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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深圳視察時表示，
「再一次來到深圳，再次來到廣東，我們就
是要在這裡向世界宣示：中國改革開放永不
停步！下一個40年的中國，定當有讓世界刮
目相看的新成就！」習近平主席強調，越是
環境複雜，越是要以更堅定的信心、更有力
的措施把改革開放不斷推向深入。

習主席鏗鏘有力的宣言，表明中國未來將牢牢把握改革的
領導權和主動權，延續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堅
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路線，而新
一輪改革開放將更強調自主創新、以民為本。香港作為國
家40年改革開放的促進者、參與者和得益者，應牢牢把握
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重大利好，積極投身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融入國家改革
開放的大局。
今年正逢國家改革開放40年，國家正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香港也在積極投入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融入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當前習主席對廣東提出的四方面的工作要求中，
首要的一點就是深化改革開放，尤其是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作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大機遇、大文章，在更高水平上擴大開
放；同時繼續推進改革，抓好改革舉措的協同配套。前段時
間特首林鄭月娥針對國家改革開放國策，也闡述了未來香港
的工作重點，包括維持香港金融體系穩定與健全、鞏固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和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深化與內地的合
作；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總
的來說，國家發展形勢的變化，需要香港調整其經濟角色，
靈活應變，才能充分投入，成為國家經濟「走出去」的橋
樑。
香港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製造業中心，發展成為今天的

國際金融貿易大都會，四十年來其人均生產總值增長超過十
倍。香港應繼續抓住國家主動擴大向世界開放及發展高質量
經濟的機遇，成為國家金融改革的積極推動者，才能進一步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分享
國家發展紅利。
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指出，

「中國進行改革開放，順應了中國人民要發展、要創新、要
美好生活的歷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國人民要發展、要合
作、要和平生活的時代潮流。中國改革開放必然成功，也一
定能夠成功！」 香港的未來，應透過在金融、貿易、銀行
體系上的不斷穩定與健全，鞏固自身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深化與內地的合作；在國家政策上，積極參與「一
帶一路」建設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在產業結構上，對接
內地創新科技發展新浪潮，為兩地人才的合作與交流提供
更廣闊的平台。香港的未來與國家血脈相連，只要香港能
夠積極調整自身角色，迎難而上，必能在經濟發展上創出
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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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大型項目乃至創新設想的提出，
都難免遭到質疑，港珠澳大橋自然也會
引發爭議。筆者認為，香港社會不應該
光盯小問題，要將格局放大、眼光放
遠，多一些信心和耐心，以長遠目光看
待港珠澳大橋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努力發揮大橋的策略優勢，才能為香港

未來發展增添動力。

港珠澳大橋便民利港
港珠澳大橋對粵港澳三地的連通、對整個大灣區的建

設以及香港的發展，都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大
橋給普通市民帶來了最直接的好處，他們的工作和生活
變得更加方便，對大灣區的歸屬感和獲得感也會不斷增
強。
從筆者自身的體驗來看，通過大橋從香港往返珠海，

無論是坐巴士，還是自己開車，價錢和時間都十分合
理。這給香港的住房問題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未來香港居民可以考慮在珠海置業，在便利的交通下實
現跨城生活，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享受方便舒適的居住條
件和生活。港珠澳大橋對年輕人也十分利好，令他們有
更多機會在大灣區一展拳腳，擁有更好的人生機遇和更
廣闊的發展舞台。
有反對派人士質疑說花費巨額公帑建立大橋是否值得？

筆者認為，考慮港珠澳大橋的回報不能只局限於眼前利
益，更應結合粵港澳大灣區以及祖國的長遠發展，看中長
期的發展回報。更何況，單從民眾的角度來看，55公里長
的大橋拉近三地距離，給工作、投資、居住、旅遊等各方
面帶來便利，提高了生活水準，已經是值回票價。

大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大橋遭受的質疑聲還有不少。有環保組織認為，港珠

澳大橋造成環境污染，同時影響本港中華白海豚棲息
等。筆者認為有關言論未免言過其實，經過大橋的人能
看得清楚，海面並沒有任何污染的跡象，我們也沒有看
到證據說，大橋對環境有任何的破壞。
可見，大橋技術專家們的工作十分到位，在建設時就

已經採取一系列措施，例如禁止水底打樁、用海上設備
消音、工程船避開海豚熱點等。近日有媒體報道，港珠
澳大橋開通當天，還有5頭中華白海豚造訪，這些都說明
了港珠澳大橋在環保上取得的良好成果。
還有聲音質疑大橋的透明度不高。這更是杞人憂天、

