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 财政预算  
 
 

(1) 公共财政 
 
2019-20 年度的财政预算案，秉持本届政府的理财新哲学，

在确保公共财政稳健的前提下，采取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理

财方针，为香港投资、为市民纾困，大方向是「撑企业、保

就业、稳经济、利民生」。 
  
 

(2) 预算总览 
 
1． 主要数字 

 2018-19 
修订预算 

2019-20 
预算 

增加/ 
减少 

 (亿元) (亿元)  

经营开支 4,346 5,015 15.4% 

- 其中政府经常开支 
 

4,047 4,410 9.0% 

非经营开支 1,031 1,063 3.0% 

- 其中基本工程开支 
 

815 786 -3.6% 

政府开支 
 

5,377 6,078 13.0% 

政府收入 
 

5,964 6,261 5.0% 

已计入政府债券及票据

偿还款项的综合盈余 
 

587 168 -71.4% 

2019 年名义本地生产总值预测会上升 4.5%至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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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 2014-15 年度至 2019-20 年度的政府开支、收入

及名义本地生产总值的累积和趋势增长如下 – 

 2014-15 2019-20 2019-20 相比 2014-15 
   

(亿元) 
预算 

(亿元) 
累积增长  趋势增长  

政府经常开支，其中 3,051 4,410 44.5% 7.6% 

- 教育 678 906 33.6% 6.0% 
- 社会福利 543 843 55.3% 9.2% 
- 卫生 
 

541 806 49.0% 8.3% 

政府开支 
 

3,962 6,078 53.4% 8.9% 

政府收入 
 

4,787 6,261 30.8% 5.5% 

名义本地生产总值 22,600 29,876 32.2% 5.7% 

 
 
3．  2019-20 年度的政府开支和名义本地生产总值相

比于 1997-98 年度及 2014-15 年度的增长如下 –  
 2019-20 相比 

 1997-98 
 

2014-15 
 

   
政府开支累积增长 +212.7% +53.4% 
   
名义本地生产总值累积增长 +117.6% +32.2% 
   

 
4． 估计 2019-20 年度财政预算案可为本地生产总值提供接近

2%的提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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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经常开支 

5．  2019-20 年 度 的 政 府 经 常 开 支 为 4,410 亿 元 ， 比

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增加 9.0% 即 363 亿元；与

1997-98 年度及 2014-15 年度的比较如下 – 
 

 2019-20 相比 

 1997-98 
 

2014-15 
 

政府经常开支累积增长 +195.2% +44.5% 
 
6．  持续增加政府经常开支，提供资源推行新增及现有

服务，反映政府决心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市民福祉作

出长远承担。  
 
7．  教育、社会福利及卫生占政府经常开支接近六成。

这三个政策组别的政府经常开支增长如下 – 
 

   2019-20 
 2017-18 

实际 
2018-19 
修订预算 

 
预算 

相比 
2018-19 

相比 
2014-15 

 (亿元) (亿元) (亿元)   

教育 802 855 906 +5.9% +33.6% 
社会福利 653 801 843 +5.2% +55.3% 
卫生 626 727 806 +10.9% +49.0% 
      

总计 2,081 2,383 2,555 +7.2% +45.0% 

 
上述三个政策组别的经常及其他开支详情请参阅

附件 1 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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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工程开支  

8．  政府致力投资基建，为社会及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和改善市民生活质素。  
 

9．  预计至 2019 年 3 月底，继续进行的基本工程项目

尚未支付承担总额约为 3,764 亿元。  
 
10. 2019-20 年度基本工程的预算开支为 786 亿 元。

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开支则为 815 亿元 (包括用

作成立宿舍发展基金的 103 亿元 )。预计未来几年

的基本工程开支会维持在高水平。  
 
11. 2018-19 立法年度，政府计划向立法会申请拨款推

展一系列的项目，包括下列与市民日常生活有密切

关系的项目 – 

(a) 医疗方面，政府已预留 2,000 亿元推行十年医

院发展计划，并计划在今年就其中 4 个医院项

目向财务委员会 (财委会 )申请拨款 (约 138 亿
元 )。政府亦预留 3,000 亿元作医疗设施发展

计划。其中，政府计划在今年就 3 个医疗教学

设施项目向财委会申请拨款 (约 16 亿元 )。  

(b) 房屋及土地供应方面，政府计划在本立法年度

就 16 项与房屋发展有关的基础设施及附属工

程项目向财委会申请拨款 (约 473 亿元 )。  

(c)   文娱及地区设施方面，政府计划在本立法年度

就 8 项文化及地区康乐设施向财委会申请拨

款 (约 212 亿元 )。  

(d) 教育方面，政府计划在本立法年度为 8 项学校

有关工程的项目向财委会申请拨款 (约 23 亿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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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  #:有时限的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营项目所涉及的总金额 

 
(5) 2019-20 年度财政预算的主要开支及收入建议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I. 施政报告主要措施 

 
1.  

 
 

取消使用强制性公积金制度下

雇主的强制性供款与遣散费及

长期服务金(长服金)的「对冲」

安排，以及为雇主提供两层资

助计划，分担其在取消「对冲」

后的遣散费及长服金开支 
 

^29,300 
 

雇主及雇员 

2.  向研究基金注资 200 亿元 
 

^20,000 高等教育界 
 

3.  推出「研究配对补助金计划」 
 

^3,000 高等教育界 
 

4.  推行「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 
 

^2,500 私人住宅  / 综合

用途建筑物的合

资格业主1 
 

5.  于创新及科技基金下成立「再

工业化资助计划」 
 

+2,000 本地生产商 

6.  向香港科技园公司提供 20 亿
元，建设专项先进制造业所需

的生产设施 
 

+2,000 
创新及科技业界

及生产商 
 

                                           
1  合资格业主物业的平均应课差饷租值须不超过设定上限，而有关的升降机尚未配备任何或所有

指定安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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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7.  倘若获立法会支持有关法例修

