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研集
位於新界東北邊境禁區的沙頭角，6

月3日起逐步開放，旅行團可於周六、
日及公眾假期進入沙頭角墟指定範圍
觀光，並於碼頭乘船前往荔枝窩、吉

澳等景點。開放沙頭角禁區早在香港回歸之初已經
提出，但直至今日才能落實逐步開放，希望這遲到
的開放，帶來的是高質的發展，而且能夠帶動整個
新界北邊境禁區的發展，乃至 「北部都會區」 的全
面提速發展。

民間強烈呼籲開放邊境禁區
沙頭角墟在清朝道光年間已是一個客商往來頻繁的

墟市，同時也是連接深圳和香港的其中一條通道。
1898年，英國透過不平等條約，強租新界地區99年，
沙頭角成為港深邊境的墟市，並逐步形成了連接港深
兩地著名的 「中英街」 。

港英政府在1950年代，以打擊走私為由，將包括沙
頭角在內，新界北部 2800 公頃的土地列為邊境禁區
後，普通的香港居民，想要前往沙頭角變得十分困
難。沙頭角及北部邊境禁區的發展，也是數十年如一
日，停滯不前，直至今日，仍然只處於自然鄉村的發
展狀態。

上世紀80年代，內地開放改革，深圳特區迅速發展
之時，中英街成為不少內地人近距離接觸香港、了解
香港的旅遊熱點，吸引大批內地遊客，也令 「中英

街」 空前繁榮。
內地的高速發展，帶動沙頭角 「中英街」 的發

展，居民得到實惠，亦對邊境禁區的政策感到不
滿。香港回歸後，新界地區民間有強烈的呼聲，要
求開放邊境禁區，釋放土地，發展新界北部。早在
2003 年時，當時的特區政府就曾對民間建議作出積
極正面回應，表明將會研究率先開放沙頭角禁區，
允許香港市民前往沙頭角，並可乘船前往荔枝窩、
吉澳一帶觀光遊玩，激活當地經濟、社區發展。可
惜的是，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這項政策未能
落實。

2005 年，特區政府首次提出縮減邊境禁區範圍，
2008年特區政府公布將香港邊境禁區陸地範圍由原來
約 2800 公頃，分三階段逐步縮減至約 400 公頃。但
是，邊境禁區範圍雖已縮減2400公頃，釋放出的土地
也基本沒有開發利用，政府甚至也未就這一區域發
展，作出完整的規劃，新界地區仍然處於鄉村的發展
狀態，遠遠落後於時代，沙頭角居民渴望發展的願
望，再度落空。

民間提出開放沙頭角旅遊的建議，特區政府用了20
多年才逐步落實，而且目前僅僅允許市民在節假日，
以參加旅遊團的方式，前往這一區域旅遊，這無疑是
一項遲到的政策措施，同時也只屬於十分初步的措
施，政府不能停留於此，須有更高規格、更高質素、
更高標準的全面規劃。

港深新型合作示範區
沙頭角完好地保留了客家村落、墟市的傳統文化風

貌，擁有美麗的自然環境，更具有見證港深兩地發展
的歷史文化價值，有很大的發展潛力。而且，沙頭角
區的居民，長期以來都與深圳居民頻繁往來，緊密合
作，有很好的合作基礎。這一區域具有很好的條件，
可以成為北部都會區發展的先行地區，將其發展成經
濟繁榮、設施齊備、科技領先，具有獨特文化，又風
景秀麗，宜居、宜業、宜遊的新區，發展成為港深新
型合作示範區。

政府應以高質素發展沙頭角作為切入點，進而帶動
新界北邊境禁區的規劃發展，帶動整個 「北部都會
區」 的發展。特首林鄭月娥主持沙頭角開放儀式時表
示，開放沙頭角是 「北部都會區」 發展計劃的重要一
步。政府走出這重要的一步，值得肯定，而這一步必
須走出更高的質素，激發出更大的動力和能量，帶動
「北部都會區」 的發展。
香港不能再延續港英時期以新界北部地區分隔香港

與內地的做法，邊境禁區已經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
發展 「北部都會區」 是破解香港系列重大民生難題的
關鍵所在，必須全面提速、提質發展，新一屆特區政
府須全面規劃新界北原屬邊境禁區的土地，讓這一區
域成為未來十年、二十年，香港的新增長點，成為香
港整體發展的新引擎、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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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事
講場

