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26 财政预算  
 
(1) 预算总览 
 
(i) 主要数字 

 2024-25 
修订预算 

2025-26 
预算 

增加/ 
减少 

 (亿元) (亿元)  

经营开支 5,999 6,242 4.0% 

- 其中政府经常开支 5,625 5,881 4.5% 

非经营开支 1,548 1,981 27.9% 

- 其中基本工程开支 1,054 1,198 13.6% 

政府开支 7,548 8,223 8.9% 

政府收入 5,596 6,594 17.8% 

已计入发行及偿还债券款

项的综合赤字 
(872) (670) -23.2% 

2025 年名义本地生产总值预测上升 5.5%至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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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2020-21 年度至 20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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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 2025-26 2025-26 相比 2020-21 
 实际 

(亿元) 
预算 

(亿元) 
累积增长 趋势增长 

政府经常开支，其中 
 

4,671 5,881 25.9% 4.7% 

- 社会福利 889 1,304 46.6% 8.0% 
- 卫生 876 1,153 31.7% 5.7% 
- 教育 

 
973 1,029 5.7% 1.1% 

政府开支 
 

8,160 8,223 0.8% 0.2% 

政府收入 
 

5,642 6,594 16.9% 3.2% 

名义本地生产总值 26,758 33,676 25.9% 4.7% 

 
( i i i)  2025-26 年度的政府开支和名义本地生产总值相比于 1997-

98 年度及 2020-21 年度的增长如下 –   

 

( iv)  2025-26 年度财政预算案可为香港经济带来约 0.6%（以本地

生产总值计算）的提振作用。 

  

 2025-26 相比 
 1997-98 

 
2020-21 

 
   
政府开支累积增长 +323.1% +0.8% 
   
名义本地生产总值累积增长 +145.3%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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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经常开支 

(i) 2025-26 年度经常开支将上升 4.5% （或 256 亿元）至 5,881
亿元，其中社会福利、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开支仍然庞大，合共

达 3,486 亿元，占经常开支 59.3%。与 1997-98 年度及 2020-
21 年度的比较如下– 

 
 2025-26 相比 

 1997-98 
 

2020-21 
 

政府经常开支累积增长 +293.7% +25.9% 
 

 
( i i )  三个政策组别（社会福利、卫生及教育）在政府经常开支的分

析如下– 

   2025-26 
 2023-24 

实际 
2024-25 
修订预算 

 
预算 

相比 
2024-25 
修订预算 

相比 
2020-21 

(趋势增长)  (亿元) (亿元) (亿元) 

社会福利 1,106 1,187 1,304 +9.8% +8.0% 
卫生 1,039 1,092 1,153 +5.6% +5.7% 
教育 1,037 1,053 1,029 -2.3% +1.1% 
      

总计 3,182 3,332 3,486 4.6% 4.9% 

 
上述三个政策组别的开支详情请参阅附件 1 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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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工程开支 

( i )  政府致力投资基建，为社会及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特别是加

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和市民生活质素。 
 

( i i )  预计至 2025 年 3 月底，进行中的基本工程项目尚未支付承

担总额约为 6,869 亿元。 
 

( i i i)  2025-26 年度基本工程的预算开支为 1,198 亿元。2024-25 年

度修订预算开支则为 1,054 亿元。 

 
( iv)  基本工程计划下共有 36 项新工程于 2025-26 年度有预算开

支，当中包括医疗、教育、房屋及土地供应、基建、地区设

施等各方面的项目，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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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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收入措施 
 

 
 (4) 20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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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优化措施 
 

（已在
2024-25

年度的财

政预算案

中预留） 

所有合资格申请

「中小企融资担

保计划」下八成

及九成担保产品

的中小企业，以

及计划下现有的

所有借款企业 
 

2.  设立「创科产业引导基金」 
 
 

+10,000 策略性创科产业 

3.  推出新一轮 15 亿元的「研究配

对补助金计划」，鼓励更多机构

资助院校研究 
 

^1,500 大学教育资助委

员会（教资会）

资助大学及本地

自资学位颁授院

校 
 

4.  调拨 15 亿元推出「创科创投基

金」优化计划 
 

+1,500 策略性创科产业

的初创企业 

5.  优化「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

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BUD
专项基金」） 
 
 
 
 

^1,000 香港非上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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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6.  职业训练局（职训局）筹备有关

