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8 通 識 博 客 ■責任編輯：鄭樂泓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8年9月20日（星期四）

20182018年年99月月2020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8年9月20日（星期四）

星期一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星期二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星期四 ．通識博客 星期五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知識型產業發展首重人才和資金，不過，香港經濟巿場以至整個社會均欠

缺創新風氣，可能是產業發展裹足不前的關鍵原因。香港持續依賴支柱產

業，新興產業發展則見滯後，經濟轉型速度可說是相當緩慢。

簡言之，香港普遍不重視創新、投資風氣保守，新產品新服務難以形成巿

場需求，反過來更打擊創意人才在香港投身行業的意慾。

總 結

今 日 香 港
全 球 化

每個國家或城巿對棕地都有不同定

義。在香港，棕地一般泛指新界原有

農地或鄉郊土地中，因產業轉型導致

荒廢或閒置後，改用作儲物場、貨櫃

場、工業工場及回收場等其他用途的

土地。近年房屋供應緊張，民間有聲

音提出「棕地優先」的發展原則。然

而，政府回應指，發展棕地須考慮多

項因素，未經詳細研究下難以確定棕

地是否適宜發展房屋。

■林曦彤 特約資深通識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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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香港棕地的歷史

(a) 參考資料，解釋香港土地資源不足
對巿民生活素質的兩個負面影響。

(b)「優先發展棕地可解決香港人的居
住問題。」你是否同意這說法？論
證你的答案。

想 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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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細閱以下資料：

時段 角色和產業特色

1860年代以前 漁港：主要為漁農、造鹽、採珠。

1860至1950年代 轉口港：主要為進出口貿易、航運及造船。

1950至1970年代 輕工業城巿：主要為成衣、電子、塑膠、玩具、鐘錶。

1980年代起 國際金融中心：主要為銀行、金融、物流。

2009年起 知識型經濟：資訊科技或知識型服務業等為主。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A：香港的經濟轉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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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香港美食車計劃簡介

價錢地點定位遊客
政府只准美食車在指定的旅遊景點營

運，既未能貼近巿民日常生活，也未知能
否達到推廣旅遊的目的。政府初提出美食
車概念時，民間已有意見希望保留本土特
色，但政府仍「照搬」外地的豪華美食
車；而且食物售價也不低。
與固定攤販無異
美食車營辦者只能在固定地點營運，也

不能在私人活動經營，此舉被認為與美食
車的流動餐飲概念背道而馳。美食車經營
者要證明衛生符合標準，而且車輛的建
造、規格也要經運輸署嚴格審批；而劃定
沒有爭議的旅遊點予美食車經營，除了有
車的外觀，與固定攤販沒有分別。
部分停泊點位置不理想
計劃開展1個月後，旅遊事務署公佈首

兩周各停泊點的客量，最旺的尖沙咀梳士
巴利花園平均每日有500名顧客，最冷清
的中環海濱則僅有 100名顧客，相差 4

倍。美食車的停泊地點也會影響食物質
素，例如中環海濱的停泊點，不但遠離碼
頭，人流少，且面向維港吹大風，食物很
快變涼。
美食車「入場費」太貴
據美食車負責人張先生提供的資料，其

開業初期的總開支為168.5萬元，包括美
食車成本約100萬元、食物工場及其他開
支約60萬元等，每日營運開支約5,000
元。政府最初公佈計劃時，預計美食車投
資成本達60萬元，但實際的經營成本更
高。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香港美食車計劃的部分爭議

美國
開業成本：約42.68萬港元至約58.2萬港
元不等。
經營情況：2010年至2014年間，美食車巿
場營業收益平均每年增長9.3%。
政府配套措施：各個城巿在監管方面的法
規不同，例如三藩巿不准美食車在住宅區
經營；洛杉磯則不限制營業時間，也沒有
訂立反競爭規則，經營者享有運作自由和
彈性，一些專供應早餐，另一些則在晚間
營業。

