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政府在《施政報告》中
明確表示，不反對檢視實施了超
過20年的《保護海港條例》。3
月21日，發展局表示會以 「拆牆
鬆綁」 為原則，在2024年上半年
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並
將於4月展開公眾參與活動。筆
者一向關注香港的海濱發展，認
為當局的本次行動十分值得肯
定。

舊例已對發展造成障礙
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海港資源，被稱為 「東方明

珠」 ，維多利亞港更是國際知名的地標。作為本港最
有代表性的景點，過去十多年來，維港海濱空間在政
府與海濱事務委員會的通力合作之下，得到了顯著開
發。

現行的《保護海港條例》從1997年開始實施，旨在
禁止在維多利亞港內進行填海工程，以達致保護和保

存海港的目的。然而近25年來，政府在中環灣仔繞道
工程、啟德發展計劃、東區走廊下擬建行人板道等基
礎建設工程上，都或多或少受到這份條例的約束。

有礙於維港填海爭議，政府對維港的發展規劃主要集
中發展海濱行人專用區，無法釋放更豐富的用途，且休
閒區域比較分散，無法連成一片並形成聯動效應。當中
某些區域更是承擔避風塘、裝卸貨碼頭等功用，不能視
作休閒及旅遊資源。如何進一步增加維港的魅力、吸引
更多遊客，成了維港發展的重要癥結點。

修訂可促均衡海港發展
根據發展局的建議，在條例修訂後，對涉及海港內

「非永久性填海工程」 及年期不多於3年、面積不超
過 3 公頃的工程（包括海濱長廊、單車徑、海岸台
階、碼頭、船隻停泊處、避風塘、防波堤等16項），
將可獲豁免受限於法例 「不可填海」 ，按 「簡化程序
處理」 。

本次的修訂條例，有助於均衡維港兩岸的發展。政
府現時對維港海濱公共空間的計劃，仍然 「點狀」 分

布於銅鑼灣至中環一小段及尖沙咀局部，至於 「起動
九龍東」 規劃的行動區，只包括西至啟德、新蒲崗，
東至觀塘的區域，無法整合同屬於維港範圍的鯉魚
門、油塘及茶果嶺一帶的發展潛力。條例修訂之後，
九龍地區的業主及相關部門將更有條件及動力優化休
閒景觀及旅遊設施，吸引更多旅客及市民遊覽。若能
以郵輪碼頭為核心，修築一條海濱長廊，東可貫通觀
塘、油塘直至鯉魚門海峽，西可經過土瓜灣、紅磡接
通尖沙咀星光大道，才能形成 「全民海濱」 的休憩空
間，讓郵輪碼頭及海濱長廊都成為具有獨立吸引力的
旅遊景點之一。

另一方面，修訂條例亦可推動 「親水」 活動的蓬
勃。 「親水」 活動對整體維港發展的提升作用不可忽
視，不但能夠帶動相關產業的經濟效益，更可增加城市
活力，形成嶄新的維港景貌，供推廣水上康樂體育活動
和親水文化，從而帶動整個香港進一步升級成為國際旅
遊之都，並帶動產生更多就業機會。增設停泊處、避風
塘、防波堤等，都可刺激遊艇碼頭、會所、俱樂部、水
上運動中心等多種水上活動場所的增加。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
次會議閉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強
國建設離不開港澳地區的繁榮。中共中
央、國務院日前印發了《黨和國家機構

改革方案》，宣布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加強中
央對港澳事務的統籌協調和領導。

在世界百年未見之大變局和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新征程上，香港發展受到中央高度重視，主要
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維持香港社會繁榮穩定
一、美西方企圖通過顏色革命破壞 「一國兩制」 在

香港的成功實踐，它們蠱惑本地激進反對派奪權，企
圖把香港變作美西方制約中國發展的棋子。中央反應
迅速，實施《香港國安法》控制局面，使香港由亂到
治。習近平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指出
要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 「安全是發展的基礎」 ，以
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二、習近平提出要扎實推進 「一國兩制」 實踐和祖
國統一大業，對港澳兩地和解決台灣問題都有所啟
迪。中央爭取台海兩岸和平統一的方針沒有變，而香
港若把 「一國兩制」 實踐好，對台灣能起示範作用。
可以說，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具有多方面的內涵。

