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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創科園聽民意再規劃
今年首季諮詢立會申撥款 冀盡快開展前期土地平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

市政府日前簽署合作備忘錄，在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

發展佔地達87公頃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創新

科技署署長蔡淑嫻表示，政府將於今年首季諮詢立法

會並申請撥款，期望盡快開展前期及土地平整工作，

但暫時未有落成時間表，也未有具體估算所需金額，

希望先聽取各界意見再作規劃。她又指，會研究為科

技園工作的內地人員，提供出入境便利措施。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土地業權由香港特區政府持有，並
實行香港法律，特區政府會負責平整土地和基礎設施的

費用。

蔡淑嫻：簽備忘錄是突破性發展
蔡淑嫻昨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港深兩地簽訂了備忘錄是
「突破性的發展」，亦屬開展項目的第一步，未來會着手進行前
期及土地平整的工作，亦會在今年首季諮詢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
會，以及申請撥款。

料創4萬職位 兩地設專組
不過她表示，暫時未有就進行工程所需金額作具體估算，亦未
有項目的詳細時間表。新的科技園預料可創造約4萬個職位，港
深兩地政府將成立專責小組，就科技園發展交換意見；園區的營
運和建設，會由香港科技園公司成立的附屬公司負責。
她又指，港深雙方將會共同參與發展和推廣科技園，河套區在
地理上亦有利於兩地合作。他們亦會研究為到科技園工作的內地
人員，提供出入境便利措施。
她表示，深圳的科技產業發展成熟，再結合本港院校的實力，
希望做到「一加一大過二」的協同效應，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商
品，為香港注入經濟動力。

科研成果變商品 港注經濟動力
被問及科技園的土地平整費用由港方負責，香港會否變相是為
深圳作嫁衣裳？蔡淑嫻認為不會出現此種情況，因為相信負責管
理園區的香港科技園公司，會就有意進駐園區的科技公司制定入
園準則，以平衡香港、內地和海外公司的數量與人手比例。
至於會否擔心科技園項目被政治化，蔡淑嫻表示，政府一直有
向立法會報告有關項目進度，以往進行相關前期研究工作時，亦
曾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政府樂意向議員詳細解釋科技園的構思和
安排，希望獲得議員支持。
創新及科技局署理局長鍾偉強昨晨出席同一節目時亦說，河套
地區雖然比較偏遠，但香港始終是細小的地方，現時有這幅新土
地可以集中發展創新科技，形容對整個創科產業是一支強心針。
他表示，政府會公開及透明地開展項目，讓業界人士和議員的意
見盡快融入有關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聶曉輝）西九文
化區管理局將與故宮
博物院合作，在西九
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長期展
出故宮博物院的文物
珍藏。「支持興建香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大

聯盟」召集人翟健民表示，古董及收藏業界
對建館一事十分振奮，認為可孕育香港下一
代對文物歷史、背景及相關學問等知識，望

能盡快興建。他指出，西九文化區是全球文
化集中地，相信博物館坐落該區能吸引不少
旅客訪港或留港多一兩天。

建故宮館「像政府送驚喜禮物」
翟健民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古

董及收藏業界成立「支持興建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大聯盟」的目的，是為了加速建
館進展，「我們數天前在北京參加活動，
知道西九有長期展館都十分激動，就好像
政府送給我們驚喜禮物！」他指出，香港
收藏界早在10多年前已希望可在本港興建

一個存放國家有代表性的收藏品展館，如
今若故宮展品能長期在港展出，可孕育下
一代對文物歷史、背景及相關學問等無窮
無盡知識。
本身是一名考古學家的翟健民指出，故宮

由元代開始，明代擴建，是明清兩代宮廷，
約有200萬件藏品，估計現時在北京故宮博
物館長期展覽藏品約有10%。他續說，中華
文化有數千年歷史，由仰韶文化至清代，當
中僅是有關陶瓷的學問、學術性及鑑賞性，
就足以帶給下一代豐富知識。

文物帶動市民參與考古
他又謂，唐宋元明清有數十萬幅書畫，相

信現時展出的只佔幾個巴仙，「例如郎世寧

作為一名外國人，於清康熙時入宮，而他本
身既是一名天文學家又是畫家，如果其文物
來港，港人便對相關文化知多一點，又知道
原來是一名大臣。」翟健民指出，自己曾去
北京大學修讀考古並獲得碩士學位，深知文
物可帶動市民更多參與考古。
翟健民又指，明清兩代的景泰藍、木雕、

漆器、油畫、陶瓷等文物全部都值得港人學
習，因此若能在港興建故宮博物館，對香港
的文化及旅遊業發展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情，「將來外國遊客來港都會因此多留數
天。」

