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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言堂：2014 施政報告諮詢──市民提問 經濟： 1. 你有什麼方法去幫助殘疾人士？如有可投入一些金錢去改善他們的生活。 2. 對樓市之辣招，可否廢除？ 3. 所謂政經不分，香港整體經濟需要眼望中國大方向發展，作出先知先覺，利用香港完善法制，人才，人脈，給予世界各國利用香港作安全基地，本地經濟要有大方向，培訓人才，融合中國在國際介紹香港的特質，發展香港資源 4. 發展香港經濟方面，應考慮多些本土生產，以提高就業，不要只著重服務業。 5. 新一輪壓抑樓價措施見到成效，而一班地產界人士都「出晒口術」，說成交量低，業界慘淡，紛紛要求撤招，特首會否決定撤招的時間底線（即到某時段樓價回落１－２成就撤招）？另外，特首會否考慮重推首次置業貸款計劃，間接協助地產界及鼓勵有供樓能力及承受樓價下跌壓力的人士置業安居？ 6. 協助中小企回港設廠，提供優惠租金，培訓人才，協助商戶，建立自己品牌。 7. 政府經常強調現時社會經濟不可再過份依賴四大支柱，需要發展其他產業，使產業多元化，例如發展六大優勢產業，但觀乎在曾蔭權政府到現在，發展緩慢，似乎沒有實質的政策和計劃去發展和落實發展這六大優勢產業。在未來，政府以長遠來說，會如何發展優勢產業呢？有什麼政策呢？尤其香港的優勢和排名逐年下跌，很可能被上海、新加坡地區趕上甚至取代，面對鄰近地區競爭，香港如何面對？如何保持優勢？定位又是什麼？ 8. 香港已失去在經濟上的優勢，如果要保持在經濟上金融中心地位，特區政府要建立強大有力的團隊，然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想辦法減租減稅來吸引更多的投資者。 9. 協助和鼓勵年輕人和領取綜援人士工作，不要只着重輸入外勞。 10.面對鄰近城市如上海、新加坡快速在經濟、金融方面增長，香港有何對策以維持優勢呢？ 11.過去一年，我們常聽到梁先生要發展經濟。我個人認為只是口號多於實際，一時就「適度有為」，一時又話將產業「做多做闊」。被市民批評沒有實質成果時，就推說問題是過去多年累積，要時間處理。在新一年度，梁先生如何營造公平的營商環境，創意的空間，讓市場在良好的基礎上自由運作？ 12.香港競爭力已大不如前，怎樣培植下一代去推動經濟 13.政府推動六大產業，多年未見重大進展成果。辣招不可撤，以免樓價、租金飈升，影響營商環境。推動不同的旅遊景點，如地質公園、生態旅遊，以免旅客以為香港只有海洋公園，Disneyland 14.現今社會物價高企，樓價貴，中產買不到單位，又攞唔到公屋，樓價應壓低。綜緩有漏洞，綜緩能領取的比中產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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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對特首在經濟方面頗為滿意的，因為你在上任後，便成功推倒樓市。我現在想問的問題是你作為行政長官，你會否學澳門派錢，幫助基層市民？ 16.有無政策去再減輕世襲／跨代貧窮的情況？ 17.過去十多年的時間，中國經濟快速上升，香港亦得益於此，所以我們挺過了一場又一場的經濟困難，但眾多跡象表明中國經濟有下行危險，你認為我們應如何防備和應付這一危機？ 18.A.必須正視年青人「成家立業，置業安居」的現實問題，如果一對大學畢業夫妻，工作８年後卻不能買一間４００呎的小屋，一定是政府的責任，一定會令青年人對政府不滿！      B. 保住中產，讓更多人成為中產，不能讓香港變成Ｍ型社會。 19.請問香港在未來５年面對什麼挑戰、困難？你認為要如何面對？ 20.怎樣可以防止樓市下跌令經濟好像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般下跌？ 21.希望增加就業機會，讓上了年紀的人士也可工作。綜援人士有很多人大陸有樓收租，生活比香港人還好。請徹查清楚才批核。 22.回歸以來，香港經濟從以往自力更生，外拓海外市場，變成依賴祖國，如：自由行、ＣＥＰＡ。長此下去，香港淪為祖國的負擔，喪失香港以往獨特的地位。 23.在現今物價上漲，尤以食物、租金高企。但人工，尤以一般市民，追不上。政府是否有短及長期措施，如澳門一樣，有現金津貼及公屋免租一年，紓解民困？ 24.希望人人有工作，故需增強僱員再培訓，增加市民多方面發展生計能力，有工作才能有收入，不需多人領援助金。 25.將工業回流香港。 26.香港ＧＤＰ已不及新加坡和上海，有什麼方法可以令香港有更高的增長？ 27.如何讓隱蔽青年融入社會，幫助他們就業？ 28.香港現時太過側重金融、地產、內地人旅遊等為經濟基礎，非常不健康。應該多發展其他方面，例：演藝娛樂（好像南韓）、多推廣主題樂園（好像新加坡）、吸引更多不同國家遊客（非單中國）。香港有太多中國內地人來港旅遊，情況並不健康，應分散旅客來源。 29.面對嚴重人口老化，開徵銷售稅可能是一個無可避免的選擇。建議可以考慮對非食物項目徴收一個較低的稅項，如 0.5%-1%；另外，對奢侈品，如香水、煙酒、珠寶、化妝品、鐘錶等高價物品徵收一個較高的銷售稅，如５％或以上。 30.a尊重自由市場及積極不干預自由市場運作。  b 在處理樓市價格及需求時，該尊重自由市場原則，不該以加稅、港人港地或限呎   樓之土地來控制價格及供應。 31.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無論地理位置、歷史文化、經濟政治民生各方都關係密切，不可分割的。香港能有今天的地位，有賴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扶持和幫助，但現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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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祖國似乎有深層次的抗拒感。在新一份的施政報告將如何減輕中港矛盾，加快促進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在現有的基礎上穩步前進？ 32.面對缺乏除地產或金融以外已沒有其他行業的經濟體，如何改善香港未來長遠發展？ 33.近日新加坡推出「小販學徒計劃」，找來一些當地食店及老字號小販參與，讓有意入行的學徒可以跟隨資深小販邊學邊做，當局更研究增建熟食中心。相比之下，香港的「小販產業」幾乎已近消失；熟食小販曾經是香港文化一部分，亦為基層提供就業出路，市民也樂見到仍有價廉物美的選擇。希望政府積極考慮「活化小販政策」。 34.祥和是經濟的動力，把握機會是經濟的發展，香港是個提供服務的城市，現在的服務大不同如前，為什麼？價值觀、態度、…？自視過高就是失敗的起因。教育是經濟的源泉。 35.退稅；協助環保工業 36.經濟：香港經濟主要是靠地產項目支撐，創意工業還未追上世界主流，可幸「香港製造」這品牌在內地還有些信譽，現在經濟上無可避免要背靠祖國，所以要保證這品牌長久不變，十分重要。 37.可否投放資源在社企，這樣可以將有關行業的就業職位增加，從以令殘疾人士可多D選擇投入社會工作，及撥款多 D人工，去到一般人的最低工資水平 38.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大力推動的基建已陸續上馬，大大提高建造業的人手需求，但是現在卻缺乏足夠的年青人補充需求，雖然政府有不少政策吸引和培訓新一代入行，但只是杯水車薪，我想問梁特首會否為了順利加快完成十大基建，而在新一份施政報告放寬外勞輸入的政策呢？ 39.增加基建，減少輸入外勞 40.政府會否有計劃去發展更多生產力，例如醫療服務業、高科技產品、設計、國際物流中心？政府會否令香港加強競爭力，以防止”不進則退”的現象 41.樓市收雙倍印花稅到現在，有誰得益？特首曾提過當市場失衡時，政府有責任處理。現租金失控，政府應該出手 42.檢討稅制，減少貧富不均，增加利得稅。檢討聯繫匯率，考慮港幣和一籃子貨幣掛鈎？ 43.特首你聲稱發展創意產業，香港電視就致力發展，口碑、資源、成果都獲絕大部份市民及業界認同，但就被政府扼殺，說詞連中學生都覺無稽，業內愁雲慘霧，悲憤絕望。想問特首有什麼說話對他們說？又如何令年青人重拾信心？ 44.不要只靠金融、服務及旅遊業，要協助一些新興行業發展創造多種不同類型行業，也可創造多些就業機會 45.如何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46.目前香港經濟只集中在個別行業，如零售。如何增加香港多元化經濟？如何吸引內地工業回流？增加職位、工作機會而非短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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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政府幫助工業向外發展，包括東歐、土耳其、印度、非洲 48.制訂政策吸引外資來港營商；設立配套、吸引內地工業回流，包括租金、廠房及人才培訓；設立首次創業貸款，協助年青人創業；政府六大產業要有具體實質的推動政策 49.聯繫匯率是否係時候檢討，而與一籃子貨幣掛鈎。 50.本人希望政府現時醫院急症室輪候時間實在非常之耐。通常要 3至 6 小時。醫生嚴重不足，望能夠改善，讓長者能夠好些照顧。多謝。 
51. Is Hong Kong still a free economy， or will the government get more intervene into the 

economy (e.g. television license issue) only allowing huge companies to expand and not 

allowing small companies to compete. 