三、美國國力和霸權式微，因而病急亂投醫，既會

趁機在台海和南海挑起與中國的衝突，也會不遺餘力
地抹黑唱衰香港。在國際地緣政治矛盾日趨尖銳的情
況下，國家對港政策需要有全局觀，要全面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也需要對外部勢力干預作出及時回

應。新組建的中央港澳辦有助於中央及時掌控香港情
況，並根據國家利益和國際形勢，及時作出決策，有
利香港社會長期繁榮穩定。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四、中央對保持港澳發展和繁榮有較高的期盼，也

有信心和把關的能力。國際仲裁院在香港成立、人民
幣債券在香港大量發行和交易便是最佳例子。而香港
也希望繼續成為同時面向內地和世界的國際金融、航
運和貿易中心，還要建設成為國際仲裁中心和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應該為國家實現高水平對外開
放作出特殊的貢獻。

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和發
展科技創新。若僅僅依靠香港的資源來進行長遠規劃
有一定的難度，本地投入有其局限性。而 「一國兩
制」 使香港與內地存在一些文化和制度差異，如香港
的 「兩文三語」 、實施普通法和與國際接軌的會計審
議制度等，但只要拿捏得當，就很有可能成為香港競
爭的優勢。香港未來的發展，需要有一個全面的規劃
協調方案，中央對香港經濟未來發展的指引作用很重

要。新組建的中央港澳辦將有助中央了解香港實際情
況，結合國家發展和大灣區經濟建設的方針，作出規
劃，進行指引。

五、 「一國兩制」 在港澳地區是行之有效的制度，
貫徹 「一國兩制」 對國家也是有益的。因此， 「一國
兩制」 沒有改的必要，也不會改變，當中包括港人習
慣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必然行穩致遠。近年，有港人
移居海外，那是他們的個人選擇；但即使他們走了，
香港實行的還將是資本主義制度。當然，那是以 「愛
國者治港」 為根本原則的資本主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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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國 民
黨 前 主 席 馬
英 九 展 開 為
期 12 日 的 大

陸之行。這是他首次赴大陸
祭祖，並率領 30 多位青年
學子與大陸學生交流，將到
訪南京、武漢、長沙、重
慶、上海等城市。馬英九此
行是 74 年來首次有台灣地
區領導人卸任後訪問大陸，
在兩岸關係近年因 「台獨」
勢力操弄日趨緊張的敏感時
刻，馬英九這次祭祖之旅，
再次彰顯兩岸共同的文化基
因和中國人身份認同，兩岸
民眾同根同源，血脈相連，
不是任何政治勢力所能割
裂。馬英九此行有大批台灣
青年隨行，將與大陸青年展
開深入的溝通交流，不但有
助兩岸青年的相互認識，更
可為兩岸和平發展注入青春
力量，通過接觸和交往緩和
兩岸緊張局勢，共同為中華
民族振興而奮鬥。

兩岸同根同源
血脈相連

馬英九趁清明前夕回鄉祭
祖，慎終追遠，體現兩岸同
胞相同的文化根源。兩岸同
胞同文同種，是血脈相連的
一家人。近年 「台獨」 勢力
大力推動 「去中國化」 、
「文化台獨」 ，企圖割斷兩

地民眾的文化紐帶。然而，
「去中國化」 、 「文化台

獨」 是不可能得逞的假議
題，政治操弄不可能改變兩
岸共同的文化基因。試想如
果去掉中國傳統的文化、文
學、歷史、風俗、地名、習
慣，台灣還餘下什麼？這次
馬英九頂 「台獨」 勢力的
巨大壓力，展開這次祭祖和
交流之旅，並且得到不少島
內輿論的肯定，正體現兩岸
共同的歷史文化和中國人身
份的認同，這是 「台獨」 勢
力所割斷不了的。