倡落實最低工資水平「一年一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顏汶羽

熱門
話題

本 月 初 啟 動 的 「 沙 頭 角 禁 區 本 地
遊」 ，市民反應理想，佐證本港旅遊尚
存豐富資源。正值港府擬設 「文化體育
及旅遊局」 策劃統籌文體旅遊政策，政

府和業界要部署迎接旅遊業復蘇，須超前發掘新旅遊
景點，等待通關後，就有嶄新項目吸引各地旅客。

文體旅共冶一爐，外地早有成功例子。一個有特色
的運動場除了為體育活動準備之餘，可給當地旅遊增
值，如東京和台北巨蛋早已成商圈，意大利《羅馬體
育報》亦評出直到 2022 年全球最值得遊客到訪的球
場，包括西班牙馬德里萬達大都會球場、巴塞隆拿足
球會魯營球場等。當局可參考鄰近城市的經驗，為將
來啟德體育園賦上更多價值，為重建後的大球場添上
新穎元素，還有計劃中的 「香港單車節」 ，都不應只
局限為體育項目。

香港對旅客的吸引力，除購物天堂、動感之都、美
食天堂等，還須盡快注入潮玩元素，加上文化和體育
創意結盟，才足以面對疫情解除後的全球旅遊浪潮。

新形勢下開闢旅遊新蹊徑
有評論提到香港面積小，難開發新景點，但新加

坡、澳門疫情前每年保持客量增長，日本亦鑽研旅程
細節，譬如神社利用御朱印帳，寺院利用夜燈炫光等
手法，替單調參拜帶入新意，吸引遊客到訪。名古屋
的別江小神社，不過是一小小處所，竟想到利用和傘

為主題，和傘裝飾神社周圍，頓成青年打卡熱點。上
述例子反映景點面積大小無妨，新賣點新點子是重
點。今年是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的歡慶日子，不乏多
類型的回歸展覽活動，加上香港國際機場 SKYCITY
航天城的11 SKIES、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中環灣仔
沿海新休憩海傍區等陸續投入服務，本地文化旅遊和
新打卡點，琳瑯滿目。官員業界要敢於革故鼎新，互
相合作，香港一定能在新形勢下開闢新蹊徑，市民會
受惠於文體旅遊創意整合後的紅利。

迎接旅遊業復蘇，還要準備好人力資源。幾年疫
情，很多旅遊業從業員已轉行，留下的或多或少對景
點路線知識生疏，要保持從業員服務水平返回疫情之
前，都有賴各方提出解決辦法，目前旅遊事務署及香
港青年協會聯合主辦的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 ，培育
一批熱衷服務社會的青年為親善大使，向市民和來自
世界各地的旅客推廣香港的好客形象及旅遊特色，推
動旅遊業的復蘇及持續發展，都可見到當局意識到人
才的重要。再進一步，本地業界要加強與澳門、廣深
聯絡，旅遊從業員互相交流學習，創造多贏局面。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和《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
旅遊發展規劃》均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社會今日由治及興，收心聚能，官員和業界
更有條件專心構思良策，公務員團隊將更專心同心，
推進政策執行，使旅遊業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市民翹
首以待新政策局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譜出新樂章。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檢討公眾諮詢日前
結束。最低工資委員會每次檢討最低工
資水平時，勞資雙方意見總是大相逕
庭。今年勞聯建議法定時薪增至46元，

但有資方代表認為應按市場情況自行調節實質工資水
平。

現時法定最低工資是由最低工資委員會參考一籃子
數據後作出的決定，但次次都是勞、資、學自己關起
房門來談，勞資雙方往往存在不少分歧。單看今年，
疫情之下市場整體不景氣，如最低工資水平要加，商
界在疫情重創下肯定是雪上加霜，但如果減或不變的
話，勞工界必然反映底層居民疫情下生活的艱難。雙
方各執一詞，檢討機制費時費事。

究竟最低工資水平調整應如何釐定？筆者一直以來
都認為，應該要以公開透明、客觀持平、可預計的方
程式去計算，方程式減省資料分析工作，反映基層勞
工情況、勞動市場的供需及通脹情況等，客觀、持
平，令商界有數可計，令勞方有數可依。

