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首次以香
港特區政務司司長身份訪京的林鄭月娥，昨天拜
會了中央政府多個部委和北京市政府。她在會見
媒體時透露，港澳辦同意協調內地，與香港合作
打擊水貨活動；發改委則正在逐步落實胡總訪港
期間宣布的39項利港措施。此外，在拜訪衛生部
時，雙方亦談及本港中醫藥發展及長者內地醫療
安排等問題。

訪京次天與王光亞午宴
昨日訪京第二天，林鄭月娥先後到訪了國家衛生

部、國務院港澳辦、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及北京市
政府。她在昨天會見媒體時表示，在與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王光亞午宴時，匯報了因個人遊措施衍生的
遊客參與走私水貨活動這一問題。她表示，打擊水
貨需要港深兩地執法機關合作，希望當香港有實際
建議時，港澳辦可協調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及海關
等部委，與香港合作打擊水貨活動。王光亞則對此
表示支持。
在被問及是否與王光亞討論了香港推行國民教育

的問題時，林鄭月娥未有正面回應，她表示港澳辦
明白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3個月以來所面對的困
難。

發改委：中央配合港發展
林鄭月娥昨天亦與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會

面。張曉強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的繁榮穩
定和民生，會盡力配合香港發展。而對於國家主席
胡錦濤早前訪港時宣布的39項利港措施，發改委正
在逐步落實。他亦強調，國務院最近批覆的廣州南
沙新區發展規劃，將有望成為粵港澳合作的新增長
點。林鄭月娥則代表特區政府感謝發改委為香港發
展付出的努力，希望新推出的廣州南沙規劃政策，
可以為香港帶來更好發展。

晤㡮生部促中醫藥合作

在與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會面時，林鄭月娥提
出，內地同本港往來頻繁，在公共衛生範疇關係密
切，希望本港的中醫藥發展能得到衛生部支持。黃
潔夫則指，香港與廣東的關係一向密切，廣東亦是
內地中醫藥做得最好的地方。他鼓勵香港與廣東在
科研或人才培訓方面多些合作。林鄭月娥亦向黃潔
夫介紹了香港明年將推出的廣東計劃，讓香港長者
在廣東過退休生活；此外，她稱會跟進往後香港人
在內地醫療方面的安排。

謝外交部支持港申辦盛事
林鄭月娥昨天還拜會了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她

感謝外交部支持香港申辦和參加國際性會議及盛
事，以及國家各駐外使領館一直以來為在外地遇事
的港人提供支持和照顧。
昨天上午，林鄭月娥與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

會面時，李士祥指出，現在有80多間北京企業在港
上市，希望內地企業可以利用香港的平台走出去。
據了解，林鄭月娥今天將拜會國家統計局及全國

婦女聯合會，並參觀北京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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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聯會榮譽會長陳
婉嫻昨天表示，未來將就新界東北發展問題約見發
展局局長，冀趕在諮詢期完結前約見對方；她又呼
籲政府勿利用不同利益群製造矛盾，應與民間組織
多作討論，不要玩手段。她認為，公私合營的新界

東北發展計劃不可接受，冀政府「扭轉思維」，否則
會重演國民教育般的重大爭議。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㠒昨於同一場合表示，近日新

界東北發展計劃爭議較大，民建聯亦會聆聽不同意
見，但相信合理地運用土地是必要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表示，新界東北發展
計劃是要開拓更多土地資源，應付
人口增長和住屋需求，彌補市區土
地不足。房委會規劃小組昨日開
會，普遍認同要增加新界東北發展
計劃的地積比並調整公私營房屋比
例，委員蔡涯棉認為地積比應由5倍
提高到6倍，使住宅單位數目增至8.5
萬個，並把公營房屋的比例，由43%
提高到55%。

市區地用盡 須開拓新界
港府現正諮詢公眾對新界東北發

展計劃的意見，近月引來社會的關
注。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赴台
北前會見傳媒時表示，發展新界東
北是因應市區土地不足，需要開拓
更多土地資源，應付人口增加及公
眾住屋需求。他續稱，香港地少人
多，有關諮詢工作已進行數年，社
會認同香港需要增加土地資源，以
便興建更多的房屋，滿足市民的需

求。
曾俊華說：「在市區方面的用

地，我們差不多用得相當盡，剩餘
下來可以用的地方其實不多，我們
現時要開發新的土地。我記得差不
多十年前，當我負責規劃方面，我
們已經開始計劃在這方面做開拓，
因為隨㠥人口增長，我們需要更加
多土地資源，我們這樣做，才可以
滿足到香港人的需要。」

諮詢後將公布賠償方案
至於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是否由

政府收地發展，改作公私營發展合
作，曾俊華否認是要向發展商讓
步，並強調未有最後定案。他續
稱，在諮詢過後，將會公布相關的
賠償方案。對於被指有關計劃面對
反對聲音，或影響新班子的民望，
曾俊華強調港府重視的是整體香港
人的需要，因港人需要更加多土地
資源興建房屋，港府將會滿足市民
的需求。

蔡涯棉倡增地積比公屋量
房委會規劃小組昨日開會討論新

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公私營房屋比
例，委員認為要提高發展密度及地
積比和公營房屋的比例。小組成員
蔡涯棉表示，會上有成員同意要增
加公營房屋數量，他個人建議港府
應提高發展區住宅的密度，由現時
約21%提高至25%或以上，地積比由
5倍提高到6倍，令區內住宅單位數
目，由現時5萬多個提升至7.5萬至8.5
萬個。
蔡涯棉認為，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內的公營房屋的比例，應由擬議的
43%提高到55%。他認為，現時的住
屋需求很強，不能只傾斜於環保及
低密度的生活。被問及增加公營房
屋比例，會否成為天水圍翻版，他
認為如果公屋及居屋合佔55%，是相
當健康的比例。他又引述出席的規
劃署官員表示，將會考慮他們意
見。

