因，讓更多青年參與到該計
劃內，推動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
教授 歐陽達初

增加社區照顧券及院舍券對
服務使用者有所裨益，政府對
相關服務投入逾26億元，應
有相應監管措施。考慮到目
前相關措施涉及不少私營院
舍及服務中介，政府應與非

政府機構有更多合作，以監管
提供服務的牟利團體。

撥款逾12.35億全面落實旅遊業發展藍圖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