订和拨款申请，降低使用西区

海底隧道(西隧)的私家车、的

士及电单车实际所需缴付的隧

道费，作为合理分布三条过海

隧道交通流量的隧道费调整方

案一部分 
 

^1,800 
#6 

普罗大众 

8.  提升和增加香港大学、香港中

文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的教学

设施，增加相关医疗专业培训

容量 
 

+1,628 
 

在有关大学修读

医疗相关课程的

学生 
 

9.  大屿山发展 –  1,550 
(详情如下) 

普罗大众 

 (a) 预留10 亿元成立「大屿山

保育基金」，推动和落实大

屿山的保育项目及社区改

善工程；以及 

^500 
+500 

 

 (b) 进行中部水域人工岛相关

研究 
 

+550 
 

 

10.  于公营中小学把教师职位全面

学位化 
 

*1,499 超过 9 400 位公

营中小学教师 
 

11.  推行香港基因组计划 
 

^682 
#561 

 
 

普罗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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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12.  纾缓公共交通加价压力 – 1,238 

(详情如下) 普罗大众 

 (a) 豁免专营巴士使用政府隧

道和道路的收费；以及 

*2802 
 

 
 

 (b) 代专营巴士营办商缴交使

用西隧的隧道费(属政府与

西隧专营公司原则上同意

以合理分布三条过海隧道

交通流量方案一部分)  
 

^956 
*2 

 

 

13.  加强减废和回收工作，以配合

落实都市固体废物收费 
 

#998 
*62 
^10 

 

普罗大众 

14.  未来五年于「改善买位计划」

下增购 5 000 个甲一级宿位 
 

*1,027 长者及其照顾者 
 

15.  向电影发展基金注资 10 亿元 ^1,000 
电影界、有志从

事电影行业的人

士及电影观众 
 

16.  向公营学校发放「全方位学习

津贴」 
 

*904 公营学校和直资

学校 
 

                                           
2  根据 2017 年的数字，豁免专营巴士的所有政府隧道以及青马和青沙管制区的收费，政府收入会

因而每年减少约 2 亿 8,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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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17.  善用科技提供创新的公共图书

馆服务，以及提升图书馆的设

施和服务质素、成本效益和友

善环境 
 

+877 
#21 

*4 
 

普罗大众 

18.  继续全面检讨处理免遣返声请

的策略 
 

#810 
*3 

 

普罗大众 

19.  加强融合教育政策的效能及为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更

高质素的支援 
 

*800 
 

在公营普通中、

小学和直资学校

就读而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学生 
 

20.  把长者生活津贴扩展至广东和

福建，向合资格长者每月发放

该津贴 
 

*697 65 岁或以上，在

广东或福建居住

的合资格长者 
 

21.  加强对公营、直资学校及其校

董会的行政支援 
 

*569 所有公营、直资

学校及其校董会 

22.  资助专营巴士营办商在现有巴

士上加装合适安全装置 
 

^500 
#23 

普罗大众 

23.  预留 5 亿元以理顺小学校长和

副校长的薪酬，以及改善小学

的中层管理人手 
 

*500 
所有公营小学 

24.  在未来五年每年举办「城市创

科大挑战」 
 

^500 
 

普罗大众，尤其

是创科公司  / 初
创企业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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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25.  向科技统筹 (整体拨款 )增拨

5 亿元，推动各政府部门应用

科技 
 

+500 
 

普罗大众 
 

26.  推出与青年发展委员会订定的

工作方向相关的计划和措施，

以支持青年发展 
 

^300 

#200 
 

青年人 

27.  发展职业专才教育–  ^342 

*101 
 

 

 (a) 让学员透过「边学边赚」模

式投身需要专业技能的行

业；以及 

每年 1 200 名学

员 

 (b) 在未来三年继续向就读职

业训练局指定兼读制专业

课程的人士提供学费资助 
 

 

 5 600 名就读建

筑、城市规划、

工程及科技学科

课 程 ， 以 及

2 500 名就读创

意产业相关学科

课程的人士 
 

28.  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 
 

+300 
#99 
*15 

 

普罗大众 
 

29.  向财务汇报局提供种子资金 
 

^400 
财务汇报局、所

有证券投资者、

上市实体及上市

实体核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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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30.  推行「多功能智慧灯柱」试验

计划 
 

+272 
#96 

 

普罗大众 
 

31.  向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提供为期

四年的非经常拨款，支持其有

效运作 
 

^361 香港考试及评核

局 
 

32.  成立旅游业监管局 
 

^350 旅游业 
 

33.  加强对少数族裔人士的支援 
 

*120 
#117 

^75 

少数族裔人士及

为他们提供服务

的持份者 
 

34.  加强长者社区照顾及支援服务 
 

*252 
+54 

 

长者及其照顾者 
 

35.  透过资助特定的中医药服务，

将中医药纳入本港医疗系统 
 

*299 香港居民 
 

36.  于2018/19 季度，透过推行先

导计划为小学学童开展免费到

校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提高「疫

苗资助计划」的资助额，并扩

大该计划的合资格群组以涵盖

50至64 岁人士等，从而提高季

节性流感疫苗的接种率 

*272 
先导计划 
小学生 

疫苗资助计划 
6 个月至未满 12
岁儿童、孕妇、

智障人士、领取

伤残津贴人士及

50 岁或以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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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37.  推行优化「青年护理服务启航

计划」，提供1 200 个培训名额 
 

#266 
社福界安老及康

复 服 务 护 理 行

业，以及有志在

该行业工作的青

年人 
 

38.  向「海运及空运人才培训基金」

注资 2 亿元 
 

^200 
学生及海运和航

空业界在职人士 
 

39.  加强对残疾人士的社区支援 
 

*183 
#13 

超过 30 000 名于

社区居住的残疾

人士 
 

40.  提升幼儿照顾服务以结合照顾

与发展 
 

*187 
 

儿童及其家庭、

幼儿工作员、社

区保姆和社会整

体 
 

41.  支持研究资助局推出三项恒常

的「杰出学者计划」 
 

*185 
 

高等教育界 

42.  发展农业园第一期 
 

+177 
 

农业界 
 

43.  加强以地区为本的基层医疗健

康服务，包括资助葵青地区康

健中心的营运开支及在其他地

区成立地区康健中心 
 

*167 
#4 

 

普罗大众 

44.  增拨资源改善市容 *167 
 

普罗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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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45.  加强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包括 –  
(a) 优化「到校学前康复服务」； 