庸人自擾，港珠澳大橋是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也擁有
世界最長的沉管海底隧道，很多工程設計極其複雜，並
非所有的內容都適合公開。更何況，大橋跨越三個實行
不同法律制度、行政制度的地區建設運營，這在國內和
國際未有先例，跟香港以往工程完全不同，不能用傳統
思維去看待。
事實上，民眾完全可以通過政府相關部門進行查詢。

例如，早前有關大橋人工島防波堤的扭工字塊被海浪沖
散之說，引起公眾對於安全性的擔憂，路政署立即向負
責主橋工程的港珠澳大橋管理局作出跟進，實地視察後
將有關科學理據、建造的良好實況向公眾清晰交代，防
波堤被沖散之說不攻自破。港珠澳大橋作為具有重大而
深遠影響的大型基建，相信三地政府都能高度重視，及
時作出公開透明的回應。
港珠澳大橋開通至現時為止一切運作正常，但仍有部

分有待檢視和改善。首先，筆者認為，目前澳門方面處

理過境車輛落差較大，計劃申請手續多，只是去人工島
停車場，香港登記私家車車主就要先過四關——申請三
個許可證、提前12小時預約泊車位、購買車輛保險、上
載保險資料，才可以將車輛停泊在澳門口岸停車場再入
境。此外，也有搭乘旅遊巴士的旅客反映，經大橋由香
港前往澳門，過關程序比較麻煩，需時較久。

三地通關需不斷檢視改善
雖然涉及「三地三檢」通關，程序繁多可以理解，但

這並不符合港珠澳大橋方便快捷的初衷。一些手續完全
可以簡化，例如，可以讓民眾通過網絡或移動終端查詢
車位的即時數據，再決定是否前往人工島停車場，簡化
提前12個小時登記這個繁瑣的程序。政府也應該規劃多
層停車場，方便更多往來車輛。
其次，可以先試先行，對人大、政協、立法會及區議員

等車輛予以放寬行走港珠澳大橋及進入三地區域，或在無
須預約情況下使用人工島上停車場設施；對有工作上需要
或有運輸業務的車輛，應擴大配額等。主要目的是讓人
流、物流、資金流等生產要素能在灣區自由流動，因此，
可通過試行逐步放寬跨境通行政策，增強三地互信聯動機
制。相信不單有利於三地互動和發展，還能積累「一國兩
制」下三地合作的基本經驗，推動大灣區持續向前發展。
港珠澳大橋作為舉世矚目的超級工程，還有許多問題有

待解決或正在解決過程中，有些融合還不夠完美，但涉及
三地，融合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這需要時間，需要粵港
澳三地的不斷努力，也需要三地的民眾多一些耐心和信
心，要以長遠的目光看待港珠澳大橋的未來發展。相信
每一點進步，都是對「一國兩制」政策的發展與補充，
都是為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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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計劃」潰敗大快人心

「風雲計劃」培訓導師張榮輝日前接受傳媒
訪問，指因戴耀廷於11月下旬面臨妨擾罪訴
訟，或擱置「風雲計劃」。張榮輝在該訪問中
又自揭「風雲計劃」門檻相當低，質素良莠不
齊，看來「風雲計劃」只能招來臭味相投的散
兵遊勇和「獨兵」嘍囉，令這個亂港奪權大計
壽終正寢。
戴耀廷的原意，是要招募400多人去出選

2019年區議會選舉十八個區議會的全數400多
個議席，但在反應冷淡下，已調整目標，只派
員到「有勝算」的選區參選。要知道，地區工
作勞心勞力，需要參選人投放時間和心機，對
所服務的社區有熱誠和責任感，並不是「空
降」鬧玩，若只想以議員薪津和平台「搞政
治」而忽略民生，將是地區的災難，所以選民
普遍均不會「引狼入室」。

報章報道「風雲計劃」的培訓鬼祟，學員要
掩面離開，培訓地點「搬來搬去」，可見「風
雲計劃」見不得光。該系列報道更指出，課程
更叮囑學員不要在公開場合「宣獨」及刪去過
往在網上社交平台的「播獨」「罪證」，以免
日後在報名參選時被選舉主任裁定不符合擁護
基本法的基本參選資格，再次證明「風雲計
劃」的性質，企圖以「政治化妝」包裝和美化
「獨人」欺騙選舉主任和選民。
說穿了，原來的「風雲計劃」是一個欲騎

