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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
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願
景」計劃。香港要解決住
屋及發展問題，需要不斷
填海造地，興建新市鎮，
讓市民看到置業安居的希
望。「明日大嶼」計劃投

資未來，為民造福，阻撓填海造地，將愧
對香港下一代。
目前外界對於「明日大嶼」計劃最大的
攻擊，是指方案成本高昂，可能會令政府
庫房破產。這種指控完全不符事實，填海
造地不但可以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經濟效
益，更可以為庫房帶來豐厚的收入，香港
寸金尺土，土地有價。據統計，上世紀80
年代以來香港政府從填海造地就獲得了數
千億元收入。回歸以後，賣地收入更成為
香港財政的一大來源，當中正反映香港造

地有價、填海更可帶來龐大收益。據業界
估算，只要將「明日大嶼」計劃中的三成
土地拍賣，以最保守的估算都可以為庫房
帶來6,000多億元的收入，足以抵消整個計
劃的成本，當中還未計及其他商業用地，
而其他間接帶來的經濟效益更是難以估
量。
因此，所謂填海「破產論」根本不值一
駁。恰恰相反，與其他方案相比，填海成
本並不算特別高，又可一次過提供大量土
地，有利規劃發展，這些都是其他拓地方
案難以企及的優勢。現時香港多個新市
鎮，正是在當年的填海基礎上，全面規劃
建設出來，當中包括赤鱲角新機場，既解
決了市民居住需求，又滿足了社會發展的
需求，這一個又一個的新市鎮，正正支撐
了香港的發展，讓東方之珠更加璀璨亮
麗。今日，反對派一邊享受填海造地的好

處，一邊又反對填海，令土地問題難以解
決，難道這就是對香港負責的做法？難道
這就是為香港利益着想？相信市民都有公
論。
必須指出的是，填海是香港造地的最重要

途徑，自從香港政府於1976年訂立《郊野公
園條例》，劃出市郊未發展地區為保護區禁
止開發，其面積達到香港總面積四成，連同
其他保育地帶、高生態價值的地方，香港有
七成面積被凍結，而剩下來的三成土地，經
過百多年的發展已所餘無幾。在先天缺地之
下，造地唯有填海一途。填海是香港賴以生
存的重中之重，沒有填海造地就沒有香港，
也沒有未來，這是香港的客觀事實。現時政
府提出的「明日大嶼」計劃，已經充分顧及
環保問題，在財政上亦能應付，各界應該大
力支持特區政府為民造地、為民造福，讓「明
日大嶼」早日落實，讓廣大市民看到希望。

一橋飛架粵港澳 香港發展邁入新階段
港珠澳大橋是在「一國兩制」下，粵港澳首次

合作建設的特大型交通基礎設施，一橋飛架粵港

澳，不僅三地受益，而且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實現再次騰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港珠澳大橋管理局10月19日
晚發佈消息稱，港珠澳大橋將
於10月 24日上午 9時正式通
車。據報道，大橋開通儀式早
一日即23日在珠海舉行，屆時
通車儀式將隆重舉行，更加彰

顯港珠澳大橋開通的深遠意義。連日來，本港
各種媒體都聚焦大橋通車，反映了港人對大橋
通車的熱情期待，對大橋使粵港澳三地受益的
充分肯定。

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大橋全長55公里，集橋、島、隧於一體，包

括一條長約6.7公里的海底隧道及4個人工島，
為目前世界上最長的沉管隧道及世界跨海距離

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於上月開通，讓香港

正式與內地的高鐵網絡接軌，進一步鞏固香港
作為中國南大門的地位。接着港珠澳大橋的開
通，為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邁出
重要的一步。
港珠澳大橋聯通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兩個特別

行政區與廣東九市，整體融合後將會形成一個
規模龐大的超級大城市群。大灣區城市之間的
聯動，需要更密切、更高效、更快捷的交通，
大橋對於大灣區而言，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交通
大動脈。隨着大橋通車，來往香港、珠三角、
澳門三地的人、車更加自由和方便。
作為連接粵港澳三地的跨境大通道，大橋將

三地連在一起，從而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技
術流等要素在灣區內高效流動和配置，將粵港
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
群。港珠澳大橋所形成的一小時交通圈，將釋
放的經濟社會效益更令人期待，這有助開闊區
內特別是香港青年的視野，改變他們對於大灣
區的時空概念，縮短心理距離，拓展人生理想

和事業的視野，有助於把握時代機遇。

一座大橋三地受益
現時香港與珠三角西部的交通主要靠水路，

並無直接陸路通道連接。大橋通車之前，香港
利用駁船把貨物由香港運到珠海洪灣港一般需
要1至2天的時間，陸路距離超過200公里，行
車需4小時，而港珠澳大橋將距離縮短至40公
里，時間只需75分鐘。
大橋通車後，為珠江三角洲兩岸提供直接陸

