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總面積1100平方公里，只及大上海
的六分之一，大北京的十五分之一。這並
不大的1100平方公里，分佈在半島、大島、
小島之中，其中只有25%的土地用於建設開
發，大約200多平方公里。擁擠的一個原
因，是因為我們的生活、工作，都擠逼在
這200多平方公里內。另外，有40%的土地
為郊野公園。

高密度是香港開發的一大特色
1950年代開始，香港戰後對勞動人民的安

置，主要是開闢大型公共居住屋㢏，如石
硤尾㢏、蘇屋㢏和北角㢏等。觀塘、荃
灣、沙田、屯門等新市鎮的開發，有效地
疏散了市區的擁擠人口，近十多年來，新
市鎮的人口一直在增長，而港島的常住人
口則在下跌。這些大型屋㢏和新市鎮，由
軌道交通和快速道路連接，形成了交通主
導的開發模式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在站點周圍，形成樓群組團，居住、工
作、消費，在站與站之間，則間以山巒、
海灣或較低密度的發展，這種模式以1990年
代開發的東涌線沿線最為顯著。如今，港
島南線也在採用㠥相同的模式。

在樓群組團的高密度發展中，許多區域
發展出車輛交通道路以上或以下的立體步
行系統，如舊區裡的中環和灣仔，新界的

荃灣、屯門，新區的西九龍、奧海城、青衣、東涌等等。給
附近居民出行、工作、生活帶來極大方便。如今，40%的香
港居民，住在距離軌道站500米的半徑範圍內。香港的高密
度規劃建築設計，正受到祖國內地各城市和世界各地的廣泛
讚揚。這樣的環境，給公共交通的高效率使用創造了可能。
香港的地鐵及其站點開發經驗，在深圳、北京和外國城市，
發揚光大。香港的人均石油消耗，在世界大城市中，幾乎是
最低的。

由於香港採用高層住宅設計，無論是公共屋㢏和私人樓
宇，戶外場地和公共空間，都經過精心設計。許多居民雖然
身居400呎以下單位，但在戶外都有充分的活動空間和綠
化，購物和娛樂方便，讓人感到親切和受到尊重。香港大多
數街區的緊湊設計、戶外公共空間的人性化考慮，比北京、
上海、深圳、廣州要高明了許多。

郊野公園是香港發展的驕傲和成就
由於建造區的高密度規劃，有條件保留下40%的土地，作

為郊野公園，這些公園，多數是山地，把房子建在山上，本
來成本就高。1970年代起，政府㠥意發展，使得郊野公園遍
佈全港，許多地方望出去，都是綠水青山、鬱鬱㡡㡡。在這
個高密度和現代化的城市，大自然離人們這麼近，在全世界
大城市中，並不多見。從舖租昂貴擁擠、燈紅酒綠的銅鑼
灣，上到扯旗山的叢林山坡，或下到南區戲水，觀浪濤拍
礁，都是十幾二十分鐘的公交車路程。我們不得不佩服當年
政府的決心和行動。郊野行山，不僅為本港各階層居民、海

外來港精英熱愛，近年來，還吸引海外的旅遊團專門來行
山。郊野公園是全香港人民的財富，不為某個階層所固有。
香港的這一巨大財富，是我們周邊城市沒有的。北京上海早
已一圈圈攤大餅出去，市區沒有什麼自然風光可言。如果香
港把這僅有的財富都動了，那香港也就不成其為香港了。

香港的建屋用地，從何而來。我覺得，在向郊野公園動腦
筋之前，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要地。

多方思考 地從何來
20多年來，前土發公司和後來的市區重建局，在舊區改造

方面已經下了很大功夫，但香港殘破舊區，依然比比皆是。
大角咀、旺角、西環、西半山，灣仔向山和港島東、新界的
舊市鎮，居住和街道環境，和我們這個大都市是不相稱的。
隨㠥時間的推移，更多的舊樓進入危樓狀態。市區重建，改
善了舊區的環境。在同一地塊上，容積率提高，相應也提供
了更多的居住單位。21世紀，房屋署拆除了一些1950-60年代
公屋，重新建設新公屋，改善了公共屋㢏的環境，也容納了
更多的家庭入住。私人屋宇和公共屋㢏，建設在改造過的舊
區，低收入和中產階級，都混合在這個區內，也部分避免了
舊區「貴族化」的趨勢。

