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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超支
香港《十大建設計劃》提出 10

年，基建多因工程延誤或成本上

漲等問題出現超支。政府被指監

管不力導致基建工程耗費大量公

帑，令本為「建設社會」的基建

項目屢被諷刺為「大白象」工程，

項目更成為部分立法會議員「拉

布」目標，形成社會爭議。

•�基建意在提升城市營運效率，理論

上符合公眾利益；惟基建佔用公共

資源，攤薄用於其他社會範疇的開

支，或削弱市民的生活素質。

•�政府主責基建項目的開展和管理，

超支是管理不善的結果之一，因此

易令公眾質疑政府的管治效能；若

基建超支常見，長遠或削弱政府管

治認受性。

溫習重點

1. 「十大基建」內容 2.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3. 環境評估報告

小知識

前特首曾蔭權在 2007/08 年度《施政
報告》提出未來數年香港會開展的多
項基建工程，包括：港鐵南港島線、
港鐵沙田至中環線（沙中線）、屯門
西繞道及屯門至赤蠟角連接路、廣深
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橋、港
深機場合作（港深機場鐵路）、港深
共同開發河套（落馬洲）、西九文化
區、啟德發展計劃、新界東北發展區。

1982 年港英政府成立基本工程儲備基
金（Capital Works Reserve Fund），
主要為土地徵用、港口及機場發展、
建築物、渠務、土木工程、公路、新
市鎮及市區發展、水務、電腦化計劃
及房屋等項目的撥款而設。政府有關
當局可在每年度以整體撥款申請的形
式，提交立法會審議，從基金中取得
撥款進行相應的項目。

環境影響評估的目的是在規劃初期確
定工程項目的潛在影響，以及尋找其
他可行方案或紓緩污染的措施。香港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推行環評程序，當
時規模和應用範圍有限，由政府主導
評估公共工程項目；至上世紀九十年
代，政府正式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條
例》，規定指定的公共及私人項目必須
進行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並讓公眾
參與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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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就香港目前情況，政府應否繼續推動區域性大型基建項目？

政府 身份 市民

香港長遠經濟發展 關注點 民生保障�

支持：�區域性大型基建項目能持續提升香港的運

輸效率，能提升城市競爭力和創造就業，

有利經濟發展。

立場及 
理據

反對：�目前房屋、醫療、退休保障及貧窮等民生

問題嚴重，公帑應重點用於改善本地民生

而非區域性大型基建。

競爭力 competitiveness

良好管治 good governance

競爭力用以比較兩地或企業間的經濟狀
況和表現，世界經濟論壇每年發表的《全
球競爭力報告》，以制度、基建、高等教
育與培訓、市場效率、技術準備、商業
成熟程度和創新等準則衡量競爭力。管
理發展機構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則以
國家經濟表現、政府效率、商業效率和
基礎建設衡量競爭力。

指營造理想社會的管治模式。良好管治的
概念源自不當管治模式對人民的負面影
響，故透過建立良好管治的指標，有助當
地政府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質。良好管治有
不同指標，主要圍繞政府回應社會訴求的
能力。事實上，只有少數國家能接近這個
理想的管治模式，各國須秉持良好管治的
目標，才能有助長遠的發展。

競爭力

營商環境 法律制度

經濟狀況 競爭條例

治安 教育水平 

稅制 知識產權

公民社會 醫療體系

硬件配套（基建） 司法系統

可持續發展 科研及創新能力

社會發展 勞動人口質素

良好管治

公眾參與 施政效率

民主制度 凝聚共識

監察制度 程序公義 

言論自由 程序及架構

公眾利益 廉潔

資訊透明度

問責 法治精神

持份者爭議

相關概念



資料 C：綜合新聞報道

政府採用「先撥款，後招標」方式推展工程，招標時或出現價格高於預算而有
超支風險。多年來，大型基建超支好像已成慣例，政府亦多把責任歸咎於人工
和材料價格上漲。然而，有立法會議員反駁此說法並不合理，因政府在申請撥
款時已包括對未來開支上升的估算，除非往後升幅大幅高於當時，否則不會因
成本上漲而出現超支問題。

