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 4月 29日 (星期三 ) 
立法會會議席上  
葉劉淑儀議員就  

“因應經濟挑戰發展新經濟策略 ” 
動議的議案  

 
 

經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  
 

香港經濟近年欠缺多元化，令貧富懸殊加劇，削弱社會流動性，而且

短期和長期的經濟發展將面對極大挑戰，短期挑戰來自全球金融海

嘯，經濟步入衰退；而長遠來說，珠三角產業正逐步轉型和升級，本

港產業面對巨大挑戰及空洞化危機，而中國－東盟將組成自由貿易

區，以及國務院已決定把上海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傳統的經濟

支柱 (包括金融、貿易及物流、旅遊、服務業等 )優勢正在逐漸減退，

因此本港必須推動能創造高附加值及令各階層受惠的新經濟策略，而

行政長官領導的經濟機遇委員會亦於早前公布會發展包括創新科技、

文化及創意產業在內的產業；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採取以下各項措施

以發展這些新產業： 

 

(一 ) 就新產業制訂長遠和可行的發展策略，並務實地執行，確保

新產業不會流於空談； 

 

(二 ) 參考英國、韓國和澳洲等國家的成功經驗，例如把推動創新

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工作交由適當的政策局，或將有關

工作交由更高層次的架構全面統籌，並按需要就個別的創新

產業或文化產業範疇成立新的政策局，以及重整各政策局架

構，使各局的分工更為合理； 

 

(三 ) 善用落馬洲河套地區和新界東北的可發展土地，主力支援創

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利用地理上的優勢配合珠三角的

發展，發揮協同效應； 

 

(四 ) 向業界招攬人才，善用社會資源並引進新思維，確保新產業

不會因政府的官僚作風而失去活力； 

 

(五 ) 研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後對香港經濟的影響，並制

訂應對策略； 

 

(六 ) 在發展新產業的同時，研究創造更多與新產業相關的非技術

勞工職位，讓非技術勞工有充足的就業機會；及 



(七 ) 完善教育及培訓制度，為發展新產業提供更多人才，並且推

動尊崇科研和創意人才的社會風氣，吸引年輕一代投身新產

業； 

 

(八 ) 檢討現時政府對文化藝術的資助，以培育新進的演藝團體，

以及除資助表演藝術外，擴大資助範圍至其他藝術形式如文

學和裝置藝術等，令香港的藝術發展更趨多元化，營造有利

推動創意產業發展的社會文化； 

 

(九 ) 增加本地藝術工作者展出作品的機會，包括改善文化場館的

管理和營運模式，以及其配套設施的運作，並提供更多展覽

空間，讓藝術工作者有更多機會向公眾展示他們的作品，從

而提高他們的知名度，擴大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經濟貢獻； 

 

(十 ) 推動公共藝術，增加在公共空間或博物館及畫廊以外的地方

展示藝術品，讓社區及公眾能享用更多本地的藝術品，使文

化藝術融入社區，以培育本地的觀眾群，從而帶動文化及創

意產業的發展；及 

 

(十一 ) 開放公共服務廣播，推動及鼓勵市民參與多元化的廣播業

務，設立供市民使用的電台及電視頻道，以廣播業務帶動創

意產業； 

 

(十二 ) 就新產業研究提供稅務優惠和土地支援，以及如何善用空置

工廠大廈、建立基礎設施、開拓研究和發展的範疇，並培育

相關人才等；及 

 

(十三 ) 提供一條龍的支援服務，統一處理創新產業的各項申請，包

括開立業務所需牌照、政府資助、稅務優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