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浩然立法會議員辦公室
二零二二年工作報告（ 八月至十二月 ）

《 清華簡．厚父 》



過去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對
突如其來的第五波疫情，在中央政府
的大力支持和社會各界的努力下，香
港正走出「疫境」，步向復常之路，
再次向世界展現香港的魅力和風采。
2022 年也是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
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里程碑。香港
正處於由治及興的新局面，未來我們
需要發揮好「背靠國家，聯通世界」的

獨特優勢，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改善
民生，致力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

在新的一年，我會繼續竭盡所能，
以社會利益為依歸，主動了解市民所
需所想，積極為民發聲，以真誠態度
服務社會民生。另外，我也會繼續積
極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主動
抓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
等發展機遇，為香港增添發展新動力。

立法會議員 
李浩然博士,MH,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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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擔任由香港特區政府、中聯辦共
同舉辦的國家憲法日「憲法與新時
代新征程」座談會的對談嘉賓，與
勵進教育中心理事會主席范徐麗
泰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
共同探討《憲法》在新時代新征程
下的重要作用，並與特區政府主
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
議員，以及社會各界逾六百名現
場嘉賓作分享

02.	 �接受 Now�TV 訪問，針對大灣區
人才流通、收入水準等議題，分
析大灣區發展機遇及需注意事項

03.	 �為社科院就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回
歸 25�周年慶典上重要講話作解讀

04.	 �為傑出青年協會分享習近平主席
在香港回歸 25�周年慶典上重要講
話精神

05.	 �接受鳳凰衛視訪問，就韓正副總
理於「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講話，
談香港在「一帶一路」發展中的角
色、加強沿線城市合作的舉措

06.	 �接受明報訪問，分析粵港合作專
班機制，建議重點突破大門開、
小門未開的問題，落實雙方商討
成果

01

3 積極發聲



07.	 �與譚惠珠大律師一同接受香港電
台節目《基本法 25 周年：追本溯
源》訪問，探討《基本法》由草擬、
通過、實行，到香港該如何理解
《基本法》和香港發展的關係

08.	 �接受香港01訪問，就涉嫌濫發「免
針紙」事件，指出醫務衛生局局長
不接納涉事「免針紙」，是基於公
眾利益且有效率的做法，防止潛
在的不當行為

09.	 �二十大開幕，接受央媒《經濟日
報》、香港文匯報、橙新聞評論文
章及視頻訪問，並在中企協網站、
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聯盟網站發表
評論

10.	 �參與由香江智滙主辦的「中共二十
大��香港新機遇」論壇，與全國政
協副主席梁振英、行政會議召集
人葉劉淑儀等嘉賓以「二十大之
下中國發展安全戰略」為題進行�
分享，指出中國經濟發展需要依
賴結構調整，突破口在於研發和
創新，未來亦可通過「一帶一路」
等平台，不斷擴大對外開放，與
全世界共謀發展、共享機遇

11.	 �接受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
灣區之聲節目《港清楚》訪問，就
二十大談「一國兩制」在港澳成功
實踐、優越性越發彰顯

12.	 �接受香港電台節目《由基本開始》
訪問：講解基本法立法原意、其
應用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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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	 �擔任由基本法基金會主辦、律政
司「願景 2030—聚焦法治」計劃贊
助的「解讀二十大報告」講座的主
講嘉賓

14.	 �就「學習二十大精神，推動香港發
展」的立法會議案發言

15.	 �擔任由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
辦——「慶祝香港特區成立 25 周
年暨紀念基本法頒布三十二周年
研討會」的分享嘉賓

16.	 �就《有關香港虛擬資產發展的政
策宣言》進行回應，表示期待在
業界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把香
港打造成為全球虛擬資產管理�
中心

17.	 �接受香港電台第二台節目《灣區生
活一小時》訪問，向聽眾分享親自
主編的新書——《數字大灣區：香
港回歸 25 週年》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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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接受鳳凰衛視節目《時事大破解》
訪問，談施政報告提出成立的「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

19.	 �出席「貫徹落實特首 2022 年《施
政報告》創新科技政策座談會」，
與創新科技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
邱達根議員等進一步探討提升香
港創科發展

20.	 �出席灼見名家周年論壇暨八周年
慶典，與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前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等嘉賓探討香
港新局面、新挑戰

21.	 �擔任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
究所政策研究網絡舉辦的「粵港澳
大灣區中藥協作研討會」的分享嘉
賓