香港的土地，80%以上在新界。除了郊野公園外，其他的
土地早已不再耕種。元朗的大片土地，是廢車場，或機器停
放、露天堆場、低密度的㢏屋。土地的浪費，是顯而易見
的。高鐵將穿過新界北上深圳，東西鐵長遠來看，也會連成
環狀。如今荃灣市中心，已經形成高密度的市區，高層辦公
樓也在葵涌、荃灣一帶落戶，部分分散了港島的壓力。如果
能適當改革新界舊有的土地條例，將這些地方中的一部分，
發展成類似嘉湖山莊、天水圍公屋和元朗市中心這樣的規
模，則新界可以容納更多的居民和辦公區。

港英政府從入主香港起，就開始向海洋要地。如今，香
港土地的十分之一，來自填海；而澳門土地的四分之三，
來自於填海。港島、九龍和新界的大規模開發，都有賴於
填海得來的土地。填海會影響到海岸的環境，破壞魚類和
各種生物的棲息，一直引起爭議。但人類的活動，總要和
保護自然取得平衡。維多利亞港不宜再填；屯門向機場方
向推進，有些小餘地。港島南面，面對外海，應有較多的
填海機會。青馬大橋之間的馬灣島，面積不到1平方公
里，原本只是漁㢏。1997年開發後，成了1萬5千人的家園
和旅遊勝地。香港市區周邊，面積比馬灣大、距離也近、
易於開發的島嶼，還是有的。如果政府下決心啟動，亦可
提供大量居住面積。

整個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區，是依托㠥香港發展起來的。
過去，香港的製造業北移，使得這些行業在珠三角得以繼續
發展；近年來，香港各大學，在深圳、南沙和珠三角設立產
學研園區。港深之間的河套地區開發，也是箭在弦上，在河
套設立行業、或是學校，也有許多建議。而澳門的大學，則
在橫琴島設立校區。所有這些合作，都是本㠥雙贏互利的原
則，對兩地的發展都有好處。比起香港彈丸之地，深圳、珠
三角和神州大地的土地，要富裕得多，是香港的堅強後盾。
香港要盡可能多的在這方面挖掘合作的可能性，使得我們的
產業和部分居住功能，可以北移出去，並建立方便的聯繫網
絡，為本港和深圳創造更多的雙贏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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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一個月的西九文化區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下周展
開。透過不同階段的活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管理局」）與香
港市民同心策劃西九文化區以及香港藝術文化的未來發展，作為
管理局諮詢會主席，我看到公眾參與活動在當中發揮重大的作
用，而每一個階段都別具意義。

在第一階段，我們邀請公眾對西九文化區的訴求發表意見，這
為西九擬備概念圖則方案的三支世界級規劃團隊，帶來十分重要
的啟發，讓公眾意見融入他們的設計之中。在第二階段，公眾有
機會評價三支規劃團隊的概念圖則方案，提出他們的觀點及喜
好。

西九文化區接近實現階段
現在，我們踏入諮詢階段中最令人興奮的時刻。西九文化區第

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有別於前兩個階段。管理局已在深受公眾
喜愛，由Foster + Partners設計的《城市中的公園》方案的基礎
上，推出建議發展圖則，一經城市規劃委員會審批，明年便可以
動工。這是過去兩年來，管理局、規劃團隊及香港市民共同努力
的成果。

過去數月，管理局和Foster + Partners、項目顧問Mott
MacDonald不斷努力及花盡心思，一起優化概念圖則方案，並加
入另外兩個概念圖則中深受市民喜愛的元素。現在，為期一個月
的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向公眾，包括文化藝術團體、青少年
及學生展現這個增強的概念圖則。

我深深明白，在過去逾十年西九文化區一直成為公眾的熱話，
部分人認為我們已就這項計劃作出了充分的諮詢。在他們的耐心
及配合下，他們將欣然看到，西九文化區已接近實現的階段。

港人應積極參與第三階段諮詢
建設西九文化區的工作進展平穩且具成效，展現出管理局的承

擔及公眾對藝術文化發展的熱熾期望。我感受到西九的公眾參與
活動並非僅僅是諮詢而已，而是讓廣大公眾有機會親身參與。看到那麼多年輕人積
極參與了首兩個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我感到十分鼓舞，這亦充分反映了西九文化
區是為香港未來的新一代而建設的。

