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林曉晴、王維寶) 發展局
局長陳茂波在「為香港人寸土
必『增』」一文上指出，在善
用土地資源的大前提下，當局
有需要檢討丁屋政策，惟當中
無可避免涉及法律、環境、土
地規劃等複雜問題，需要審慎
檢視，絕非三言兩語及一年半
載的時間可以解決。他表示，
當局會與不同持份者及公眾展
開相關討論。

討論新方法解決問題
在現行的小型屋宇政策下，

合資格新界原居民可在認可鄉
村內的「鄉村式發展」地帶興
建丁屋，當局認為相關政策有
檢討必要。行政會議成員張震
遠認為，《基本法》保障新界
原居民的權益，但現時丁屋政
策的執行模式並無持續性，現
有土地供應絕不可能滿足所有
丁權，社會值得討論在不抹殺
丁權下，用新的方法更有效地
滿足住屋需要。

林偉強倡「向高空發展」
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亦贊成

當局檢討政策，建議容許原居
民「向高空發展」，集合丁權
興建的多層式丁屋單位，每一
層分給一個丁權，一次過滿足
數百個丁權，節省更多土地興
建一般住宅大廈。元朗十八鄉
鄉委會主席梁福元認為，任何
方案也可討論，包括丁屋向高
空發展，又表示單在十八鄉也
有逾千公頃的私人空置農地，
只要政府願意改劃作鄉村式發
展，毋須動用政府土地，但不
可影響原居民的權益。
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

對檢討丁屋政策持開放態度，
但他個人認為，丁屋並非只是
原居民的利益，如取消丁權政
策，會有百萬人無屋可住，他
們將與大眾市民一同輪候公屋
或居屋，增加輪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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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軍與海監、漁政昨日起聯合舉行最大

規模的東海聯合維權演習。日本執意「購島」

挑釁中國，如今非但沒有懸崖勒馬，更有把釣

魚島之爭引向軍事衝突的危險趨勢，中國必須

做好軍事準備。中國海軍與海監、漁政的聯合

演習，不僅展示中國捍衛主權的決心和能力，

而且顯示中國做好了軍事保衛釣島主權的準

備。

日本進行所謂「國有化」釣魚島，破壞中日

兩國長久以來擱置爭議的默契，中國作出針鋒

相對的反制，中國海監、漁政部門船隻在釣魚

島海域展開常態化的維權、護漁巡航，打破了

日本對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的所謂「實際控

制」，對日本侵佔釣魚島的行為進行了有力反

制，形勢正朝 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　

儘管中國海監、漁政部門在維護國家領土主

權和海洋權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釣魚島

維權將是一場持久戰，不能僅靠海監、漁政的

力量來完成和執行。事實上，中國海監、漁政

部門在爭議海域巡航執法和護漁時曾遭遇他國

艦船的無理跟蹤、騷擾甚至惡意阻撓。海軍是

國家海上執法力量的堅強後盾，未來中國海上

維權執法必然需要軍方和地方加強協作，共同

承擔海洋維權執法的責任。此次演習正好檢

驗、提高軍地海上聯合維權執法的指揮協同和

應急處置能力，是對海軍與國家海上執法力量

協同能力的全面鍛煉，以至為日後籌建準軍事

化的海上警衛隊積累寶貴經驗。

日本高官屢屢叫囂不惜動用自衛隊，日前

日本海上自衛隊還舉行了大規模的閱兵式；

日本外相借訪歐之行宣示釣魚島立場，企圖

將問題國際化、複雜化；日本還與美國不斷

舉行「奪島」軍事演習，目標直指釣魚島。

極可能成為新首相的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高

調參拜靖國神社，並聲稱中日圍繞釣魚島不

存在領土問題，揚言若當選，將在島上修建

船舶碼頭和燈塔等設施，以及派遣公務員常

駐。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挑起軍事衝突的

可能性不能排除。　

日本政客為了謀取政治利益，在釣魚島問題

上已喪失理性。為遏制日本膨脹的野心，中國

別無選擇，必須做好一切軍事準備。從日前中

國軍艦駛向釣魚島、到如今大規模的海上軍

演，就是明確對日本發出警告，顯示中國有決

心、有能力保衛國土的完整和國家主權。

(相關新聞刊A1、2版)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下午討論由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葉國謙提出的「剪布」動議，反對派