項目 事件

港珠澳大橋
• 因工人受傷、人工島移位、海堤崩塌等問題，工程

須延誤；
• 大橋的混凝土壓力測試被揭發出現造假情況。

機場第三跑道 保育人士何來、環保觸覺成員余顯璧就三跑提出司法
覆核。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政府被指依賴港鐵滙報進度，即使預知工程未能如期
完工，路政署等監察部門卻未有適時跟進。

沙中線 於土瓜灣站（現改名為「宋皇臺站」）附近發掘大量
宋元古蹟，工程曾被迫停工。

中環灣仔繞道 工地發現添馬艦殘骸，延誤通車一年。

{A}� �項目超支比例有助佐證

問題嚴重性

{B+C}� �歸納事件類別有助分析

超支原因

資料應用 Tips

資料應用 Tips

資料 A：部分基建造價與超支情況

資料 B：部分基建項目發展事件

練習題

項目 原定造價 最新造價 預計超支 延誤

港珠澳大橋 567 億元 起碼 710 億元
（未計及主橋超支）

143 億元 1 年

機場第三跑道 1362 億元 1415 億元 53 億元 未知

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 668 億元 864 億元 196 億元 多於 3 年

沙中線 708 億元 873 億元 165 億元 1 年

中環灣仔繞道 281 億元 360 億元 
（可能再有增加）

80 億元 估算中 

註：數字截至 2017 年 12 月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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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展大型基建項目對社會發展有什麼作用？（提示：可就基建項目功能加以歸納分析）

