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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本月上旬決定不會取

消大埔龍尾人工泳灘工程的環境許可證，土木

工程拓展署亦已批出龍尾泳灘的建造合約。守

護龍尾大聯盟成員何來昨日就龍尾興建人工泳

灘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事實上，龍尾

泳灘工程不僅已通過所有法定審評程序及環評

報告，而且政府已就工程提出額外措施，在發

展和保育之間求取平衡，豈能因保育團體的一

己之見就將工程推倒重來？這不但浪費大量納

稅人公帑，也令到政府難以施政，社會發展寸

步難行，並不符合市民利益。一些人濫用司法

覆核阻撓基建工程，不會得到市民認同。

民政事務局資料顯示，新界東北人口超過120

萬，但區內並無泳灘，游泳設施需求殷切。政

府早於2000年決定在龍尾填海，建造繼屯門黃

金泳灘後第2個人工沙灘。龍尾泳灘工程討論至

今已逾12年，期間經過區議會、環諮會的環評

報告，以及立法會撥款等行政程序廣泛諮詢，

最終批出龍尾泳灘建造合約。這是經過社會反

覆討論的共識，符合法定諮詢和審批程序，按

計劃繼續在龍尾興建泳灘，事在必行。

漁護署去年尾至今年初，於龍尾和吐露港內3

個地點進行生態調查，顯示龍尾整體的生物多

樣性較之前環評分別不大，其他地方所發現的

海馬數目亦較龍尾多，結果與環評結果一致，

龍尾的生態價值並未如大聯盟所指特別具保育

價值。雖然最新調查發現龍尾施工範圍內有2隻

管海馬，但龍尾整體生態價值沒有因此大幅提

升。大聯盟以區內存有極少量的物種為由，企

圖以司法覆核推翻工程，缺乏有力理據。記得

當年港珠澳大橋工程即將動工時，同樣有人以

個別環評問題申請司法覆核，最終政府雖獲判

勝訴，但工程已經延誤了9個月，並因此損失88

億元公帑。殷鑑不遠，這次司法覆核恐怕將令

工程費用大幅上升，也將延誤泳灘工程，當局

對此應作好萬全準備，減輕對工程的影響。

當局已因應環保團體的意見，提出特別的保

育措施，包括聘請專業和富經驗的生態專家和

漁護署監察整個工程，施工時如發現管海馬等

受保育物種，會設法遷移保護，又會在汀角東

加強保育工作，工程亦只使用該地方6公里中的

200米建造沙灘，把對環境的影響減到最低。當

局現時的方案，已照顧到發展和保育的需要。

社會不希望見到討論多時的工程節外生枝，拖

慢本港發展，有關人士應懸崖勒馬。

(相關新聞刊A20版)