香港资讯科技学院和升降机及

自动梯技术中心的发展项目，预

计于今年向立法会申请拨款 
 

+833 修读职训局相关

课程的学生 

7.  新能源运输基金已预留约 7.5 亿

元，资助的士业界和专营巴士公

司购置电动车辆，并已推出氢燃

料电池重型车辆资助试验计划 
 

^750 的士车主、专营

巴士营办商及运

输营办商 

8.  恒常化「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

（关爱队）的设置，并在下一服

务期增加对关爱队的资助金额

五成 
 

#678 
 

香港市民，特别

是需要关爱服务

的人士 

9.  增加长远防治山泥倾泻计划的

每年工作目标 
 

+550 
#12 

香港市民 

10.  律政司与相关部门正推进改建

旧湾仔警署为国际调解院总部

工程 
 

 

+487 
*29 

国际调解院（首

个专门以调解方

式解决国际争议

的政府间国际组

织），以及法律

及争议解决服务

界别 
 

11.  推出「定期展览奖励计划 2.0」，
聚焦支持新设及国际性大型展

览在香港举行 
 
 

^500 展览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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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12.  为职训局提供资源，由 2024-25
年度起计三年，向超过 7 000 名

注册学徒每月发放额外 1,000 元

的培训津贴，以及资助毕业学徒

参与相关行业的培训课程， 
2025-26 年度涉及的额外开支约

为 5 千 5 百万元 
 

#411 注册学徒及毕业

学徒 

13.  在九龙公园内设立中华文化体

验馆，增进市民对中华文化的认

知及推广爱国主义教育 
 

+336 香港市民 

14.  推出 3 亿元的高速充电桩鼓励计

划，装置额外 3 000 支高速充电

桩 
 

^300 充电服务机构及

电动车车主 

15.  由 2025-26 财政年度第一季起，

增加 1 000 张长者院舍照顾服务

券（院舍劵），令院舍劵总数增至

6 000 张，让更多长者可接受资助

院舍照顾服务 
 

*272 合资格申请资助

安老宿位的长者 

16.  持续推动减废回收 
 

#218 香港市民 

17.  构建港口社区系统 +215 航运、港口、物

流及贸易业持份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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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18.  促进烈酒贸易 
 
 

Ω 210 
(每年收入

减少) 

烈酒贸易、物流

和储库业、旅游

业和餐饮业 
 

19.  优化「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

（计划），包括扩展计划内地安

老院数目、以试行方式分担参加

计划长者在当地的部分医疗费

用、提供关爱服务，从而为申请

资助安老宿位的合资格长者提

供更多选择 
 

*135 
#75 

合资格申请资助

安老宿位的长者 

20.  筹备推出「创科加速器先导计

划」 
 

+180 

#27 
初创企业服务机

构及初创企业 

21.  把康复服务名额（包括日间、住

宿及暂顾服务）由 2023-24 年度

约 37 300 个，在 2028-29 年度或

之前增至约 39 900 个及在 2025-26
年度增加约 1 040 个日间、住宿

及学前康复服务名额 
 

*186 
 

残疾人士 

22.  医院管理局进一步推展中西医

协作服务，逐步扩展「癌症治疗」

项目至所有医院联网，以及开展

「呼吸科疾病治疗」、「膝骨关节

炎治疗」，以及其他中医优势病

种治疗的先导项目 
 
 
 

#183 特定病种的医院

管理局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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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23.  分阶段在全港设立 14 间综合社

区康复中心 
 
 

*160 有中度至高度照

顾需要的残疾人

士 

24.  推展「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

验所」计划的年度特定策略措

施，以及成立「真实世界研究及

应用中心」 
 

#159 病患者、医药及

生物科技企业 

25.  透过资助流动网络营办商于乡

郊及偏远地区建设无线电基站

以提升有关地区的流动通讯网

络覆盖 
 

^154 乡郊及偏远地区

居民 

26.  提供青少年情绪健康网上支援

平台，以加强网上青年支援队的

服务 
 

#150 面对情绪困扰及

即时危机的学生

／青年 

27.  继续发展地区康健中心，包括逐

步将属过渡性质的地区康健站

扩充为地区康健中心、扩展跨专

业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并整合卫

生署辖下妇女健康中心和长者

健康中心服务至地区康健网络 
 
 
 
 
 
 
 

#139 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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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28.  (i) 2026 年第一季举办第二届