交通運輸：＿＿＿＿＿＿＿＿＿＿＿＿＿＿＿＿＿＿＿＿＿＿＿＿＿＿＿＿＿＿＿＿＿＿＿＿＿＿＿＿＿＿＿＿＿＿＿＿＿

＿＿＿＿＿＿＿＿＿＿＿＿＿＿＿＿＿＿＿＿＿＿＿＿＿＿＿＿＿＿＿＿＿＿＿＿＿＿＿＿＿＿＿＿＿＿＿＿＿＿＿＿＿＿

產業發展：＿＿＿＿＿＿＿＿＿＿＿＿＿＿＿＿＿＿＿＿＿＿＿＿＿＿＿＿＿＿＿＿＿＿＿＿＿＿＿＿＿＿＿＿＿＿＿＿＿

＿＿＿＿＿＿＿＿＿＿＿＿＿＿＿＿＿＿＿＿＿＿＿＿＿＿＿＿＿＿＿＿＿＿＿＿＿＿＿＿＿＿＿＿＿＿＿＿＿＿＿＿＿＿

城市規劃：＿＿＿＿＿＿＿＿＿＿＿＿＿＿＿＿＿＿＿＿＿＿＿＿＿＿＿＿＿＿＿＿＿＿＿＿＿＿＿＿＿＿＿＿＿＿＿＿＿

＿＿＿＿＿＿＿＿＿＿＿＿＿＿＿＿＿＿＿＿＿＿＿＿＿＿＿＿＿＿＿＿＿＿＿＿＿＿＿＿＿＿＿＿＿＿＿＿＿＿＿＿＿＿

2. 發展大型基建項目有機會引發什麼爭議？（提示：留意持份者利益矛盾）

公帑使用優次：＿＿＿＿＿＿＿＿＿＿＿＿＿＿＿＿＿＿＿＿＿＿＿＿＿＿＿＿＿＿＿＿＿＿＿＿＿＿＿＿＿＿＿＿＿＿＿

＿＿＿＿＿＿＿＿＿＿＿＿＿＿＿＿＿＿＿＿＿＿＿＿＿＿＿＿＿＿＿＿＿＿＿＿＿＿＿＿＿＿＿＿＿＿＿＿＿＿＿＿＿＿

環境及古蹟保育：＿＿＿＿＿＿＿＿＿＿＿＿＿＿＿＿＿＿＿＿＿＿＿＿＿＿＿＿＿＿＿＿＿＿＿＿＿＿＿＿＿＿＿＿＿＿

＿＿＿＿＿＿＿＿＿＿＿＿＿＿＿＿＿＿＿＿＿＿＿＿＿＿＿＿＿＿＿＿＿＿＿＿＿＿＿＿＿＿＿＿＿＿＿＿＿＿＿＿＿＿

不同市民（如勞工、基建使用者、納稅人）的生活素質：＿＿＿＿＿＿＿＿＿＿＿＿＿＿＿＿＿＿＿＿＿＿＿＿＿＿＿＿＿

＿＿＿＿＿＿＿＿＿＿＿＿＿＿＿＿＿＿＿＿＿＿＿＿＿＿＿＿＿＿＿＿＿＿＿＿＿＿＿＿＿＿＿＿＿＿＿＿＿＿＿＿＿＿

程序公義：＿＿＿＿＿＿＿＿＿＿＿＿＿＿＿＿＿＿＿＿＿＿＿＿＿＿＿＿＿＿＿＿＿＿＿＿＿＿＿＿＿＿＿＿＿＿＿＿＿

＿＿＿＿＿＿＿＿＿＿＿＿＿＿＿＿＿＿＿＿＿＿＿＿＿＿＿＿＿＿＿＿＿＿＿＿＿＿＿＿＿＿＿＿＿＿＿＿＿＿＿＿＿＿

3.  承上題，你認為政府在推展大型基建項目時，可如何避免爭議出現？ 

（提示：可從撥款及監管制度、規劃和公眾參與等方向構思建議）

＿＿＿＿＿＿＿＿＿＿＿＿＿＿＿＿＿＿＿＿＿＿＿＿＿＿＿＿＿＿＿＿＿＿＿＿＿＿＿＿＿＿＿＿＿＿＿＿＿＿＿＿＿＿

＿＿＿＿＿＿＿＿＿＿＿＿＿＿＿＿＿＿＿＿＿＿＿＿＿＿＿＿＿＿＿＿＿＿＿＿＿＿＿＿＿＿＿＿＿＿＿＿＿＿＿＿＿＿

＿＿＿＿＿＿＿＿＿＿＿＿＿＿＿＿＿＿＿＿＿＿＿＿＿＿＿＿＿＿＿＿＿＿＿＿＿＿＿＿＿＿＿＿＿＿＿＿＿＿＿＿＿＿

＿＿＿＿＿＿＿＿＿＿＿＿＿＿＿＿＿＿＿＿＿＿＿＿＿＿＿＿＿＿＿＿＿＿＿＿＿＿＿＿＿＿＿＿＿＿＿＿＿＿＿＿＿＿

進階練習

初階練習

1.  參考資料，解釋基建工程出現延誤及超支的三個原因。（卷一 /6 分）

2.  「發展基建項目能提升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解釋你的答案。 
（卷二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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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
持「前往港澳通行證」（單程證）由

內地來港人士在近年是香港人口

增長主力，2016年達 5.7 萬人，

為10年來新高。有意見認為人口

政策影響社會資源分配及經濟發

展，但單程證由內地政府簽發，

香港政府處於被動，對本地人口

政策及規劃造成困難，故一直有

聲音要求港府取回單程證審批權。

•�人口政策是用作維持人口結構的平衡

（如年齡及性別），避免失衡引發社

會問題，但基於香港政府沒有內地移

民審批權，制訂人口政策相對被動。

•�內地移民來港與本地居民因資源分配

和文化差異等產生矛盾，與另一熱門

通識議題「中港矛盾」有密切關係。

溫習重點

1. 單程證 2. 香港人口問題

小知識

全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往港澳通
行證」，由內地公安機關簽發。1980
年香港政府取消「抵壘政策」後，所
有內地人來港必須經合法手續才能入
境，故單程證的原意是讓內地人與香
港親人團聚而設的移民政策，名額主
要分配予父母其中一人擁有香港居留
權的內地出生人士，以及長期分隔兩
地的配偶。現時每日名額為 150 個。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香港人口推算數字，現時香港主要面對的人口問題如下：

• 人口老化：2066 年估計長者人口達 259 萬，
佔總人口 36.6%，當中推算 2032 年至 2052
年間長者人口比例增速較快，稱為「高齡海嘯」；
2016 年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為 84.3 年，
到 2066 年估計為 90.1 年； 

• 勞動人口萎縮：預計勞動人口由 2016 年的
59.2% 下降至 2066 年的 49.6%；撫養比率 

（15 至 64 歲市民與長者及兒童的比例）將會上
升，不計算外籍家傭，2016 年的撫養比率為
397（每 10 人撫養 4 人），到 2066 年將會升
至 844（每 5 人撫養 4 人）；

• 男女比例失衡：不計算外籍家傭，2016 年的
人口性別比例為每千名女性有 925 名男性，到
2066 年將跌至 800 名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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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就香港目前情況，是否支持改革「單程證」制度？