路連接，令香港與許多內地城市或地區在經濟
活動上有密切聯繫，發揮促進珠三角西部以至
粵港澳大灣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以及技術
協作的重要作用，讓整個大灣區協調、平衡地
發展。
大橋通車改變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時空概念，

可以將整個珠江口形成一個緊密的城市群，相
互促進帶動，平衡差異，最終實現全面發展。
未來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
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
慶、江門、惠州等九市將組成一個整體的大灣

區城市群。
大橋通車後，車輛取道大橋可縮減往來香港

與珠三角西部的行車時間，減省陸路客運和貨
運成本，將極大地促進三地物流業的發展。加
上早前高鐵的開通，「一鐵、一橋」將推進
「一程多站」的旅遊概念，這將帶動香港旅遊
業的發展，吸引更多人經香港去澳門、珠海等
地，提升三地旅遊業的發展。隨着港珠澳大橋
的開通，將有利於現在深圳、珠海、中山、東
莞等地勞動力密集型的企業包括港企，往粵西
地區轉移，帶動粵西地區的經濟發展。
特區政府正研究善用人工島，在香港口岸地盡

其用，加強發揮大嶼山連接世界及大灣區的雙門
戶功能，並希望大橋與機場能發揮協同效應。
港珠澳大橋總設計師孟凡超表示，大橋對大灣

區經濟增長有重大的支撐作用，經濟價值遠超大
橋本身1,000多億元港幣。孟凡超支持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的「明日大嶼」計劃，認為
該計劃將會是建設大灣區的重要舉措，應該結合
大灣區及港珠澳大橋去發展，他認為「明日大嶼」
有望產生十幾萬億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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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府推廣太陽能發電點讚

日前，特首林鄭月娥
在2018年施政報告中宣
佈，「適度放寬在村屋
天台裝設太陽能系統的
限制」。沒過幾天，政
府又推出《太陽能光伏
系統安裝指南》，方便

市民了解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的事宜和
申請上網電價的程序。這一系列的做法
體現出政府的態度務實，值得肯定和點
讚。
筆者在任立法會議員這兩年內，一直

不停推廣鄉郊發展分佈式太陽能發電系
統，並爭取政策上的放寬。今天，政府
終於接納我們新界人的意見，令努力初
見成效！對於此次政府不遺餘力地推廣
太陽能光伏系統，筆者有以下三點想
說：
第一，歡迎政府以務實態度放寬對太

陽能光伏系統的限制。此次發佈的《安
裝指南》載列了村屋天台安裝系統的詳
細規定，包括安全規定，安裝流程圖以
及放寬高度限制等安排，免去住戶的後
顧之憂，讓他們在參與太陽能光伏發電
的同時，繼續使用天台作合法用途。
第二，肯定政府聆聽民眾需求，了

解民眾聲音。在以往，不少住戶擔心
安裝太陽能發電板會變成僭建而對計
劃卻步，政府及時放寬限制，明確了
村屋住戶所擁有的權力，並且採取了
筆者建議的太陽能設備與遮陽棚結合
的做法，是貼近民情，以民眾福祉為
依歸的做法。
第三，讚揚政府以最快速度推廣太陽

能光伏系統。從10月10日行政長官發佈

2018施政報告以後僅五天的時間，政府
就公佈了《安裝指南》，其中也得到了
發展局和環境局的大力推動和努力，大
大提高了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的可行性
和吸引力，是真正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
發展的體現。

應繼續鼓勵普及太陽能
政府發言人稱，截至9月底，兩家電力

公司已接獲約500個申請，推動可再生能
源發展初獲成效且社區反應正面。此外，
除了私人屋宇，政府還會推出新計劃，例
如，協助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安裝小型可再
生能源系統，並會研究在合適的水塘位置
裝設大規模的浮動太陽能板發電系統等，
真正在香港普及可再生能源。
向前展望，政府應繼續帶頭，鼓勵民

眾多參與其中。對此，政府要聆聽民眾
需求，可做一個示範單位，向居民具體
展示太陽能計劃的實況，為市民及業界
提供更多方便。值得注意的是，科技發
展日新月異，能源行業更是如此，為進
一步普及太陽能發電，對於一些經銷商
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政府應該作一個參
考，進行推廣形成示範，讓民眾有更多
的選擇，也可以依託這些先進技術帶動
香港光伏產業的發展，推動香港可再生
能源持續向前。
筆者認為，凡是能夠利民紓困的，對

香港有利的，就應該努力爭取，大膽去
做，政府不應被「官商勾結、利益輸
送」等陰謀論束縛手腳，要發揮實事求
是的精神，從民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讓
太陽能光伏發電成為一項利民利港的大
事業。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放下偏見 擁抱灣區