a). How can we make use of our immigration policies to attract investors and create jobs？ 

Can we require investors (Immigrant applicants) to invest and create jobs (hiring at least 

10 locals for at least 3 years with salary no less than $15000). 

b). Small stores cannot compete with Park’n shop and Welcome， Super stores.  

c). How can we help those living in govt housing create their business (too expensive 

rent)？ 52.對於藝術、文化、創意發展除了上屆的黃竹坑及款項，及要２０３０年才開始運作的西九文化區，還會有什麼方案支持及發展本地藝、文、創。雖然香港為一個大都會，但在藝、文、創方面的確比其他地區薄弱。 53.示威與特首 54.本港的工業北移，政府是否長期依靠中國？將來會否發展自己的工業？ 55.a) 不要過份依賴自由行的經濟效用，相對地自由行為香港社會帶來不少問題。內在的經濟活動是做不起的。 b) 為香港開發新的經濟方面，爭取海外資金投資香港（不僅爭取內地資金）。 56.希望能與其他的國家有良好的聯繫，能幫助一些第三世界的國家。希望能有低學歷人士提供多一點免費培訓，減低失業率。希望能減低通漲，物價上漲總會令低收入的家庭難以負擔。增加香港旅遊業與酒店業的發展，能擴充一些景點與建立新的景點，增加藝術與其他國家的接洽。 57.政府帶頭給市民優惠，減少新移民來港，等港人有多些工作，減少物價上漲，多給港民福利。 58.請速檢討人口政策。速減每日減少 150名單程配額。 59.衣食住行樣樣加，人工加幅追不上物價升幅，政府又做過什麼及將來有什麼政策可以幫助小市民？ 60.很多人都說香港的租金是全世界最貴，我們經常說香港經濟要多元化發展，例如旅遊、藝術和創意產業等。現實上，周圍都是珠寶金行、藥房，我們是否要依靠大陸人黎香港買東西才可以過活。所謂經濟多元化都是空談。 61. 創業及小商戶面對最大困難是租金，可有考慮重設「租金管制」？若借口是「自由市場」，而不管制租金，不管制財團壟斷及交通加價，何不發牌給 HKTV去同ATV、TVB「公平競爭」？28 年游德康法官已宣判《電訊條例》違憲，違反基本法及人權，請促修訂過時惡法，開放大氣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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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0歲前置業問題影響現今青年家庭計劃，請問特首有何房屋政策？政府增加自由行城市，令本土物資進一步分薄，請問有何策略保障香港市民生活？ 63. 增加賺大錢公司利得稅， 將財政盈餘作長遠發展或建設 64.前特首話金融可以養一千萬人，現閣下有何計劃發展本港經濟？ 65.多加航運法庭。碼頭第一港口出發點。 66.在民生上多鼓勵市民自食其力，多給予就業機會。醫療方面，可以有公立醫院和私營醫院。多照顧老人家的牙齒保健，不要只有脫牙，沒有補牙優惠！ 67.在不斷的爭議下，經濟方面能否繼續。政府要不畏阻力，力求創新，希望經濟帶動香港興盛繼續 50年。 68.期望特首開拓新工種，例如：吸引國內港商回港發展，發展香港賽車場地及考慮開拓賭業等……刺激經濟，現時香港低下層根本未能感覺經濟回升。 69.發展平租的工業邨，吸引外來設廠可以幫助低學歷人士工作，減少社會福利負擔。 70.會否學澳門再派錢？投入資金支持香港科研發展。 71.我覺得現時生果金很不足夠，而「長者生活津貼」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卻低到很難有才資格申請到。 72.不敢奢望！今非昔比，香港這艘＂船＂，似乎越來越锈漬斑斑。請問特首是否認同社會主流意見認為過去的優勢已逐漸被邊緣化？ 73.過去一年，本港樓價不斷上升，連帶租金上升，引至成本不斷上升，打擊本港創意產業。雖然失業率低，但本港是外向型經濟，如果外來因素有變，本地經濟便迅速轉壞，所以本港應有自己的產業。 74.過去，香港的經濟發展令香港人引以為傲，我地與 New York， London等國際大城市齊名。但過去一年，特首只做務虛的「內交」，香港日漸沉淪到連一個內地大城市都不如。特首，香港係一個需要一個面向世界的長遠經濟發展政策。特首先生，請問你能做到嗎？ 75.a) 慎重民意在未來盈餘下向市民派發現金 b) 個人購買醫療保險者，可作豁免稅項 c) 重設職業先修中學，加強青少年在技術方面於十五、六歲時培訓 76.與 30年前比較，香港的競爭優勢有了什麼根本性變化？如何看待這些變化？如何發掘新的競爭優勢？ 77.祖國的經濟改革開放，會對本港起變化，港府無能銜接，沒籌謀、沒對策，港工業隨時間被全部北移國內，致釋出大批勞工，業團也轉攻地產，與地產財團連成地產財霸，繼而擴展各類不同的民生業務。租金的無止境上升，使很多中小企業務結束，使勞動市場偏窄。經濟雖蓬勃，工資反跌，高通漲，香港貧富懸殊居世界一哥位。政府應要製造多些工種，多鼓勵青年多給予青協創意工業；或給予優惠使一些工業願意回流，增加我們青年的一代找生活和向上流的機會。 78.特首，現在香港經濟越來越向金融、地產，政府會有什麼具體措施，協助其他產業，例如創意工業的發展？ 79.請速檢討人口政策。  80.政府如何促進香港的創意產業？ 81.我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我還在為生活而做點散工幫補自己，但我覺得在有生之年應該做點有利社會，有利自己的事情。我在用自己的一些技能，為一樣實用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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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進行創新改良，我覺得創新不一定受年紀的限制，只要有好的目標和堅持，當然過程非常困難，我想問政府是否可以對我有所幫助呢？我特別擔心將來申請專利後，卻被大量山寨貨出現，政府是否能幫助的呢？ 82.香港人口太多，有部份是危險人物，要控制全世界外來移民。要增建房屋有屋住才可以生兒育女，要將申請公屋入息提高，要為香港人謀幸福。要栽培香港年青人才，要協助年青人在香港創造工業，再做 HONG KONG制造品牌，現時香港經濟跟外圍走是脆弱，危險。 83.要香港的經濟健康向前，不能太依賴地產發展，必須控制樓價。不能讓民生的小生意被連鎖店、高消費企業霸晒，這樣才能有小型工商業，要知道現在的巨富，當年也是靠山寨式小生意起家。 84.速減每日減少 150名單程配額。 85.香港經濟太側重地產及零售業，以前香港是亞洲工業四小龍之一，現在工業北移，香港工業在本土是一潭死水，沒有本地生產的城市是 dying city，特首如何在任期內重振香港工業再重回亞洲重要城市之列？（高科技及創意工業） 86.特首閣下於２０１３年施政報告結語曾表示「成熟一項推出一項」，現階段「經濟發展委員會」有何建議，有哪些項目成熟並推出？又有哪些項目已計劃但未能開展，遇到的困難是甚麼？ 87.把廚餘變成銀紙，開豬場，把廚餘用來養豬。豬場外圍開農場，消化豬場的豬屎豬尿，農場長出來的可供市民食用，植物非人吃的部分由豬來吃。這是我２０多年前所想的，因１－沒資金；２－廚餘難收集，沒法進行。 88.本人希望現在政府能在經濟層面上多些照顧中低下階層，創造多些就業機會。除此之外，請多照顧剛好甚麼福利措施也享受不到的階層。而且自從辣招房屋政策推出後，靠收租來維生又退休的業主們很不利，老年人用不多，但兒女也要讀書。樓價高企可透過多批地給中小型地產商發展，不要常常價高者得，讓大型發展商發展一些不合大眾收入水平的貴價豪宅。 89.a 建議多建公屋，比例：公屋八成，屋屋三成。 b 急切解決劏房問題。 90.a. 自９７回歸後，香港經歷金融風暴及金融海嘯，請問特區政府有甚麼應變措施，制訂何種方案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及捍衛香港為國際金融中心之地位。假若香港在未來數年再受到金融動盪影響時，特區政府如何面對。 b  香港自９７年回歸及０３年自由行開放後香港經濟直接受國內的操控，而自由行令國內之人士與香港土生之人士越來越多磨擦，特區政府有否考慮其他措施協助香港經濟，不能太依賴自由行，尤其有中小企並非靠自由行的人士之生意者，如何面對國內廉價貨之競爭。 91.年青人創業：目前香港經濟主要以服務、物流、金融業為主，加上大集團連鎖式經營的商店，如：大型藥房，麥當勞等已壟斷香港經濟，使年青人創業空間日漸狹窄，請問特首會否推出有效措施，讓年青人在公平的社會環境創業？ 92.a壓抑物價。 b輸入外勞，加快基建步伐。 93.政府經常提出要擴闊香港行業，卻往往只在研究階段，政府依然將資源向金融業、地產業大幅傾斜，政府有否實質行動去支持及發展其他行業？眼見世界經濟不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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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業發展，政府有否將此行業列為重點發展行業以迎合世界發展？本人不相信只有大陸才有騰訊及阿里巴巴，香港也有一定潛質去發展這行業。另外政府完全漠視中產生活上的難處，有否想過對中產或中小企有更多實質支持？ 94.要盡快興建第三條機場跑道，提升香港的競爭力。要加快游輪碼頭周邊的交通配套，活現九龍城的美食。 95.政府應該協助年輕人創業。過多幾年，一年比一年多，青年人總會遇到有些人浮於事，政府應著手計劃怎樣去幫助這批年青人，如：每年暑假政府多設臨時工和鼓勵其他行業招收年青人，給他們一些機會見識社會。 96.內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不斷吸收外國先進的經驗。現時，內地的優勢越來越明顯，香港不進則退。例如葵涌貨櫃碼頭曾經貨物吐量是世界第一，現時逐漸被深圳的鹽田港取代。現建議政府應利用背靠祖國的優勢，做大做強香港的餅，讓香港經濟再起飛。 97.一年過去，只懂去搞房屋，其他一概是開個什麼顧問委員會來研究，不外乎是明益自己友，拖延時間，收了錢後不了了之。至於房屋方面，找來一個做劏房的做局長，其身已經不正，說什麼港人港地，一遇大鱷就變鵪鶉。如無意外，港人港地將很快消失於無形，更難講有什麼遠見。現在的形勢，如果劏房局局長不下台，等於特首縱容貪腐，問責制名存實亡。其他經濟發展，什麼六大產業，不過是嗌嗌口號，跟以前的乜乜港毫無分別，發展完全面向北方，一切只有聽天由命，自求多福！ 98. 1) 穩定稅基收入，不可太依賴地產。 2) 協助內地工業回流，扶持環保工業。 3) 培育設計人材，並要有工作機會。 99.取消一簽多行，向年滿 18歲以上香港永久居民派發每人 8000 元 100. 差餉、地租可以引入「稅階」嗎？目標主要為針對大量空置單位的投資者。 
101. I have some plan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tourist industries of Hong Kong. 1) 人材培訓：對身心有缺的人培訓他們對人生的信心、希望發揮自身的餘力所能 2) 就業稅收：讓以上人士在各地街市空置單位鋪位免租、免稅試用三個月，如試業成功，可為政府減輕一些正在領取綜緩人士，可靠自力更生 102. 現時旅遊業主要的旅客是中國旅客。雖然中國旅客可促進零售業發展，但香港作為國際之都，現時旅遊業過度依賴中國旅客市場。一旦中國經濟出現問題，會對旅遊業造成嚴重打擊，香港政府要多方面發展旅遊業，不要只著重單一的旅客，應吸引更多不同國家的旅客來港。此外，今年遊客數量已達五千萬，令香港不能承載。而大量中國旅客來港，影響香港商戶的營運，推升租金使小商戶難以生存。政府會否推行租金管制阻止租金繼續上升？  
經濟範疇完經濟範疇完經濟範疇完經濟範疇完      



