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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基本法與香港》推出 吳邦國題名喬曉陽作序
特首：3層面推廣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西九文化
區的發展圖則已呈交城規會，並爭取在今
年內完成審批，明年首季動工。西九管理
局行政總裁連納智表示，根據設計藍圖，
文化區內的整個交通網絡設於地底，工程
涉資數以十億元計，但因地面建築物涉及
不同業權，故各部分的工程費由誰付鈔，
管理局仍在商討，料明年初解決，期望港
府再注資。

西九管理局2008年獲港府注資216億元興

建17個核心文化藝術設施，港府亦承諾負
責興建公用設備。

工程涉地面不同業權複雜
連納智昨日與傳媒茶敘時稱，著名英國建

築師Norman Foster的設計是把所有交通設施
設於地底，地底工程料涉數以十億元，但因
地面有商廈、住宅和文藝設施等，令工程牽
涉不同業權，故管理局需商討工程費的財務
安排，但認為港府須注資。

管理局去年12月已把文化區發展圖則呈
交城規會，料今年內可完成相關審批，以
便明年首季開展工程，最快2015年首批文
化藝術設施可開放使用，包括戲曲中心、
當代表演中心和M+第1期等。

連納智準備面對反對聲音
至於文化區會否重新命名，連納智強調

重新命名並非企圖隱藏歷史，是要向前
看、建構品牌，期望如「倫敦南岸中心」

般成為地標，在吸納公眾意見後，會再作
決定。連納智去年8月上任後將近1年，他
對於多個計劃和設施均有顯著進展感到欣
喜，並明白永遠無法滿足所有人的要求，
作出不同決定也要準備面對反對聲音，但
期望公眾明白文化區是要提升香港的文化
藝術水平。他透露，定期與兼任管理局主
席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面，並指她在
任發展局局長時已是董事局成員，故對西
九發展十分了解。

■連納智表示，地底交通的問題複雜，工

程牽涉不同業權，管理局需商討工程費的

財務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攝

黎棟國訪穗深及核電廠

港人憂經濟 次季消費信心跌

西九地底交通網 政府或增注資

《基本法與香港》一書由全國人大
委員長吳邦國題寫書名，由身

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的全國人大副秘書
長喬曉陽作序。

該書主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昨日
於發布會上引述喬曉陽指，吳邦國題字時只
寫下「基本法與香港」，卻沒有寫上「回歸
十五周年」，是希望他們每5年都出版一本這
樣的新書，將這個工作延續下去，尤其是到
2017年，香港將有普選特首、港珠澳大橋、

高鐵，與珠三角的人流、物流、資金流都建
立連結等好的發展。

主編譚惠珠介紹內容
她續說，喬曉陽形容這是一本為生活版的

《基本法》，又介紹指書中主要包括3個章
節，第一章是講解《基本法》的產生和香港

回歸，第二章是介紹《基本法》規定下的香
港制度和情況，第三章是詳述香港作為財經
中心，發展成為紐倫港的前景，以及參與國
家發展等方面。

梁振英致辭時形容，該書以生動的文筆及
豐富的圖片，回顧了香港回歸前後的歷史，
極具參考價值。特別是，回歸15年來，「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成功落實，《基本法》
的內容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和特區終審法院
的解釋等，已逐漸豐富起來，並且與時並
進，切合香港社會的需要，切合時代的需
要。

該書以深入淺出的手法，兼容並蓄，既有
學術性，也有趣味。

政府網頁全書可瀏覽
《基本法與香港》一書的內容亦已經上載

到政府的《基本法》推廣網頁，可於
http://www.basiclaw.gov.hk/tc/publications/15
anniversary_reunification/index.html瀏覽，亦
方便推廣《基本法》的人士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