(b) 增加特殊幼儿中心的人手；

以及 

(c) 提供心理治疗予有特殊需

要的人士(特别是儿童)及
其家长 

 

*167 
 

超过 10 000 名有

特殊需要的学前

幼儿及智障成年

人士以及其家属 
 

46.  成立完备的私营医疗机构规管

办事处 
 

*158 
 

普罗大众 

47.  进一步拓展经济贸易办事处的

网络和强化对外推广工作 
 

*123 
^30 

 

各行业 
 

48.  透过「指定专业 / 界别课程资

助计划」，资助每届约2 000 名
学生修读指定的自资副学位课

程 
 

*124 
 

修读选定范畴的

指定全日制经本

地评审自资副学

位课程的学生 
 

49.  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

室，并委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专员，具体落实有关的工作 
 

#111 
 

各行业 

50.  继续执行「香港生物多样性策

略及行动计划」 
 

#100 

*5 
 

普罗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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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51.  增加资助以进一步推动香港的

艺术发展 

*54 
 

九个主要演艺团

体、由香港艺术

发展局资助的中

小艺团及香港艺

术节协会 
 

52.  为公营学校提供「推广阅读津

贴」 
 

*50 
 

公营学校和直资

学校 
 

53.  进行为欧盟四期及五期双层专

营巴士加装强化选择性催化还

原器的试验 
 

^38 
#2 

 

普罗大众 

54.  给予家长教师会联会及学校家

长教师会额外资源，举办更多

社区为本及校本的家长教育课

程或活动 
 

*26 
 

家长 

    
 施政报告主要措施的财政影响 84,131   

    
 上列项目涉及–   
 经营开支 75,273  
 - 经常性措施 12,429  
 - 非经常性措施 62,844  
    
 非经营开支 8,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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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  #:有时限的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营项目所涉及的总金额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II. 财政预算建议  

 
  

(A) 一次性纾缓措施 
 

  

 开支措施 
 

  

55.  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人士，

发放金额相当于一个月的综合

社会保障援助 (综援 )标准金

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

或伤残津贴 
 

^3,842 
 

领取社会保障金

额的合资格受助

人 
 

56.  为合资格领取长者医疗券3的

长者提供额外1,000元金额 
 

#1,024 
 

所有在长者医疗

券计划下的合资

格长者 
 

57.  向有需要的学生一次过发放 
2,500元津贴，支援学习需要 

^893 
 

约 357 000 名经

济上有需要而正

接受学前教育至

专上教育的学生 

他们须在

2019/20 学年符

合资格领取 – 
(a)须经入息审查

学生资助；或 
(b)综援计划下与

就学有关的选定

项目定额津贴 
 

                                           
3 长者医疗券的累积上限会由 5,000元增至 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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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  #:有时限的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营项目所涉及的总金额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58.  为参加2020年香港中学文凭考

试(文凭试)的学校考生代缴考

试费 
 

^160 
 

约 45 900 名文凭

试学校考生 

59.  向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发

放额外一个月津贴 

^130 
 

领取在职家庭津

贴的合资格住户 
 

60.  向领取鼓励就业交通津贴的受

助人发放额外一个月津贴 
 

^19 
 

领取鼓励就业交

通津贴的合资格

受助人 
 开支措施小计 6,068  

    
 收入措施 

 
  

61.  宽减2018/19课税年度75%的

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上限

为20,000元 
 

17,000 
 

191 万名纳税人 
 

62.  宽免2019-20年度4季的差饷，

以每户每季1,500 元为上限4 
 

15,000 
 

329 万个须缴付

差饷的物业 
 

63.  宽免2019-20年度的商业登记

费 
 

2,900 
 

140 万名业务经

营者 
 

64.  宽减2018/19课税年度75%的

利得税，上限为20,000元 
1,900 

 
145 000 名 纳 税

人 
 收入措施小计 36,800  

 一次性纾缓措施总计 42,868  

                                           
4 毋须支付差饷的综援受助人，将不会因宽免差饷而得到金钱上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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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  #:有时限的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营项目所涉及的总金额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B) 具长远效益的预算开支措施 

 
  

65.  购置物业以供设立社福设施 
 

+20,000 
 

长者、残疾人士

及幼儿等  
(约 86 000 人) 
 

66.  发展数码港第五期 
 

+5,500 
 

创新及科技业界 

67.  推动医院管理局(医管局)加快

更新或添置医疗设备 
 

+5,000 
 

公共卫生界别及

普罗大众 
 

68.  支持非政府机构兴建过渡性房

屋 
 

^2,000 
 

轮候公共租住房

屋的家庭和其他

居住环境恶劣人

士 
 

69.  向医管局增拨资源–  公共卫生界别及

普罗大众 
 (a) 提高前线医护人员士气，挽

留人才；以及 

*721 
 

 
 

 (b) 扩阔药物名册及加强医疗

仪器管理 
 

* #419  

70.  向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

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注资10亿
元，扩展资助地域范围和提高

资助上限 
 

^1,000 
 

中小企 
 

71.  为部门提供额外资源，增设可

再生能源设施 
 

+600 
#400 

 

普罗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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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  #:有时限的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营项目所涉及的总金额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72.  推动「中学IT创新实验室」计

划 
 

^500 
 
 

全港资助中学 
 

73.  继续落实《香港旅游业发展蓝

图》，包括向香港旅游发展局及

香港旅游业议会提供额外拨款 
 

3535 
 
旅游业 
 

74.  在全港中学实行「一校两社

工」，并相应增加督导人手 
 

*313 
 

中学学生 
 

75.  加快发展数码基础设施，便利

地理空间数据的发放、使用及

创新应用 
 

^300 
 

业界、学界及普

罗大众 
 

76.  向香港运动员基金注资2.5 亿
元 
 

^250 
 

香港运动员 

77.  透过奖券基金拨款，为社会福

利署资助机构营办的服务单位

提供无线上网服务 
 

+205 
 

1 350 个受资助

的服务单位及其

使用者 
 

78.  设立城市林务发展基金 
 

^200 
 

年轻人、树艺及

园艺业，以及普

罗大众 
 

                                           
5 财政预算案中建议为支持旅游业所涉及的额外 3亿 5,300万元拨款，包括(i)在 2019-20年度的 3 亿

2,600 万元额外拨款予香港旅游发展局以加强在海外及内地作市场推广；以及(ii)在 2019-20 年度

的 2,700 万元额外拨款予旅游事务署开展多项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新措施(包括在 2019-20 年度额