香港˙全球人才高峰会，并

加强线上推广，为全球人才

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支援服务 
(ii) 继续扩大合作伙伴网络，并

与他们合办招聘会，让雇主

直接与求职人才进行职业配

对 
(iii) 加强宣传工作，推广香港及

大湾区的重大机遇 
 

#96 
*42 

有意或已来港的

人才 

29.  优化普通科门诊专为弱势社群

提供基层医疗服务的角色，包括

加入慢性疾病筛查服务及加强

护士诊所服务 
 

*137 香港市民及弱势

社群 

30.  自 2025/26 学年起，「香港未来人

才深造奖学金计划」将每年为最

多 1 200 名修读指定研究院俢课

课程的本地学生提供奬学金 
 

*120 本地优秀学生 

31.  制订社区药物名册及推出社区

药房计划，令市民可获得价钱相

宜的基层医疗药物 
 

#113 医院管理局的病

人、参与基层医

疗健康计划的市

民、以及安老院

及残疾人士院舍

的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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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32.  把「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支

援长者及照顾者计划扩展至全

港十八区 
  

#112 有需要的独老和

双老住户、护老

者和残疾人士的

照顾者 
 

33.  把庇护工场及综合职业康复服

务中心的「优化职业康复服务试

验计划」恒常化，按残疾人士的

个人兴趣及能力提供培训，协助

他们发展潜能，提高就业机会 
 

*101 残疾人士 

34.  延续「清洁生产伙伴计划」至

2027 年 6 月，聚焦新的清洁生产

技术，为港资厂商就清洁生产新

技术项目提供资助，以提升传统

产业，达致绿色转型 
 

^100 工厂位于香港和

广东省的港资厂

商 

35.  2025-26 至 2029-30 年度增拨

9,690 万元，分阶段增设四所社区

亲子中心 
 

#97 由初生至就读小

学的儿童及其有

亲职需要的家长 

36.  (i) 2025-26 年度增拨 200 万元

（由 2026-27 年度起全年额

外拨款为 830 万元），增设一

所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提供

100 个日间幼儿照顾名额 
(ii) 由 2025-26 年度起全年额外

拨款 8,150 万元，将「邻里支

援幼儿照顾计划」的服务名额

由 2 000 个进一步增加至    

*90 接受日间幼儿照

顾服务的儿童及

其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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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2 500 个，以期令受惠儿童增

至 25 000 人 
 

37.  有序落实「简朴房」规管制度，

让基层市民早日告别不适切居

所 
 

#60 居于劣质「劏

房」的住户 

38.  增设 90 个朋辈支援工作员职位 
 

*21 家长／亲属资源

中心及残疾人士

地区支援中心的

服务使用者及其

家属 
    

 
 

施政报告主要措施 
的财政影响（I） 

 

22,438  
 

 上列项目涉及–   
 经营开支 8,127  
 - 经常性措施 3,823  
 - 非经常性措施 4,304      
 非经营开支 

收入措施 
14,101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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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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向合资格領取社会保障金额的人

士发放额外相当于半个月的援助

／津贴；以及为在职家庭津贴（职

津）计划作出相若安排 

^3,084 约 171 万名社会

保障受助人及约

56 000 个領取职

津的住户 
    

 开支措施小计 3,084  

 

 收入措施   
    

40.  宽减 2024/25 课税年度百分之百

的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上限

为 1,500 元 

Ω2,850 214 万名纳税人 

    
41.  宽减 2024/25 课税年度百分之百

的利得税，上限为 1,500 元 
 
 
 
 
 
 
 
 
 

Ω229 165 400 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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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42.  宽减 2025-26 年度首季的差 
饷，上限为 500 元 – 
 

 

 
 

 (a) 住宅物业 
 

Ω1,500 
 

312 万个须缴付差

饷的住宅物业 
 

 (b) 非住宅物业 Ω200 43 万个须缴付差

饷的非住宅物业 
    

 收入措施小计 4,779  

  

一次性纾缓措施总计 

 

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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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B) 具长远效益的预算措施  

    
 开支措施   
    

43.  支持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香港园区兴建和提供必要的公

共设施，配合园区第一期余下批

次用地的发展  
 

+3,700 

 
来自本地、内地

及海外的创科企

业及机构 

44.  向「BUD 专项基金」及「市场推

广及工商机构支援基金」合共注

资 15 亿元 
 

^1,500 香港非上市企业 

45.  振兴香港旅游业 - 向香港旅游

发展局拨款 
 

#1,235 旅客、市民、旅

游业和相关界别 

46.  预留 10 亿元以成立香港人工智

能研发院 
 

^1,000 

#10  
  

研发院将协助推

动人工智能技术

的研发和应用，

令不同行业受惠 
 

47.  推出「制造及生产线『升』级支

援先导计划」 
 

+100 从事制造业的企

业 

48.  联同建造业议会继续为就读建

造业相关兼读制学位课程的学

员提供在职培训津贴，涉及总金

额约 9,500 万元 
 

 

