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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選舉政綱 2015 

 

                                               

 

參政宣言： 

致力勞工維權  分享經濟成果 

 

 

「工聯，撐勞工〃為基層，一直用心服務！」 

 

工聯會本著「愛國、團結、權益、福利、參與」的宗旨，  

一直以維護勞工權益，爭取基層合理利益為本職，竭力、  

用心為香港市民服務。  

 

 

 

「工聯，參政為勞工！」 

 

工聯會參與各級議會選舉，要求政府更新理財哲學，發展  

「就業優先」的多元經濟，重視勞工權益，以廣大市民福祉為

依歸。工聯會參選，決心實踐「參政為勞工」的理念。 

 



 

2 
 

 

總綱： 

 

    工聯會堅定支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秉持 「支持、合作；批評、監督」 的方針處理與特區政府的關係，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力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工聯會支持香港政制發展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相關決定，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推行民主進程， 

達至普選。 

 

    工聯會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維權方式，為打工仔發聲，

致力維護、鞏固及爭取打工仔的合理權益。 

 

    工聯會敦促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香港創建營商環境、

創造就業機會、完善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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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地區行政 

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香港政制發展必須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並符合香

港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推行民主進程，達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由普選產生 
 適度下放權力予各區區議會，聯同各區民政專員處理地區的管理及環境衛生

問題 

 

經濟 

抓緊發展機遇 推動產業升級 創造就業 

 制訂以就業為優先的經濟發展策略 

 加快四大支柱產業升級，增加職位種類，培訓人才，開拓產業多元化空間 

 支持盡快成立創新科技局，推動創新科技及高增值產業發展 

 致力維護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推動向航運高端產業（船舶融資、保險、

仲裁、交易、管理等）發展，逐步把香港轉型成為國際航運高端產業中心 

 抓緊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機遇，在國家「十三五」規劃參與其中，使

香港繼續發揮內地與國際接軌的作用，擔當「超級聯繫人」角色，帶動香港

發展經濟 

 推動本土經濟，提高基層市民就業機會 

 確保經濟發展具備良好配套 

 

勞工 

保障僱員權益 完善勞工政策 

 增加勞工假期至 17 天，與公眾假期劃一 

 取消強積金對冲機制 

 標準工時立法，每周基本工時 44 小時，加班補水 1.5 倍 

 反對擴大輸入外勞，加強監管外勞申請，堅持按現行機制審批 

 設立「綜合退休保障制度」 

 最低工資一年一檢 

 釐清僱傭關係，通過全面檢討《僱傭條例》，正視「非正規僱員」保障問題 

 法定有薪侍產假實施一年後檢討，爭取增加至 7 天 

 增加幼兒託管服務名額，釋放婦女勞動力 

 改善公務員制度，增聘長期聘用制公務員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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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監管外判制度 

 加強職安健，擴大保障範圍，要求成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 

 推行三層集體談判架構  

 

教育及人力資源 

確保市民有學習機會  發揮所長  

及早籌謀  應對人口老化 

 推行 15 年免費教育 

 為青年提供多元化學習及培訓機會 

 加強職業訓練及就業，提升勞動人口比例 

 鼓勵持續進修，加強在職培訓，提升技能，強化資歷架構認證制度 

 提升本地勞動人口質素，吸納專業技術人才 

 制訂鼓勵生育、鼓勵子女供養及家居照顧父母政策及財稅配合措施 

 

發展規劃 

發展與保育平衡 

 加快開發土地，增加住宅及社區設施用地 

 按發展需要完善土地規劃，令社區有機發展 

 發展土地，增加多元就業元素 

 

房屋 

公屋為主  居屋為副  私人樓宇作補充 

 增建公屋、居屋等資助房屋 

 支援基層私樓租戶；研究實施租務管制 

 確保房屋市場供求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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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 

所有香港市民都有權享有基本生活保障 

 建立「無障礙社區」 

 關愛長者，優化兩元乘車優惠計劃，爭取車資全免 

 取消生果金 65 至 69 歲入息及資產審查制度 

 增加本地長者院舍宿位，縮短輪候時間 

 全面檢討長者福利不可攜限制，擴展「長者醫療劵」的適用範圍至內地，設

立「長者回鄉養老津貼」 

 檢討殘障支援制度，為殘障人士提供適切服務 

 為兒童提供適切的照顧 

 

醫療衛生 

任何市民都應得到適切的醫療服務 

 推動及監察公私營醫療平衡發展 

 推動基層醫療發展 

 完善醫護人力資源規劃 

 落實醫療改革 

 推動中成藥認證，促進中醫藥發展 

 

交通運輸 

發展完善的交通網絡 加強社會整體效率 

 支持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確保本港國際航運地位 

 改善道路網絡，合理分流交通，紓緩擠塞問題 

 收回專營權屆滿的過海隧道，綜合調整隧道收費 

 發展以鐵路為主幹的交通網絡，加強各項公共交通服務 

 監察各類交通票價、各條隧道收費及服務質素 

 優化渡輪服務，發揮維港優勢，便利市民，吸引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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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 

改善物業管理 提升體育及社區設施 

促進與各地文化交流 

 盡快完成《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檢討，加強打擊大廈維修「圍標」

行為，提高大廈大型維修工程招標過程的透明度，保障業主權益 
 加強為「三無大廈」提供物業管理支援；規管物業管理行業 
 普及體育運動，增加資源投放；支持發展啟德體育園區 

 按人口需要加建社區設施 

 促進與各地交流，推動文化藝術和創意產業合作 

 提高香港市民對祖國國情及文化的了解，深化對國家發展的認識 

 

食物及環境衛生 

確保食物安全 保障市民健康 

 加強食物安全中心對進口食物監管，為市民提供即時、全面的食物安全信息 
 興建公眾街市，完善街市規劃及日常管理，推動小本經營，穩定物價 

 增加公營骨灰龕位供應，縮短輪候時間 

 支持「全城清潔」運動，加強市民衞生意識 

 

環境及環境保護 

開拓綠領職位 創造就業機會 

 支持政府發展低碳經濟，鼓勵節能減排，創造綠色職位 

 倡議發展全港單車旅遊，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打造全港單車徑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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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財政 

善用公共財政 有效分配資源 

 制訂就業優先的財政政策 

 檢討現行稅制，達致財富再分配，減低貧富懸殊 

 透過不同的稅務政策、土地規劃、財政手段等等，促進多元產業的發展，擴

闊稅收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