除此之外，現行釐定法定最低工資機制已運作 10
年，其間社會對相關機制有不少聲音，例如檢討工資
水平應由兩年一次縮減至每年一次，參考數據亦應簡
而精等等。

筆者認為，政府當局應盡快回應社會訴求，盡早落
實最低工資 「一年一檢」 ，並就檢討釐定法定最低工
資機制提供落實時間表。賺取最低工資僱員現時在
「兩年一檢」 的機制下被迫兩年調整一次，但機制滯

後令他們永遠無法追上通脹；另一方面 「加薪」 機制
並不會補發過去差額，基層打工者必須「硬食」檢討期
間的物價變動，因此，也產生大量「在職貧窮」現象。

近兩年受疫情影響，香港經濟增長急速放緩，最低
工資自2019年上調至37.5元每小時後凍結至今，基層
工友 「四年沒人工加」 ，而面對近幾年通貨膨脹，打
工仔變相減薪，基層市民叫苦連天。最低工資的受惠
者是1.5萬個家庭， 「一年一檢」 不只是減少機制的
負面影響，更是政府良政善治體現人文關懷的手法。

依據《基本法》
第 9 條： 「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行政機
關、立法機關和司

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
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
文。」 然而，縱然香港回歸祖
國25年了，行政機關重英文輕
中文的情況仍然十分明顯。

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政務官
作為公務員團隊的核心及領導
者，入職面試中，仍主要考驗
英文，以英文作為主要的討論
及考核語言，中文討論反而在
較次要的位置。故此，政務官
團隊的英文能力必然是優秀
的，中文水平卻值得商榷，甚
至時常出現詞不達意或用語不
當的問題。

其實，香港作為一個以華人
為主體的社會，行政機關所服
務的又多數是華人，以中文為
主要溝通語言，但為何政務官
的考核，以至內部的通訊，仍
然是以英語為主呢？這符合香
港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嗎？當
然，香港作為國際城市，英文
又是官方正式語文，對於政務
官的聘用是不能放鬆考核英文
的，筆者只是認為對中文的考
核也不能看輕，何況在華人對
華人的通訊上，有必要使用英
文嗎？

更進一步說，香港經已回歸
祖國25年，愈來愈融入祖國內
地，與內地的官方及民間交流
愈來愈緊密，普通話的重要性
愈來愈高，香港實在有必要加
強普通話教育，尤其是行政機
關內部必須更重視普通話的教
育和應用。甚至乎，在公務員
的聘用上，普通話水平應列為
評核的重要部分。

畢竟，個人的普通話能力關
乎個人的競爭力，而一個社會
普遍的普通話能力則關乎整個

社會的競爭力。特區政府作為香港最大的僱主，其
招聘標準與要求素來是市場的重要參考指標，倘若
特區政府帶頭重視僱員的普通話水平，私營機構必
定跟隨，家長及市民亦會更重視普通話教育，到時
候整個社會的普通話水平也會提升起來，對香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必有積極作用。

旅遊業復蘇箭在弦上

英國失業率走勢

英國總就業人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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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去年初至去年中的一段時間，英

國就業人數見到明顯改善，並與失業率的降幅相

符；但自去年中至今年初，就業人數再無多大改

善，維持在比疫情前少約50萬人左右，而期內失業

率卻繼續下跌──這正正凸顯出，期內英國經濟並

非欣欣向榮，失業率改善乃愈來愈多人退出勞動市

場所致，並非主要受惠於市場需求大增。詳情若

何？英國官方有提供答案，下期再續。

細察英國就業數據變化，則是另一回事。英國國家

統計局有專門比較疫情前數據，顯示當地總就業人數

仍少了50.4萬人，16歲至64歲的就業率亦萎縮了0.9個

百分點。當了解到英國GDP遲至去年11月才重新浮出

水面，重返疫情前的水平，最近三季增長並放緩至

1%左右，可知當地經濟並無表面所見風光。

英國勞動市場持續吃緊，甚至不停出招「搶人

才」；然而，真相是否如此？

新冠疫情襲來，一度令英國失業率從不足4%，升至

最高的5.2%；惟隨疫情放緩，加上當地放寬限制，

最新1月至3月的數字已降至3.7%，即較疫情前還要

低，勞動市場表現似已更勝從前。

英國勞動市場表現更勝從前？英國勞動市場表現更勝從前？英國勞動市場表現更勝從前？

*與疫情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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