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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一國兩制」優勢 港深共贏
梁振英：兩地合作體現創科互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落馬洲河套地區迎來

發展新機遇。昨日下午，梁振英及廣東省委常委、深

圳市委書記、市長許勤，在特區政府總部見證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與深圳市副市長艾學峰簽署《關於港深

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雙方

將共同發展河套區87公頃土地，成立「港深創新及科

技園」。梁振英表示，在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創新及

科技有重大和獨特的意義，該地區與深圳僅一河之

隔，是香港享有「一國」和「兩制」雙重優勢，以及

港深兩地在創科事業上互利共贏的最佳體現。

「港深創科園」3合作原則
1. 適用香港特區法律和土地行政制度

河套地區的使用和管理、項目建設、營運、維護和管理按
照香港特區法律和土地行政制度處理各項事務

2. 非牟利

河套地區發展項目以公益性為主，項目收入全部用於河套
地區建設、營運、維護和管理，港深雙方不獲盈利性收入

3. 友好協商

港深雙方本着共同協商、互利共贏的精神處理河套地區發
展的各項事務，在互相理解的前提下共同推進河套地區發
展；倘出現爭議，通過友好協商的方式妥善處理

資料來源：《合作備忘錄》 整理：鄭治祖

梁振英昨出席簽署儀式時表示，自香港創新及科技局成立一年多
以來，香港創科界的積極性明顯提高，國內外頂尖科研機構及

創科公司對在港建立科研或生產基地的興趣也明顯增加。本屆特區政
府倡導和推動香港創科事業發展的工作已取得重要的階段性成果。
梁振英又指，在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創新及科技有重大和獨特的
意義，該地區與深圳僅一河之隔，是香港享有「一國」和「兩制」
雙重優勢，以及港深兩地在創科事業上互利共贏的最佳體現。

許勤：港回歸20年重要合作
許勤則表示，深圳與香港共同建設「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也為
香港回歸20周年的重要合作。他指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對
兩地發展創科十分有利，亦是深圳面向香港的平台，香港亦擁有現
代化、國際化等優勢，「深港兩地唇齒相依、親如兄弟。深圳要建
設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城市，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進一步密切和
香港的合作。」

協同效應將愈做愈大
許勤強調，香港擁國際化創新人才漸多，與深圳的優勢結合發

展，可將協同效應愈做愈大，相信在「一國兩制」下，新的科技園
會是一個高端發展平台，期望吸引高端研發機構、高等教育、創新
科研機構等進駐。

林鄭冀助港青就業創業
林鄭月娥也期望，「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可為香港創新及科技發
展注入強大動力，當中包括土地資源、人才聚集、善用深圳高新技
術產業鏈加快科研成果的轉化等，從而為香港經濟多元發展提供重
要、可吸引國際注意力的科技平台，並為香港年輕人和企業家創造
優質就業和創業機會。
多名問責官員均有出席簽約儀式，包括創科局署理局長鍾偉強、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勞福
局局長張建宗、食衛局局長高永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陳岳
鵬、運房局副局長邱誠武、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科技園公司
董事局主席羅范椒芬亦有到場。

香港

科技園公司主席羅范椒芬
香港創科企業的數目愈來愈多，對研
發空間及辦公室的需求甚殷，可以為
創新及科技的長遠發展提供土地

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
預料未來將有約兩成進駐的企業來自
國外，有望提升本港創新科技地位

港科院院長徐立之
香港的上游基礎科研非常強，深圳的
高新科技生產則有優勢，兩地能夠在
河套區結合可達雙贏

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
計劃對本港創新科技發展「前途無
限」，將考慮進駐園區

港大中大
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均歡迎有幫助及
支持本港科研發展的政策，會積極了
解及考慮參與各類有助本港大學研究
工作的機會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
歡迎有關措施，期望特區政府盡快訂
定計劃細節，包括在人才、稅務、出
入境政策等多方面範疇作出配合，有

信心有關發展將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
的機遇，並能夠與鄰近地區的發展產
生協同效應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
席葛珮帆
河套區發展計劃地界的技術性問題得
到解決，令珍貴的土地資源可聚焦發
展科研，是難得的突破。可加強兩地
在創科範疇的合作、借助深圳近年在
創科範疇迅速發展的經驗，發揮立足
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
勢

深圳

易視智瞳行政總裁黃卜夫
香港有人才，有國際視野，但是缺乏
工業環境和背景。深圳則具備了良好
的產業配套基礎，在河套地區建園
區，可以實現兩地資源互補。

深圳佳兆業科技產業院副院長陸有源
非常看好園區未來發展，期望兩地優
勢在這裡「有機結合」、相互促進，
令新園區具備國際競爭力。

整理：文森、鄭治祖、何花

各界對「港深創科園」期許

■梁振英表示，本屆特區政府倡導和推動香港創科事業發展的工
作已取得重要的階段性成果。 梁祖彝攝

■林鄭月娥期望，「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可為香港創新及科技發
展注入強大動力。 梁祖彝攝

■梁振英及許勤昨在特區政府總部見證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

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由國家提供千件國寶級故宮文物珍品在香港
展出，可以凸顯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的特色，
無論是對香港旅遊發展，還是對提升本地文
化層次都具有重要意義，符合香港廣大市民
利益。昨日，多個民間藝術團體發起「支持
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大聯盟」，許多團
體和市民都踴躍參加，反映出這個項目得到
了香港社會歡迎和廣大市民支持。可是，對
於這件千載難逢的大好事，反對派出於其政
治私利，硬要雞蛋裡挑骨頭，以所謂「沒有
公眾諮詢」為名，抹黑兼企圖拖死這個項
目。反對派的這種做法，徹底暴露其置廣大
市民利益於不顧，為反對而反對的本質。反
對派的作為，根本就是與廣大市民為敵。