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海外人士工作

小組昨日舉行新書發布會，推出

《基本法與香港—回歸十五周年》，

回顧《基本法》與香港回歸15周

年。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發布會時

表示，推廣《基本法》的工作可從

歷史、宏觀及具體3個層面多做工

夫：首先從歷史入手，認識香港的

近代歷史、「一國兩制」方針的構

思，以及《基本法》制訂的過程。

同時要宏觀地認識中央與香港特區

的關係，以及《基本法》如何為香

港的政治體制、經濟和對外事務等

定下框架，也要具體地認識《基本

法》的內容和各項條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環球經濟
不穩定，令消費者對本地經濟信心顯著下
跌。智經研究中心調查發現，香港消費者信
心指數從今年首季104.3下跌至第2季的
101.2；對未來1年的經濟信心指數亦從上季
的82.1下跌至第2季的78.7。智經主席胡定旭
表示，經濟復甦步伐緩慢，環球經濟不穩加
上港股持續疲弱，使港人對整體經濟前景感
到不明朗。

對物業市場謹慎
智經研究中心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

部於6月初以電話訪問逾1,000名市民，就
2012年第2季的消費者信心進行調查。調查
發現，消費者信心指數是101.2，相比上一季
調查指數稍微下跌3.1，顯示消費者對未來3
個月經濟預期和經濟行為的信心，較上一次
調查期間稍微變差。

調查又發現，消費者對短期未來的置業信
心下跌，指數從首季的108跌至第2季的
92.1，反映港人對物業市場持審慎態度。相
反，就未來3個月的日常消費情況及非經常
性大額消費情況方面，指數顯示有上升㢌
象，前者的指數由125.7升至129。而非經常

性大額消費情況的指數，亦從首季110.2升至
第2季的119.7，反映消費者仍願意消費。

就業信心有微升
至於香港失業情況，受訪市民則較樂觀，

預期失業率會有改善，受訪者的就業信心由
首季的208.6微升至第2季的212.9。至於受訪
者的自身家庭收入情況方面，指數從首季的
125.4降至第2季的122.5；對於未來12個月的
家庭收入狀況預期，指數亦從103.1跌至
101.3，反映受訪者對未來的收入狀況持悲觀
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上午到入境事
務處總部，與入境處處長陳國基和
部門管理層人員會面，了解入境處
各單位的工作情況，以及入境處人
員在工作上面對的困難和挑戰等。

梁振英強調，他十分重視入境處
的工作，他說本港的口岸服務在世
界上是數一數二的，並讚揚入境處
人員表現專業高效，在管制出入境
與便利旅客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對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繼續向前邁
進作出重要貢獻。

熱帶風暴「韋森特」突襲，造成
香港多宗塌樹意外。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繼特首梁振英前日到訪中上
環視察颱風影響後，昨日分別到訪
效率促進組，以及位於荃灣的1823
電話中心，聽取中心人員介紹政府
熱線在颱風期間所發揮的作用，趁
機衷心感謝1823電話中心的同事，
在颱風「韋森特」襲港期間仍然緊
守崗位，擔當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
樑角色，並以熱誠積極的態度作出
跟進。

林鄭訪效率組了解運作
林鄭月娥昨日到訪效率促進組，

了解部門的日常運作、業務計劃和
構思中的技術支援項目。

林鄭月娥強調，梁振英在他的競
選政綱中，提出建立服務型政府和
提高行政效率的理念，她鼓勵效率
促進組的同事竭盡全力作出配合，
透過支持各部門檢視提供公共服務
的流程，推動創新的服務文化，並
善用資訊科技與公眾溝通，以落實
行政長官的理念。

林鄭月娥隨後前往由效率促進組
管理、位於荃灣的1823電話中心，
聽取中心人員介紹政府熱線在颱風
期間所發揮的作用。據1823電話中
心記錄，在過去兩日的風暴期間合
共接獲超過15,000宗電話查詢，較
平日上升20%，當中2,100宗有關塌
樹個案、980宗關於道路狀況、300
宗有關康樂活動安排、200宗關於
水浸事件，以及一些涉及斜坡安全
等，此外，中心去年接獲超過245
萬宗電話查詢，當中98%個案在首
次致電後已獲解決。