市民 身份 政府

生活素質 關注點 香港長遠經濟發展�

支持：�現有制度對新移民背景缺乏審查，且港府

沒審批權，被動接受外來人口，難控制社

會成本。

立場及 
理據

反對：�現有制度能增加人口，有助紓緩本地社會

因出生率低衍生的勞動力不足問題。

人口老化 population aging

人口政策 population policy

指一地人口平均年齡持續上升的現象，主
要是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壽命增加所致。這
種現象帶來的社會問題包括：勞動力下降，
窒礙經濟及產業發展；老年撫養比率上升，
加重年輕人口負擔；長者醫療及福利、安
老服務等公共開支增加。惟近年有意見認
為人口老化也為社會帶來機遇，如中產長
者的消費潛力有待開發。

根據一地人口的現況和變化趨勢及因應未

來需要，從而制訂令人口結構能支持社會

及經濟長遠發展的政策。人口政策可以針

對人口或勞動力數量、年齡、性別、學歷

及勞動質素等不同因素作出處理，例如鼓

勵或計劃婚育、調整移民及勞動力輸入政

策或釋放女性勞動力等。

人口 
老化

人口 
政策

經濟負擔

人口規劃

世代矛盾

輸入外勞

移民政策

醫療及 
社福開支 

銀髮市場 

社會流動

延後退休

鼓勵生育

退休保障

醫療產業

社會問題

機遇

勞動力

持份者爭議

相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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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0 2012 2014 2016

一般就業政策
獲批申請人數 26881 28625 31676 35997

取得居留權人數 1939 2706 4319 3600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獲批申請人數 329 

（83%）
298 

（82%）
373 

（89%）
273 

（87%）

取得居留權人數 6 24 118 699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獲批申請人數 2971

（89%）
3804

（93%）
4855

（97%）
2667

（97%）

取得居留權人數 9 103 171 221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獲批申請人數 7445 8105 9313 10404

取得居留權人數 179 440 693 728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 
回港就業安排

獲批申請人數 3976
（94%）

6756
（95%）

10375
（94%）

9289
（93%）

取得居留權人數 313 983 1643 1979

資料 C：15 歲及以上新來港人士收入中位數（港元）

{A+B+C}� �歸納新移民數量變

化、年齡、教育程

度、收入水平等趨

勢，有助分析移民

政策對整體社會的

影響。

資料應用 Tips

資料 A：按不同人口特徵劃分的持單程證來港人士數字

資料 B：通過工作計劃來港及取得居留權人數

練習題

註：全港人口數字不包括外籍家傭；數字經四捨五入處理。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持單程證來港人士 全港人口

年份 2001 2006 2011 2016 2001 2006 2011 2016

總數 53655 54170 43379 57387 - - - -

不同年齡組別佔總數比例（%）

15 歲以下 33 30 17 18 17 14 12 12

15 至 39 歲 55 53 58 49 39 36 34 32

40 至 64 歲 11 16 24 32 32 37 40 40

65 歲及以上 2 1 1 2 11 13 14 17

不同教育程度組別（15 歲及以上）佔總數比例（%）

小學及以下 14 10 10 10 30 26 23 21

中學 69 77 73 69 54 51 49 46

專上教育 12 12 15 20 16 23 28 33

註：�括號內為內地申請佔獲批申請總數比例。�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一般就業政策」：供非內地專業人才或企業家申請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只供內地專業人才申請

年份 2001 2006 2011 2016

新來港人士 6000 6000 7500 10700

全港人口 11000 10000 12000 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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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香港

1.  指出持單程證來港人士的年齡及學歷趨勢。 
（提示：留意資料 A 中 15 歲以下及 40 至 64 歲新來港人士的比例變化，以及專上教育程度新來港人士的比例變化。）