芸芸省市中選港 足證中央關顧
他續說，香港具有房地產及金融等硬實

力，但文化等軟實力卻比西安、河南、山西
等地方差，如今中央政府在全國芸芸多個省
市中選擇於香港興建故宮博物館，足以證明
中央關顧香港，「香港作為中國其中一個仔
女，中西文化基礎扎實，而西九是一個全球
文化中心，有新的藝術品與當代文化，我認
為是一個好的集中地。」
西九是將來廣深港高鐵的總站，翟健民

表示相信必定能好吸引內地旅客在港除飲
食外，多留一兩天於西九看文化藝術。對
於興建故宮館一事被政治化，他強調大聯
盟不涉政治，每名成員俱在過去十多年致
力推動文化發展，「最重要是做好香港人
本分，大聯盟未來亦會於興建故宮一事多
給意見。」

興建故宮館 收藏界振奮

經民聯料增5萬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深兩地共

同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各界人士均
表歡迎和支持。經民聯認為，此舉可為本港
大中小企業及初創企業，創造更佳平台，可
進一步提升本港創科產業的發展，更預料項
目將可為本港帶來4萬至5萬個就業機會，
期望港府從多方面加大投入。香港工業總會
則指，科技園正好為「再工業化」提供重要
配套，支持本港創科產業和工業的發展，對
本港經濟之持續發展有莫大裨益。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昨日與傳媒會面時表

示，河套地區的發展已商討多年，如今終於
清晰化，河套園區的土地業權屬於香港，經
民聯對此大力支持。而科技園面積達87公
頃，是現時科學園的4倍，擁有龐大發展潛
力，更可為本港各種企業創造更佳平台，
進一步提升香港創科產業的發展。

盧偉國：港鐵線成「科技走廊」
他表示，科技園有助推進香港和深圳在

創科事業的合作空間，因兩地在創新科技及
創意產業方面各具優勢，深圳於上中下游的
科研及產業發展齊全，香港則擁有出色的科
研人才，上游研發技術強勁。他又形容，香
港的鐵路發展完善，已形成一條「科技走
廊」，眾多科研學術單位、各大學與科研機
構等，遍佈鐵路沿線，有助發揮港深兩地創
科事業的協同效應。再加上本港的知識產權
保護及相關法律齊全、融資配套成熟，亦有
助將科研成果產業化。

經民聯期望港府可從多方面加大投入，
支持園區的發展，包括從教育方面增加資
源，培育更多高端科研人才；對創意產業及
有關企業提供財政支援， 例如實行企業研
發資金3倍扣稅，以鼓勵研發；及做好項目
的相關交通配套建設，以吸引各地人才來
港，投身科研發展。

鄭文聰：促深港科研產業合作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鄭文聰指出，工總於今

年的施政報告諮詢中，曾提出政策建議，強
調要重建香港的工業基礎，推動「再工業
化」，改善香港過度倚重金融、貿易、服務
業板塊，令經濟基礎狹窄的情況。香港「再
工業化」的關鍵，在於利用香港的環境、配
套及人才優勢，及促進香港與珠三角地區
「官產學研」在創新科技研發及產業化上的
合作。他認為，利用落馬洲河套地區87公頃
空間與深圳共同發展科技園，正好為「再工
業化」提供重要配套，促進深港科研和產業
合作，支持本港創科產業和工業的發展，對
本港經濟的持續發展有莫大裨益。

洪為民：城規多幾個「副都會」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亦對

科技園表示支持，他指現時本港的科學園已經
飽和，而且香港亦需要轉型，現時的科技發展
是「有種子無土壤」，城市規劃的經濟重心，
過於集中在港島，因此有需要分散各地，認為
多幾個「副都會」並不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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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深圳合作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創新科技署署長蔡淑嫻昨日表示，當局
正在研究為在科技園工作的內地人員提供通關
便利措施，同時平衡本地、內地以及海外公司
的比例。知識型經濟的競爭，人才是關鍵。能
否吸引國內外創科人才，關乎港深創新科技園
的成敗。港府為園區內工作的內地人員提供出
入境便利，體現了尊重和方便專業人才的大原
則，理所當然，值得肯定。當然港府應該平衡
便利與監管的關係，制定完善的規則，同時做
好對市民的解釋工作，讓港人可以開放心態歡
迎內地人才為兩地經濟發展作貢獻。

創新科技是本港近年銳意發展的方向，但基
於人才和轉化能力所限，發展未如理想。深圳
近年在創新科技發展方面銳意進取，成就贏得
世界矚目，已成為內地乃至全球的科技創新中
心之一，連美國《福布斯》雜誌都認為，深圳
乃全球創業者的「夢工廠」。香港與深圳在創
新科技方面優勢互補，其中可以借助的深圳優
勢之一，就是大量的科技專業人才。深圳高新
科技公司目前達到8000家，香港只有2000
家；深圳吸引了內地各方面、各層次的專業人
才。發展創新科技，深圳在人才儲備有巨大優
勢，港府給予港深科技園指定的內地人員出入
境便利，藉以匯聚人才，實屬必要之舉。創新
科技的競爭，本質是人才的競爭，無論是香
港、深圳，還是國際的人才，都應該為港深科

