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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國兩會選出新一屆國家領導

人、國家機構領導人，以及全國政協
領導人，習近平以全票當選中華人民
共和國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

事委員會主席，是民心所向，眾望所歸，將凝聚起
全國各族人民，走上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新征程。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
閉幕，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表示 「人民
的信任，是我前進的最大動力，也是我肩上沉甸甸
的責任。我將忠實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以國家需
要為使命，以人民利益為準繩，恪盡職守，竭誠奉
獻，絕不辜負各位代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託！」
國家順利完成領導層的有序更替，新一屆中央政府
治國理政的思路也已清晰，香港也須在國家走向現
代化的新征程中，找準自己的定位，發揮更大的作
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訂為5%
左右，這一目標在香港及海外引起較大的關注和較多
的議論。一些人認為，這一目標訂得比較保守，原因
是去年受到環球經濟不振和國內疫情雙重壓力之下，

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達到3%的水平，預計今年全面步
向復蘇的狀態之下，中國應可以取得更高的增長水
平。

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了40多
年，經濟增速正在逐步下降，改革開放初期可以維持
10%以上的平均增長速度，到2012年開始進入保8%的
階段，2016年開始則降至6%左右的水平，而三年疫情
之中，則出現較大的波動。這一部分人認為，未來一
段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會持續向下，很可能
會跌入5%左右的區間，甚至會更低，因此對今年5%
左右的預期比較審慎。

大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將會如何，不僅要從過去和現

在的趨勢分析，也不能簡單地以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
況作比對，而應該要從新一屆中央政府的新理念新思
路中去分析。中共二十大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
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心任務，而中國式現代化其
中一個本質要求，是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並且確定到
2035年，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提升，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台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
水平的目標。

按照 2035 年的目標，中國的人均 GDP 要比現在翻
一番的話，每年的經濟增速就必須在5%至6%左右。
而要達至這樣的較高速發展水平，不可能只是簡單地
重複過去的模式，而要開啟高質量發展的新模式，大
幅度提升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使經濟增長保持在較快
的區間。

高質量發展必須以新科技、新技術、新理念引領，
要大幅度提升生產力水平，提升國民收入水平，促進
社會公平，才能達到目標。這就說明，新一屆中央政
府開啟的新發展，將不再是以引進、吸收、轉化外國
的先進技術為主，而將轉變為以自主創新為主的新的
發展模式。

香港應加快融入 「舉國體制」
今年兩會的其中一個重要議題，是審議國務院機構

改革方案，焦點之一是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並提出
要推動新型 「舉國體制」 ，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強。這意味，國家將會集中資源、力量，進行科

技攻堅，提高整體科技水平，以新科技、新技術引領
國家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邁進。

「舉國體制」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所在。在
極為困難的情況之下，中國也能突破難關，成功研製
「兩彈一星」 。現在的條件比當年好得多，完全有信

心可以在關鍵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推動國家未來
的發展。

國家將今年經濟增長的預期訂於5%左右，這是因為
國家整體轉向高質量發展仍在起步階段，當各項政策
措施落實，產生效果之後，情況將會有較大的變化，
中國的經濟將可以打破增長逐步減速的趨勢，持續保
持較高速發展，大幅度提升經濟實力。

兩會的勝利召開，增加了全國人民對國家發展的信
心，提振士氣，讓全國人民更有幹勁。在新一屆中央
政府開啟的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香港應積極思考
自己的新定位、新角色，尤其在科技創新方面，如何
能夠融入新型 「舉國體制」 之中，如何進一步發揮好
香港自身的優勢，並且不斷地提升這些優勢，引進資
金、技術，匯聚人才，為國家攻克 「卡脖子」 問題，
提升科技創新能力作出貢獻。