^47 预计 2025/26 至

2026/27 学年约有

1 000 名修读建造

业兼读制学位课

程的学员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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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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收入措施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49.  振兴香港旅游业 - 持续为邮轮

旅游复苏注入动力 
 

#46 
 

旅客、市民、旅

游业和相关界别 

50.  于 2026 年举办第二届香港演艺

博览 
 

^40 1 900 位本地及

国际艺术领袖及

从业员和 40 000
位观众 
 

51.  延续和提升「主要项目精英学

院」的角色 
 

^15 香港建造业 

    
 开支措施小计 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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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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收入措施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收入措施   
    

52.  调整购买住宅及非住宅物业须

缴付$100 从价印花税的税阶 
 

Ω415 
 
 
 

约 10 600 名物业

买家／承让人 

53.  推出大宗商品贸易税务优惠 
 

Ω69 
 

大宗商品贸易商

和海运服务企业 
 

54.  为用于船舶加注的进口绿色甲

醇提供税务豁免 
 

0 港口、航运及船

舶加注业 
 

55.  优化现有为船舶租赁商、船舶租

赁管理商和航运业商业主导人

提供的税务优惠措施 
 

未能估算1 船舶租赁商、船

舶租赁管理商和

航运业商业主导

人 
 

56.  飞机乘客离境税由$120 增加至
$200 

Ω(1,600) 
(增加收入) 

 

香港 

57.  引入／提高各项人才及资本投

资者入境计划的申请及签证收

费 
 

Ω(620) 
(增加收入) 

 

香港 

    
 收入措施小计 (1,736)  
    
 具长远效益的预算措施总计 5,957  

                                           
1  由于船舶租赁商、船舶租赁管理商和航运业商业主导人有不同经营模式及架构，而且建议的细节仍在筹备中，

有关财政影响未能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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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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收入措施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C) 强化财政整合计划  香港 

58.  在预留未来五年所需的开支以

不影响其持续运作的前提下，把

六个种子基金下未需动用的资

金回拨到政府账目 
 

(62,000)  

59.  检视在洪水桥／厦村和新田科

技城等新发展区提供区域供冷

系统的规模和推进模式，务求更

具成本效益地配合当区发展 
 

(40,000) 
(节省工程

开支) 
 

 

60.  加大「资源效率优化计划」的力

度，2025-26 年度节省政府经常

开支的幅度将由原来百分之一

增加至百分之二，并延续两年至

2027-28 年度 
 

(27,300) 
(每年(由 

2027-28 年

开始)) 

 

 

61.  公务员编制在 2026-27及 2027-28
年度每年缩减百分之二 
 

(已在第 60
项反映) 2 

 

62.  行政长官、政治委任官员、行政

会议非官守议员、全体公务员、

立法会议员、司法机构人员和区

议会议员在 2025-26 年度冻薪 
 

 

 

-   
(每 1%加

薪的财政影
响约为 29

亿元) 
 

 

                                           
2 可节省的开支需视乎实际削减的职位而定，惟财政影响已在上述第 60 项强化后的「资源效率优化计划」中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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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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收入措施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63.  未来三年给予教资会资助大学

的拨款已反映每年百分之二的

节省目标，与政府削减经常开支

的幅度一致 
 

未能估算3  

64.  由 2025 年 6 月 1 日起，将公共

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补贴领取

门槛，由每月公共交通实际开支

水平 400 元提高至 500 元 
 
 

(3,560) 
(由 

2025-26 至 
2029-30 期
间减少的

开支) 
 

 

65.  将「政府长者及合资格残疾人士

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改为推

行「两蚊两折」优惠，即票价低

于或等于十元，维持缴付两元车

费，至于票价高于十元则缴付全

额车费的两折，此外亦就可享优

惠的程数设限 

(2,640) 

(由 
2025-26 至 
2029-30 期

间减少的开
支) 

 

 上述计划总计 (135,500)  

    
 

 财政预算建议的财政影响（II） 
（A+B+C） 

 

 
(121,680) 

 

 
 

 施政报告主要措施及财政预算

建议的财政影响（I+II） 
 

 
(99,242) 

 

                                           
3 有关财政影响已包含在上述第 60 项强化后的「资源效率优化计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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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期预测  

 
(亿元) 2024-25

修订预算 
2025-26 
预算 

2026-27
预测 

2027-28 
预测 

2028-29 
预测 

2029-30 
预测 

经营盈余／(赤字) (731) (31) 284 410 423 558 

非经营赤字 (1,220) (1,598) (1,489) (1,185) (1,021) (876) 