技園所用，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發揮競爭優勢。
香港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一個重

要原因，就是匯聚了大批來自國際和內地的優
秀人才，以海納百川、包容開放的心態與世界
進行經貿往來，最終成為中國開放的窗口，成
為國際金融中心。但是，近年香港少數人出現
封閉心態，尤其抗拒與內地的融合，將兩地合
作視如洪水猛獸，這種心態已經對本港的旅
遊、零售業造成嚴重衝擊。如果這種狹隘的心
態蔓延至以人才為核心競爭力的創新產業，固
步自封，香港還談什麼創新創業，談什麼兩地
合作開創更美好未來。港深創新科技園還未啟
動，香港就有一些人擔心政府為內地人才提供
的出入境便利過鬆，內地人才會來港搶飯碗，
未免有些杞人憂天。

港深簽署的合作備忘錄明確指出，香港對河
套地區擁有業權，港深科技園由香港科技園管
理，使用香港法律。政府應充分解釋，港深科
技園對內地人員的出入境便利，有適度限制和
監管，不會讓科技園成為「無掩雞籠」。市民
有理由對政府保障香港利益的措施有信心，不
要誤信泛政治化的說辭。

河套科技園最終可創造4-5萬個職位，為香
港經濟注入新動力，香港社會樂見其成，翹首
以盼。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是港深兩地的共同
追求，港人應大膽擁抱機遇，莫再與發展良機
失之交臂。

吸引內地人才關乎港深科技園成敗
據傳媒報道，食物及衛生局預計在本月中公

佈自願醫保諮詢報告的詳情。有消息透露，該
報告建議在2018年上半年推出有關計劃，市民
購買合資格及有認證的醫療保險產品，可以申
請退稅；但據稱「高風險池」和「必定承保」
兩項重要內容傳將被抽起，為此許多業界人士
和部分市民懷疑該計劃是否有足夠吸引力，能
否產生應有成效。對此，政府有關方面在正式
公佈方案時，應根據市民的疑惑給予全面解
釋，和社會各界進行良好溝通，政府尤其應更
多地體現公共財政的承擔，努力增加自願醫保
的吸引力，否則，這項原本是有利於改善香港
醫療體系結構和運作，並造福廣大市民的德
政，將有可能沒有多少人積極響應。

醫療服務是關係到每一個人切身利益的重大
而複雜的問題。香港醫療架構目前總體上運作
良好，但也隱藏着嚴重的危機。主要體現在公
營醫療服務承受着越來越沉重的壓力，許多低
收入人士由於沒有能力負擔費用較高昂的私營
醫療服務，只能在沒選擇的情況下長期輪候公
營醫療服務，令公營醫院的服務長期處於嚴重
供不應求狀態，加上人口老化以及醫療成本上
升，政府的公共醫療開支異常龐大，2016/17年
度醫療衛生的經常開支達570億元，佔政府經
常開支16%。預計未來隨着香港人口增長和老
齡化加劇，這筆巨額開支將越滾越大。因此，
政府確有必要及早採取有效措施，對醫療體制

作出結構性改革，改善公私營醫療服務嚴重失
衡的問題。而推出自願醫保，將有能力作出一
定承擔的中等收入者，分流到私營醫療體系，
確是其中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法。

但這個大方向正確的計劃，具體實行起來必
然牽涉到各方面利益，政府也要考慮到能否長
期持續的問題。由於政府強調醫保屬於自願性
質，在推出這項措施時，就需要考慮到各方持
份者的需求和利益平衡點，尤其是中等收入階
層的心理以及需求，務求在體現社會公平的同
時，努力讓計劃具有足夠吸引力。從目前情況
看，如果僅是提供微不足道的退稅優惠的話，
恐怕吸引力不夠，一旦參與的人不多，保險公
司的保費也必然難以下調，整個計劃就很難維
持下去。

另外，也有專家指出，政府在之前曾經提出
過要為該計劃注資500億元，但此次好像又沒
有了下文。雖然巨額注資會受到某些人士反
對，認為是變相補貼了某個階層。但客觀而
言，中等收入階層交稅多，又沒有享受到多少
福利，在這些方面適當補貼一些，也不違背社
會公平原則。最重要的是，政府注資可以充分
體現政府的決心及承擔，讓該計劃能夠具有更
多彈性和更具吸引力，更能有效地平衡各方面
利益，讓自願醫保計劃先盡快推行，再根據實
際情況適時檢討，總比長期陷入「議而不決、
決而不行」好得多。

政府應增加自願醫保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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