我們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西九文化區建設是個龐大的工程，將持續多年並分
階段進行，而在發展過程中，各項設施建設的優先次序還需要凝聚更多共識。與此
同時，我們必須發展一個令人矚目、世界級的文化藝術計劃——也就是俗稱的「軟
件」，以配合文化區的硬件發展。

管理局的其中一個重要使命，是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如何欣賞藝術和文化，推廣教
育及激發公眾對文化藝術的熱情，讓文化藝術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管理局一直重視與藝術和文化團體保持溝通，聽取意見、互相交流。

西九文化區是香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建，不僅讓香港得以在全球藝術和文化領域
上佔得一席位，更可為香港帶來經濟效益。西九文化區是為每一個香港人而建設
的，既包括到此欣賞藝術文化活動的人，也包括哪些前來閒坐欣賞維景日落的人。

我衷心希望每一個香港人，都積極參與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參觀我們的展
覽，進一步了解西九的未來面貌，想像一下這個文化區會如何為香港的藝術文化帶
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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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化區是香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建，不僅讓香

港得以在全球藝術和文化領域上佔得一席位，更可為

香港帶來經濟效益。希望每一個香港人，都積極參與

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參觀我們的展覽，進一步了

解西九的未來面貌，想像一下這個文化區會如何為香

港的藝術文化帶來改變。
梁國雄長期以來知法犯法，其違法亂紀行為變本加厲，不嚴懲不足以平民憤，不判罪不足以彰顯法律的神

聖。法官不能再姑息養奸，必須對其作出嚴厲處罰，才能杜絕暴力惡行氾濫成災，禍害香港。

嚴懲梁國雄 除暴方安良
青 鋒

香港在「海西規劃」中的機遇和定位
馬建波　百家戰略智庫理事

向情色暴力報刊說不
朱家健 時事評論員 青年與政策局官員交流發起人

警方日前逮捕包括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在內的社民連、學
聯等六男一女，並於當日下年在法院提堂受審。消息傳來，人心大
快，拍手稱善。逮捕梁國雄暴徒等，除暴可安良，這是市民共同心
聲！

長毛被捕提堂大快人心
長期以來，長毛梁國雄以暴力抗爭為手段，帶頭及參與各種非法

示威活動。就近數年計來，就有2005年4月29日在東區隧道九龍入
口處拉橫額示威並於2006年3月12日被判阻街罪成，判監12日；
2007年6月30日夥同「捍衛基層住屋權益大聯盟」到當時的房屋及
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寓所示威，撞擊大門；2007年12月29日在禮
賓府門外燒車胎，被當局控告襲警罪；2008年9月7日闖入私人住宅
被控非法集結罪，13日罪成判社會服務60小時⋯⋯梁國雄長期以來
知法犯法，闖私宅，燒車胎、抬棺材、㠨馬路、阻交通、衝警線、
傷警員，其違法亂紀行為變本加厲，不嚴懲不足以平民憤，不判罪
不足以彰顯法律的神聖，這是梁國雄等暴徒被捕提堂大快人心的理
由之一。

梁國雄以激烈手段蒙騙了部分「八十後」青年。自2004年進入立
法會至今，長毛非但無為青年們提出有益的建議，也未能有效地監
察政府的依法施政，只是夥同黃毓民、陳偉業罵罵罵，反反反。每
次立法會會議才開始，梁國雄未聞政府官員發言底細，就開始辱
罵、掟蕉、砸物，然後被趕出會場，完全不能履行立法會議員按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的10項權職；相反，梁國雄利用立法會
議員的「豁免」權，為所欲為，辱罵並威脅政府官員和其他不同政
見議員。此種拉大旗作虎皮的無法無天，怎不引起官民的憎恨和憤
慨！

選民應徹底唾棄暴力流氓
以九月一日為臨界點，長毛梁國雄的暴民行為達到了令人無法容

忍的地步，他率領一批暴青，戴V煞面具，硬闖科學館論壇，毀壞
公物，撞傷他人，投擲狗餅，侮辱官員；佔領會場，威嚇市民，剝
奪他人表達意見的言論自由。警方今次逮捕他們，有搞事者終承認