发行政府债券所得

的收入 

 
1,300 

 
1,500 

 
1,600 

 
1,950 

 
1,900 

 
1,900 

政府债券的偿还款项 
(221) (541) (595) (1,343) (1,196) (1,332) 

 
已计入发行及偿还 
债券款项的综合 
盈余／(赤字)  

 
(872) 

 
(670) 

 
(200) 

 
(168) 

 
106 

 
250 

财政储备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6,473 5,803 5,603 5,435 5,541 5,791 

 相当于政府开支

的月数 
10 8 8 8 8 8 

 相当于本地生产

总值的百分比 

20.4% 17.2% 15.8% 14.5% 14.0% 13.9% 

 
 
 
 
 
 
 
附件  –   
1 .  社会福利  
2 .  卫生  
3 .  教育  



附件 1 
 

 

 
社会福利 

 
 
1. 2025-26 年度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开支预算为 1,391 亿元，占政

府开支总额预算的 16.9%，比 2024-25 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 12%。 
 
2. 2025-26 年度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经常开支预算为 1,304 亿元，

占政府经常开支总额预算的 22.2%，比 2024-25 年度的修订预算
增加 9.8%。 

 
3. 主要措施如下： 
 

政府经常开支下的措施 
 

(a)  现行措施 
(i) 2025-26 年度起全年额外增拨2 亿7,160 万元，由2025-

26 财政年度第一季起，增加 1 000 张长者院舍照顾服
务券（院舍劵），令院舍劵总数增至 6 000 张，让更多
体弱长者不必轮候即可接受资助院舍照顾服务。 
 

(ii) 增拨资源优化「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计划），包
括 – 

 
(1) 2025-26 年度增拨 1 亿 3,530 万元（由 2026-27 年

度起全年额外拨款为 1 亿 3,490 万元），增加计
划可提供的资助宿位数目，并为长者提供关爱服
务，协助他们适应在粤院舍生活；以及 
 

(2) 2025-26 至 2026-27 年度增拨 7,460 万元，以试验
方式分担参加计划的长者在当地的部分医疗费
用，为期两年。 

 
上述措施旨在支援选择在广东省接受资助院舍照顾
服务的长者，藉此为正在申请资助安老宿位的合资格
长者提供更多选择。 



  附件 1 (续) 
 

(iii) 2025-26 至 2029-30 年度增拨 1 亿 5,010 万元，提供青
少年情绪健康网上支援平台，以加强网上青年支援队
的服务。 
 

(iv) 2025-26 至 2026-27 年度增拨 1 亿 1,190 万元，将「地
区服务及关爱队伍」–支援长者及照顾者计划从两区扩
展至全港十八区。 
 

(v) 2025-26 至 2029-30 年度增拨 9,690 万元，分阶段增设
四所社区亲子中心。 
 

(vi) 2025-26 年度起全年额外增拨 8,150 万元，将「邻里支
援幼儿照顾计划」的服务名额由 2 000 个进一步增加
至 2 500 个，以期令受惠儿童增至 25 000 人。 
 

(vii) 2025-26 年度增拨 7,570 万元(由 2026-27 年度起全年
额外拨款为 1 亿 90 万元)，把庇护工场及综合职业康
复服务中心的「优化职业康复服务试验计划」恒常化，
按残疾人士的个人兴趣及能力提供培训，协助他们发
展潜能，提高就业机会。 
 

(viii) 2025-26 年度增拨 5,710 万元(由 2026-27 年度起全年
额外拨款为 1 亿 8,550 万元)，把康复服务名额(包括日
间、住宿及暂顾服务)由 2023-24 年度的约 37 300 个，
在 2028-29 年度或之前增至约 39 900 个；以及在 2025-
26 年度增加约 1 040 个日间、住宿及学前康复服务名
额。 
 

(ix) 2025-26 年度增拨 3,560 万元(由 2027-28 年度起全年
额外拨款为 1 亿 6,020 万元)，分阶段在全港设立 14 间
综合社区康复中心。 
 

(x) 2025-26 年度增拨 1,060 万元(由 2026-27 年度起全年
额外拨款为 2,120 万元)，增设 90 个朋辈支援工作员
职位。 



  附件 1 (续) 
 

 
(xi) 2025-26 年度增拨 200 万元(由 2026-27 年度起全年额

外拨款为 830 万元)，用于增设一所资助独立幼儿中心，
额外提供 100 个日间幼儿照顾名额。 

 
(b) 社会保障 

 
自 2020-21 年度起社会保障的开支如下 – 

 
2020-21 
(实际) 

2021-22 
(实际) 