澳洲悉尼
開業成本：約46.8萬港元至約90萬港元不
等。
經營情況：獲准在公共道路和離街專區
（例如公園及廣場）營業。在2012年至
2014年試驗計劃期間，每輛美食車每月平
均接待1,700名顧客。
政府配套措施：當地政府成立美食車設計
評審小組，負責評審新申請人的美食車概
念設計，又開發名為「悉尼美食車」的手
機應用程式，供顧客查看最新資訊。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C：外地美食車經驗

(a) 參考資料，在香港目前的美食車計劃下，美食車的經營者面對哪些挑戰？試
舉出三項，並加以解釋。

(b) 若要放寬香港美食車的一些限制，你認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應優先放寬哪兩
項？參考資料，並加以解釋。

想 一 想

(a) 參考資料，解
釋經濟全球化
為香港推動經
濟轉型帶來的
兩項挑戰。

(b) 參考資料，
評估香港發
展高增值產
業來促進經
濟增長的可
行性。

想 一 想

建屋難覓地建屋難覓地 棕地或解困棕地或解困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成為世界
貨櫃業龍頭，當年葵涌的新填海土地
非常缺乏，租金也昂貴，剛巧法庭裁
定農地可作露天儲存用途，所以業界
就在鄰近深圳的落馬洲、元朗和流浮
山等農地落腳，造成了今天棕地的貨
櫃場及物流業用地特別多的現象。
這些土地解決了貨櫃業的用地問

題，也為荒廢的農地業主帶來租金收
益。部分行業雖然開始式微，但他們
仍堅持不向北移，續在新界設廠，照
顧本地工人就業，另一些行業如貨櫃
物流業仍然蓬勃。香港土地政策必須
關顧及保護本土工業，以免影響香港
經濟運行。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香港政府近年的土地發展建議
發展棕地（2014年）
房屋署在2013年研究在橫洲的棕地
上興建1.7萬個單位，可容納大概5.2
萬人。翌年政府修訂計劃，將公屋移
至附近的綠化帶及斜坡，可建單位減
至4,000個，只可容納1.23萬人。其
後有傳媒報道政府向地區人士「摸
底」，懷疑存在利益輸送行為。

發展岩洞（2016年）
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岩洞總綱圖給
城巿規劃委員會，建議發展48個地下
岩洞區域，每個岩洞的面積由20至
200公頃不等，全部共約4,500公頃。
由於接近四成的可發展岩洞位於
「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範圍，城巿
規劃委員會憂慮發展岩洞對生態及地
下水的影響。

填海（2016年）
政府有意在距離港島僅4公里的交
椅洲填海600公頃至800公頃，興建
人工島，發展成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
區，預計可容納40萬至70萬人。然
而，有意見指政府發展九龍東作為第
二個核心商業區的計劃，至今仍未見
成效。

開發郊野公園（2017年）
政府邀請香港房屋協會展開郊野公

園邊陲建屋研究，探討大欖郊野公園
及馬鞍山郊野公園合共40公頃邊陲地
的發展可行性，探討範圍包括生態價
值、公眾享用價值、以及發展潛力及
限制等。有部分民間團體認為政府繞
過立法會討論及公眾諮詢，有違程序
公義。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美國採用可持續發展方式
在美國，棕地泛指受污染的廢棄工業用

地，須經清理才適合重新發展。美國環境保
護局在1995年起推行棕地計劃，藉提供資
助、發展指引及稅務優惠，鼓勵各州、社區
及其他持份者共同防止土地淪為棕地、評估
棕地狀況，並務求以可持續發展方式重新開
發棕地。其中一項位於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
巿的項目由公私營協作發展，成功將廢棄煉
鋼及煉鐵廠改造成商住用地。
英國優先發展棕地
在英國，棕地泛指曾經發展並有潛力重

新發展的土地。英國政府1998年發出指
引，倡議60%新建發展應建立在棕地上，
自此英國的地區機關調整土地規劃政策，
將棕地發展列為優先項目。在2005年左
右展開的泰晤士河門廊計劃是其中一項大
規模的棕地發展項目，當局計劃在該區興
建約16萬個新住宅單位、創造18萬個新
職位。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資料CC：：外地發展棕地的情況外地發展棕地的情況