讚電話中心同事有擔當
林鄭衷心感謝1823電話中心同

事，在颱風韋森特襲港期間仍然緊
守崗位，擔當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
樑角色，並以熱誠積極的態度作出
跟進，既表現出對市民的關懷，亦
確保相關政府部門能夠及時處理各
類的突發情況，保障市民的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安局
局長黎棟國昨日下午前赴廣州，展開為期
兩日的訪問行程，包括禮節性拜訪廣東省
公安廳、深圳市公安局及大亞灣核電運營
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黎棟國是次率領包括保安局、香港警務
處及入境事務處人員組成的訪問團前赴廣
州，這是黎棟國就任保安局局長後首次離
港到香港以外地區訪問。他會於今日下午
返港。

■《基本法與香港回歸十五周年》新書發布會，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入境事務處管理層人

員歡迎梁振英到訪。

■特首梁振

英在新書發

布 會 上 簽

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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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　實習記者　吳

建邦）秦朝風光首臨香江。歷來最大型秦兵馬俑

展「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昨日隆重

開幕，全日共吸引3,400人次入場，本周六、日的

門券已火速售罄。參觀市民皆讚不絕口，形容恍

如置身西安現場，更被「飛越秦始皇陵」及1號

銅車馬奪去目光，擬再度進場參觀。

周六周日門券火速售罄
為期4個月的秦朝文物展覽由昨日起於香港歷

史博物館展出，市民可近距離觀賞120件文物及20

個不同類別的秦俑，了解秦國的治亂興衰；同

時，市民可在場內的巨型環迴懸浮幕內，體驗由

嶄新技術製作的6組多媒體節目，從立體視聽效

果中，親歷一敞重回秦朝盛世的時光之旅。

秦朝文物展覽備受各界關注，入場門票銷售情

況理想。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表示，秦朝文物展覽

開幕首天反應熱烈，整日入場人次達3,400人，即

場門券亦售出2,600張；自7月9日起開售門票以

來，累計已售出逾3.2萬張預售門券，其中本周

六、日的門券已火速售罄，其餘場次亦只餘少量

門券，呼籲有意參觀市民把握機會。

展覽內容穿梭古今，引來不同年齡階層市民到

場體驗古秦風光。就讀中三的余同學表示，展覽

中按比例縮小的1號銅車馬因外型獨特，其體積

龐大而最為奪目，相信遠在陝西省的實物會更令

人目不暇給。她表示，因以往只能在生硬沉悶的

書本上認識秦朝，但現在能近距離注視兵馬俑實

物，絕對是全新體驗，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導賞員

的講解過於簡單，但會支持未來再辦同類展覽。

除吸引芸芸學子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亦吸引家

長為孩子進行身教。與女兒同行的秦太太笑言，

到場參觀以支持「老祖宗」，展覽中以門口的約4

分鐘片長的立體投影「飛越秦始皇陵」最為矚

目。她稱，當置身在巨型環迴懸浮幕中被大批的

立體兵馬俑包圍，感覺畢生難忘，女兒亦看得不

亦樂乎。秦妹妹在訪問期間，亦不時表示展覽十

分有趣，惟參觀時間過短而意猶未盡，表示下次

會與爸爸前來再參觀。

將辦20多元化教育活動
康文署透過舉辦是次展覽，讓港人得知秦朝一

統天下的經過及以秦始皇的陪葬品，展示出他對

建立永恆國度的信心。是次展覽籌備需時，需要

解決空間、經費和技術等問題，為配合展覽，仍

會在展覽期間，舉辦逾20項多元化教育活動，當

中包括專題講座、國際學術研討會、公眾導賞及

手藝工作坊等，讓市民更全面了解秦朝的興衰。

■秦兵馬俑展吸引不少港人與旅客專程到訪，門外等候入場時現人

龍。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建邦攝

■秦妹妹

(右)指出，

參觀時間

過短，下

次會與爸

爸前來再

參觀。

實習記者

吳建邦 攝

■余同學表示，近距離接觸歷史

是全新體驗。 實習記者吳建邦攝

■本港歷來最大型的秦朝文物展：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㞫國度

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秦朝文物展 首日滿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