財爺：社會認同增土地資源建屋

嫻姐反對公私合營新東北發展

最低工資實施至今已接近一年半，最低工資委
員會必須在下月底前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建議最新的最低工資水平。委員會由昨日起，一
連3天召開會議討論。早前有消息指出，勞資雙方
的分歧介乎時薪29元至30元；但據了解，勞方代
表在昨日的會議上將叫價提高到30元以上，商界
則由原本爭取凍結於28元，讓步至29元亦可接
受，但堅持必須低於30元，雙方短期內勢難達成
共識。

翟紹唐有信心月底有結果
基於委員會必須最遲於下月底前向行政長官提交

報告，據知倘若最終未能達成共識，委員會可能撰
寫兩份不同工資水平的報告，提出不同的最低工資

水平建議，交由行政長官作最後決定。然而，
此舉亦即等同委員會透過勞資雙方協商訂立
最低工資水平的制度名存實亡。

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翟紹唐日前曾表
示，新修訂須考慮未來兩年的經濟環境，
因調整最低工資水平需考慮通脹及外圍經

濟風險等多方因素，故委員會尚未達成共識，但有信
心於本月底能有結果，並最快於明年初至5月實行。

工聯望商界體恤基層勞工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指出，首個最低工資水平定為

時薪28元，已屬偏低水平，但勞工界當時為了最低工
資能盡快實行，只有「迫於無奈」地接受。他指出，
工聯會一直堅持以時薪33元作為討論起點，且根據各
項生活水平及通脹數據，時薪33元只是「追得上基本
通脹」，並非獅子開大口，否則便失卻最低工資的意
義，「如果為了那數元而爭持不休，商界形象會比較
差，希望委員會可體恤基層勞工，盡快達成共識」。

張宇人指非適當時機調高
自由黨張宇人卻認為，本港通脹現時處於高水平，

不認為是一個調高最低工資水平的最適當時機。大快
活行政總裁陳志成表示，現時集團內的員工大部分時
薪都超過30元，部分資深員工更超過40元。他認為，
員工的薪金需視乎員工的質素，如將最低工資水平定
得過高，難以聘請一名毫無經驗的「新人」。

調低資分歧擴
勞資3字頭激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日前披露手持
2,100公頃住宅或商住用地，其中1,200多公頃屬於
「鄉村式發展」用地。發展局表示，在扣除道路
網、人造斜坡及細面積等土地後，只有不足400公頃
土地，可用作發展住宅。發展局強調，港府目前短
中長期工作是多管齊下找土地供應，滿足住宅、工
業、綠化地帶及政府設施的需求。
發展局副秘書長陳松青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

稱，港府持有的2,100公頃土地，其中1,200多公頃是
規劃作鄉村式發展，但扣除道路網、人造斜坡等因
素，只有不足400公頃土地，可用作發展住宅。
他稱，鄉村式發展用地，很大部分都不能用來興

建公營房屋，因為這些地方沒有基本設施來支持高
密度發展，如水渠、道路等，並不符合發展效益。

陳茂波：開拓土地要十年八年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出席電視節目時稱，本港

要開拓土地需時，既要進行可行性研究，亦要經城
規會，並考慮會否受法律挑戰，強調要做好「程序
公義，不可以行快線」，並稱開拓新土地由規劃到
成事要「十年八年」。陳松青續稱，本港土地供應
相當緊張，港府目前短中長期工作是多管齊下找土
地供應，滿足住宅、工業、綠化地帶及政府設施的
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最低工資委員會昨就香

港第二個法定最低工資水

平，召開一連3天「馬拉松

式」會議。然而，勞資雙方

仍未能就最低工資水平達成

共識，甚至分歧擴大。有消

息指出，勞工界將叫價由時

薪30元提高至多於30元，但

商界則堅持低於30元；若雙

方分歧未能收窄，委員會

最終或要向行政長官提

交兩份報告，提出不同

的最低工資水平建議，

並由行政長官定奪。

或交2方案由特首定奪 協商制名存實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長曾
俊華以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榮譽會長身
份，率領協進會理事團訪問台灣，昨午抵達後
隨即與台方人員會面，晚上出席歡迎晚宴，並
於今日出席協進會及策進會聯席會議。他期望
透過「協進會」與「策進會」第三次聯席會
議，總結過去一年透過兩會協商平台取得的合
作成果及進展，並就未來兩地可開展的新合作
範疇提出建議。

將與台金融商貿界見面
曾俊華表示，「協」「策」兩會成立以來，

雙方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包括港台互設辦事
處、簽署銀行業監管合作備忘錄、港台航空協
議和港方在本月落實免費網上預辦入境登記
等。今次前往台北，除了召開「協」「策」兩
會第三次會議外，並會把握時機與台金融界、
商貿界和港台關係的人士見面，亦會探訪一些
文創的產業。他指，在拜會財經官員時，會就
台港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相關問題交換意
見，並希望盡快安排在協、策兩會討論；會議
將討論貿易便捷化、海關合作、司法人員合
作、及共同打擊犯罪等議題。
曾俊華昨午與「財政部長」張盛和會面，雙

方就現時環球經濟前景、歐債危機對兩地的影
響交換意見。及後，曾俊華又與「陸委會主任」
賴幸媛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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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式發展 住宅地不足400公頃

林鄭：港澳辦允配合港遏水貨

■林鄭月娥在國家發改委門前，與媒體進行了簡短

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 攝

■林鄭月娥昨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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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抵達台北後會見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