8 

 

民生： 1. 你有什麼方法去幫助中產？如有可在福利中去纾緩我們對你的期望。 2. 對教育方面非常失望，請不要再以數據回應市民（家長），請教育局實際提供解決方案。 3. 要有方向感，無需要因一小撮人反對做事，在工務局架構上需要加強培訓人才，幫助基層，打擊通脹，租金，物質供應壟斷。住屋方面利用圖示，清楚說明供應時間，地點，及有保證，講得出做得到。 4. 舊區重建，影響很多住了頗長時間的居民，他們已有一定歸屬感，日後會否考慮所有舊區重建或發展都是原置安置。重建後，一般地價物價上脹，如何幫助年長居民面對生活費的增加，便其不致減低生活質素。學生資助應以公平為準則，不要只幫助有綜援人士，令一般家庭兩面不是人。 5. 最近大嶼山醫院都已經落成及啟用，但竟然因人手問題而未能２４小時運作；另外，急症室輪侯時間冗長亦是一大問題，我真係希望特首先生能夠具體詳細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列明醫護人員人手安排、培訓以配合未來改善醫療服務的需要。可否提供急症室輪流時間的服務承諾（例如不多於４小時輪流）標準，及天水圍醫院落成的日期。 6. 幫助年輕人置業（仿效星加坡，月入六千元可擁有自己的房子。）改善街道阻塞問題，多源自商戶及小販霸街，政府應嚴加執法。 7. 現時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每一位長者在他們年輕時對香港貢獻良多，他們應得有尊嚴的退休保障和生活，但當局在退休保障方面著墨不多，例如推行的強積金；但以一名３９歲，月入５０００元的僱員退休只得１６.９萬累算權益，對低收入的保障力度不足，政府會否實行更多措施和計劃去解決人口老化問題和保障退休人士的生活，如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如何解決本港的土地房屋需求？ 8. 任何一個政府要把政府工作做好，首先在民生的問題放在工作重點之一，因為真正的英雄就是這些市民，如果只用派錢和綜援的辦法去解決以上的問題是無效的，因為世界上沒有搞福利辦法會成功的。 9. 政府一直強調幫助基層，但中產從來是被忽略，高樓價，貴租金，亦得不到任何福利，特首怎樣幫他們？特首幾時才正式面對人口政策問題呢？這問題處理不當，會對醫療、衛生、治安等構成嚴重壓力。 10.我現年７０歲但卻因為每年離港超過５６天而申請不到生果金，何故？現時中小學讀書壓力很大，最近調查顯示情緒病有年青化，你認為有必要檢討現時的教育制度嗎？ 11.過去梁先生時常強調「民生無小事」。我個人認為政府在住屋、環境的政策上，只是口講一堆數字（如四十多萬單位）和一些不受市民歡迎的政令（如擴大堆填區），被批評時推說造地要時間，並要求市民為整體社會利益作出犧牲。梁先生從政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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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權力在手，卻一事無成。在新一年度，梁先生有甚麼實際可行的政策，不要再叫市民犧牲？我們犧牲太多，要犧牲就請梁先生和你的問責團隊犧牲吧！ 12.如果阻止父母沒有交稅的雙非嬰蠶食香港的資源？協助稅重的中產人士上樓？中產也是無殼蝸牛。教育建議每況愈下，民（家長／學生）不聊生，高官則繼續用政府資源送子女出國，豈有此理！ 13.郊野公園是香港的珍貴資源，一吋也不能讓。每天 150 人的團聚名額實施多年，要團聚的家庭應已來港七七八八，香港居住環境擠迫，人口政策香港應有話語權，吸納較高質素的移民，防止假結婚，走後門的人士（賄賂），連燒死入境處職員的罪犯都可移民來港，實令人氣憤。每年審計報告，發覺納稅人的稅款用得冤枉，某些受政府資助的公營機構，政府以象徵式地價批租的私人會所皆無王管，希望曾德成切實做好工作對市民有交待。 14.為香港社會的穩定以及人道。貪富距離落差縮短，盡快立法最低工時。讓最低層人士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反外勞，因外勞輸入，那些無良的僱主別出心裁的花樣，取代本地人的勞動值及就業機會，會有更多人失業，就如老人院為例，外勞的工作效率差及虐待老人等太多的問題。僱主所有的目的只是為自己賺更多的錢。他們想千方百計去占有社會更多的資源來剝削最低層人士，而我們最低層只渴望有份工去做能糊口。 15.a歧視？何謂歧視，若個人的膚色或與生俱來沒有選擇而遭受不必要，例：不準搭任何交   通工具，不準入某學校，不得某工作崗位。但香港現實絕無這不平等條例，但若其個人的行為不當而引起別人不尊重，看不起，甚至嘔心，那絶不算歧視，故勿濫用「歧視」二字，所以本人反對立法「歧視」。反之現很多國家已發生了很多「反歧視」的不公平現象。而且，這惡法會延伸至無數，無窮無盡不必要的爭拗，例如：歧視我年老，單身，殘疾等。是否將來也一一要為以上的問題而立法呢。 b奶粉供應不足或父母排隊取入學申請表，其實政府應大力打擊水貨客及無良的商人，如刻意不賣給港人媽媽而高價賣給內地的不法水貨客及內地的母親，這是政府應做成內地人與港人分化，其實自由行自用買我相信是沒有問題的。另外，政府要大力打擊排隊黨或黃牛黨，問題便會解決，不應改政策要學校多做一些浪費資源的愚昧的施壓。   c 政府既有大量盈餘，何不多些注資一些非牟利機構，例：明愛綜合家居家庭、情緒輔導、婚姻輔導、遭性傷害等。或一些消防處，醫院等，更有多資聘請足員工處理及執法更多的個案。 16.特首你在民生施政上亦十分失敗，為了一己私慾及政治利益，不讓 HKTV 獲發牌照，扼殺市民享有應有的權利。特首你應否考慮落台，讓下一位特首去為你滿足市民的訴求，改善民生？ 17.最近民怨咁高，特首你認為係點解？ 18.公立醫院和政府診所常人滿為患，但多年不見改善，病人覆診或安排治療都要等一段長時間，這一方面你有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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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a「前世殺左人，今世教語文」這句話真確地反映現時中小學語文老師的慘況，政府及教育局有無計劃去減輕語文老師的非人道的工作量？ b「前世黃賭毒，今世做訓育」公營主流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按年上升，前線訓輔教師面對嚴峻挑戰，真的度日如年，教育局有無正視及檢討融合教育在學校實際推行的困境？ 20.希望可提高子女的免稅額，鼓勵生育。 21.如何有效地利用大氣電波，令市民有更多選擇。事實上，起碼有一台是浪費這公共資源，如果以現在的發標準，它一定不合格，可否把這資源分給其他機構或把它轉給新發牌的機構？ 22.希望復建公屋，讓小市民安居樂業。人口老化，改革醫療。 23.現在香港貧富極懸殊，政府推出的扶貧政策，有評論指出，行政費用極大，但受惠者得益不多！做成貧窮的主因，住屋費高昂是主因之最！政府應多建公屋，積極發展偏僻的地方：大嶼山興建大量公屋，社區、交通設施，不應發展。新界東北，引致極大的爭議。 24.