內地面向港澳台人士簽發港澳台居民
居住證政策推出月餘，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開通亦即將「滿月」，隨着港珠澳大
橋的開通，港人赴內地生活、旅遊、工
作將進一步便利化。然而，筆者發現，
香港仍有相當一部分港人對前往大灣區
持謹慎態度。不少人對內地仍然不太了
解，甚至是在部分偏頗輿論誤導下存在
偏見。作為一個在廣東工作10餘年，又
長期關注香港並大量接觸港人的內地
人，筆者對此感到驚訝和不解，認為實
在沒必要。
近日，香港某報就內地火車「霸座」
進行報道時指，內地流行在高鐵霸座，
社會充滿「憑本事霸的座，憑什麼要還
給原主」的行為邏輯，形成嚴重社會問
題。
筆者將此報道傳閱朋友圈，一眾友人

苦笑該報道「荒誕」，不值一批。該言
論體現記者及所在媒體自身的狹隘、淺
陋不值一提，但誤導香港讀者、導致對
內地認知錯位這一危害卻值得關注。
多年來，部分香港人對內地確實存在一

定偏見，仍有相當比例港人從未北上。如
港人此前一直認為珠三角治安太差，廣州
火車站等地更是藏污納垢之地。早年確實
如此，如2005年，僅廣州火車站發生刑事
案件便達3,050宗。然而，十餘年過去，
如今內地已發生翻天覆地變化。治安方
面，通過綜合整治，珠三角治安已有根本
性改善，今年以來，廣州火車站已經連續
250多天零發案。筆者居穗12年，亦從未
遭遇盜搶騙等不法侵害。
市容市貌和生態環境，內地也迎來巨

變。如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廣東9市，至今
年已全部獲「國家森林城市」稱號。
事實上，早年到內地闖蕩的港人，亦
是內地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最早受
益的一批人。內地營商環境確實有可改
善之處，但他們在各自領域抓住機遇，
勤勞苦幹，創出了一片天地。
如今，內地改革開放再出發，港人還
同時面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大
可勇敢走出第一步，了解內地，深入大
灣區，探尋發展機會。
目前，已有不少港人，特別是年輕

人，同樣抓住了個人發展和提升的機
會。筆者親眼所見，例如一個「三無」
（無資本、無學歷、無人脈）創業港
青，一步一個腳印，成功把香港特色小
食引入內地，在內地開設幾十家連鎖
店。又如，有港青發掘廣深港高鐵開通
帶來的機遇，在內地註冊公司，推出粵
港兩地「共享醫療」的創業項目。而懷
揣創業項目，還在大灣區甚至全國奔走
參賽、落地的港青，更不勝枚舉。
目前，內地出台了很多港人在內地

「國民待遇」政策，甚至很多是超國民
待遇。所有這些舉措，不是在迎合港
人，更不是為了討好港人。這些政策，
一方面是看到港人有自身優勢，發揮其
長處，推動整個社會發展，更重要的一
方面，是為全體國民提供一個生活工
作、融入祖國發展的同等環境和平台。
俗話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香港

市場畢竟有限，港人要尋求個人、企業
發展，不妨到內地多走動多看看多交
流，看到機會勇敢抓住。

敖敏輝

阻礙為民造地愧對下一代
吳惠權 香港客屬總會主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提出「明
日大嶼」的填海計劃，引起社會上一些不
同的看法。有人認為，現在新界還有土
地，例如棕地，完全可以開發，不必填
海。而且填海造地需要一萬億元，會把香
港的儲備全部花光。這種觀點，未考慮到
實際的運作和效果，也有點誇大。
香港確實有大片農地或棕地，但大部分
是有業權持有人的，要業主們拿出土地讓
政府發展，必須經過土地賠償及換地等複
雜程序。而且棕地涉及不同產業，農地的
業權也極為分散，業主無論賣地或補地價
發展，自然要求實現利益最大化；利用棕
地發展為貨倉、物流運輸及貨櫃停車場的
人士，也會向政府提出賠償，要求政府另
給土地安置，繼續經營。政府根本沒有土
地，難以滿足棕地現有經營者的要求。因
此，開發棕地寸步難行。

填海造地，我們附近的澳門、新加坡等城
市已有很好的先例，證明是可行的，而且是
較快增加土地儲備的辦法。黃遠輝率領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曾到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徵詢
意見，一眾與會者均表示支持填海。
本人認為，在大嶼山填海造地，使政府

有充足土地儲備，可以進行長遠規劃，有
利帶動新界土地問題的解決，更有利於政
府與持份者商議，說服新界土地業主以公
私合營開發土地；至於棕地，當政府有了
土地儲備，可以騰出一些興建現代化物流
大廈，安置現在棕地上的中小企，這樣就
可以將新界的棕地釋放出來。
大嶼山的填海計劃，最快要14年才可