2022-23 
(实际) 

2023-24  
(实际) 

2024-25 
(修订预算) 

2025-26 
(预算) 

综援 
(百万元) 

21,158 
(22,853)^ 

22,069 
(22,909)& 

22,610 
(23,196)& 

21,912 
(22,484)& 

22,388 
(22,963)& 

23,096 
(23,697)& 

公共福利金 
(百万元) 

35,344 
(38,166)^ 

38,224 
(39,754)& 

42,059 
(43,706)& 

46,586 
(48,447)& 

51,318 
(53,377)& 

57,948 
(60,335)& 

总额 
(百万元)* 

56,502 
(61,019)^ 

60,294 
(62,663)& 

64,670 
(66,902)& 

68,498 
(70,931)& 

73,706 
(76,340)& 

81,044 
(84,0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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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额外援助金。 
* 由于进位关系，数字相加可能不等于总数。 

 



附件 2 
 

 

 
卫生 

 
 
1. 2025-26 年度卫生方面的政府开支预算为 1,410 亿元，占政府开

支总额预算的 17.2%，比 2024-25 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 8.3%。 
 
2. 2025-26 年度卫生方面的政府经常开支预算为 1,153 亿元，占政

府经常开支总额预算的 19.6%，比 2024-25 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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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会继续按照在 2017 年施政报告公布的三年期拨款安
排，向医管局提供拨款，以应付预算需求增长。2025-26 年
度向医管局提供的财政拨款合共 1,002 亿元(包括 990 亿元
经常资助金和 12 亿元非经营资助金)，较 2024-25 年度修订
预算(973 亿元)增加 2.9%。 
 
经常资助金为 990 亿元，较 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954 亿
元)增加 3.7%。医管局会推行下列主要措施： 
 
现行措施 

 
(i)  提升服务规划，并启用已重建／扩建的医院及社区健

康中心； 
 
(ii)  增设医院病床、手术室、内窥镜检查及麻醉前评估诊

疗节数； 
 
(iii)  加强普通科及专科门诊服务； 
(iv)  加强精神健康服务； 



  附件 2 (续) 

 
 

(v)  加强癌症服务，特别是综合式跨专业医疗服务及电脑
断层扫描模拟定位器服务； 

 
(vi)  加强眼科服务、临床支援服务(例如放射科、核子医

学及病理学服务)及非临床支援服务； 
 

(vii) 加强遗传及基因组服务，包括促进与香港基因组中心
的合作，增加日间护理服务及社区为本护理服务的服
务量，并就专科门诊服务推行医疗选项； 

 
(viii) 发展智慧病房、智慧诊所和智慧药房，并通过资讯科

技工具／方案及机械人技术发展自动化服务； 
 

(ix)  建立资讯科技平台，以促进运作效率； 
 
(x)  吸引和挽留人手，以纾缓人手短缺及紧绌情况，包括

增加晋升机会和加强各项培训计划； 
 

(xi)  优化普通科门诊专为弱势社群提供基层医疗服务的
角色，包括加入慢性疾病筛查服务及加强护士诊所服
务；以及  
 

(xii) 进一步推展中西医协作服务，逐步扩展「癌症治疗」
项目至所有医院联网，以及开展「呼吸科疾病治疗」、
「膝骨关节炎治疗」及其他中医优势病种治疗的先导
项目。 

 
 
 
 
 
 
 
 
 



  附件 2 (续) 

 
B.  卫生署 
 

(a)  新措施 
 

(i) 2025-26 年度的 2,200 万元(2025-26 至 2026-27 年度
为期两年的有时限拨款总额为 4,400 万元)是用于强
化「全校园健康计划」，为每间学校建议针对性校本
措施，改善体能活动和饮食等安排，提升学生身心健
康。 

 
(b)  现行措施 

 
(i) 2025-26 年度的 1 亿 700 万元有时限额外拨款

(2024-25 至 2029-30 年度为期六年的有时限拨款总
额为 7 亿 8,600 万元)是用于提升公营牙科服务，包括
加强「护齿同行」计划，以及推出「青少年护齿共同
治理先导计划」、「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及学前儿童预
防性牙科服务； 
 

(ii) 2025-26 年 度 的 3,400 万 元 有 时 限 额 外 拨 款
(2024-25 至 2030-31 年度为期七年的有时限拨款总
额为 3 亿 9,300 万元)是用于推行资助计划培训牙齿
卫生员和牙科治疗师，为本地牙科毕业生／非本地培
训牙医引入实习／评核期，以及增加牙科治疗师的培
训学额，以应付发展基层牙科护理服务的人力需求； 