議員反對修訂，認為此舉限制議員發言權。事

實上，修例防止少數議員利用現時議事規則的

漏洞無休止拉布，提出大量內容無聊的動議、

修訂來拖延會議甚至癱瘓議會，是保障立法會

正常運作的必要之舉，並非是剝奪議員應有發

言權利的問題。未來特區政府將接連推出多項

有利民生的政策，需要立法會審議通過，如果

任由少數議員繼續肆無忌憚的拉布，將損害市

民利益。負責任的立法會議員都應支持修例建

議，並訂立完整機制，防止拉布重演。

財委會負責審查及批准政府提交的公共開支

建議，關係到政府的施政以及政策的落實，重

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財委會上，議員卻可

以無限制發言及提出動議，變相為少數議員拉

布提供了可乘之機，令會議陷入失控。上屆財

委會審議政府架構重組方案撥款時，正是由於

時任主席的劉慧卿放任議員提出大量無聊的動

議，出現了拉布癱瘓議會的一幕，多項關係經

濟民生的撥款也受到牽連。殷鑑不遠，社會都

不希望見到財委會屢屢被少數議員騎劫，令政

府施政舉步維艱，利民政策束之高閣。所以，

議員提出修訂財委會的動議規則顯然是有的放

矢。

根據葉國謙提出的修訂，議員在事前沒有知

會的情況下只能提出一項動議，以防止議員提

出大量的動議辯論來拖延時間。議員對於撥款

有意見同樣可以在會議上表達，並且可提出一

項動議辯論。葉國謙的修訂並沒有收窄議員表

達意見的權利。相反，個別議員利用拉布來癱

瘓會議，妨礙會議正常進行，對於忠於職守的

議員並不公平，大部分議員被迫長時間留在議

事廳，被迫聽少數議員的垃圾發言，這才是剝

奪其他議員的自由。現時修訂對拉布設限，不

過是為保障議會的正常運作，做法合情合理，

與限制議員發言權並沒有關係。

不以規矩，不成方圓。過去，議事規則並沒

有對拉布進行限制，也沒有列明如何可結束會

議中止拉布。立法會應參考外國議會限制拉布

的做法，例如美國參議員在國會內雖可就不同

議題發表不限時的言論，但參議院亦明文規

定，如經五分之三參議員同意，便可啟動終結

辯論的機制。本港立法會應參考其他國家議會

的經驗，設立一套限制拉布機制，以免議會陷

入癱瘓。 (相關新聞刊A6版)

海軍海監聯合演習傳遞軍事保釣信息 修例堵塞拉布保障議會運作

陳茂波：為民安居寸土必「增」
多管齊下扭轉供求失衡 善用資源需檢討丁屋政策

學者倡新建高樓單位換丁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住屋問題困擾民生，住宅樓價

已超越1997年水平。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在報章上發表題為「為

香港人寸土必『增』」的文章，表明現屆政府正以多管齊下方式，並

採用兩大策略，除開拓土地資源外，亦善用現有土地，務必要增加

土地供應，從根本上扭轉供求失衡的情況，令市民安居樂業，社會

經濟穩步發展。他又謂，在善用土地資源的大前提下，當局有需要

檢討丁屋政策，但涉及法律、環境、土地規劃等複雜問題，需要審

慎檢視。

港府提出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備
受爭議，有人批評當局刻意囤

積土地。公共專業聯盟召集人黎廣德
本月10日於《明報》一篇文章上提
及，本港有4,000公頃閒置政府土
地，可興建38萬個住宅單位及2,400
萬平方呎寫字樓或商場，質疑政府刻
意丟空土地不用，甚至抑壓土地供
應。陳茂波遂於昨日發表題為「為香
港人寸土必『增』」文章，反駁有關
說法。

適合建屋土地有限
陳茂波表示，該4,000公頃「空置土

地」是指不同用途、未經批租或撥用
的官地面積，其中「住宅」、「商業／
住宅」及「鄉村式發展」用地共有
2,153.7公頃。他稱，個別地塊是否適
合發展，除考慮基建配套，亦要扣除
不適合發展或發展潛力相對低的土
地，實際只剩餘391.5公頃「住宅」、
「商業／住宅」用地，及932.9公頃「鄉
村式發展」土地。
陳茂波表示，部分土地仍有不少形

狀不規則的地塊，又或土地分佈比較
零散、基建設施方面限制大，並非全
部適合作房屋發展，不少區議會亦對
「見縫插針」式的發展表達憂慮，若要
在所有這些「空置土地」上大量興建
房屋，現實上是不可能的。