近年來，由反對派鼓動的泛政治化歪風越
演越烈，不僅經濟民生範疇被拖累，連文化
藝術領域也難以倖免。日前，政府宣佈得到
國家有關部門批准，香港將與北京故宮博物
院合作在西九文化區建設全球第三個故宮博
物館，這本來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但
是，香港的一些反對派就是要百般刁難、橫
加指責，他們以雞蛋裡挑骨頭的方式，用所
謂沒有經過公眾諮詢，違反程序等無理的罪
名，攻擊特區政府和西九文化管理局。對他
們而言，不管是什麼事情，那怕是對香港社
會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他們都要跳出來，撈
一把政治私利。

事實上，他們所擺出來的反對理由，根本

不值一駁。眾所周知，西九文化區早在回歸
之初開始規劃，十幾年來不知做了多少次公
眾諮詢，市民希望在那裡建設一個世界級的
文化博物及藝術展覽群，早就形成共識，再
無休無止進行諮詢早已失去實際意義。加上
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用地，本身就是特區政府
早已預設的特別指定用途土地，難道故宮文
化博物館不是世界級的文化博覽項目嗎？所
謂沒有公眾諮詢，是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所
捏造出來的理由。因為，這件事沒有一點爭
議性，除了為謀求政治私利的反對派之外，
廣大市民都支持有關計劃，這是顯而易見
的。

另外，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西九文化管
理局的項目，其籌備依足所有程序，更得到
董事局的支持，根本沒有必要重新走一次城
市規劃諮詢。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建館的費
用是由香港賽馬會全額資助，並不需動用公
帑，更毋須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自然也沒有
需要再重新諮詢就可以先確定下來。而且，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和第21
(3)(a)條，已經授權了西九管理局對在哪個階
段諮詢及如何進行諮詢的問題上，擁有決定
權。換言之，對於故宮博物館這個符合西九
文化區宗旨，可以發揮重大效應的項目落
戶，管理局完全擁有在哪個階段聽取公眾意
見，以哪一種方式諮詢的權力。因此，反對
派企圖借這一條來否定該項目，注定也是徒
勞的。

阻撓故宮落戶香港 是與市民為敵
特區政府昨日與深圳市政府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

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共同把河套
地區打造成港深創新科技園，將香港國際自由港的優
勢和深圳科技創新產業優勢相結合，為兩地經濟發展
注入新動力，加快香港產業升級和多元化發展，開創
兩地加強合作、互利共贏的新格局。港深合作開發河
套地區醞釀多年，香港須加快落實合作協議，最關鍵
的是防止受政治化干擾，讓香港市民早日分享到項目
發展的紅利。

香港回歸後，兩地政府多次明確表示，盡快就合作
關發河套地區達成共識，並展開相關研究。2007年，
時任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計劃與深圳共同開發河套
地區，並列為香港十大基建項目之—。當時特區政府
表明，河套地區發展以高等教育為主，輔以高新科技
研發及文化創意產業，冀望推動華南地區發展及提升
珠三角地區的競爭力。2010年11月，兩地政府就河套
地區發展同步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可惜的
是，一直以來只聞雷聲，不見雨點，河套地區土地閒
置至今近20年。

如今，兩地政府正式簽署協議，將在佔地87公頃的
河套地區，共同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土地面積為
香港科學園的4倍，是香港未來最大的創新平台，將吸
引港深兩地及國內外頂尖企業研發機構及高等院校進
駐，為兩地提供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及機遇，前景的
確令人期待。河套地區的重要性，並非簡單的提供土
地，而是可以成為類似於美國「矽谷」、「大灣區經
濟」的發展模式，成為華南地區最重要的高新科技產
業基地。眾所周知。深圳近年在高科技發展上取得巨
大進展，有一系列走在世界前沿的高科技企業與產

品，華為、中興、騰訊、華大基因等科技巨擘，都是
深圳企業；而香港擁有高度發達的資本市場運作經
驗，以及完備的法律和專業制度與國際聯繫，港深優
勢互補，在河套地區發展高新科技業必定大有作為。

特區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創新科技發展，排除萬難成
立了創科局，在推動創科產業發展方面邁出重要一
步。在河套地區建設深港創新科技園，將令本港創科
政策有更具體的落實平台，可切實地發展高增值產
業，為香港經濟多元化發展增加重要的增長點，本港
高新企業和人才有更廣闊的用武之地，香港的年輕人
出路更廣、前途更好。河套深港創新科技園的效應，
不僅可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對於提升香港整
體競爭力亦意義重大。

河套地區發展港深創新科技園，前景樂觀，但對可
能遭遇的挑戰和阻力不可低估。香港近年事事政治
化，不少有利長遠發展的重大項目均受到不必要的阻
礙，一拖再拖，事倍功半。毗鄰河套地區的新界東北
發展計劃，就曾被攻擊為「深圳的後花園」；近日政
府決定興建西九故宮博物館，亦因所謂諮詢問題而遭
到種種刁難。

河套地區內有具保育價值的濕地，有傳媒曾報道河
套區的土地業權存有爭議，近日本港有人質疑，政府
無諮詢就包底出錢搞河套區的基建同營運，「分分鐘
要港人埋單幾百億」，但河套區地處偏遠、交通配套
不足，港人不願去工作，變相「益了深圳」。環保、
諮詢、利益等問題，隨時可能成為狙擊河套區發展的
「定時炸彈」，特區政府必須吸取教訓，充分評估，
做好前期解釋工作，以便凝聚民意，及早「拆彈」，
令河套港深創新科技園發展更暢順。

河套開發值期待 創新共贏開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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