外拨款予香港旅游业议会的 600 万元以推动业界开拓旅游产品及提升业界专业服务，该项目为

期 3 年，总额为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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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  #:有时限的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营项目所涉及的总金额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79.  扩大建造业议会学徒计划，增

加香港建造学院一年全日制课

程新学员的津贴，以及鼓励和

吸引在职普通工人提升技术水

平 
 

^200 
 

新学员及在职普

通工人 
 

80.  巩固香港国际文化大都会的地

位，包括未来五年举办大型世

界级表演艺术节目 
 

#176 
 

普罗大众 

81.  支持伙伴倡自强社区协作计划

持续营运 
 

^150 
 

弱势社群 
 

82.  为非政府机构提供拨款，支持

开发一个跨地域、便捷、安全

和具成本效益的争议解决和促

成交易网上平台，以及平台的

初期运作 
 

^150 
 

包 括 本 地 以 至

「一带一路」沿

线经济体、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及

东南亚国家联盟

成员等地的中小

微企 
 

83.  扩大政府停车场提供的电动车

公共充电网络 
 

#120 
 
普罗大众 

84.  加强对体育总会的支援6 
 

#50 
*25 

 

60 个体育总会 
 

                                           
6 未来两年增拨予体育总会的资源合共 1 亿元，包括有时限拨款 5,000 万元，以及经常拨款 5,000 万
元(即每年 2,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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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  #:有时限的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营项目所涉及的总金额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85.  增加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下

的专业及支援人员，以及驻互

助幼儿中心社工及支援人员的

人数 

*337 
 
邻里支援幼儿照

顾计划： 13 000
名儿童； 

学前儿童课余托

管服务预计使用

人次： 193 914； 
以及 

600 名社区保姆 
 

86.  将急须保存的电影孤本和电影

菲林数码化，以保存香港电影

历史文化 
 

+ #20 
 

本地电影界及普

罗大众 

具长远效益的预算开支措施总计 38,685  

 
 

   

(C) 预留拨款 
 

  

87.  推展首批「一地多用」发展项

目 
 

22,000 
 

普罗大众 
 

88.  增建或翻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

会（教资会）资助的大学校舍

设施（如实验室） 
 

16,000 
 

教资会资助的大

学 
 

89.  设立公共医疗拨款稳定基金 10,000 
 

公共医疗界及普

罗大众 
 

                                           
7 该措施连同其他相关措施，共涉及每年约 5,200 万元额外经常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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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  #:有时限的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非经营项目所涉及的总金额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90.  发展新的海滨长廊及休憩空

间，以及改善海滨设施 
6,000 

 
普罗大众 
 

    
 预留拨款总计 54,000  

 财政预算建议的财政影响 
 

135,553 
 

 

 
[注：上述数额并未计及财政预算案为支持公营房屋发展而预留的 824 亿元 8] 

  
 

  

 财政预算建议及施政报告 
主要措施的财政影响 219,684  

    

                                           
8 为清楚反映政府的财政状况，房屋储备金(现时结余为 824 亿元)会由 2019-20 年度至 2022-23 年

度分四年拨回政府账目，记入投资收入项下。同时，2019-20 年度财政预算案已预留相同的数额

以作公营房屋发展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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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期预测 

 
(亿元) 2018-19 

修订预算 
2019-20 
预算 

2020-21 
预测 

2021-22 
预测 

2022-23
预测 

2023-24 
预测 

经营盈余(赤字) 
 

175 (345) 176 76 86 32 

非经营盈余(赤字) 
 

412 528 100 (27) (31) 50 

政府债券及票据的 
偿还款项 

 (15)     

已计入政府债券及 
票据偿还款项的 
综合盈余  
 

587 168 276 49 55 82 

财政储备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11,616 11,784 12,060 12,109 12,164 12,246 

 相当于政府开支

的月数 
26 23 23 21 20 19 

 相当于本地生产

总值的百分比 
40.8% 39.4% 38.4% 36.8% 35.2% 33.7% 

 
 
 
 
 
 
 
附件  –  主要政策组别开支  
1 .  教育  
2 .  社会福利  
3 .  卫生  



 

 

附件1 
 

教育 
 
1. 2019-20 年度教育方面的政府开支预算为1,240 亿元，占政府开支

总额预算的20.4%，比2018-19 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12.2%，即

135 亿元。 
 
2. 2019-20 年度教育方面的政府经常开支预算为906 亿元，占政府

经常开支预算的20.5%，比2018-19 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5.9%，即

51 亿元。 
 
3. 主要措施如下： 
 

政府经常开支下的措施 
 
(a)   新措施 

 
(i) 2019-20 年度的3亿2,500万元(由2024-25 年度起全年拨

款为8 亿元)是用于改善各项在融合教育政策下的支援

措施，包括重整学习支援津贴、小学加强辅导教学计

划及融合教育计划下为所有公营普通学校提供的额外

资源；于取录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学校提升特

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的职级；扩展优化校本教育心理

服务；以及加强校本言语治疗服务。 
 

(ii) 2019-20 年度的8亿7,700万元(由2020-21 年度起全年拨

款为14亿9,900万元)是用于在2019/20学年于公营中小

学(包括特殊学校)把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学校可因应

校本情况，在2020/21学年或之前全面落实。 
 

(iii) 2019-20年度的6亿8,000万元(由2023-24 年度起全年拨

款为9亿400万元)是用于由2019/20学年起，向公营学校

发放经常「全方位学习津贴」，以支援学校加强推展全

方位学习。 
 
 



附件 1(续) 
 