＿＿＿＿＿＿＿＿＿＿＿＿＿＿＿＿＿＿＿＿＿＿＿＿＿＿＿＿＿＿＿＿＿＿＿＿＿＿＿＿＿＿＿＿＿＿＿＿＿＿＿＿＿＿

＿＿＿＿＿＿＿＿＿＿＿＿＿＿＿＿＿＿＿＿＿＿＿＿＿＿＿＿＿＿＿＿＿＿＿＿＿＿＿＿＿＿＿＿＿＿＿＿＿＿＿＿＿＿

＿＿＿＿＿＿＿＿＿＿＿＿＿＿＿＿＿＿＿＿＿＿＿＿＿＿＿＿＿＿＿＿＿＿＿＿＿＿＿＿＿＿＿＿＿＿＿＿＿＿＿＿＿＿

＿＿＿＿＿＿＿＿＿＿＿＿＿＿＿＿＿＿＿＿＿＿＿＿＿＿＿＿＿＿＿＿＿＿＿＿＿＿＿＿＿＿＿＿＿＿＿＿＿＿＿＿＿＿

2. 新來港人士和本地人士存在什麼利益矛盾？（提示：留意新來港人士和本地人的共同基本生活需要）

職位及學位競爭：＿＿＿＿＿＿＿＿＿＿＿＿＿＿＿＿＿＿＿＿＿＿＿＿＿＿＿＿＿＿＿＿＿＿＿＿＿＿＿＿＿＿＿＿＿＿

＿＿＿＿＿＿＿＿＿＿＿＿＿＿＿＿＿＿＿＿＿＿＿＿＿＿＿＿＿＿＿＿＿＿＿＿＿＿＿＿＿＿＿＿＿＿＿＿＿＿＿＿＿＿

公共資源分配：＿＿＿＿＿＿＿＿＿＿＿＿＿＿＿＿＿＿＿＿＿＿＿＿＿＿＿＿＿＿＿＿＿＿＿＿＿＿＿＿＿＿＿＿＿＿＿

＿＿＿＿＿＿＿＿＿＿＿＿＿＿＿＿＿＿＿＿＿＿＿＿＿＿＿＿＿＿＿＿＿＿＿＿＿＿＿＿＿＿＿＿＿＿＿＿＿＿＿＿＿＿

公共空間使用：＿＿＿＿＿＿＿＿＿＿＿＿＿＿＿＿＿＿＿＿＿＿＿＿＿＿＿＿＿＿＿＿＿＿＿＿＿＿＿＿＿＿＿＿＿＿＿

＿＿＿＿＿＿＿＿＿＿＿＿＿＿＿＿＿＿＿＿＿＿＿＿＿＿＿＿＿＿＿＿＿＿＿＿＿＿＿＿＿＿＿＿＿＿＿＿＿＿＿＿＿＿

3.  人口老化會衍生什麼問題？（提示：人口結構牽涉公共資源需求、勞動力質素等的轉變）

醫療、社福及退休保障開支增加：＿＿＿＿＿＿＿＿＿＿＿＿＿＿＿＿＿＿＿＿＿＿＿＿＿＿＿＿＿＿＿＿＿＿＿＿＿＿＿

＿＿＿＿＿＿＿＿＿＿＿＿＿＿＿＿＿＿＿＿＿＿＿＿＿＿＿＿＿＿＿＿＿＿＿＿＿＿＿＿＿＿＿＿＿＿＿＿＿＿＿＿＿＿

勞動力不足：＿＿＿＿＿＿＿＿＿＿＿＿＿＿＿＿＿＿＿＿＿＿＿＿＿＿＿＿＿＿＿＿＿＿＿＿＿＿＿＿＿＿＿＿＿＿＿＿

＿＿＿＿＿＿＿＿＿＿＿＿＿＿＿＿＿＿＿＿＿＿＿＿＿＿＿＿＿＿＿＿＿＿＿＿＿＿＿＿＿＿＿＿＿＿＿＿＿＿＿＿＿＿

社會流動緩慢：＿＿＿＿＿＿＿＿＿＿＿＿＿＿＿＿＿＿＿＿＿＿＿＿＿＿＿＿＿＿＿＿＿＿＿＿＿＿＿＿＿＿＿＿＿＿＿

＿＿＿＿＿＿＿＿＿＿＿＿＿＿＿＿＿＿＿＿＿＿＿＿＿＿＿＿＿＿＿＿＿＿＿＿＿＿＿＿＿＿＿＿＿＿＿＿＿＿＿＿＿＿

進階練習

初階練習

1.  解釋資料中香港人口變化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並就每個問題向政府建議一個改善方法。 
（卷一 /8 分）

2.  「香港現時輸入的人口有助應對未來發展需求。」資料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這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卷一 /8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