能開始建房屋。14 年是一個很長的時
間，政府每年撥出500億港元作為土地開
發基金，10年有 5,000 億元，14 年就有
7,000億元。如果發行土地開發債券，每

年利息4厘，也有利於香港建立一個獨立
債券的市場。
按今年青衣一塊住宅用地拍賣成交價的7

折計算，政府只需把整個填海計劃的1/5土
地，大約300公頃土地拍賣建私營房屋，也
會為庫房帶來超過15,000億元的收入。由
此可見，填海計劃將把香港財政儲備花光
的論點，極為荒謬。
填海計劃為香港帶來新的發展動力和機

遇，希望大家不要用陰謀論來看待，製造
社會分裂。雖然有個別行業，例如漁業或
會因填海而受影響，但只要積極面對，可
以解決問題，例如政府可與內地協調，擴
大部分沿海水域，供香港漁民捕魚。
香港地小人多，土地問題已經困擾多
年，阻礙發展。「明日大嶼」計劃，從中
長期來看，有利於香港發展，是造福子孫
後代的好事。

不要用陰謀論看待填海
陳少山 廣東省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內地事務委員會主席

筆者最近到台灣訪問，目前距離「九合
一選舉」還有一個月。走進高雄，大街小
巷不見昔日選舉時的喧囂，沒有滿街的選
舉標語，也聽不見高音喇叭震天。高雄這
個傳統民進黨的南部大本營，正遭遇前所
未有的「韓風」吹襲。國民黨高雄黨部主
委韓國瑜征戰，擔任國民黨高雄市市長的
候選人。韓國瑜甫一登台，就以特有的
「清新」，刷新國民黨老沉的傳統形象。
僅僅幾個月，「韓風」一路吹來，「風
力」不斷加大，民調飆起，讓民進黨感受
到「變天」的壓力。
國民黨一向強調的「溫良恭儉讓，仁
義禮智信」，遇上民進黨，就變成「秀
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韓國瑜來自基
層，快人快語，也不失禮節，奉行「溫良
恭儉不讓」。韓國瑜近日接受《超訊》訪
問，給人的印象就是快人快語，思路清
晰。最過癮的是，他出口成章，故事不
斷，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語言打動人、
感染人，獲得認同。韓國瑜的詼諧，讓

人溫心。
我問韓國瑜，選舉是否辛苦、平時有否

鍛煉身體？他直率地回答，「平時不鍛
煉，有空打麻將」。他是六月出生，屬雙
子座。我告訴他，這個時代是雙子座的天
下，特朗普就是雙子座，他有機會當選。
韓國瑜馬上回答：「雙子天下好，我還要
吃雙黃蛋。」
韓國瑜「不按理出牌」的選舉言行，虎

虎生風，讓民進黨從中央到地方都感受高
雄大本營變天的壓力。韓國瑜不否認，若
出現了變天結果，有個人的魅力，也有百
姓要求改變的迫切需求。
韓國瑜深信，高雄人懂情意，會改變
的。他到挺綠的機構探訪，屋裡人看到
他，冷漠的問：「你來拉票嗎？」韓國瑜
回答，「不要談政治，不要講選舉，我是
來喝酒的。」酒過三巡，有人說：「你很
不國民黨」，韓國瑜哈哈大笑。
韓國瑜輕鬆地比較自己和對手，「我選

舉像個快樂的鞋匠，而陳其邁是位煩惱的

員外」。中秋長假，很多北漂的高雄人返
回家鄉，勸原本偏綠的家人給高雄一個改
變的機會，「大家已經給民進黨20年，真
的不耐煩了。」
從台北來，在高雄從無到有，韓國瑜腳

踏實地，獲得市民肯定。他稱過去所提的
政見，包括開放醫療觀光、太平島挖礦、
旗津設免稅區等，都有待提出進一步具體
可行的政策，避免淪為天花亂墜，才能取
信更多知識階層選民。他談「九二共
識」，強調和平環境，才符合高雄民眾的
福祉。
儘管民進黨緊急動員，召集3萬民眾集
會，以挫韓國瑜的銳勢。但是民進黨執政
潰敗，已成頹勢，似乎難以抵擋「韓
流」。多項民調顯示，韓國瑜的支持度緊
追民進黨高雄市長參選人陳其邁，連民進
黨中央自己的民調，陳領先韓的百分比已
縮小到個位數。韓國瑜是藍營的「超級人
氣王」，拉抬了國民黨的氣勢，重塑了國
民黨政治人物的形象。

高雄吹「韓風」打不一樣的選戰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