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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在澳門大學在20132013年於珠海年於珠海
橫琴擴展新校園橫琴擴展新校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長遠促粵港合作 短期須在港拓地
隨着新一份《施政報告》的發表，同學
應藉此跟進一些重點議題的最新發展，以
土地發展為例，政府一直強調土地資源不
足，並尋求各種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案，而
坊間亦有不少聲音，如向內地借地發展，
則是其中一項建議。

合作區定位經濟互惠
是次報告提到，政府將會積極參與「南
沙粵港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過往曾有
傳聞指出，這項計劃會由香港政府向內地
租借廣州南沙的土地，興建公屋、安老中

心等設施，雖然最終合作區的定位，在於
促進粵港兩地的經濟合作。
不過，同學可由此思考，「借地發展」

是否能夠真正地解決香港土地資源不足的
問題。
關於借地發展，其實已有先例。澳門大

學於2013年向珠海市政府租用橫琴島東部
沿海區域的土地作為新校區，並由澳門政
府直接管轄，實施「一島兩制」，而澳門
政府希望參照「橫琴模式」，以有償方式
租借橫琴約十平方公里土地，讓更多本地
中小企業能夠到橫琴發展。

交通未必配合 人才或流失
以往曾有學者提出，「橫琴模式」值得

香港借鏡，可是這種借地發展的模式存有
不少隱憂，首先是交通配套方面，港珠澳
大橋和廣深港高鐵的工程進度緩慢，而後
者就「一地兩檢」落實與否亦未有定論。
同時，向內地租借鄰近土地，合作發展
重點產業，無疑會使不少本地企業和資金
轉移，或會造成本土職位和人才流失。
通識科講求多角度思考，同學在探討

「借地」能否作為填海、開發郊野公園等

以外的土地資源時，亦可反過來想一想，
香港實際上是否缺乏可供發展的土地資
源。
單就啟德發展區而言，總面積逾320公
頃，可謂是香港市區最大的空置土地，但
根據規劃署公佈的「啟德發展檢討研
究」，目前只有40公頃預留作住宅用地，
而公私營房屋的比例仍未有確實數字。
同學可進一步思索以下問題，究竟什麼
才是香港土地問題的關鍵？而政府的土地
規劃，又能否對應香港土地問題的核心？

■馬燕雯 通識科5**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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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日 香 港 +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
香港一直面對土地不足的問題，曾嘗試利用填海來解決，然而此法並

非可持續，亦引起很多不同的反對聲音。除了填海，香港政府近年積極

利用不同方式提高土地供應：改變農地用途作發展（如收回菜園村用來

興建高鐵）、回收「棕地」作城市規劃（如元朗橫洲發展項目）、進行

舊區重建（如觀塘發展計劃）、提出開發郊野公園（最後並未落實）

等，各項覓地發展的方法都引起不同持份者的爭議，支持與反對的背後

牽涉各人的價值取向。對於粵政府倡議在廣州南沙建立粵港澳深度合作

區，香港特區政府反應積極，有意租用南沙土地籌建採用香港稅制的

「香港園」。本文將會以此為切入點，探討不同覓地方法所引起的爭議

及當中的利弊。 ■李文靖 青松侯寶垣中學通識科副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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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闢南沙闢「「香港園香港園」」借地解缺地借地解缺地？？

可持續發展：在發展現今社會的同
時，又不損害下一代利益，盡量平衡
經濟、社會、環境三個向度。
可行性：在政府推出政策時必須考
慮的條件，例如有關的政策是否有足

夠的資金／資源／人力資源去推行及
實施；政策是否受到大部分持份者的
支持，以致政策能順利推行及實施；
有關的政策中所牽涉的有關技術是否
成熟等。

概 念 鏈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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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探 索
單元二：今日香港（按教育局指引）
探討問題：
．香港居民對不同層面的生活素質的優次有什麼不同看法？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哪些被視為最急切的需要？什麼人可

作出相關的決定？為什麼？
．政府怎樣回應不同群體的訴求？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按教育局指引）
探討問題：
．人們的生活方式及社會發展怎樣影響環境？
．社會大眾、不同的團體和政府，可以為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作什麼回應？

a . 社會和諧：政府以整體利益出發，提
倡解決社會問題；本土團體以本土社群出
發，提倡社會和諧。
個人便利：部分市民認為政策有利提供土

地解決生活問題；部分市民因個人的生活便
利而反對政策。
可持續發展：政府着眼於社會發展，環團
着眼於環境的問題；商家着重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部分業界會因經濟效益而支持