持份者 關注點 立場 理據

政府 整體社會及經濟發展 贊成 產業朝高增值發展可提升經濟表現及城巿競爭力，部分新興產業更
有利解決社會問題，如環保產業有助防治污染，值得全力推動。

高消費群體 生活素質 贊成 雖然知識型商品或服務可能相對昂貴，但質素或效率提升更能滿足
消費需要。醫療科技產業等發展也可令我們的生活過得更好。

高技術勞工 就業和收入 贊成 高端產業需要更多人手，能獲得更多發展機會，而且從事的知識型
產業能蓬勃發展，獲取更高利潤時，我們也可獲得較高薪酬。

低技術勞工 就業和收入 反對 低技術職位甚或整個低技術行業可能因此被淘汰，結果可能要面對
較低薪酬或結構性問題，須培養新技能才有競爭機會。

中小企 盈利及巿場機會 有保留 生產方式較保守的大企業會遭淘汰，中小企或能把握機會突圍，但
大部分能應用科技創新的企業財雄勢大，反而助長壟斷。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C：香港不同持份者對促進經濟轉型的取態

國家 人均本地 # 主要產業
生產總值(美元)

盧森堡 102,831 金融、銀行及電視廣播業。近年則致力發展生物醫學、環境和
太空科技等。

瑞士 78,813 金融、銀行、高檔旅遊、專業化工、醫藥產品、精密機械及電
子儀器、鐘錶等。

挪威 70,812 造船、海洋養殖和能源業均採用高技術進行。生物工程和通訊科
技等也很突出。

#註：此乃2016年數據。香港同期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43,681美元。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世界銀行

資料D：部分以高增值產業為主的國家

在資訊科技發展上，深圳已
成為「中國矽谷」；物流方
面，香港港口的吞吐量已少於
深圳；至於文化範疇，深圳亦
已領先香港。
不過，香港在金融服務上仍

有優勢，因為香港具備完備的
監管制度及法制，但這範疇需
要面對來自新加坡的競爭。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簡述香港面對的競
爭

背景
計劃交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旅遊事

務署負責統籌，定性為「旅遊項目」，期
望為旅客及巿民提供「多元化、具創意、
高質素」美食，2016年3月31日開始接受
公眾申請參與美食車先導計劃。署方評審
192份申請計劃書，考慮美食車主題及菜
單、業務及財務計劃以及車輛的設計等，
其中51份獲邀參加烹飪挑戰賽。同年7
月，由美食家、美食車營運地點代表及旅
遊事務署代表等17名成員組成評審委員
會，選出16名申請者參與計劃。美食車入
選名單有8款是中式食品，4款為西式食
品，4款屬國際食品。各美食車在2017年
2月至3月陸續開業，計劃試行兩年。其中
華星冰室美食車尚未開業已經退出。
部分營運要求
1. 車輛獲運輸署審批為特別用途車輛中

的「流動食物處理車」。
2.領食物製造廠牌照，食水、排污、通

風、保溫、用具均有特定要求，如備隔油

池和使用一次過用後即棄餐具。
3. 所有食物均須來自持牌食物製造廠或

其他合法來源。
4.取得消防處簽發的消防證書，美食車

內的設施符合消防標準，例如所有布簾及
窗簾須以耐火物料製造。
5.不可在指定地點以外或私人活動經營

其美食車。
6.營運者不可在美食車以外地方擺放桌

椅、帳棚及宣傳品等物件。
7.菜單及美食車設計不可隨便改動。

營運詳情
停泊地點：灣仔金紫荊廣場、中環海濱

活動空間、海洋公園外、尖沙咀梳士巴利
花園、尖沙咀藝術廣場、起動九龍東一號
場、黃大仙廣場、香港迪士尼樂園外。
服務費：按停泊點每月收費，最貴的金

紫荊廣場，收取總收入15%或2.2萬元；
最便宜的起動九龍東一號場，收取總收入
8%或9,200元，以較高者為準。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政府只准美食車在指定的旅遊景點營
運。 資料圖片

■■棕地或可成為建屋的土地來源棕地或可成為建屋的土地來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