22.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談青年教
育、就業與發展問題，建議特區
政府進一步推動香港經濟產業多
元發展和完善職業教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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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出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暨香
港中文大學大灣區發展成果研討
會，探討大灣區政策創新、「雙循
環」戰略下的區域融合發展

24.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談「搶人
才」措施

25.	 �接受鳳凰衛視訪問，建議成立憲
法與基本法教育中心，加強推動
法治教育

26.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分析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選舉，指出提名門檻提
高，進一步確保參選人具有廣泛代
表性

27.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指出香港
立法和政策倡議需「兩條腿」走路，
要以扎實的研究，確保建議言之
有物，同時要把研究成果實務化

28.	 �基本法基金會以電車廣告方式，
向市民宣傳「國家憲法日」，推動
市民對《憲法》和香港憲制秩序的
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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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接受香港電台《議事論事》節目訪
問時表示，當今世界經濟格局急
速轉變，創新科技是經濟發展的
重要動力，但往往投資周期長、
風險高，需要政府在資金、政策
等方面提供支持。特區政府推出
的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有助於推動
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出
具有國際競爭力、影響力的戰略
性產業，令大灣區成為全球發展
水平領先的灣區城市群。大灣區
具有良好的工業、科研基礎，有
條件將兩者結合，把優秀的研究
成果產業化，服務國際市場、人
類發展所需，可以發力的領域包
括新能源、醫藥、人工智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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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出席香港經濟峰會，探討國際局
勢的不確定性對經貿造成的影
響，分析香港如何通過加強與各
地經貿往來，重振國際地位和�
聲譽

31.	 �作為節目顧問，參與由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和香港電台聯合製作的
節目《憲法傳萬家第二季》，向大
眾介紹「憲法」內容，增加大眾對
「憲法」總綱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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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立法會《行政長官 2022 年施政
報告》答問會中就《施政報告》創
科舉措向特首提問，探討 100 億
元「產學研 1+ 計劃」在落實過程
中如何做到以需求為導向，以及
如何有效結合內地尤其是大灣區
的創科產業鏈，從而實現科研成
果商品化

02.	 �聯合 G19 議員推出關於全面檢視
及落實人口和人才政策的 2022 年
施政報告共同倡議，旨在推動香
港保持優勢、增強發展動能

03.	 �向特首遞交施政報告建議書，從
創新科技、新經濟、青年及教育
三方面提出 23 項建議

 
  
  

 

1  

李李浩浩然然立立法法會會議議員員  Dr. Hon. Hoey Simon Lee MH JP Member of Legislative Council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gislative Council 

（電郵）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李家超，大紫荊勳賢，SBS，PDSM，PMSM  
 

李特首︰ 

  
李李浩浩然然立立法法會會議議員員《《22002222 年年施施政政報報告告》》建建議議書書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5週年的大日子。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嚴峻考驗，但隨着《港區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原則相繼落實，香港成功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適逢行政長官即將在 10月 19日發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本人從創創新新科科技技、青青年年及及教教育育，以及經經濟濟民民生生議議題題這三大方面，提出 23 項建議供行政長官及其團隊參考，希望能為撰寫一份助香港繼續發揮所長、同時貢獻國家所需的發展藍圖出謀獻策。 
 

一一、、創創新新科科技技  

香港是高科技產品的轉口港、亞洲一流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全球新經濟企業集資上市的重要平台，金融、法律、產權、貿易、設計等相關專業服務高度發達。展望未來，香港可進一步發揮「雙循環」節點作用和「超級聯繫人」角色，加強匯聚全球創新資源，支援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推動產業創新高質量發展。 就此，我就《2022年施政報告》的創新科技部分提出以下建議：  

1. 高高度度重重視視產產業業政政策策在在推推動動創創科科行行業業發發展展過過程程中中的的重重要要作作用用。。長期以來，在「大市場，小政府」觀念的影響下，特區政府一般不太偏向使用產業政策來推動

我們認為，在多重因素交織下，香港的人口和人才問題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若勞動力市場的持續趨緊和結構性問題得不到解決，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將會陸續浮現。

特區政府必須儘快提出更為積極、進取及全面的人口和人才政策，更有效地吸引本地

人才留港、海外人才來港及外流港人回港，提高本港競爭力。

G19 立法會議員
謝偉銓 姚柏良 簡慧敏 陳健波

馬逢國 廖長江 陳振英 李浩然
李惟宏 周文港 邱達根 洪 雯

梁毓偉 陳沛良 陳曼琪 黃元山 
霍啟剛 譚岳衡 嚴 剛 謹啟

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

6第� 頁

人才是促進經濟和城市發展的�勝
關鍵。人口減少對社會及經濟發展造成深
遠影響，政府必須採取積極、進取和全面
的「人口和人才政策」。爭奪外來人才是�
補人力資源短缺的速效辦法，全�多國已
根據當地經濟和社會的長遠發展所需，更
新人口和人才政策，加緊羅�人才。