2 
 

(iv) 2019-20 年度的5,000万元(由2024-25 年度起全年拨款

为2亿5,100万元)是用于加强高等教育界研究发展的措

施，包括由2019/20学年起增加现有香港博士研究生奖

学金计划的名额，以及推出三项全新的杰出学者计划。 
 

(v) 2019-20 年度的3亿3,200万元(由2023-24 年度起全年拨

款为5亿6,900万元)是用于由2019/20学年起，向公营及

直接资助计划(直资)学校提供额外资源，加强对学校及

其学校管理委员会的行政支援。 
 

(vi) 2019-20 年度的3,100万元(由2022-23 年度起全年拨款

为1亿1,000万元)是用于由2019/20学年起，提供拨款予

职业训练局(职训局)，以把职业教育和就业支援先导计

划恒常化，提供每年1 200个学额和增加津贴额，以及

加强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支援。 
 

(vii) 2019-20 年度的2,300万元(由2023-24 年度起全年拨款

为2,600万元)是用于由2019/20学年起，增加资源给予

家长教师会联会及学校家长教师会，以举办更多家长

教育课程或活动。 
 

(viii) 2019-20 年度的5,400万元(由2021-22 年度起全年拨款

为7,300万元)是用于把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恒常化。 
 

(ix) 2019-20 年度的1,400万元(由2021-22 年度起全年拨款

为1亿2,400万元)是用于扩大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

计划的资助范围，由2019/20学年起资助每届约2 000名
学生修读选定范畴的指定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自资副学

位课程。 
 

(x) 2019-20 年度的9,500万元(由2023-24 年度起全年拨款

为1亿6,400万元)是用于由2019/20学年起，把由高中课

程支援津贴及生涯规划津贴转换的常额教席用作计算

晋升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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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2019-20 年度的2,100万元(由2020-21 年度起全年拨款

为4,000万元)是用于增加对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并录

取非华语学童的幼稚园的资助，由2019/20学年起，提

供不同层阶的资助。 
 

(xii) 2019-20 年度的1,300万元(由2023-24 年度起全年拨款

为2,200万元)是用于向取录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

学生的公营普通中小学，分三个级别提供额外资源。 
 

(b)   现行措施  
 
(i) 2019-20 年度的3亿6,300万元(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为

2亿7,300万元；由2022-23 年度起全年额外拨款为3亿
6,700万元)是用于由2018/19 学年起，提供经常「空调

设备津贴」予所有公营学校，以支付相关设施内空调

设备的日常开支。  
 

(ii) 2019-20 年度的7亿5,600万元 (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

为4亿7,000万元；由2021-22 年度起全年额外拨款为

8 亿4,900 万元)是用于由2018/19学年起，把指定专业

╱界别课程资助计划恒常化，将每届约1 000个资助学

额增加至每届约3 000个。 
 

(iii) 2019-20 年度的1亿1,400万元(2018-19年度修订预算为

5,800 万元；由2023-24 年度起全年额外拨款为1亿7,000
万元)是用于由2018/19学年起，把促进香港与内地姊妹

学校交流试办计划恒常化，将参与学校每年获发的津

贴由12万元增至15万元。 
 

(iv) 2019-20 年度的9,700万元 (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为

4,800万元；由2032-33 年度起全年额外拨款为1亿3,800
万元)是用于加强及优化公营小学的社工及辅导服务和

改善特殊学校的学校社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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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019-20 年度的5,000万元 (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为

4,100万元；由2019-20 年度起全年额外拨款为5,000万
元)是用于由2018/19 学年起为公营中小学提供推广阅

读津贴。 
 

(vi) 2019-20 年度的2,500万元 (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为

1,400万元；由2020-21 年度起全年额外拨款为2,600万
元)是用于加强特殊学校的护士人手。 

 
(vii) 2019-20 年度的32亿元(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为30亿

元)是用于由2017/18学年起，在教育体系推行一系列全

年开支总额达36亿元的优先措施，实践优质教育。 
 

(viii) 新的幼稚园教育政策已于2017/18学年开始推行。

2019-20 年度的学前教育经常开支预算为 68亿元

(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为65亿元)。 
 
非经常开支及非经营开支下的措施 

 
(a) 新措施 

 
(i) 2019-20 年度的200亿元是用于注资研究基金。 

 
(ii) 30亿元总承担额(2019-20 年度的现金流为7亿5,000万

元)是用于推行一项新的研究配对补助金计划。 
 

(iii) 25亿元总承担额(2019-20 年度的现金流为22亿元)是用

于推行第八轮配对补助金计划，供公帑资助专上院校

申请。 
 

(iv) 3亿6,100万元总承担额(2019-20 年度的现金流为9,100
万元)是用于资助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在2018/19至
2021/22学年继续举办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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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1亿800万元总承担额(2019-20 年度的现金流为3,600万
元)是用于向参与恒常化后的职业教育和就业支援先导

计划下的职场能力评核的雇主，提供先导奬励金，由

2019-20至2021-22年度，为期三年。 
 

(vi) 4,500万元总承担额(2019-20 年度的现金流为1,000万
元)是用于在2019/20至2021/22三个学年为约200所录

取非华语学生的学校(包括幼稚园)委托校本专业支援

服务，以提升教师教授非华语学生中文的专业能力。 
 

(vii) 3,000万元总承担额(2019-20 年度的现金流为2,900万
元)是用于2018/19及2019/20学年，为录取有非华语学

生的本地公营及直资中学提供资助，支援非华语学生

使用中文学习为初中独立必修科的中国历史科。 
 

(b)   现行措施 
 

(i) 2 亿3,400 万元额外承担额是用于在2019/20至2021/22
学年，继续推行兼读制专业课程学生资助试行计划，

为修读指定职训局兼读制「建筑及城市规划」或「工

程及科技」课程的学生提供学费资助，并扩大该计划

的涵盖范围，资助创意产业从业员修读职训局提供的

创意产业课程。 
 

(ii) 2019-20 年度的4,600万元是用于支援公营及直资学校

内有经济需要学生参与全方位学习活动。 
 

(iii) 2019-20 年度的15亿元(2018-19年度修订预算为15亿
元)是用于学校维修(即资助及直资学校的大规模修葺

工程及资助学校的紧急修葺工程)。 
 

(iv) 2019-20 年度的2,500万元(至2026-27年的总拨款为20
亿元)是用于由2019-20年起为未有升降机的公营学校

加快安装升降机。 



 