開拓土地增加供應
面對本港土地不足的情況下，要增

加整體土地供應，陳茂波強調必須採
用兩大策略，包括開拓土地及善用現
有土地資源。他稱，開拓新增土地，
須通過規劃及工程研究、平整鄉郊土

地、進行移山填海造地等，以供大規
模、較高密度發展。他續稱，這是過
往市區或新市鎮一貫使用的發展模
式，亦是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準備採取
的方法。
至於如何利用現有土地方面，陳茂

波指行政長官早前宣佈將36幅「政
府、機構或社區」用地及其他政府用
地改作住宅發展；當局亦曾提出將部
分政府設施搬進岩洞，騰出土地作其
他發展，便是當中的例子。他又謂，
當局亦透過市區重建及公營房屋重建
等方法，增加土地供應。他強調「對
於有可能提供作發展的土地，一定不
會放過。」

當局推短中長措施
陳茂波表示，現時公屋輪候冊有近

20萬戶，住宅樓價亦已超越1997年水
平；住宅及商舖租金節節上升，都證
明香港市民住屋及社會經濟發展的需
要，因為供求失衡而受到嚴重影響。
他續稱，當局正以多管齊下，積極開
拓土地資源，並建立土地儲備，去年
公布的6項增加土地措施，部分可供應
的土地數量有限，部分須視乎市場反
應，當局難以完全掌控。
陳茂波表示，本港整體土地面積、

已建設土地面積或住宅土地面積，近
年增長均大幅放緩，當局須從短、
中、長期的措施 眼，推動新發展區
及研究維港以外適度填海的方案，社
會亦必須就土地供應的問題展開討
論，作出取捨。當局現正研究釋出
2,571公頃的土地資源（見表），當中包
括新界東北發展區，以及東涌新市鎮
擴展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住屋用地供不應
求，有學者認為港府有檢討丁屋政策的急切需要，以釋
放鄉村土地建屋。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科學部高級講師潘

永祥建議，當局可與原居民協商，以新建的高密度住宅
單位，換回原居民手中的丁權；並可規定某個時期後出
生的男丁不享有丁權，但承諾照顧在生男丁的丁權，可
望停止丁權數量繼續增加。

研《基本法》條文釐清政策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達明認為，當局應釐清

丁屋政策，包括研究有關政策是否合乎《基本法》中指
的「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之內；倘若不是，可以行政
措施解決丁權問題，縱使是傳統權益，亦可考慮修改
《基本法》。

張達明續指出，《基本法》內保障新界原居民傳統權

益的條文，並不屬於《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的內容，
故並不享有50年不變的保證，「換言之，任何時候只要
根據《基本法》第159條(即任何對《基本法》的修改，均
不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相抵觸)的
程序去修改，都可以取消有關丁權的保障」。

林奮強：不發展就沒將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昨日在一論
壇上表示，特區政府提出發展新
界東北，但社會上有人反對，最
終應如何取捨，必須以人為本，
但「如果不發展就沒有將來」。自
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則指，新界
東北發展計劃有必要盡快推行，
此舉有助平衡目前的樓宇供求。
林奮強昨日在出席樹仁大學講

座活動時表示，特區政府提出的
新界東北發展方案確可能影響數
千戶居民，帶來一定程度不便，
但就可以幫助到5萬多戶，加上政
府有補償措施，希望受影響人士

體諒。
他續說，過去數年環球經濟比

較差，反觀香港逆流而上，但香
港未有把握發展機遇，例如個人
遊帶動了香港零售發展，本來是
一件好事，卻最終導致舖租上
升，加重了消費者的負擔，反映
本港未有做好供求平衡。
被問及特區政府即將檢討推行

近兩年的額外印花稅措施，他認
為，措施有效打擊短期炒賣，故
傾向延續落去，直至供應能解決
社會需求。

田北俊籲盡快發展新東北

另外，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
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上屆
行政長官曾蔭權未有積極推出土
地，令四五年後的今天，落成單
位數目偏少，相信新界東北發展
計劃有必要盡快推行，有助平衡
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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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中長期住宅土地研究項目
項目 佔地(公頃)

1.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項目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約787

洪水橋新發展區 約790

東涌新市鎮擴展 約287

多個石礦場用地 約168

錦田南西鐵錦上路站或八鄉維修中心 約138
及毗連土地

2.土地用途研究及檢討項目
檢討北區與元朗現有的工業用地、 約257
臨時倉庫及荒廢農地

檢討工業用地 約60

檢討「綠化地帶」 約57

檢討「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約27

備註：增加土地供應總數約2,571公頃
資料來源：發展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香港地少人多，房屋需求量大，必

須增加土地供應才能令市民安居樂

業。 資料圖片

■陳茂波指政府正採用兩大策略，務

必要增加土地供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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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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