政府從 2010 年十一月底出了辣招ＳＳＤ、ＢＳＤ及ＤＳＤ後，新樓盤炒風仍熾熱，二手樓價仍處高位，超出一般市民購買能力。政府是否有招數使樓價降溫至合理水平？ 25.增加骨科資源及相關配套，如義肢矯形、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牙科服務。最 好發展晚間也有服務，方便市民不用請假。 26.培訓退休人士投入社會工作４－６小時或以上。縮少輸入外勞。 27.希望特首為清貧的學生加大資助，減輕家庭的負擔。 28.政府追不到市民對房屋的要求，就算加建公屋也幫不到太多的市民。為什麼不在「源頭」想辦法？減少我們大陸的朋友來港，這樣香港人才可對各樣的需求減少，例如不用再爭房屋、學位、床位、奶粉，各樣！ 29.a  香港的長者越來越長壽，而腦退化症有大量增加個案，政府可否加大力度支援。例如個案中的家庭，因為要照顧腦退化的家人，真是勞心勞力。政府、特首會否投放多一些資源，幫助這班曾經為香港有所貢獻的長者以及其家人。 b. 考慮再派發現金，約每人三千元，有助舒舒市民怨氣，而Ｎ無人士亦可受惠。 30.應盡量幫助基層兒童，提供免費補習，免費課外活動。除了「食物銀行」，亦可增設「文具銀行」、「玩具銀行」、「家庭用品銀行」……用「以物換物」或者鼓勵市民捐出不要但仍完整安好的用品給基層家庭。希望政府可以幫助基層兒童得到基本需要（三餐温飽、適當活動） 31.很多機構要求僱員滿六十歲要退休，所以政府應考慮資助６０歲至６４歲的長者，提供兩元的車船優惠，同時鼓勵商界為６０或以上人士提供優惠的文康設施及服務，解決６０－６４歲這個「真空期」，對剛退休的長者所產生的困難。 32.a 重新檢討「長遠房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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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撤雙辣招（樓宇買賣）。 c活用閒置政府土地，包括活化空置校舍、ＧＩＣ用地。 d 保護郊野公園用地 33.公屋是社會的公共資源，一定要用得其所，公平合理。今次的審計報告揭發很多問題：創歷史新高的公屋輪候冊，輪候的年期，空置單位的數目與丟空年期，以及富戶政策等等，顯示很多措施與規條已不合時宜，造成浪費，不公，引致社會問題。新一份的施政報告將會如何全面徹底地審慎檢討公屋政策，然後跟進落實？ 34.香港雖然是一個經濟非常發達的都市，但香港人的快樂指數一向不高，港人待人態度亦較其他亞洲城市冷漠；年輕一代的冷漠程度更令人憂慮！如在地鐵每每都看到年輕人對長者座位需求的漠視。須知道港人的快樂指數直接反映了市民的心理健康，亦對身體有直接影響，不知政府有否考慮過如何提升市民整體快樂指數？ 35.及早推徵銷售稅，全民退休有保障，公平，公正，無爭議;  36.政府應高度關注強積金問題，打工仔不是專業投資者。強積金推出多年，不要說賺錢，不賠錢都算幸運，強積金、強制管、保退休，不要讓打工仔的血汗錢白供。 37.老人晚年生活？照顧弱勢 38.貧富懸殊是歷來社會的最大問題，原本以為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就可解決了，那知卻又產生了一批權貴階級，向百姓巧取豪奪，還要我們不可過問，唉！ 39.樓市一路向上。而一出來工作那班土生土長，70-80後，年青人已介結婚年，月入10,000至 15,000，超出申請公屋資格，又不是中產人士，無能力買私樓等居屋，但綠表、白表比例，差距又很大。特首你點幫佢地？抽居屋差距咁大又點抽？而政府不停增加公屋比例，那些人士，等抽居屋，更加難上加難。 40.九龍東，只得一間醫院，我曾腳裂骨，由中午 12 時去急症室，等到晚上 8時才有人同我處理，長嗎？特首，由普通氣管咳，轉介入去，等了 1年，覆診已成哮喘。由輕症等到嚴重。一間醫院，根本不能應付東九龍。希望能增多一間醫院。現在診所要打電話預約，當你起身突然不精神，由今晨 6 時打至 9時，永遠都告訴你已約滿，去到診所也不接納你，可不可以留些即時應變呢 41.請問梁振英先生可否考慮資助義務性質教育下一代的非牟利機構的教育資源，以助減少夾心階層的子女教育費用的開支 42.現在有不少長者和退休人士居住「三無」大廈的舊樓，但因為法例限制，樓宇需有足夠戶數才可成立法團，但礙於沒有法團，所以無能為力，雖然政府有不少政策支援維修， 但只是杯水車薪， 我想問梁特首在新一份施政會否有一些新的政策切實地幫助一些「三無大廈」的居民解決維修問題呢？ 43.免費幼稚園教育，重建夾屋，豁免首次置業印花稅，提高個人免稅額，增建醫院，縮短輪候時間，加強監管濫發信用咭，免差餉及地租，增加老人服務支援，提供多些非牟利老人院，加強監管地鐵、水、電、煤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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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現在香港貧富差距相當大，政府只為貧窮人士或家庭作出很多的幫助和補貼，但多年來都忽略中產人士，請問政府在 2014年施政報告，有沒有實際去處理，有什麼計劃，例如鼓勵香港本土出生人士多生育？ 45.電視發牌本是一件大眾開心的事。現在好事變壞事，此事在處理手法出了大問題，何不在一開始就陳述所有原因，反正現在都知道。有否考慮大部份電視觀眾意見讓市場自由，讓市場淘汰，要信香港市民 46.解決居住環境，增建居屋及公屋。增僻土地，在外港填海建人工島。源頭減廢，興建焚化爐。增加醫療資源，減輕輪候時間 47.市區重建屢建豪宅，帶動同區地價急升，原區居民生活百上加斤，迫遷商戶及居民無法同區安置及重開，包括振鷹電器店經營超過五十年的葉先生。想問為何市區重建會是這些人受害？誰人得益？梁振英你是否對得住振鷹電器 48.迫切期待本屆政府加快研究落實全民退休保障這一關係全港市民，特別是貧窮長者的切身問題，中國大陸人口這麼多都能做到，為何香港就這麼難實現？增加長者醫療券的數量政府要壓抑通脹火車頭，首要壓抑租金升幅(商用及住宅)；重新發小販牌照，使低學歷及年長市民不需依賴綜援過活，也可讓市民在小本經營中而創業；政府要插手加快舊區重建，50年樓齡要加快拆建，因舊樓各種維修實使年老業主吃不消 49.公屋輪候冊輪候人數眾多，行政長官如何幫助那些急需上公屋的人士盡快上樓呢？ 50.如何減低公屋空置率？有否考慮到公屋申請人數屢創新高原因？美輪美奐的公屋對大部份自置物業人士是否存在不公平？大部份私人住宅面積也不及公屋寬敞！鼓勵生育--又沒有足夠社區託兒服務！鼓勵婦女就業，提高子女免稅額！ 51.恢復租金控制，提供商場給年青人發展小本經營 52.多關心老人養老生活基金；兒童幼兒教育和小學教育基金；新移民居住問題；協助年輕人置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 53.2014年兩電視台發牌到期，特首有何睇法，對發牌制度有何評估？ 54.民生方面重要是居住房屋問題，相信政府已有專家去策劃，能盡早解決。這樣香港人民能安居樂業。 
55. a). Our housing supply is far less than demands， by allowing 150 persons (immigrants 