附件 2 
 

社会福利 
 

1. 2019-20 年度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开支预算为 972 亿元，占政府

开支总额预算的 16.0%，比 2018-19 年度的修订预算 1增加 7.1%，

即 64 亿元。 
 
2. 2019-20 年度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经常开支预算为 843 亿元，占

政府经常开支预算的 19.1%，比 2018-19 年度的修订预算 1增加

5.2%，即 42 亿元。 
 
3. 主要措施如下： 
 

政府经常开支下的措施 
 
(a)   新措施 

 
(i) 2019-20 年度的 2 亿 9,800 万元(由 2023-24 年度起全年拨

款为 10 亿 2,700 万元)是用于 2019-20 至 2023-24 年度的

5 年间，每年增购 1 000 个「改善买位计划」下的资助护

理安老宿位，并由 2019-20 年度起提高「改善买位计划」

下所有宿位的资助额，藉以增加资助安老宿位的供应，

并提升整体私营安老院的服务质素。 
 

(ii) 2019-20 年度的 1 亿 4,200 万元(由 2020-21 年度起全年拨

款为 2 亿 5,200 万元)是用于加强为体弱长者提供的社区

照顾及支援服务，当中包括在改善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

下增加 2 000 个服务名额；在符合资格的私营及自负盈

亏安老院内成立长者日间护理单位，提供约 120 个日间

护理名额；以及在参与「改善买位计划」的私营安老院

提供指定住宿暂托宿位。 

                                                 
1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在 2018 年 6 月實施，但其金額追溯至 2017 年 5 月 1 日。2018-19 年度修訂預算

包括向合資格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補發由 2017 年 5 月開始的一筆過津貼，共約 70 億元。 



附件 2(续) 
 

2 
 

 
(iii) 2019-20 年度的 1 亿 8,400 万元额外资源（由 2021-22 年

度起全年额外拨款为 6 亿 9,700 万元）是用于扩展长者

生活津贴至广东计划及福建计划，并在计划推出首年实

施一次性特别安排，豁免申请前连续居港一年的规定；

以及在广东计划及福建计划下的高龄津贴再度实施一次

性特别安排，为期一年。 
 

(iv) 2019-20 年度的 1亿 1,600万元额外资源 (由 2024-25 年
度起全年额外拨款为 2 亿 1,700 万元)用于优化幼儿照顾

服务以结合照顾与发展，及加强支援有需要的儿童及家

庭，主要包括： 
•  2019-20 年度的 8,700 万元 (由 2020-21 年度起全

年拨款为 1 亿 5,000 万元)是用于优化目前日间及

留宿幼儿中心的人手比例，以提升服务质素；以

及提高幼儿中心服务名额的资助水平，以纾缓家

长支付服务费用的经济负担； 
•  2019-20 年度的 1,700 万元 (由 2024-25 年度起全

年拨款为 5,200 万元)是用于优化「邻里支援幼儿

照顾计划」的服务质素、重整互助幼儿中心，以

进一步配合社区内的幼儿照顾需要；以及 
•  2019-20 年度的 1,100 万元 (由 2020-21 年度起全

年拨款为 1,500 万元)是用于设立四所新的儿童之

家及一所资助独立幼儿中心。  
 

 
(v) 2019-20 年度的 1 亿 8,300 万元(由 2020-21 年度起全年拨

款为 3 亿 1,300 万元)是用于增加中学学校社会工作服务

的人手至一校两社工，及相应督导支援。 
 

(b)   现行措施 
 
(i) 2019-20 年度的 8,500 万元额外资源 (由 2020-21 年度

起全年额外拨款为 1 亿 6,700 万元)是用于加强对有特

殊需要儿童的支援，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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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 年 度 的 6,500 万 元 额 外 资 源 （ 由

2020-21 年度起全年额外拨款为 1 亿 2,600 万元）

是用于增加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人手支援；以及 
 
•  2019-20 年 度 的 2,000 万 元 额 外 资 源 （ 由

2020-21 年度起全年额外拨款为 4,100 万元）是用

于加强特殊幼儿中心及住宿特殊幼儿中心的社会

工作服务，加强为接受住宿照顾服务的严重残疾

幼儿提供的照顾及护理支援，并在咨询服务以外

提供心理治疗予有特殊需要的人士（特别是儿童）

及其家长。 
 

(ii) 2019-20 年度的 900 万元额外资源(由 2024-25 年度起全

年额外拨款为 6,700 万元)是用于增加 124 个长者日间

护理服务名额和 134 个长者住宿照顾服务名额、设立

一间新的长者邻舍中心及为现有合约安老院舍增拨资

源，以加强长者社区及住宿照顾服务。 
  

(iii) 2019-20 年度的 700 万元（由 2021-22 年度起全年额外

拨款为 9,700 万元）是用于增加 705 个日间康复服务名

额及 130 个住宿康复服务名额。 
 

(iv)  2019-20 年度的 6,900 万元额外资源（由 2022-23 年度

起全年额外拨款为 1 亿 8,200 万元）是用于加增强残疾

人士的社区支援，主要包括： 
 

•  2019-20 年度的 3,200 万元（由 2022-23 年度起全

年额外拨款为 1 亿 1,000 万元）是用于增设 5 间

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及加强中心的康复训练及

服务； 
 
•  2019-20 年度的 1,300 万元（由 2020-21 年度起全

年额外拨款为 2,600 万元）是用于增设 2 间自闭

症人士支援中心及加强所有自闭症人士支援中心

的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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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 年度的 1,100 万元（由 2020-21 年度起的

全年额外拨款为$1,900 万元）是用于加强到户家

居照顾服务；以及 
 
•  2019-20 年度的 1,300 万元（由 2020-21 年度起的

全年额外拨款为 2,500 万元）是用于加强对到户

家居照顾服务、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及残疾人

士院舍的老龄化或严重残疾服务使用者的言语治

疗服务。 
 

(v) 2019-20 年度额外拨款 100 万元（由 2019-20 至 2024-25
年度的总拨款为 2 亿 6,600 万元），就「青年护理服务

启航计划」在未来数年额外提供 1200 个培训名额，并

优化现行计划。 
 

(vi) 2019-20 年度的 1,200 万元额外资源（由 2019-20 至

2023-24 年度总拨款为 6,100 万元）是向安老院及残疾

人士院舍提供培训津贴，以支持这些院舍的保健员和

护理员修读在一个为期五年的计划下的资历架构认可

的训练课程，以加强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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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会保障 