「我向他（指林瑞麟局長）投擲狗餅」。這幫人今被控以非法集會、
刑事毀壞、襲擊他人罪，是罪罪屬實，法網難逃了。

梁國雄及其同夥今次被捕，引起市民的反思和教訓是深刻的。
反思之一，梁國雄的反中亂港行徑，在去年夥同公民黨的「請辭」

發動違憲違法的「五區公投」、「全民起義」，目的是和公民黨狼狽
為奸，為分裂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分裂合法」和「港獨」作預
演，已經暴露無遺。故以今天梁的被捕為界，港人豈可再讓這樣的
亂臣賊子再入選立法會？必須徹底唾棄他。

嚴厲處罰方可起阻嚇之效
反思之二，梁國雄的違法亂紀行為已被檢控多次，但有關審判法

官總是對他網開一面，判其「無罪」，因之梁國雄有恃無恐，變本
加厲地將暴力升級。這說明本港存在審判漏洞。這恰如古希臘哲人
塞涅卡所言：「官吏是會說話的法律，法律是不會說話的官吏」。
法官一旦淪為某階級或政黨的官吏或工具，審判將失去法律天平。
今次梁國雄再被捕提堂，法官如何判罰，港人將拭目以待。

《書．泰誓下》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指的是要鏟除惡
勢力，必須杜絕根本。值此梁國雄及其暴徒被捕之際，繼續揭發及
譴責其無法無天的兇暴行徑，提高政府執法能力和監察法官的執法
天平，從而也提高港人守法依法覺悟，是杜絕惡行之根本辦法。

又有一份免費報投入市場，筆者也拿了一份，翻開細閱，部分內
容簡直不堪入目，情色故事把性愛細節及器官刻劃得繪影繪聲，另
有渲染婚外情及粗鄙字眼的連環漫畫，再多翻兩頁，穿得火熱少布
的通勝女郎仿似掛羊頭，賣的卻未必是狗肉；娛樂資訊泛濫，嘩眾
取寵的優惠綽頭蓋過新聞資訊，筆者立即將小報投入垃圾箱。天
呀，這是什麼的一份報章？

大家想想，此小報與其姐妹報的作風類同，誨淫誨盜，這根本已
不是免費派發與否的問題，而是報章內容教壞人，荼毒社會下一
代，此報內容露骨且大膽意淫，大肆渲染暴力，鼓吹情色，實在不
宜廣傳。如果任由此份報章在校園傳閱，實在不堪設想，入世未深
的少年學生未必能夠判斷該資訊是否正確，而在潛移默化下，青年
人的德智將會被蠶食，社會的風氣被敗壞，性與暴力不能充斥媒

體，我們要向傷風敗德的媒體說不。
不良媒體就像慢性毒物，未必無色無味，卻毒害於無形，為保護

香港下一代，我們要聲討無良傳媒、我們要向不負社會責任的「另
類文化人」作出譴責、我們更要罷看不雅報刊，用行動作出抗議，
捍衛報業的淨土。

光靠發行量以鎖定廣告客戶和讀者群的報刊，只要資訊客觀中
肯，內容正氣，毋須硬銷反社會行為，更不愁沒有忠實支持者。為
難的是該不堪入目報刊的派報員，無奈地硬塞給路人，望㠥那堆積
如山派不完的小報，臉上更茫然。社會上對此賤刊展出笑容的，恐
怕只有拾荒的回收廢紙戶吧。

如果該免費派發的報刊仍然堅持不刪去情色漫畫和小說，繼續主
張其不義立場，埋沒傳媒良知，只會自取其辱。

今年3月8日，國務院正式批准了《海峽西岸
經濟區發展規劃》「簡稱海西經濟區」，確立了
又一個東南沿海新經濟發展重心，或稱新的

「區域經濟核心圈」，為加速海峽兩岸產業、經
濟的融合發展，加快發展「大東南沿海經濟
帶」，早日實現台灣的回歸與海峽兩岸經濟的
再次騰飛奠定了一個新的起點。同時也為香港
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

「海西」具獨特優勢和戰略價值
「海西經濟區發展規劃」涵蓋以福建全省

為核心的四省（福建、浙江、廣東、江西），
共20個市，陸地面積約27萬平方公里，具有
較大的區域經濟體量和地理空間。同時，

「海西經濟區」又可由東至西跨越祖國整個東
南沿海港口線，成為連接「環渤海、長三角
與珠三角」經濟圈，及溝通架設台灣與大陸
跨海經濟紐帶的重要經濟地理節點，具有不
可替代的獨特區位優勢和戰略價值。因此，