二、 人口和人才政策，乃增強香港發展動能、造福香港市民的關鍵：
特區政府自2002年以來成立了「人口

政策專責小組」及「人口政策�導委員
會」，但不少人認為特區政府長期以來對
人口政策態度被動、�守，對人口�長的
長遠趨�推算欠準繩，未有主動訂立全面
�晰、具前瞻性、較�近地區更具競爭力
的人口規劃和措施。

3第 頁

香港人口問題近年引起社會高度關注。除了「老齡
化」、「少子化」趨�加劇，疫情亦加速人口外流，不少行
業都面對人才及人手短缺、合資格�業生及學徒不足等
問題，令部�企業難以正常營運。

當中以G19熟悉的財金界、建造業、資訊科技界、教
育界、旅遊及航空業等情況�為嚴重，不但影響相關行業
及專業的發展和服務質素，還會削弱香港整�競爭力，更
遑論進一步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講話」中提出
的「�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及「不斷�強發展動
能」。

一、 香港「老齡化」、「少子化」、「人口外流」、「人才錯配」問題概況：

老齡化

少子化 人口外流

人才錯配

香港人口問題概況：

1第 頁

G19立法會議員就
《2022年施政報告》之共同倡議：

保持香港優勢
增強發展動能
全面檢視及落實人口和人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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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於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
事務委員會上，對公務員流失的
情況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表示關
注，建議政府加強培養公務員，
擴闊其視野

05.	 �於立法會大會上，就「發展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積極融入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香港參與一
帶一路建設」三項議題向政府主責
官員提出口頭質詢，分別建議出
台更多支持文化藝術界均衡發展
的措施 ;�消除制度對接障礙，推動
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 ;�和幫助港
商在中亞地區進行投資，以促進
「一帶一路」建設

06.	 �就《內地民商事判決 ( 相互強制執
行 ) 條例草案》發言，支持相關立
法工作，希望通過該條例草案提
升香港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中心的競爭力

07.	 �參與「湘贛粵港澳中醫藥全產業鏈
協調同發展聯盟」組建工作，冀推
動湘贛粵港澳地區打造成為全國
乃至跨國的中醫藥產業發展中心

08.	 �於立法會大會就「2022 年《施政報�
告》致謝議案」發言，冀新一屆特
區政府向「有為政府」和「高效市
場」的有機結合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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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舉辦創科沙龍系列活動�—「融合、
突破、創新香港」，介紹近期與團
隊開展的兩項有關創新科技的研
究報告：《融合、突破、創新香港
創科產業未來可期研究報告》、《美
國科技創新機制成功案例研究》，
從推動產學研協作和引進高端創
科人才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議

10.	 �支持「加快香港綠色轉型發展」議
案，建議香港加快在新能源行業
的發展，打造全球新能源和智慧
能源的標桿城市，以電網智能化、
車網互動、分布式能源等一系列
項目作為試點；同時，也可以推
動雙碳主題的碳積分、碳排放交
易，推動香港成為全球新能源資
產和交易的管理中心

11.	 �於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就「聯
合國人權理事會審議香港報告」發
言，批評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
所謂報告充滿謊言，並建議特區政
府在打好國際公關輿論戰方面，化
被動為主動，不只是在面對外來抹
黑時作出回應，要用好不同場合和
不同方式、聯合各方力量持續對外
介紹香港的真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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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就兩電加價提出急切質詢，促請
特區政府按與兩電簽訂的《管制計
劃協議》，在明年內和兩電磋商《協
議》內容時，通過在《協議》中加
入燃料價格調整條款帳的上限，
以阻止電費無止境增加，並積極
研究及推進和其他城市一樣開放
市場、引入競爭的做法，以提升
供電效率、降低電價，以保持經
濟活力和民生福祉

13.	 �於立法會大會就「推進粵港澳大灣
區數據互聯互通及發展跨境電商
業務」議案發言，建議參考不同的
國際經驗，處理法律和安全層面
的有關核心問題，利用統一的指
令將區內不同監管水平的規則標
準化，以大致拉平整體的監管水
平，從而有效促進粵港澳大灣區
內數據的流通和數字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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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建言獻策