 
(iii) 2025-26 年度的 2 亿 7,500 万元有时限额外拨款

(2023-24 至 2027-28 年度为期五年的有时限拨款总
额为 65 亿 7,800 万元)是用于应付长者医疗券计划的
现金流量需求，包括为期三年的(奖赏)先导计划，以
及增聘人手，应付大湾区事宜、长者医疗券计划和跨
境医疗合作的预期工作量； 

 
 
 



  附件 2 (续) 

 
(iv) 2025-26 年度的 1 亿 500 万元有时限额外拨款

(2024-25 至 2026-27 年度为期三年的有时限拨款总
额为 2 亿 4,300 万元)是用于推行人类乳头瘤病毒疫
苗补种计划； 

 
(v) 2025-26 年 度 的 8,900 万 元 有 时 限 额 外 拨 款

(2023-24 至 2027-28 年度为期五年的有时限拨款总
额为 2 亿 5,400 万元)是用于采购和接种各项疫苗接
种计划疫苗； 

 
(vi) 2025-26 年度的 2,600 万元额外拨款(由 2027-28 年度

起全年拨款为 1 亿 4,400 万元)是用于推行「重整及改
革公共服务策略计划」所拟定的工作，增加使用资讯
科技，以推行优化服务措施和组织架构转型； 

 
(vii) 2025-26 年 度 的 1,100 万 元 有 时 限 额 外 拨 款

(2025-26 至 2026-27 年度为期两年的有时限拨款总
额为 2,100 万元)是用于扩展中医药戒烟服务和委聘
服务承办商；以及 

 
(viii) 2025-26 年 度 的 1,000 万 元 有 时 限 额 外 拨 款

(2025-26 至 2026-27 年度为期两年的有时限拨款总
额为 4,100 万元)是用于加强人手支援，令政府中药检
测中心运作畅顺。 

 
C.  医务卫生局 

 
(a) 新措施 

  
(i) 2025-26 年度的 3,800 万元(2025-26 至 2027-28 年度

为期三年的有时限拨款总额为 1 亿 1,300 万元)是用
于制订社区药物名册及推出社区药房计划，并监督医
管局执行相关的工作，令市民可获得价钱相宜的基层
医疗药物，减轻市民因忧虑长期用药的经济负担而过
度倚赖公营医疗系统的压力。 



  附件 2 (续) 

 
(b) 现行措施 

 
(i)  2025-26 年 度 的  2,100 万 元 有 时 限 额 外 拨 款

(2025-26 至 2027-28 年度为期三年的有时限拨款总
额为 1 亿 3,900 万元)是用于继续发展地区康健中心，
包括逐步将属过渡性质的地区康健站扩充为地区康
健中心、扩展跨专业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并整合卫生
署辖下妇女健康中心和长者健康中心服务至地区康
健网络；以及 

 
(ii)  2025-26 年 度 的  5,100 万 元 有 时 限 额 外 拨 款

(2025-26 至 2029-30 年度为期五年的有时限拨款总
额为 1 亿 5,900 万元)是用于推展「粤港澳大湾区国际
临床试验所」计划的年度特定策略措施，以及成立「真
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 

 
非经常开支及非经营开支下的措施 

 
现行措施 

 
(i) 13 亿 9,600 万元总资本承担额及2025-26 年度的 1亿

5,400 万 元 现 金 流 (2024-25 年 度 修 订 预 算
为 2 亿 4,300 万元)是用于发展医健通+； 

 
(ii) 2025-26 年度的 12 亿 400 万元拨款(2024-25 年度修

订预算为 19 亿 1,100 万元)(全数使用预留用作加强
科技应用的 50 亿元拨款的余额)，是供医管局购置设
备和推行电脑化计划； 

 
(iii) 144 亿  7,300 万 元 总 承 担 额 及  2025-26 年 度 的

1 亿  8,500 万元现金流 (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
为 1 亿 5,700 万元)是用于采购和接种 2019 冠状病毒
病疫苗； 

 



  附件 2 (续) 

 
(iv) 10 亿元总承担额及 2025-26 年度的 6,500 万元现金

流(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为 5,500 万元)是用于中医
药发展基金； 

 
(v) 6 亿  8,200 万元 总承担额 及  2025-26 年度的 1

亿  8,900 万 元 现 金 流 (2024-25 年 度 修 订 预 算
为 2 亿 200 万元)是用于香港基因组计划； 

 
(vi) 11 亿  1,100 万元总承担额及  2025-26 年度的  2 亿

1,300 万 元 现 金 流 (2024-25 年 度 修 订 预 算
为 1 亿 5,500 万元)是用于「地区康健站」计划； 

 
(vii) 10 亿元总承担额及 2025-26 年度的 4,400 万元现金

流(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为 4,400 万元)是用于为接
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后出现的异常事件设立的保
障基金； 