from China) to migrate to Hong Kong. Are we creating more poverty and housing， 

welfare issues？ 

b). Ethnics issues are almost neglected. Are we allowing racial segregation and creating 

poverty by forcing these ethnics to study in designated schools resulting poor Chinese 

level， therefore not able to get a decent job， only low skills job. 

c). How will the govt assist people aged 40/abov to further their studies and get jobs？ 

56. Are Hong Kong people not yet eligible (not qualified) to vote for their own CE？ Is our 

freedom still being restricted？ As the HK Chief Executive， how would you be a bridge 

between HK and China govt to express HK people view and their request？ 1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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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e. We do not want to see certain candidates as disqualified only for the reason for 

because Chinese govt officials do not want them. We want full democracy， freedom， 

1 person 1 vote. No other restrictions for candidates. 57.對於內地旅行團的數量及人流，會否考慮實行數量或人流限制。無奈，內地旅行人流太多畢竟對本港市民造成不便及更多問題及爭議（爭購奶粉、推高物價等等）。 58.要求醫療方面多做工夫，如急症室方面、輪候排期方面等。房屋、物價高。 59.房價上漲造就了通漲，政府將如何解決？ 60.a) 儘量做到「均富」，使社會各階層得以分享成果。 b) 關顧「無產」階層（長者為重）及中產階級。中產在現有的政府資源分配，最不受惠。 c) 爭取單程證審批權，解決未來人口問題，先重質，後重量，香港的黃金發展期（70s-90s）的人口，也沒有現時那麼多。 61.要關心一些剛畢業的青年與邊緣青年，讓他們能重新找到工作，學習到一技之長，能適應這個社會，實行人人有工做，而且向 65歲退休人士有多一些資助。增設老人院令他們能安享晚年。希望在交通上不要經常加價，六十五歲以上人士有乘車優惠。增加多點人才培訓，讓他們能找到好的工作，推動政制的發展，多撥款在學生的教育上。 62.恢復早年政府借錢給夾心的青年想買樓居住。關心青少年讀書不上，要有多次機會給他們學不同的工藝，日後可自立生活。照顧有些身體健全但健康差勞損的年近六十歲退休人事包括生活、健康、醫療等。 63.特首梁先生，增加房屋供應，復建居屋、公屋。改善港人居住問題。增加長者福利，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用資產審查因為長者年青交稅。人生命很短，死前開心。 64.樓價不停上升，身邊人都買不到樓，公屋亦沒有資格申請，每年施政報告都會提出將會有多少房屋單位推出，但係哩 d數字對比香港有需要的市民，還差很遠，到底我們什麼時候先有安樂窩？ 65.物價飆升如何解決， 人民幣升值，國內物資來港，推動物價 66.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貧窮的原因很多，不是每個月派多一千幾百就可以解決問題。既然知識就是財富，倒不如政府資助基層人士進修又或者鼓勵中年人或老年人創業，讓他們的社會經驗可以幫助事業上的發展，可以大器晚成。 67.大學學位不足，學費太貴，大專濫收，無學歷何來前途？落實全民退保！全面發展回收業，增設回收普通電池，公營回收玻璃，成立動物警察，加重虐待動物刑罰。HK迫爆陸沉，收回單程證審批權！ 68.政府一直聲稱支持創意產業，卻不發放牌照給 HKTV，欠缺競爭下令電視節目一直無法改革，執行與理念相違背，請問特首睇法？ 69.推行 15年免費教育，增加大學資助學位， 增加資助護老院床位， 加快興建公營房屋速度， 增建新醫院、加速擴建舊醫院 70.百物騰貴。工種狹窄。低層難以在目前工資下過較好的生活。 71.老人醫療福利增加。 72.政治上多讓正面意見發展言論。電台、電視應多惠及市民真正的聲音。 73.我覺得老人的福利不足，當退休後，老人的生活難過。我是稍有積蓄，亦難支持，何況一些沒有積蓄，收入微薄的更甚，我覺得給老人的生活津貼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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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期望加快普選，等待各人一票，選特首及各司長。 75.如何改善貧富懸殊？您有何措施？ 76.應幫助環保工業以減少源頭減廢。 77.循序漸進進到甚麼程度才考慮給 HKTV發牌？為何要像濟牙膏般，只將事件一少部份說出來？CY的中文令市民很難明白，可否不再用甚麼「加大力道」、「打造」等字眼？ 78.以我個人為例，70多歲，積蓄後，但又沒有資格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我長期要吃心臟藥，每天吃一粒，一粒藥要$25。單是買藥，一個月已經要$750了，每個月只得$1135 的生果金根本就不夠用。 79.無甚希望！政府應向清貧中學生參與課外學習經歷（大學收生的一部份要求）提高多些資助，避免跨代貧窮。請問在「庫房水浸」的情況下，特區政府是否依然寧可位高自厚祿，不願財散人安樂？ 80.增建居屋，擴大藥物名冊使用範圍。 81.維持限奶令，幼稚園學位優先入學，發展海水化淡，減少由內地供應劣質東江水 82.政府不斷說樓價上升是土地供應不足，但政府只不過每 2個月公開招標 2幅土地，實在太少，勾地表裡的土地為何不攞出來招標。一方面用雙辣招，一方面不供應土地，另市區重建局是半官方機構。但收左地後，便勾結大地產廠起豪宅，賣比大陸人，點解唔勾結房協或房委會起樓賣比本地人呀？ 83.特首先生，你的「民生無小事」變成了「盲搶地」，唔理社區的平衡發展；變成了唔發三個新免費電視牌照，香港人連睇電視的自由都無了；很快，我們連郊野公園都會失去了。要做好民生工作，必須要聽取民意。特首先生，唔好再自我感覺良好，請聽聽香港人的聲音。 84.a) 強制進行濫用公屋者，要其搬離。 b) 加建單身人士公屋於新市鎮 c) 重組房協、房署、屋宇平民協會，統一處理所有公屋申請，釐清福利和權利的分別、責任！ d) 增加電台、電視台，繼而製造就業機會。第三產業。 e) 細分輪候公屋者地區（如以區議會），反映各區的公屋實際需要數字！ 85.a) 有關公屋管理及保養問題 b) 有關醫療服務及管理問題 86.與 30年前對比，香港百姓的生活質素有了些什麼根本性的變化？如何保障實質性的生活質素不斷進步？如何縮小貧富距離？如何公平安排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 87.不離住屋問題，居安而後能立業，地產財霸下，房屋為貴重品用作炒賣，遠超民生能力，政府的公、居屋珊珊遲來，住屋租金年年上升得令人痛苦，便貧苦大眾至中產皆充滿怨氣。遠水救不了近火，懇請特首會同行會立刻決定終止開放管制租金，要喫加合理租管。商場租金亦要加以規範，這才是改善本港民生最快的第一步。  88.特首，現在通漲激烈，各種公共事業輪流加價，想請問特首對壓抑通漲，平抑物價有什麼具體的方法？ 89.政府有何滅貧目標？ 90.號稱世界大都會的香港，居住是最大的問題，原因是不能開發土地不能填海，那些打着環保牌子的團體處處刁難、搗亂。由於工作的關係，我香港四處走，看到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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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可以起樓，我看到中東迪拜的照片，那海中填出的棕櫚型，多麼漂亮，誰都叫好，香港要發展就必須開發、填海，現在搞得死無葬身之地，梁特首一定要為市民堅持開發、填海的原則。 