 
自 2014-15 年度起社会保障的开支如下 – 

 

 2014-15 
(实际) 

2015-16 
(实际) 

2016-17 
(实际) 

2017-18 
(实际) 

2018-19(1)(2)  
(修订预算) 

2019-20(1)(3)  
(预算) 

综援 
(百万元) 

19,548 
(20,669)^ 

20,037 
(22,313)# 

21,164 
(22,308)^ 

20,551 
(21,700)^ 

20,042  
(22,454)(4)# 

21,035 
(22,370)(4)^ 

公共福利金 
(百万元) 

17,179 
(18,585)^ 

18,668 
(21,673)# 

20,508 
(22,123)^ 

21,884 
(23,632)^ 

34,411 
(40,010)(5)# 

32,596 
(35,271)^ 

总额 
(百万元)* 

36,727 
(39,255)^ 

38,704 
(43,987)# 

41,672 
(44,431)^ 

42,434 
(45,332)^ 

54,453 
(62,464)(4&5)# 

53,631 
(57,641)(4)^ 

^ 包括财政预算案宣布的一个月额外援助金。 
# 包括财政预算案宣布的两个月额外援助金。 
* 由于进位关系，数字相加可能不等于总数。 

(1) 与综援相关的预算包括把长者综援定义由 60 岁调整至 65 岁所涉及的金额（例如由 2019 年 2 月

1 日起向合资格人士发放的就业支援补助金）。 
(2) 高额长者生活津贴在 2018 年 6 月实施，但其金额追溯至 2017 年 5 月 1 日。与公共福利金相关

的预算包括向合资格的高额长者生活津贴受惠人补发由 2017 年 5 月开始的一笔过津贴，共约 70
亿元。 

(3) 与公共福利金相关的预算包括把长者生活津贴扩展至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所涉及的金额。 
(4) 包括在 2018/19 及 2019/20 学年，向每名合资格的综援学生发放一次过的津贴。 
(5) 包括向高额长者生活津贴受惠人补发 2017-18 年度的一个月额外援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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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开支及非经营开支下的措施 
 

新措施 
 
(i) 奖券基金下的 9 亿 8,900 万元总承担额(2019-20 年度的

现金流为 2 亿 4,300 万元)是用于在 2018/19 学年推出为

期三年的先导计划，为学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

务，以及早识别及支援有福利需要的学前儿童及其家

庭。 
 

(ii) 拨款 200 亿元推出措施，让政府从市场购置合适的物

业，提供地方营办社福设施，以期在较短期内开展或改

善服务及缩短轮候时间。用以购置上述设施的 200 亿元

拨款，部分来自《2017-18 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作加

强安老和残疾人士康复服务用途的 300 亿元。 
 
(iii) 透过奖券基金拨款约 2 亿 500 万元，推行为期四年的先

导计划，为约 1 350 个社会福利署资助机构营办的服务

单位提供无线上网服务。 
 



 
 
 
 
 

附件 3 
卫生 

 
 
1. 2019-20 年度卫生方面的政府开支预算为 886 亿元，占政府开支

预算总额的 14.6%，比 2018-19 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 13.2%，即

103 亿元。 
 
2. 2019-20 年度卫生方面的政府经常开支预算为 806 亿元，占政府

经常开支预算的 18.3%，比 2018-19 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 10.9%，

即 79 亿元。 
 

3. 主要措施如下： 
 

政府经常开支下的措施 

A. 医院管理局(医管局) 

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于医疗服务。2019-20 年度向医管局提供的

财政拨款合共 699 亿元(包括 688 亿元经常资助金和 11 亿元非经

常资助金)，较 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644 亿元)增加 8.5%。 
 
经常拨款为 688 亿元，较 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635 亿元)增加

8.3%。用于推行下列各项主要措施： 

(a) 新措施 

(i) 7 亿 2,100 万元是用于优化挽留员工措施如下： 
 
 调高医生的候召补偿定额酬金、特别酬金计划的津

贴金额和病房支援人员的薪酬； 
 

 增加资深护师职位，以加强夜更督导，并给予已取

得专科资格的注册护士增薪点； 

 增加专职医疗人员职位，以改善晋升机会； 

 增加资源，以持续推行特别退休后重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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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2019-20 年度的 4 亿 1,900 万元(由 2020-21 年度起全年

拨款为 4 亿元)是用于扩阔医管局药物名册的涵盖范

围，以优化为公立医院病人提供的药物治疗，以及加强

医疗仪器管理，以确保病人持续获享更多新科技带来的

裨益； 
 

(iii) 4 亿 8,500 万元是用于继续香港儿童医院的第一期服务

启用及新服务的提供； 
 

(iv) 2019-20 年度的 1 亿 3,100 万元(由 2024-25 年度起全年

拨款为 2 亿 9,900 万元)是用于在 18 间中医教研中心提

供资助中医门诊服务，以及进一步发展中西医协作计

划； 
 

(v) 7,400 万元是用于加强临床治理的护理服务，包括改善

人手供应、临床督导，以及专科培训； 
 

(vi) 2,500 万元是用于设立医管局数据实验室，以便与外界

机构合作进行医疗卫生研究项目，以及优化大数据分析

平台； 
  

(vii) 2,400 万元是用于向婴儿期及儿童期发病型脊髓肌肉萎

缩症患者提供跨专业团队护理，以及重整特别用药计划

的运作流程； 
 

(viii) 1,900 万元是供医管局协助推动基层医疗健康发展；以

及 
 

(ix) 300 万元是用于优化香港癌症资料统计中心的统计成

果，以便按照癌症事务统筹委员会的建议，支援监察癌

症资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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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现行措施 