劫選舉平台的不軌詭計，隨部分選區內
訌，或另涉不可告人的秘密，「風雲計劃」
潰敗，樹倒猢猻散，「風雲戰士」成為棄
子。戴耀廷未能實現其對明年區議會選舉的
操控慾，或許，監倉內的老鼠曱甴將成為他
的新玩伴。

朱家健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港應積極調整 投入新一輪改革開放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抓住大灣區建設機遇融入新時代改革開放

10月2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
親臨珠海港珠澳大橋開通儀
式，並視察廣東地區。習主席
在視察時的一番講話，再一次
向世界發出了中國改革開放永
不停步的信號。如今，國家新
時代改革開放已然開啟，而在

新一輪改革開放中，國家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為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戰略提供了新的
契機。香港應抓住這一機遇，充分利用「一國
兩制」賦予的獨特優勢，發揮香港所長，投身
大灣區建設，為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作出積極
的貢獻。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香港的定位可謂十

分明確。香港是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在語言、
法律和會計制度上都與國際接軌，是全球領先
的國際金融、航運及貿易中心。在「一國兩
制」下，香港有自己的經濟、社會制度和法
律，資訊與資金自由流通，金融監管制度達國
際水平，有良好的金融業發展基礎。航運方
面，香港在船舶註冊、稅收政策、自由貿易、

國際中轉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且在高增值
專業海運服務方面發展蓬勃。多年來，香港在
上述領域裡累積了大量的專業技術人才、關係
網絡及先進經驗。此外，香港的教育及科研實
力雄厚，擁有多間世界級的大學，司法和知識
產權保護制度健全，擁有發展創科的優勢，可
與灣區其他城市形成優勢互補。
習主席曾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支持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央也高度重視港澳在
大灣區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香港已不單是
「聯繫人」，更是「參與者」，應該更加積極
地結合「國家所需」，發揮自身在金融、貿
易、航運、專業服務、創科等領域的獨特優
勢，推動大灣區的國際化程度和發展水平，提
升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支撐和
引領作用。
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包括香港，需要香港，

也將進一步成就香港。香港應主動投入國家新
時代改革開放進程中，在發揮自身所長，作出
貢獻的同時，借國家東風，進一步推動自身繁
榮與發展，取得更大的成就。

莊紫祥 博士 香港友好協進會發展基金會執委會副主席

港珠澳大橋凸顯香港優勢

2018年10月23日，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主席
在廣東珠海出席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並宣佈
大橋正式開通。港珠澳大橋開通不但是民心
所向，更改變了新一代人的命運，將眼光和
人生格局放大，不限於香港發展，走出框框
向內地發展，在經商、讀書、工作、旅遊觀
光與內地每個城市的交流建立前所未有的緊
密聯繫。港珠澳大橋促進內地和香港長遠的
經濟發展，將我們的生活文化與國家蓬勃的
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
港珠澳大橋開通所帶來的交通便利和經濟效

益凸顯香港優勢。香港堅守「一國」之本，善
用「兩制」之利優勢，實現了經濟轉型發展和

進一步的繁榮安定，有利於大力發展創新科技
和高端技術產業與內地、澳門合作和發展，帶
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協同效應，
帶動就業機會，開發新產業的共同機遇，合作
共贏。香港發揮自身實力與內地優勢互補，輸
出優秀人才，青年發展空間不限於香港，而是
走向內地發展，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
「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實
現香港新騰飛。我們應該珍惜港珠澳大橋開通
所帶來的便利和經濟效益，讓我們走向內地拓
展學業、事業和創業發展空間，打破時代和溝
通的隔膜，了解內地社會和文化演變，與內地
經濟建立更緊密聯繫。

張思穎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高鐵香港段通車已有一段時間。雖然高鐵運作上浮現一些
問題，不過港鐵和內地鐵路總局迅速回應，很多運作上的問
題陸續得到解決，特別是透過12306網站購票的問題已有應
對方案，不得不讚營運單位的迅速反應。
據報章指出，香港高鐵開通初期，乘客人次只是預期的一
半甚至更少。筆者認為，不能單靠數天的運作就判斷其實際
價值，因為內地其他新車站和新鐵路開通時，乘客人次都是
較少，但會陸續改善和增加，達至目標。不過，筆者根據不
同乘客的需求和觀察，針對香港高鐵的營運，有以下改善建
議：
第一，根據觀察，來往福田和西九龍的需求是非常大，