特首李家超在《施政報告》提出發展
將軍澳132及137區，除了將部分必要的
公共設施如發電廠、混凝土廠移至該區
之外，亦會打造一個興建約 5 萬個單

位、容納13.5萬人的社區。而為了方便137區居民連
接市區，政府同時建議延伸將軍澳鐵路線及興建將軍
澳油塘隧道，進一步開拓出入九龍的交通選擇。不
過，從地理環境而言，將軍澳137區除了連接九龍之
外，亦應該有更好的交通網絡以連接一海之隔的小西
灣，為居民提供更好的運輸效率之餘，也可以藉此重
新制訂香港東部的發展定位，創造更大的社會效益。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都為香港不同區域定下清晰的
發展方向和目標，例如近年就分別將香港的南、北兩
區，即明日大嶼和北部都會區，定位為兩大新發展引
擎，廣建住宅及提供大量商業用地。另外，九龍東、
九龍中和九龍西，則分別定位為港島以外的另一重點
商業區、中高檔旅遊區及文化藝術區。至於港島南，

近年政府亦推出 「躍動港島南」 項目，打造該區成為
文化及消閒區。反觀香港東部，即西貢、馬鞍山、東
區一帶，政府卻未有鮮明的發展定位和計劃。加上回
歸以來多項大型基建項目都是集中在香港西部，例如
深圳灣口岸、港珠澳大橋、屯赤隧道等，不免令人覺
得政府 「重西輕東」 ，使東部各區居民逐漸感受被邊
緣化的危機和壓力。

定位為 「自然玩樂休閒運動區」
要改變香港東部發展定位不清的問題，最好的辦法

就是利用當區的環境及特性，有系統地包裝出一個未
來願景。而根據三區的實際情況，最適合不過就是定
位為 「自然玩樂休閒運動區」 。

西貢區向來被港人譽為 「香港後花園」 ，因為當區
的自然空間遼闊，景觀怡人，例如適合行山人士遠足
的萬宜水庫東壩、橋咀島、大浪西灣；適合進行水上
活動的海灘，例如三星灣泳灘、沙下灘、浪茄灣沙

灘；適合進行休閒活動的郊野公園，例如清水灣郊野
公園、西貢東、西郊野公園；以及適合觀光遊覽或生
態旅遊的小島，例如塔門、火石州等。

隨西貢區的發展日臻成熟，加上人口普遍相對年
輕，區內的運動設施亦十分多元和齊全。例如為香港
室內單車運動員提供訓練及比賽場地的香港單車館；
為香港足球代表隊提供訓練場地的將軍澳足球訓練中
心；唯一對外開放的滘西洲高爾夫球場；不時舉辦龍
舟競技比賽的西貢碼頭；位於康城的環保溜冰場；以
及連接整個將軍澳的單車徑，都反映此區是一個可以
作為發展自然玩樂和休閒運動的好地方。

除了西貢之外，馬鞍山和小西灣亦有類似的設施
或發展計劃。在去年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
特首表達在馬鞍山白石興建新興運動體育園的意
願，以提供攀石、滑板、三人籃球的場地及設施；
至於小西灣，由於享有臨海的優勢，其水質及環境
一直受到不少釣魚發燒友的青睞，加上鄰近地方亦
有泳灘，如大浪灣和石澳，同樣適合成為水上活動
的集中地。

雖然以上三個地方有得天獨厚的環境，但是仍
然需要政府的規劃和落實方能成事。目前，儘管將
軍澳有舊隧道和新開通的將藍隧道可以出入市區，
但是將軍澳與小西灣兩地並無連接的道路或鐵路，
所以即使兩區其實不過是一海之隔，卻不能互相直
達，既無法為兩區居民帶來便利，亦阻礙政府更好
定位兩個社區的未來發展計劃。筆者認為，發展將
軍澳 137 區正好提供寶貴的機遇，藉將軍澳人口
進一步增加為由，發展連接將軍澳和小西灣的交通
網絡，全面打造東部三區為 「自然玩樂休閒運動
區」 。