14.	 �與邱達根立法會議員和香港科技
園公司及數碼港共同主辦 Town�
Hall�Meeting 第二回：創科未來：
先進製造活動，藉此把科創議題
由議會帶入社區，讓公眾和科創
從業員一同發聲參與

15.	 �就《行政長官 2022 年施政報告》
進行回應，並重點對當中有關創
新科技的內容發表意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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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出席「創新香港──國際人才嘉年
華 2022」開幕儀式暨民政及青年
事務局梁宏正副局長與香港青年
領袖對話論壇活動

02.	 �出席「2022 年華潤集團青少年職
學裝備計劃」分享會，與青少年分
享職業發展經驗

03.	 �在地區辦事處舉行市民見面日活
動，聆聽市民訴求

04.	 �出席港青講楚‧青年互助平台舉
辦的青年政策交流會，與鄧飛、
張欣宇立法會議員和逾 120 位年
輕人一起交流青年學業、就業、
創業和參與公共事務等心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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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出席由學友社舉辦的「明日領航者
計劃回歸二十五周年�–�吾講吾識
基本法講座暨競技工作坊」，以輕
鬆有趣方式向同學介紹一國兩制、
香港回歸歷程及基本法條文，並
分享對一國兩制下香港青年發展
及機遇的看法

06.	 �出席學友社「全港中學學生會嘉許
計劃 2022/23」講座，向同學推廣
價值觀教育及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07.	 �參與由油尖旺民政處、全港各區
工商聯及新城電台合辦的中學生
《基本法》電台節目製作訓練，向
同學推廣基本法以及鼓勵同學做
好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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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出席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國
家安全教育家長講座，向家長和
同學分享國家法律體系和國家安
全知識

09.	 �擔任獻主會聖母院書院的講座嘉
賓，從一國兩制角度分析香港人
權與法治、選舉等主題，向學生
介紹基本法和法治觀念等內容

10.	 �出席由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聯盟與
中醫藥界舉辦的「中醫進社區愛心
公益行暨東區社區義診服務日」
活動，指出香港可深化與內地在
中醫藥領域的交流合作，並鼓勵
更多香港青年奉獻自身所學所得，
參與社區基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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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擔任由油尖旺民政事務處舉辦「國
家憲法日暨二十大精神青年座談
會」的主講嘉賓，與逾百名青年探
討《憲法》與「一國兩制」的關係
以及香港如何在《憲法》框架下更
好落實「一國兩制」

12.	 �與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 南區 )
同學參觀立法會並向他們介紹立
法會的工作

13.	 �擔任 2022 年度香港中文大學迎新
日之「國安與教育」講座嘉賓講者，
進一步推廣《港區國安法》，增進
學生對該課題的知識

14.	 �出席由東華三院及青識教育發展
中心合辦的「國安教育多角度—教
師專業研討會」，介紹經濟安全與
市民生活息息相關，逾 500 名校
長及老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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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參與立法會舉行的接種季節性流
感疫苗和新冠疫苗活動，鼓勵市
民參與接種，保障公眾健康

16.	 �接受《堅料網》對談節目《各有堅
詞》的訪問，對施政報告提出的「搶
人才」措施表示支持，並建議政府
加強《憲法》教育，培養年輕人國
家認同感

17.	 �在地區辦事處與學友社社工即場
為同學提供 JUPAS、考試升學、
生涯規劃等方面的輔導諮詢服務

18.	 �出席由新民黨和華潤創業合辦的
大灣區青年研討會，就大灣區專
業服務、創新科技發展議題進行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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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出席「第四屆多彩貴州特色商品展
銷月」開幕禮

02.	 �參與香港紡織及製衣界舉辦，以
「二十大開啟新征程、增強香港
發展動能、對接國家戰略機遇」為
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3
周年酒會

03.	 �參與香港國際生物科技展 2022 開
幕典禮活動

04.	 �擔任新家園協會「齊來認識基本
法」頒獎禮主禮嘉賓

05.	 �擔任「上海文化美食嘉年華」活動
主禮嘉賓

06.	 �出席一帶一路總商會成立五週年
誌慶暨第二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07.	 �出席「香港佛教聯合會 77 週年會
慶」活動

08.	 �出席第四屆「香港出版雙年獎」啟
動禮暨傳媒發佈會

09.	 �出席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的就職
典禮晚宴暨「讓創意飛伙伴計劃」
首個項目產品推出

10.	 �出席香港法律周 2022「東盟網上
爭議解決工作坊」，與來自國際組
織的專家就網上爭議解決如何促
進東盟及香港企業的跨境貿易和
投資深入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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