91.要修正移民政策，拒絕禁止印巴人進入香港，這些人在香港做販毒走私毒害香港青少年，是個計時炸彈，20 年後就爆炸，無知政府鼓勵港女嫁印巴人，無知的廣告。將申請公屋入息提高，年青人有屋住才可以生兒育女，就無人口老化。現時公屋全給印巴人和新移民居住，土生土長年青人得不到居住，無能的政府好慘。 92.醫療問題 93.減少貧富懸殊，談何容易。要登上頂峰須拾級而上，不是高談一步登天的漂亮口號。鼓勵自力更生，六、七十年代誰幫我們？什麼都做(除了壞事)，一、兩份工作閒閒地，才能今天有安閒日子。政府多給予一些技術培訓和工作機會。不要胡亂派錢，傳媒要壓制的不僅僅是相反意見，也要少渲染富豪的奢侈生活和三妻四妾。 94.a教育及社會福利：請勿效澳門派錢，把派的錢全放在教育及社會福利！ b 房屋：為何香港不再考慮新加坡租屋方法？ 商舖租金狂升，使市場偏向小數商業發展， 強力建議重開租務管制！ 95.特首閣下於競選時曾說「民生無小事」，但最近社會上一部分香港人對電視發牌事件有不同聲音，請問特首閣下對這次發牌事件的看法，大事還是小事？ 96.房屋政策完全正確，目前不能減辣，要為香港大多數市民利益設想。 97.若要鼓勵港人生多幾個小朋友，除醫療科技平民化外，經濟誘因也很重要，如發放金錢，第一個獎金八萬，第二個獎金十二萬元，累進式發放獎金可以增加香港人口。此外除了多批地給小型發展商外，現時舊區如土瓜灣、新蒲崗有很多舊樓和過剩的工業大廈可以回收改造，亦有助改善舊區面積，有效運用土地。 98.a 將資源集中放在醫管局，照顧長者疾病，例如：眼疾、牙醫、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都希望能獲得資助。 b建議公眾泳池優待６５歲以上長者：每次活動收費兩元。 c建議繼續資助市民電費開支。  d香港交通費過於昂貴，對市民是一大負擔，希望政府重視。 99.自從港幣與美金掛鈎之後，美金一路貶值下跌，而普羅市民所需生活上之基本供應絕大部分都由國內供應；而人民幣一路升值上升，政府日夜所講港元與美金掛鈎「行之有效」的情況下，香港物價不斷暴升，資產價格不斷上升，貧富極度懸殊，市民生活困苦不堪，政府如何解決此民生困苦之嚴重問題。 100.  政府於電視發牌一事上以行會保密協議為由，拒絕公開發牌原則及香港電視落選 原因。倘若他日政府推行不利民政策，如：重推 23條，國民教育，那到時政府是 否可以以行會保密為由，拒絶向公眾交代，損害其知情權呢？ 101.恢復租務管制，通脹可望降低。 102.當政府不斷盲搶地去增加房屋供應，有否想過發展一個社區的配套設施？香港除 屋苑會所外，康樂設施嚴重不足，一個完善社區不是一個蝸居！另外，政府有否想 過暫緩自由行或單程証移民申請？本人居於新界，發覺起居飲食也受着此兩者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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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湧入社區而受影響，香港或香港人的承受能力已到達臨界點了，香港實在太難容納 更多人，其實只要減少自由行，香港人生活空間自然多，便會發生更少摩擦。 103.近年政府已重視到老人福利，當然能夠有行走的老人，好享受到政府的 2 元車費。 由於食物越來越貴，政府應補貼一些食物價格（看用什麼方法補貼）。 104.為了加強消防安全而實施的消防安全建築條例第 572 章，目的是讓居民住得安心， 對於舊區的居民來說卻十分痛苦。唐樓的居民大多數都是老業主又無法團，面對消 防令，根本很難去籌集資金去改善大廈的消防設備。建議政府應提供更多的支援及 資助。 105.未選到特首之前就民生無小事，又落區，又帶摺櫈，更加重視民意。因為當時跟 唐營打仗，當選後視民意為無物，與民為敵，一宗小事如發牌事件，都斷章取義， 獨斷獨行，橫行無理，無風起浪。歸根究底，就是特首自己的頑固偏聽，永遠視反 對者為敵而有的後果。民生事件往往需要由行會來做決定，而現在的行會成員只   是由一群聽聲蟲及一班烏合之眾而形成，蛇頭鼠眼，各懷鬼胎，如果要民生有希   望，先改組行會，才有希望。 106.強積金制度和管理很不理想，需要檢討。 107.市民的健康最主要從知識和運動中得到，要宣傳推廣。醫療保險也是次要。同理， 積蓄防老，個人也有責任，有能者也推向政府，不合理。 108.全民退休保障，政府稱會「研究」長者退休金，但一直冇講長者退休保障計劃是 否合符「免審查、全民性」的條件。資助長者牙科津貼、增加公立牙科服務，設立15年免費教育，提高公屋入息限額，重推出售公屋計劃。 109.研究、公佈香港的適量、最高可容納人口數目。中、小學生的升級應認真把關， 投入資源協助有需要的學生。 1) 環境與保育、通漲與物價、退休與保障、福利扶貧 2) 全面考慮高、中、低產人士的心聲，給予合理適當的解決方法，做到真正美化，保護香港質素 3) 人口政策問題。對於有些家庭因父母身體狀況不好，長期遠隔兩地，希望可中、港聯合，能早日團聚，互相照顧 110.近期留意到香港社會開始出現「本土優先」，應減少新移民人數。就我所知單程    證配額是每天 150 人，即每年超過五萬名中國新移民來港。若以數字簡單地量化， 就要每年多建一萬多個房屋來容納。即使未來規模發展新界東北都只是可容納大約 十七萬人居住，約等於三年來港的新移民人數。試問以香港地少人多，如何可以解 決香港人的居住問題？此外香港政府有沒有要求收回單程證審批權的準備？從而減 輕香港房屋、醫療、社會福利等負擔。  
民生範疇完民生範疇完民生範疇完民生範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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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1. 你今年會否學澳門的方法，落入你的施行報告作為參考？ 2. 香港不需要軍事考慮，只要和中國政治大方向走，要保持法治地位，完善體制。 3. 反對政府聲音很多，每次公開與市民見面時均受影響，特首及官員經常要避免而行走偏道，特首期望甚麼時候會有改變？或是說有甚麼方法可改變？因為經常以攻擊性或迴避解決不了問題。 4. 本人從媒體得到的訊息，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例如海港政策、郊野公園政策、土發政策、房屋政策等每每都因當政者轉換而截然不同，特首可有方法確保而你卸任後此等現行政策維持不變？而現有的短期措施如限奶令、停止雙非兒童等能有其他長期的方法／方案去維持？ 5. 確立執行２０１７年雙普選行政長官。確定政府有效執法，官員應適當有為支持ＣＹ執政。 6. 政府在未來如何落實政改普選？實質會如何執行？會否有提名委員會？如何回應佔領中環的人和人們對普選政制的需求和訴求？政府落實雙普選的時間表是什麼？ 7. 特區政府要記住的香港不是一個國家，在治理工作中千萬不要聽取某政黨和某人所說的某些意見，因為他（她）們是謀求政黨和個人利益，並非香港人的利益，政府最有力支持者是中央政府。 8. 過去十七個月，我個人認為梁先生的施政違背民意。國民教育、推動東北發展、免費電視發牌等。事件上，民意很清楚是反對政府，但梁先生領導的政府卻一而再、再而三站在普羅市民的對立面，靠的只是建制派和一批自稱愛香港的組織以群眾對立方式製造支持聲音。在新一年度，梁先生如何「真」聆聽民意？如何「真」跟隨「真」民意趨向施政？ 9. 怎樣快速地把政府不稱職的官員炒魷？重整政府架構，減少冗員以減開支。 10.落實雙普選。取消功能組別、分組點票制、區議會委任制。中聯辦不應干預香港選舉，立法局議員投票的取向。特首個人的問題─候選時的梁先生常出席「把酒當歌」，我當時十分欣賞梁先生。但梁先生出任特首後，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今天政府為何變成…「熱廚房」，特首和他的團隊應反躬自問。梁錦松先生當年短短數天自動辭職，相比現在副局長，醜行多多，仍死賴不走，香港電視發牌事件更反映政府黑箱作業，欠市民及香港電視員工一個真相。 11.普選不能太民主或太獨裁，支持梁振英，他真的幫香港人，樓價不應高，綜緩有漏洞，樓價應壓低，中產才能買樓。 12.基本法付予香港的政制五十年不變，目的是 1/使香港人有個適應期，2/令中國人學習香港三權分立及清廉的好政策，可惜為何中央現在急於未到五十年己改變我們優良的品德和政制，反令市民不能適應及反感，產生不和。這一切渴望中央(西環)及特首梁振英反思貪腐及獨攬大權的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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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特首你成為歷年來民望最低的特首，而且你亦多次令香港市民失望，甚至你的形勢都相似於當年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時候，其實你會否考慮退位讓賢，還是繼續要厚面皮，一邊作無說服力的言論，一邊用 I have no comment 來迴避市民對你落台的期望？ 