加強港深融合 減低交通負荷
若然東部三區可以確立定位和加以發展，將會為

該區居民以及香港整體發展帶來兩個主要的好處。
第一，它有助配合和加強北部都會區的 「雙城三

圈」 的發展。根據特區政府的構思，深港兩地的融合
可以由西至東，分成三個不同功能的發展圈。西圈指
深圳寶安區至香港屯門一帶，名為 「優質發展圈」 ，
提供科技創新、製造業、展覽業等經濟機遇；中圈包
括羅湖、福田及北區一帶，是為 「緊密互動圈」 ，用
作加強兩地在河套區的發展，以及人員流動往來的核
心地段；東圈則有鹽田區至新界東北和大埔一帶，是
為 「生態康樂旅遊圈」 ，為兩地居民提供優質的生活
休閒設施，共同加強生態旅遊發展。其實，東圈的發
展定位與筆者倡議的 「自然玩樂休閒運動區」 有不少
相近之處，政府大可以擴大東圈的範圍，南向直達將
軍澳及小西灣一帶，讓兩地融合的進程和範圍變得更
加深入和廣闊，吸引有不同需求和期望的大灣區居
民和世界各地的旅客來港消費玩樂，創造更大的經濟
效益。

第二，為了打造 「自然玩樂休閒運動區」 而興建連
接將軍澳和小西灣的交通網絡，有助於減低東九龍和
東隧的負荷，改善運輸效率。正如上述，將軍澳的交
通方向只有西行，即依賴兩條隧道進入九龍，或是經
東隧過海至港島。可是，不論觀塘一帶抑或東隧早已
出現車流超出負荷的弊病，繁忙時段的擠塞情況更是
令人大感頭痛。其中，根據東隧的原有設計只能容納
每小時2600架車輛出入，而2019年的數字反映每小時
平均行車量已經超過3200架，即是超出負荷上限高達
26.5%。隨政府大力發展將軍澳137區，附近一帶的
人口和交通需求進一步增長，相信有關問題將會持續
惡化。因此，對於將軍澳和小西灣的居民而言，有一
條打通兩區的交通連接網絡，不但可以帶來發展機
遇，也有利於改善東九龍及港島東區一帶的交通問
題。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以一句廣東話諺語 「蘇州過後
無艇搭」 ，勉勵港人要抓緊機遇，加快發展。希望特
區政府都會好好把握發展137區的機遇，重新定位香
港東部三區的發展規劃，為居民創造更加便捷的交通
網絡和更加巨大的經濟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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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將軍澳交通網 打造東部新地標
黃遠康

疫下香港人口減少，出生率降到歷史新低，未來

人口老化的挑戰或恐加大。事實上，香港經已步入

老齡化社會，距離最困難時刻亦不遠矣，最快十多

年後便將出現。

統計處日前發表《二零二一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

告：長者》，顯示65歲以上的長者人數，2021年

超過了145萬人，佔全港人口比率達到20%，即每

五個人就有一名長者。這個人數，幾乎是2001年的

2倍，又或是1971年的8倍；20年前，長者的人口

比例僅約10%。

本來，根據2020年進行的人口推算，到2039年

香港長者人口比率料升至31%，一直到2069年也將

維持在35%的高水平，其中老年撫養比率（每千名

15至64歲人口相對有多少名長者）將從現時的

300左右，翻倍至600至700之間。問題是，新冠疫

情令香港人口結構出現明顯變化，例如原先推算

2022年有約5.3萬嬰兒出生，惟實際卻是創紀錄新

低的3.2萬，再加上，期內人口減少的因素亦未反

映，包括今年人口便較之前推算少近40萬。也就是

說，香港未來的人口老化問題，勢較原先預期來得

更早更猛。

日本的長者人口比例最新升至29%，跟香港目前

的20%尚有不小距離。當地同樣面對出生率低企之

窘，已由原先較多寄望機械人提供生產力，破天荒

地改為積極吸納海外移民；至於香港，我們又應何

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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