但來往深圳北和西九龍的需求遠較福田低。 由於現時坐直
通巴來往佐敦和皇崗口岸，再轉地鐵去福田，大約需時
60-75分鐘，已經有不少用家認為車程太久。他們認為，
高鐵能將福田和西九龍兩個核心金融區做到高速連接，所
以來往這兩個站的需求非常大。 不過，由於現時來往西九
龍和福田的高鐵車次少，班次不均，有時幾分鐘就有車，
有時要一小時才有車，而且末班車太早開出，未能完全將
兩地的通勤需求充分利用於高鐵上。 因此，筆者認為，來
往福田和西九龍的高鐵服務應全日維持於10-30分鐘一班
(最疏不超過30分鐘，而不是用平均數)，末班由西九龍開
往福田和深圳北應延遲至00:00，而末班由福田開往西九龍
也應延遲至00:00(即深圳北開23:55)。 目的是要做到深圳
市區和香港市區高速便利一體化，達至乘客來往福田和西
九龍可以即時購票，即時進閘，即時上車，連過關在45分
鐘內完成。
第二，現時西九龍站有實施開車前45分鐘停止入閘的規
定。此舉對大部分經常過關的香港居民和內地居民，是一種
不便利。根據經驗，很多市民都可以在十至十五分鐘之間完
成兩個過關程序，特別是出入香港和深圳的，過關所需時間
也不長。因此，有由西九龍往福田或深圳北的乘客投訴，如
果要開車前45分鐘入閘過關，完成安檢和兩個清關手續後，
都只是用了不超過20分鐘時間，然後再在候車大廳白等多20
分鐘才可以上車，覺得浪費時間。當然，對長途高鐵來說，

提早45分鐘入閘是有理據，但對短途客來說，是否仍然要硬
性規定45分鐘前入閘呢？因此，筆者認為，入閘時間應修改
為開車前30分鐘，並視乎乘客所持的行李和證件，彈性處
理，特別是西九龍往福田或深圳北的乘客。
第三，有很多乘客投訴港鐵執行行李規定過分嚴謹。 當

然，香港是守規矩的城市，但有些小細節，可以彈性處理。
例如，在內地坐高鐵來香港，帶大型行李箱是沒問題的，但
在香港去內地就有問題，因為超出西九龍站列明的行李體積
要求。筆者不認為港鐵需修改規則，因為需要跟從全國鐵路
的行李規定標準。可是，實際執行上可以彈性處理，例如如
果行李不是超出規定很多，港鐵應寬鬆處理。
第四，深圳當局也可以利用西九龍站，分流現時深圳北站

的擠迫情況。長遠來說，可以考慮興建連接福田站和杭福深
專線的副線，讓來往西九龍及惠州或以東的高鐵可不用繞經
深圳北站調頭，大大減輕香港和深圳市區出入廣東東部和福
建的車程。
第五，現時提供來往高鐵站的接駁交通，尚算不錯。 可

是，上落客位置卻很不便。例如，如果由高鐵站去最近的公
交車站轉乘高鐵接駁巴士，需走行人天橋前往對面的柯士甸
站，才有巴士站。反之，旅遊巴上落客區就正正在車站外。
一般來說，旅遊巴是一早被預訂的，而公共巴士是要讓潛在
乘客觀察到和覺得吸引，才會乘搭。現時公共巴士站位置距
離高鐵站那麼遠，變相令公共巴士吸引力大減，變得資源運
用不充分。因此，港鐵需積極考慮將現時三條高鐵接駁巴士
W1，W2，W3，搬遷至西九龍站J出口外上落客，並提供清
晰的指示牌，令旅客更方便、容易和清楚去轉搭該三條接駁
巴士。至於旅遊巴，由於是團體一早預訂，擺放在對面柯士
甸站上落客也沒所謂。
第六，港鐵可積極考慮將營運權以外判形式交給中國鐵

路總公司，這樣才令鐵總有充分的計劃和調配去發展西九
龍站的高鐵營運，而港鐵則專注發展站內配套和收取營運
費。
高鐵既然已經投入服務，政府和市民應好好利用其便利功

能、彈性管理，讓市民受惠，才能充分發揮高鐵效益。

總結經驗改善高鐵服務
劉世傑 城市智庫成員 「就是敢言」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