14.香港一百多年來的成功和發展，都來自於地理和政治上的邊緣化，但過去十多年政府一直在推行中港融合，那香港和內地大城市有何分別呢？請不要刪除我們的核心優勢。 15.a普選之後，香港並不會一夜變好（可能相反），所以循序漸進的政治改革是合適    的，不能讓激進的泛民及太保守的建制派影響，尋找沉默的大多數的意願是最重要的。  b落實雙普選，必須一人一票選出特首。 16.怎樣令人大常委給予香港普選時間表盡快實行，即令普選法案可在立法會通過，而這亦代表了民主派，起碼泛民主派同意通過！ 17.贊成普選，讓人人可以參加投票，選出一位可以令香港發展進步，和諧社會的人士。 18.特首上任以來，對社會不同的政見者，採取強硬態度！面對大多數市民的訴求，採取相反的決定，造成社會分化不安。為政者應有寬宏的氣量，廣納民意。古語有云：宰相肚裡可撐船，須知道權力在執政者手裏，當社會不安、動盪時，最大的輸家是當權者！！ 19.如果佔中行動實行起來，製造了社會動盪，政府有何後著？ 20.a香港嚴重年齡歧視，例如：退休人士不容做洗碗行業，只請３０多歲。        b應該鼓勵接受退休人士可繼續工作。 21.擴闊香港學生時事觀和世界觀。通識科及國民教育要繼續。 22.2017年是否有真普選？ 23.希望政府團隊可以多聽民意，適當地運用納稅人的金錢，用得其所。例：接納審計署的意見提議，應慳得慳，應使得使。 24. a 政制發展最終必須達致特首及立法會雙普選。在過程當中，應盡快取消功能組別，而第一步：在仍有功能組別的時段，功能組別的成員，應由該組別內所有成員，一人一票選出該組別的立法會代表。  b對於一國壓境，兩制融合，知難避免。但現時社會撕裂，矛盾加劇，人心虛怯，        全民燥動。除了硬件，如扶貧、房屋等，政府必須處理所需軟件，安排措施撫平 民心。 25.a尊重民意，聆聽民意。  b 盡早落實政制改革，一人一票直選特首。  c重建政府管治威信，爭取民心。 26.大部分的香港人希望安居樂業，太太平平過日子。但在今天的香港社會，有一批人士經常在立法會內或其他不同場合尋釁滋事，無所不用其極地阻礙政府一切有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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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民生的施政，他們的行為令人討厭反感。對 2014年的施政報告，很期望特首在你的就任期間，可以排除萬難，逆流而上，落實你的施政理念，有效地管治香港！ 27.何時才可一人一票選特首？ 28.近年政治爭拗無日無之，但論政水平不見得高，政府會否考慮在社區層面推出基礎政治常識班，提高市民對政府架構，議會制度以至法治概念的通識水平。另外，香港雖然在九七年以後實行「港人治港」，但治港人才凋零，有能力的人亦未必願意放棄本身職業投身政界，政府有否考慮制訂政治人才培訓計劃。 29.政治爭鬥令香港停滯不前而造成損失，大大不利香港，政治小圈子不得民心，失天下，大家認同嗎？黨派多機會流失多，以往很多惠及社群的好建議大多在立局而否決，立法局議員身兼多職，他們真的可以為民請命嗎？會公正、不謀私利嗎？ 30.加強政府內部溝通;增強政府公關能力;打破傳媒一面倒批評 31.基於現在國內形勢嚴峻，中央為了維穩和鎮壓境內外敵對勢力而成立了國安會。港府會否配合中央而重新將 23條提上議程？ : 32.也希望落實普選，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33.請問梁振英先生能否答應落實 2017年普選特首，同埋如何令市民認受、監察及提高透明度。 34.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中為了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戰略，確保國家安全，而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香港身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我想問梁特首是否應該在新一份的施政報告配合國家的國安政策去嘗試推行基本法 23條諮詢和立法呢？ 35.一人一票選特首 36.香港要有民主選舉 37.取消功能組別--立法會選舉。下一屆特首選舉一定要低門檻。政策出台前、後要在不同傳媒解釋，不想出現「知情人士」 38.維護港人核心價值，堅決捍衛一國兩制，盡快落實雙普選，取消功能組別，發揚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精神，廉潔奉公，用人唯才。 39.超過七成港人都支持發牌的香港電視，都因為黑箱作業落馬，政府說詞連中學生都覺得無稽兼無恥，想知道政改方案能否保證同樣具壓倒性支持的候選人必定能出選？市民能否取回提名及出選權？ 40. 政府應重新檢討所有過時法例，不應等到有問題方跟進及修例；賑災基金不應撥款捐給菲律賓，因政治是不會說人道只需講需求，而善款交給民間籌集，借此給菲方知香港政府立場及態度 41. 如何提升行政長官管治團隊的管治能力、政治敏感度和政治觸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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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政立法關係緊張，對於一些行為操守有問題的議員是否應予以懲罰！對於「拉布」個人非常反感，因此舉影響到立法會正常運作！如何有效地阻止，甚至廢除「拉布」行為？ 43. 普選 44. 贊成普選；反對遊行；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市民對特首的信任度 45.雙普選的問題，佔中行動，問特首對佔中行動有什麼對策？ 46.香港五十年不變（鄧小平先生所提），但眼見僅僅回歸１６年，香港的政治氣候環境、市民基本權利（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都有縮窄的現象，請問香港的市民為何要被內地的文化及政治影響？而當回歸時越長，本港社會上應有的自由會被延續或消失？另外，會如何保障社會上的自由？ 47.社團與特首關係 48.政治的爭吵造成社會發展進度慢，政府將如何解決？ 49.a) 落實普選，推行真正民主運動。 b) 廣納民意，”Hearing”不等於”listening”。忠言永遠逆耳。 c) 行政、立法及傳媒的權力，已經消失，僅餘的司法權及法治精神不可以再消逝。 50.政府要多聆聽市民的聲音與尊重市民的意見才作出決定。希望真的能做到盡快落實普選，達到真正的民主自由。 51.政府要（多尊重民意）才決定。 52.政府得不到民心，特首民望不停下降，每次都話會聆聽市民聲音，但政府做過什麼！盡快一人一票選特首，起碼是我們香港人的選擇！ 53.立法會選擇，功能組別有其存在的價值，但在現有的制度下少數選民有權以個人身份投票，其他都是公司票、團體票選舉模式。因此大部份功能組別只能代表該行業的小部份人，通常是僱主，不能全面反映全體從事該行業市民的意見，故此功能組別應以個人身份投票。 54.公民提名真普選，取消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民望創新低 41.2 分，可會下台？維持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反對中央干預。 55.就菲律賓人質事件，梁振英曾承諾跟進，現仍未討回公道，請問特首將採取什麼行動？ 56.加強政府管治，辦事有規有矩，推行政策前要諮詢，改政策更要諮詢， 2016年立會選舉取消功能組別公司票及分組點票， 2017 特首選舉沒有上限候選人，一人一票選特首， 2020希望取消功能組別，可以一人一票選立法會議員 57.特首您應建議中央在國內委任下屆特首。比較強勢及有效管治香港。 58.香港現時是一個多事之秋，外界的勢力亦不斷影響而造成事事想做亦做不成。阻力太大，希望各界以香港前程著想，釋除爭議，以香港的前途和利益為福祉。 59.希望立法會議員多關心基層市民，不必太多政治角力和鬥爭。 60.要進行真普選還給人民真正民主。 61.普選的諮詢及時間表。CY會否像董建華般，因為身體健康為由而辭職？ 62.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增加生果金的金額。 63.幾近絕望！對於香港現時的整體行政立法關係，深感無奈。