日本媒體報道，多名日美關係知情人士透

露，日前在美國加州舉行的習奧會中，美國

總統奧巴馬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美

方絕不能接受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受到中方

威脅。事實上，釣魚島爭議完全是日本一手

造成，根本不存在中國威脅日本的問題。習

近平就釣魚島問題向奧巴馬闡明了中方的

「底線」，正是希望相關國家負責任、停挑

釁、多對話，避免影響地區和世界和平穩

定。言猶在耳，美國不應一方面向中國示

好，另一方面卻為日本霸佔釣魚島撐腰打

氣，讓日本繼續充當美國圍堵中國的馬前

卒。日本政府對中美關係患得患失，暴露其

害怕在釣魚島問題上被美國拋棄，迫不及待

地、大張旗鼓宣揚「奧巴馬支持日本管有釣

魚島」，不過是要抱緊美國的大腿，為自己霸

佔釣魚島壯膽。

中日在釣魚島的爭議表面化，是日本單方

面打破中日「擱置爭議」的默契所致，責任

應由日方承擔。釣魚島自古以來是中國的固

有領土，中國捍衛領土主權天經地義，指摘

「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威脅日本」是顛倒是

非。按照《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等釐

定二戰後秩序的國際公約，釣魚島理應歸還

中國。美國縱容日本這個戰敗國霸佔戰勝國

中國的領土，是對二戰後國際秩序的破壞。

日本近期變本加厲地為戰爭罪行翻案，軍國

主義有死灰復燃之勢，遭到國際輿論猛烈抨

擊。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站在日本一邊，還

與其聯合軍演，等同姑息養奸，有違國際社

會共同利益。

習奧會結束數日，日本媒體就「爆料」美

方挺日佔釣魚島，反映出日本對中美關係趨

好感到失落焦慮。美國《紐約時報》網站6月

12日發表的文章指出，日本有理由擔心「習

奧會」削弱了美國保衛日本的承諾，尤其是

對於這些島嶼。中國國力與日俱增，中美構

建新型大國關係乃大勢所趨，日本應當看清

中美關係和東亞局勢的發展趨勢，清醒地認

識到挾美國自重挑戰中國，既悖於時勢，亦

保護不了日本。中國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同時始終主張通過對話處理和解決

領土爭議問題。在釣魚島爭議問題上，日本

還是要面對現實，採取負責任態度，停止挑

釁滋事，盡早回到通過對話妥善處理和解決

問題的軌道上來。 (相關新聞刊A4版)

工程符合程序 豈能隨意煞停？ 日本抱美國大腿嚇不倒中國

粵1.5萬億建路 拓東西北經濟
專家：擴大珠三角腹地打通周邊省區經濟命脈

到 2012年底，珠三角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3,310公里。珠三角核心區的
高速公路密度已超過巴黎、東京倫敦等，位居世界發達都市圈前

列。但粵東西北的地方仍有地級市高速公路不足100公里，全省67個縣中
11個仍未通高速公路的縣，交通設施不足嚴重掣肘了粵東西北地區的經濟
發展。
在6月13日結束的廣東重大交通項目金融．建設對接工作會議上，廣東

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徐少華透露，「十二五」（2011年-2015年）的後三
年，全省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總投資達1.48萬億元，計劃完成投資約
6,153億元，資金需求巨大。有關資金來源包括對外拓寬投融資管道，其
中首先會積極爭取國家專項投資補助資金，爭取統籌安排成品油消費稅轉
移支付資金來補貼廣東的交通投資。

三年實現全省高速聯網

據本報了解，廣東省正擬展開交通設施建設全速衝刺，預計到2015年，
粵東西北地區將可增加1,500公里高速公路，並實現全省高速公路聯網，
使得全省高速公路里程達到6,800公里；而在城際軌道方面，廣東將建成
以廣州、深圳、珠海為主要節點，連通珠三角9個地市及清遠市區的珠三
角城際軌道交通網絡主骨架。
另外，廣東還計劃建設粵東地區城際軌道交通網，預計到2015年，珠三

角城際軌道交通營運里程將達約700公里；同時，廣深港、廈深、深茂等
鐵路建設也將加快推進，並實現主要通道客貨分線。屆時，高(快)速鐵路
也將貫通粵東西北地方，全省軌道交通營運里程屆時將達4,000多公里。

巨資修路 「一舉三得」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在接受本報訪問指出，正如
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在今年4月召開的全省加快重要基
礎設施建設工作會議上所說，（加快交通設施建設）是事關全省發展的戰
略大事，目的是為珠三角拓展腹地，是廣東經濟轉型升級的「一盤大
棋」：「此舉的重點是要補長粵東西北地方交通基礎設施這塊『短板』，
也是珠三角拓展『三小時經濟圈』的實際需求，更是廣東打通與周邊省區
經濟命脈需要。可謂一舉三得。」

打造經濟升級版 智囊倡宏調轉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
認為，廣東加快粵東西北建設快速交通體
系，是為珠三角拓展腹地。這對廣東產業持
續轉型升級和快速發展至關重要。
他指出，珠三角地區經過30多年的發展集

聚了巨大的經濟能量，廣州、深圳均已是
「萬億級」俱樂部的元老，佛山、東莞兩市
的經濟總量相加也達到1.2萬億元。「但現在
的問題是，珠三角的開發確實已接近了極
限。」
「廣東作為內地第一經濟大省，『第一』

中的80%由珠三角9市完成，而珠三角經濟總
量的80%又是由廣深莞佛4市承擔。但4市的

土地利用開發率已基本到了極限。」丁力認
為，必須拓展發展空間。「一小時生活圈」
和「三小時經濟圈」是目前被普遍認可的兩
個經濟地理的概念，指的是中心城市在人流
和物流上輻射帶動的覆蓋面。「後者對產業
發展的戰略意義更為重要」。
丁力指出，如果能通過快速交通體系的建

設，珠三角三小時覆蓋的範圍就會抵達廣東
任何一個城市。粵東西北成將成為珠三角產
業轉型升級和快速發展的新空間，整個廣東
都將成為「環珠三小時經濟圈」，這對破解珠
三角經濟轉型升
級的許多難題都
有莫大的幫助。