政策；部分業界擔心政策的長遠發展及市民
的支持度。

b. 支持
．可持續性高：粵港關係密切
．可控性高：地域相連，背景相近
．成效高：有效解決香港本土土地不足情

況，解決有關的社會問題
．支持度高：解決市民所需
．可行性高：有先例可循，交通、文化背
景、發展程度相近
反對
．可持續性低：租地而非擁有，租約的限

制
．成效低：未能解決迫切的社會問題，協

商時間長
．支持度低：難以決定要求哪些居民遷
移，兩地時有矛盾，市民難以接受
．可行性低：持份者間的衝突／意見不
同，難以達成共識
．具體細節：租約的具體問題難以解決、
法律保障難以維持、邊境是否仍然存在

a題拆解
此題為「持份者」相關的題型，學
生需要指出「借地政策」所牽涉的持份
者（如香港政府、內地政府、香港市
民、商家/業界、本土團體等），同時
需要明確地指出持份者的不同意見所牽
涉的價值觀。回應此題時，學生可利用
以下步驟進行思考：
1. 先列出相關的持份者、立場、價
值觀、理據；
2. 將不同立場的持份進行配對；
3. 找出兩者之間的價值衝突（爭議

點）。
以此題為例，學生可以就「借地政

策」得出以下不同持份者的立場和意
見：
．香港政府（支持）：以香港的整
體發展為出發點
．內地政府（支持）：以照顧香港
地區市民對土地的需要為出發點
．香港市民（支持）：以生活素質

為出發點，借地後可以增加土地興建住
宅，亦可安置不同的厭惡性設備
．香港市民（反對）：擔心新的發
展區不如理想中的自由、方便，亦擔心
法律問題
．個別本土團體（反對）：考慮香

港的整體性，亦擔心此法會破壞「一國
兩制」。

b題拆解
題目為比較題，而題目中只提出一

個比較項目（借地發展），學生於回應
時不單要指出借地的好處或是壞處，更
需要自己尋求恰宜的比較項目（如：填
海、開發郊野公園、發展棕地等）與借
地政策進行比較。
於比較時，亦需要利用不同的比較
因素，如可行性、可控性、可持續性、
成效、支持度等，陳述政策的利與弊，
並於段落中得出與立場相符的結論。如
學生未能利用比較因素作說明，分數最
多只能達半。

模 擬 試 題

香港一直缺乏土地資源，於居住用地、
醫療用地、厭惡性設施用地，如堆填區、
焚化爐、興建骨灰龕等問題上都有其迫切
性。
有學者認為，效法澳門借地發展的方案值

得借鏡。澳門大學於2013年在珠海租借橫琴
一平方公里土地作擴展，為期40年，租金為
40億澳門元，較原先的氹仔校園大20倍。澳
門與珠海市只為一河之隔，所租借的地方亦
由澳門政府以澳門法律管轄，亦強調租借後
的土地有足夠的自由發展學術研究，言論、

出版等的自由亦得到保障。
就有關的借地方案，學者認為有足夠的

參考性。除了有先例可循外，兩地緊密的
關係亦有利方案推行，如《內地與香港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
（CEPA）和《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保障
了香港與內地在專業服務、旅遊、物流、
文化創意、科技創新等領域的合作。
香港政府有意在廣州的南沙租地100平

方公里，籌建採用香港稅制和法律的「香
港園」：園區內會擁有多產業配套，以容

納公屋、安老中心、學校等公共設施，或
有效紓緩香港內部土地不足的問題。港珠
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通車後，「三小時生
活圈」足以支持區內的融合。
但有團體聲稱，特區政府此舉是「逼港

人上內地」，令「香港園」內居住或工作
的人被標籤，不利社會和諧；擔心發展後
的「香港園」非如理想中自由。
團體提出反建議，認為填海、開發郊野

公園、發展「棕地」、開發岩洞等方案較
為恰宜。

資料A：某智庫評論文章

想 一 想
a . 以借地方法來解決土地不足問題牽涉不同的持份者，這些持份者之間會有什麼價值衝突？解釋你的答案。（8分）

b. 你認為向內地借地的方案是否解決香港土地不足問題的最有效方法？試加以論證。（12分）

題 目 拆 解 參 考 答 案

背 景

香港地少人多的先天條件下，覓地
發展成為了每屆政府的必要任務。在
兩地合作的前提下，參考澳門大學向
內地借用橫琴一地擴展，有意見認為
香港可向內地借地發展。
去年9月，前廣東省長朱小丹對媒
體時表示，將在南沙劃出一個專門區

域，引進香港企業，建立粵港澳深度
合作示範區。
朱小丹亦表示，會積極制定配套政

策，加強與香港特區政府的溝通，爭
取在今年實質性啟動示範區的建設。
此建議在最近一份特首《施政報告》
中亦有提及。

借鏡澳大橫琴擴展先例

■■時任政務司司長林時任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早前出席粵港鄭月娥早前出席粵港
合作論壇合作論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政府計劃在廣州南沙香港政府計劃在廣州南沙
建立粵港澳深度合作區建立粵港澳深度合作區。。圖圖
為南沙新區為南沙新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