「海西經濟區」的規劃開發，不僅是一個中觀
區域經濟的概念，更將是一個以「海西經濟
區」為節點，輻射整合「大東南沿海經濟帶」
的宏觀戰略構想。

福建省地處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寶島台灣隔
海相望，福建海岸線長3324公里（僅次於廣東
省3368公里），其沿海口岸是大陸距台灣最近的
航程，海西區域也是與台灣經濟體最近的區
域。由於歷史的原因，過去福建沿海是大陸海
防的前沿，發展建設起步較晚。80年代以來福
建成為新中國改革開放的重鎮，經濟取得較大
的發展。今天她又將以「海西經濟區」的規劃
發展為契機和龍頭，引領「大東南沿海經濟」
再次騰飛。同時福建與台灣和香港長期以來具
有頗深的血脈、文化、民俗和經濟淵源。台灣
2300萬同胞，80%以上祖籍屬福建；而香港720
萬人中，福建籍港人也超過15%。因此，閩港
台素有經濟與文化交往、合作、發展的親和
力，並為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香港與台灣在80年代同為亞洲4小龍而聞
名。隨㠥80年代以來祖國大陸的全方位改革開
放，香港的轉口貿易、輕紡電子等加工產業優
勢逐漸後移或消失，形成產業空洞效應，以現
代服務業（航運、物流、商貿、旅遊、地產、
金融）為主體的單一經濟結構，隨國際經濟周
期波動日益激烈。曾受到1997亞洲金融危機、
2003非典危機、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海嘯和歐

美債務危機的嚴重衝擊。但在中央政府的鼎力
支持下，香港一次次化險為夷，順利實現平穩
過渡和經濟持續繁榮。然而，自回歸以來，香
港經濟一直未能真正成功轉型，卻是不爭的事
實。香港仍未擺脫靠經濟周期上升及財富效應
實現資產和經濟增值的宿命，香港仍面臨巨大
的產業重建與經濟轉型壓力和來自珠三角與長
三角的競爭壓力。福建「海西經濟區規劃」充
分銜接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將利用其優
良的區位優勢和豐富的人文、自然資源，大力
重整和強化區內產業佈局，全面促進產業升
級，加強政策扶持引導，大力發展創新、環
保、節能型和新材料、新能源產業，推動裝備
製造和精密製造業全面發展，㠥力發展海洋經
濟，促進現代服務業轉型向更高層次發展等
等。這些規劃的啟動，在給香港帶來挑戰的同
時，也無疑給香港提供了最佳的戰略機遇。

香港借「海西」加快融合
香港與福建同處東南沿海，都具有共同的港

口貨運、物流貿易、旅遊會展和發展現代服務
業的優勢特徵。香港因發展較早，自由市場機
制相對完善成熟。如其：港口貨運一站式服務
鏈，現代服務業的品牌、品質、細節、差異
化、延展增值服務理念，及完備的金融配套、
風險防控、法制保障、高效結算和同國際接軌
的專業律師、會計師服務等，都具有向「海西
經濟區」輻射、提供借鑒和參與整合的機會。
同時，隨㠥內地區域經濟發展的提速和大中華
區域經濟的加速融合，香港完全可以突破故步
自封的困局，揚長避短，充分發揮「自由市
場、國際接軌、中西合璧、外引內聯、科技教
育人才」等高端優勢，加快實施「產業與經濟
回歸戰略」，加大財政投入力度與中長期規劃
佈局，積極發展創新科技產業研發基地、資訊
科技中心、現代國際金融、國際教育等高端產
業；鞏固強化中端產業如：航運物流、商務旅
遊、專業服務等現代服務業；並利用自身在

「生態環保、防污治污、垃圾發電、海洋風電」
等新能源開發和上述高端產業龍頭優勢，加快
與「海西經濟區」乃至「大東南沿海經濟帶」
的產業鏈整合與經濟融合。真正形成大中華區
域經濟佈局科學、合理，銜接有機、高效的核
心產業集群與經濟規模，以確保區內經濟持
續、健康和穩健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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