粵東西北成產業升級新空間

據中新社14日電 中國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14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
務會議，研究促進光伏產業健康
發展。會議指出，要圍繞穩增
長、調結構，陸續出台擴內需的
舉措，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光伏產業是新能源產業的重要發
展方向，但目前出現生產經營困
難，必須支持光伏產業走出困境
並健康發展。會議認為，要在努
力鞏固國際市場的同時，用改革
的辦法，發揮市場機制作用，㠥
力激發國內市場有效需求，推動
產業創新升級，並提出了六條措
施：
1.加強規劃和產業政策引導，促

進合理佈局，重點拓展分佈式光
伏發電應用；
2.電網企業要保障配套電網與光

伏發電項目同步建設投產，優先
安排光伏發電計劃，全額收購所
發電量；

3.完善光伏發電電價支持政策，
制定光伏電站分區域上網標桿電
價，擴大可再生能源基金規模，
保障對分佈式光伏發電按電量補
貼的資金及時發放到位；
4.鼓勵金融機構採取措施緩解光

伏製造企業融資困難；
5.支持關鍵材料及設備的技術研

發和產業化，加強光伏產業標準
和規範建設；
6.鼓勵企業兼併重組、做優做

強，抑制產能盲目擴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

巖 北京報道）內地最新出
爐的5月宏觀數據顯示經濟
復甦勢頭仍弱，對此中國國
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
長鄭新立認為，目前經濟形
勢嚴峻，不宜盲目樂觀；而
要遏止內地經濟的下滑勢
頭，下半年宜出台更多、更
大力度穩增長舉措，貨幣政
策有放鬆空間。
「去年下半年中央把穩增長放在首要位置並出台

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方使經濟在四季度出現了
『微弱的回升』，結束長達11季度的下滑，今年一季
度又出現了第二次的下滑。」鄭新立表示，內地面
臨㠥第二次啟動更大力度的穩增長政策，如果不啟
動更大的政策支持，很難轉降回升，實現拐點。
鄭新立表示，當前貨幣政策還有放鬆空間的，強

調「靠高利率的民間借貸來實現穩增長會有極大的
風險，所以要通過金融體制改革降低融資成本，滿
足穩增長對資金的需求」。他還表示，新的經濟政策
可能會在下月明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甫一上任就提出的
「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至今已足三
月，內地智囊機構就此展開研究，提出
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打造路徑和政策建
議。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
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建
議調整現行的宏調政策，激活房地產投
資，增加住房供給，鼓勵汽車消費，降
低奢侈品進口關稅等，才有助於實現向
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

刺激房產投資 購車擴內需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昨日舉辦以
「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為主題的「經
濟每月談」。要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鄭新立在論壇上表示，現在的消費熱點
是住房和汽車，為擴大消費，應把限制
購買汽車的政策調整為「放開購買，但
適當限制使用」，通過提高擁有率、降
低使用率的辦法讓轎車進入家庭。
在房地產政策方面，鄭新立認為也要

調整思路，從過去以抑制需求為主改變
為增加供給為主，「把房地產投資激
活，房地產銷售激活，繼續發揮房地產
對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作用，這對當前
擴大內需，為實現穩增長發揮重要作
用」。此外，為擴大內需，把奢侈品消
費留在國內，要降低奢侈品的進口關
稅。

放開市場准入 傳統產業換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秘
書長張立群認為，要進一步放開市場准
入，取消行政審批、特許經營等各類顯
性或者隱性的市場准入壁壘，並嚴格執
行破產退出制度，政府的重點從保企業
保產值保就業轉向保基本民生、保基本
生活、保義務教育、公共衛生、保障
房。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呂

政在同一場合則提出，在產業升級上，
不僅要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還要推進
現有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

國務院六措施支持光伏業
鄭
新
立
：
下
半
年
宜
加
大
穩
增
長
力
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為加快粵省東西

北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廣東省擬於未來三年內投資近1.5

萬億元，大力拓展當地的交通基礎設施（包括城市軌道、高速

公路等）。據本報了解，該項資金如能到位，粵東西北地區將

可增加1,5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並實現全省高速公路聯網。專

家指，此舉為打造珠三角腹地，有助廣東打通與周邊省區經濟

命脈。

■鄭新立

■浙江省內最大企業屋頂光伏發

電項目即將建成併網。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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