請問特首能否靜下來深切思量市民對信任度不斷下降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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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香港與內地融合與配合。 65.如果不談選委會或公民提名方法，梁特首憑自己的自由意志及良知，請問梁特首如何界定普選中的＂普＂字的定義，及如何體現。另外，如果由 1200位或 12萬人的選委去選出特首，是否這 1200 人或 12萬人才享受到普選？ 66.梁振英政府成立後，不斷破壞一國兩制，任由中聯辦干預本港內部事務，破壞法治，政制一片空白，失去有效管治，實在失職，撕裂本港。 67.過去一年，政府在施政上乏善足陳，只睇到唔係「長官」意志就係「西環」話事；行政主導變成由「一男子」專政，建制派刻意弱化立法會令其失去制衡作用。特首，請還香港一個人決定自己將來的機會，取消委任議員、取消功能組別、開放全民提名、一人一票選特首，給我們一個真普選！ 68.a) 裁定政黨法，讓有興趣參政人士有法可依。 b) 欠誠信、說謊者，不請其為特首、政黨議員，裁定機制，罷免其職位`！ 69.香港政治地位自 97年後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如何比較 97前後的民主、自由狀況？如何比較今日香港與當年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與民主自由程度之間的關係？應該從中領略些什麼經驗教訓？ 70.很希望 2017普選年。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根據基本法附予的權利，能得到一個公平的被選及在一人一票下，公開公平公正選出符合廣大市民願望的香港特首。香港特首會同行會成員的決定，在宣佈決定後，是否絕對不可以改和稍作修訂；宣佈決定後，才發覺有些問題與民意有很大落差，特首和行會能否作出修正。HKTV發牌：政府專責的通訊事務管理局給予立法會的報告，加以日前政府委託的顧問公司總監伍小姐透過大氣電波與電台主持人的對話，政府應該站出來給了回應，否則確有誤導市民，市民又怎能釋除疑慮。 71.特首，社會對取消功能組別、全面普選立法會有強烈的聲音，請問政府幾時會取全面普選立法會進行諮詢？ 72.特首民望持續低迷，特首會何時請辭向市民交待？ 73.我不太懂政治，我看到香港內部這樣吵下去，是在走向滅亡，我覺得是外國的黑手在操控，發展經濟是硬道理，只有經濟發展了，人心就轉向了。有一點不太明白，香港保釣船出海宣示主權，受到政府百般阻攔，雖然他們屬異見分子，但他們為國家為民族，大中國只有一艘，可歌可泣，我向他們致敬，我們中華和日本法西斯不共戴天，終有一戰，希望政府認清這大是大非，否則會成為歷史罪人！ 74.23條立法 75. 特區政府首要做好控制人口增長，要有民主，自選特首，要修改移民政策，禁絕所有外國移民，要控制國內新移民人數，多做對香港有利的事，做好全民退休，香港人才有歸屬感，無全民退休，30年後，儲備金歸中央管轄，慘，要做好香港年青人，有屋住，才有安全感，才可以週邊國家競爭。 76. 明知不可為而為，這就是現時政府對政制的做法。中國是多民族的大國，香港要是真正一人一票選特首，政府如何能控制這麼多自治區？共產政權岌岌可危。你說阿爺會答應你香港嗎？左派強詞奪理，閤埋眼死撐，右派對大陸的政治認識低能，想一步登天，實際點先取消功能組別，才是西方較接近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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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越發覺特首把香港帶進「中國南岸一小特色城市」地位。太明顯的北京河水犯井水，使我移民的心重燃。請梁特首拒絕明或暗的西環治港力量。只聽左派及商界意見而忽略大部分民意，香港的自由是死路一條！ 78.行政長官產生具體方法將進行廣泛諮詢，社會上亦有不同人士提出不同方案，請問特首閣下認為所有建議除必須依從基本法附件一規定外，有何原則方向不能僭越？ 79.２０１４年没事比佔中大了，如何對付佔中，暴徒佔領中環，製造暴亂，破壞香港。a暴徒賠錢１０萬億至２０萬億；b上請解放軍圍捕這群暴徒；c引狼出窩，一網打盡；d沒收所有暴徒的身份證；e法庭無法入暴徒之罪，上請人大常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審犯。 80.市民對於特首、政府官員和議員「紅衛兵」之間的鬥爭感到十分厭煩，你們能坐下來好好溝通嗎？每天都上演大鬧劇，令政府沒有公信力以外，亦讓人感到好兒戲。希望雙方能低下身子，不要為做而做，為反而反。若香港變成大陸文化大革命般惡劣，會搞垮香港形象和經濟，因此對大家都沒好處。 81.１－按基本法訂明行政長官最終以一人一票普選產生，而歷任行政長官均不能反對此權利，但自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政府一直拖延政改，亦從無公開承認公民提名是否合法？請問所謂香港公民可以普選特區首長是否已名存實亡。特首有沒有責任維護基本法。２－基本法訂明，除國防及外交事務外，國內大小官員均不得插手香港任何事務，但事實證明中聯辦有某些官員，每每在立法會投票決定某些事項時，都假借關心香港為名，而約見某些議員，直接或間接向他們施壓。特首為何充耳不聞。 82.特首，你認為參選特首需擁有眾多人大委員及上層人士提名，會否削弱參選人的代表性及認受性？ 83.加快２３條立法之步伐，必要時考慮解散立法會，以利施政，因現時無形制肘太多，可能外地惡勢力太大。 84.梁振英自上台後香港政局更加不穩定，他一貫不聽民意的嘴臉實在乞人憎，無論任何反對聲音他都當耳邊風。說實話，如果政府想改變這個政治僵局，梁振英落台會是其中一個方法。政府有否想過那些愛港力團體其實不斷分化香港人，政府一直不聽民意，強硬對付反對聲音，這樣不是強政勵治！望政府多聽民意！給香港市民一個民主廉潔的社會！ 85. 1) 繁忙公務，能有時間去閱讀報章嗎？ 2) 像其他市民看報，從多份報章獲少許政治民生和社會動態 3) 某些報章從不讚許政府施政成績（全不認同），甚至抹殺特首本人的領導才能（這些是不是政治言論自由）。點解有些港人還說冇人權和冇自由？ 86.現時，香港社會太政治化，政府推出任何的政策，各個政黨似乎為了各自的利益，紛紛拖政府的後腳。建議政府在考慮推行新政策時充分考慮政治形勢，迎難而上，減少社會的爭吵，齊心做好香港。 87.完全對特首的政治決策沒有信心。上任一年，沒有唐營，沒有梁營，也沒有香港營出現，只有自己友營出現，政治取態只懂向北望，完全忘記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三權分立已經由律政處的多項事件證明有偏頗，不客觀，甚至無事生非，一元幾塊去告老弱婦孺可見一斑。鄧小平所提倡的一國兩制相信特首已經忘記得一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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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特首上任後竟然會有文革時期的場面出現來撐特首，特首是否想做薄熙來呢？綜合而言，特首，請下台吧，給香港一個希望。另外，希望我們的特首不用天天說謊，不用經常走後門，能夠是一個光明正大的君子。另外，希望我們的特首不用天天說慌，不用經常走後門，能夠是一個光明正大的君子。 88. 1) 施政有錯是平常，若能速改，無須怕極端者攻擊。 2) 多聽溫和派意見，不能與民意有太大的落差。 3) 海難事件只是舊政府的無能，為什麼不能公開？ 89. 1) 怎樣有效地管理政府團隊及行政立法關係，令政務運作更圓滑？ 2) 怎樣有避免無謂或濫用的司法覆核、無理的抗爭令施政延遲、項目價格上揚浪費納稅人金錢？ 90.立即普選，一人一票選出提名委員會。取消雙非嬰兒居留權。 91.特首做主「家常便飯」計劃 92. 1) 政治/管治範疇。人權與自由、香港與內地融合、廉潔奉公、一國兩制、政制、有效管治 2) 希望特首對法治不公平事項，應加入幫忙處理難題 93.近日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訪問了 1008 名香港市民，即在場人士也有參與了評分，特首梁振英的民望繼上次跌穿 45 分的警戒線後，再次沉底，跌至 41.2 分新低。最新支持率只有 22%，反對率高達 63%，民望淨值為-41%，是上任以來的新低。我想問特首梁振英你是否對民望如浮雲？所有決策都要與民意有極大落差，例如 HKTV未獲發牌，但民意好明顯希望 HKTV能獲發牌，但行政會議的結論是與民意有極大差異。我想問特首你是否要與民為敵？   
政治範疇完政治範疇完政治範疇完政治範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