 
(viii) 42 亿  2,300 万 元 总 承 担 额 及  2025-26 年 度

的  3 亿  3,000 万元现金流 (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
为 2 亿 5,500 万元)是用于医疗卫生研究基金； 

 
(ix) 8,000 万元总承担额及 2025-26 年度的 1,900 万元现

金流(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为 500 万元)是用于为香
港中医医院服务启用作出准备； 

 
(x) 86 亿  2,000 万元总资本承担额及  2025-26 年度

的 18 亿 7,000 万元现金流(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为
23 亿 4,700 万元)是用于发展香港中医医院[注：这是
建筑署管制拨款下的卫生工程项目]；以及 

 
(xi) 3 亿  8,400 万元总资本承担额及  2025-26 年度的

1 亿  7,300 万元现金流 (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
为 7,100 万元)是用于向香港中医医院提供资讯科技
支援。 



附件 3 
 

 

 
教育 

 
 
1. 2025-26 年度教育方面的政府开支预算为 1,124 亿元，占政府开

支总额预算的 13.7%，比 2024-25 年度的修订预算减少 1.2%。 
 
2. 2025-26 年度教育方面的政府经常开支预算为 1,029 亿元，占政

府经常开支总额预算的 17.5%，比 2024-25 年度的修订预算减少
2.3%。 

 
3. 主要措施如下： 
 

政府经常开支下的措施 
 
(a) 新措施 

 
(i) 2025-26 年度的 1 亿 2,000 万元(由 2025-26 年度起全年拨

款为 1 亿 2,000 万元)是用于由 2025/26 学年起，每学年
为最多 1 200名在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资助大学
或自资大学修读有利香港发展的指定研究院修课课程的
本地学生提供奬学金。 

 
(b) 现行措施 

 
(i) 2025-26 年度的 3 亿 500 万元(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为 2

亿 2,300 万元；由 2027-28 年度起全年拨款为 9 亿
3,500 万元)是用于由 2023/24 学年起，扩大「指定专业／
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以首次涵盖衔接学位课程，并理顺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及「为修读香港自资
学士学位课程学生提供的免入息审查资助计划」的执行
细节，以惠及不同背景的学生；以及视乎《专上学院条
例》(第 320 章)的检讨工作进度，分阶段增加资助学额。 

 
(ii) 2025-26 年度的 5,200 万元 (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为

1,700 万元；由 2027-28 年度起全年拨款为 1 亿 400 万元)



  附件 3 (续) 
 

是用于向 8 所教资会资助院校提供额外资助以增加香港
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名额，由每学年 300 个至 400 个。 
 

(iii) 2025-26 年度的 2,900 万元 (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为
1,700 万元；由 2031-32 年度起全年拨款为 1 亿 400 万元)
是用于为修读「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的应
用学位课程的全日制学生提供额外资助。 

 
 
非经常开支及非经营开支下的措施 

 
(a) 新措施 

 
(i) 15 亿元总承担额(2025-26 年度的现金流为 3 亿元)是用

于推出新一轮研究配对补助金计划，鼓励更多机构在
2025 年中至 2029 年中的四年计划期内，支持大学／院
校的研究工作。 

 
(b) 现行措施 

 
(i) 12 亿 6,000 万元总承担额及 2025-26 年度的 1 亿 900 万

元现金流(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的现金流为 7,100 万元)
是用于实施「自资专上教育提升及启动补助金计划」，向
独立自资专上院校提供财政支援，以开办及优化切合市
场需要但成本高昂的课程。 

 
(ii) 5 亿元总承担额及 2025-26 年度的 9,000 万元现金流

(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的现金流为 4,500 万元)是用于支
援推行「杰出创科学人计划」。 

 
(iii) 2025-26 年度的 17 亿 900 万元拨款(2024-25 年度修订预

算的现金流为 18 亿 3,8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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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续) 
 

(iv) 10 亿元总拨款及 2025-26 年度的 1,100 万元现金流
(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的现金流为 2,700 万元)是用于资
助 600 多所资助学校的简单小型内部改装工程。 

 
(v) 约 20 亿元总拨款及 2025-26 年度的 1 亿 5,000 万元现金

流(2024-25 年度修订预算的现金流为 7,700 万元)是用于
由 2019-20 年起为未有升降机的公营及直资学校加快安
装升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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