 
加强现有服务的主要措施如下： 

(i) 新增设约 500 张医院病床，增加手术室节数及内窥镜检

查； 

(ii) 支援医疗培训及提高医护专业人员的能力； 

(iii) 提供更多就诊名额以增加放射诊断服务，例如乳房 X 光

检查、磁力共振扫描及电脑扫描； 

(iv) 增加五个联网(即九龙中联网、九龙东联网、九龙西联

网、新界东联网及新界西联网)的普通科门诊诊症名额，

在 2019-20 年度增幅为 44 000 个，并在 2020-21 年度起，

进一步增加至 99 000 个；以及增加 7 000 个专科门诊就

诊名额； 

(v) 加强化验所、药剂、心理学及专职医疗服务； 

(vi) 加强非临床支援服务，例如病人运送、食物及洗衣服务； 

(vii) 加强针对慢性疾病的服务，包括癌症、末期肾衰竭及糖

尿病； 

(viii) 加强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的人手。医管局会增加五名负

责处理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个案的医生，并会加强跨专

业服务模式，由儿科医生、精神科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

（例如临床心理学家和职业治疗师等）协助精神科医生

处理及跟进病情较轻微及稳定的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

个案； 

(ix) 强化管理和医治危疾的服务，包括急性心脏病及急性中

风；以及 

(x) 加强物理治疗服务，改善急性老人脆性骨折病人的手术

前治理，以及扩展纾缓治疗会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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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预留款项 

 
(i) 100 亿元是预留用作医管局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的稳定

基金。 
 

B. 卫生署 

(a) 新措施 

(i) 2019-20 年度的 42亿 700万元(由 2023-24年度起全年拨

款为 27 亿 900 万元及 2019-20 至 2022-23 年度为期四年

的有时限拨款为 59 亿 700 万元)是用于长者医疗券计

划。其中约 10 亿 2,400 万元用于新措施，于 2019 年向

合资格长者提供一次性的额外 1,000 元医疗券，并把累

积上限由 5,000 元提高至 8,000 元； 

(ii) 2019-20 年度的 1 亿 2,500 万元(由 2022-23 年度起全年

拨款为 1亿 5,800万元)是用于成立完备的私营医疗机构

规管办事处； 

(iii) 2019-20 年度的 7,400 万元(2019-20至 2021-22年度为期

三年的有时限拨款为 3亿 4,200万元)是用于控制爱滋病

正在增加的趋势，以及令现时的爱滋病诊治与国际标准

一致； 

(iv) 2019-20 年度的 6,100 万元(由 2023-24 年度起全年拨款

为 7,900 万元)是用于为女学童提供免费子宫颈癌疫苗

接种； 

(v) 2019-20 年度的 1,900 万元(并以全年计算)是用于加强

防治虫鼠；以及 

(vi) 2019-20 年度的 1,500 万元(由 2020-21 年度起全年拨款

为 1,200 万元)是用于在西九龙政府合署设立一间新的

学生健康服务及健康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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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现行措施 

(i) 2019-20 年度的 1 亿 9,000 万元额外拨款(由 2022-23 年
度起全年额外拨款为 2亿 7,200万元)是用于提升季节性

流感疫苗接种率； 

(ii) 2019-20 年度的 6,400 万元额外拨款(由 2022-23 年度起

全年拨款为 1亿 5,000万元)是用于把大肠癌筛查计划转

为恒常项目； 

(iii) 2019-20 年度的 2,700 万元额外拨款(2019-20 至 2023-24
年度为期五年的有时限额外拨款为 9,500 万元)是用于

推行资讯科技提升项目「重整及改革公共服务策略计

划」(第一期策略计划)； 

(iv) 2019-20 年度的 1,800 万元额外拨款是用于推行措施以

缩短儿童体能智力测验服务的轮候时间，包括增聘 22
名护士、高级专职医疗人员和支援人员协助医生处理个

案，以加快评估进度；以及 

(v) 2019-20 年度的 1,400 万元额外拨款(由 2020-21 年度起

全年额外拨款为 1,000 万元及 2019-20 至 2022-23 年度

为期四年的有时限拨款为 1,600 万元)是用于(a)加强首

长级人员支援，以发展和规管香港中医药；(b)推行多项

措施，包括把香港发展成为中药检测和品质控制的国际

科研中心，推广更广泛采用科技和加强对中医药的规

管；以及(c)继续为中医中药发展委员会和其辖下小组委

员会提供秘书处支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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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卫生科 

(a) 新措施 

(i) 12 亿元总拨款(包括 6 亿 8,200 万元非经常拨款承担额

及 5亿 2,300万元有时限经常拨款)是用于推行由香港基

因组中心领导的香港基因组计划(计划)，为期六年(由
2019-20 至 2024-25 年度)。2019-20 年度的 1 亿 3,300 万

元拨款(包括有时限经常拨款 5,300 万元及非经常拨款

8,000 万元)是用于支付计划的项目成本，包括成立香港

基因组中心；以及 

(ii) 2019-20 年度的额外 1,300 万元拨款(2019-20 至 2021-22
年度为期三年的有时限拨款为 3,800 万元)是用于支援

基因组医学发展的政策工作。 

(b)  现行措施 

(i) 2019-20 年度的额外 1 亿 5,500 万元拨款(由 2023-24 年

度起全年拨款为 1 亿 6,700 万元及 2019-20 至 2021-22
年度为期三年的有时限拨款为 400 万元)是用于推动基

层医疗健康发展。2019-20 年度的拨款包括医管局新措

施(viii)的 1,900 万元。 

 

非经常开支及非经营开支下的措施 

(a) 现行措施 

(i) 2019-20 年度的 11 亿 2,800 万元拨款（包括从 50 亿元预留

用作加强科技应用的款项中先拨出 2 亿元增补

2019-20 年度的一般每年拨款）(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

为 9 亿 2,500 万元)是供医管局用于购置设备及推行电脑

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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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29 亿 1,500 万元总承担额以及 2019-20 年度的 2 亿
7,000 万元拨款(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为 2 亿 500 万元)
是用于应付医疗卫生研究基金所需的现金流量；以及 

(iii) 5 亿元总承担额以及 2019-20 年度的 7,000 万元拨款

(2018-19 年度修订预算为 2,500万元)是用于应付中医药

发展基金所需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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