馬英九日前在中山陵向孫
中山陵寢獻花圈致敬，並即
席題字 「和平奮鬥，振興中
華」 。其後他接受媒體訪
問，稱兩岸同屬中華民族，
深盼兩岸共同努力，追求和
平，避免戰爭，致力振興中
華，是中國人不可迴避的責
任，須努力實現。事實上，
兩岸和平發展，共圓中華民
族復興大業，是兩岸民眾的
最大心願。面對近年 「台
獨」 勢力的干擾和破壞，不
斷衝擊兩岸和平發展的基
礎，當前更需要理性的力量
作出抗衡，以免台海形勢出
現擦槍走火。

馬英九在當前兩岸關係日
趨緊張的時候訪問大陸，未
嘗不是一種 「破冰」 的嘗
試，尤其是蔡英文幾乎在同
一時間訪問中美洲並在美國
過境，隨時又會引發兩岸新
一輪的動蕩。在這個時候馬
英九的大陸之行，與蔡英文

反其道而行，通過對話交流增進共識，減少誤
判，共同遏止 「台獨」 勢力的破壞。此行對於兩
岸交流合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現在愈來愈多台灣民眾經已認識到， 「台獨」 意
味戰爭， 「台獨」 勢力更已成為台海和平穩定
的最大威脅。推動兩岸和平發展，首要是遏止
「台獨」 勢力，讓兩岸關係重回正軌，這是兩岸

的共識，也符合兩岸民眾的最大福祉，馬英九之
行正展現台灣求和平發展的主流民意。

推動兩岸青年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馬英九大陸之行的一個重

點，是推動兩岸青年交流。在行程中更安排大量
與大陸高校的參訪交流活動，成為近年兩岸青年
一次重要的交流活動。青年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重
要參與者，也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趨勢的引領
者。然而，蔡英文上台後在教育上大力推動 「去
中國化」 ，在 2016 年剛上台即任命潘文忠為
「教育部長」 ，而潘在就任後第二日就以行政命

令廢止了 2014 年通過的課綱微調，及後更出台
新的課綱草案，將高中歷史課綱中的 「中國史」
放到 「東亞史」 的脈絡， 「中國史」 作為一門獨
立的課程將不復存在。民進黨當局更通過法律手
段阻撓、限制兩岸正常交流。2019 年 7 月 3 日通
過所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案，給兩岸人
員交流製造了諸多限制，令到民間特別是兩岸青
年交流受到嚴重阻撓。民進黨當局無所不用其極
地阻撓兩岸交往，目的就是配合 「去中國化」 圖
謀。

這次馬英九之行以青年交流為重點，意義深
遠，通過實際的行動和交流，衝破民進黨當局的
阻撓，讓兩岸青年通過親身接觸，促進相互了解
和溝通，不易被 「台獨」 勢力的負面言論煽動，
有助兩岸關係發展。這次馬英九大陸之行，將為
兩岸青年交流打開大門，相信未來大陸會出台更
多的便利政策，支持台灣青年到大陸學習、就
業、發展，並且推動更多民間交流，為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增添新生力量、注入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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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3月17日宣布成立特首
顧問團，由行政長官李家超任主席，並
委任 34 名有關業界的翹楚精英和港府
部分官員加入團隊。顧問團按三大方向
分組，即經濟高質量與持續發展、創新

與創業組，以及區域與環球協作發展。首屆任期即時
生效，即由2023年3月17日至2025年6月30日。

特首顧問團的成立，體現新一屆特區政府非常重視
未來經濟高品質與可持續發展，更注重創新科技與創業
拓展，及跨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空間與方向，並將進一
步提升特區政府和特區行政長官決策的科學、效率與效
能。筆者認為，該顧問團只是一個特區政府高層次的決
策諮詢組織，或稱特首及行政會議決策層的智囊組織，
其並不排斥特區政府原有決策內核 「行政會議」 的決策
功能，也不會如坊間所揣測的會帶來與行政會議功能的
重疊或對 「基本法」 有關條文的抵觸。

從特首顧問團的組織結構、功能劃分與成員構成
看，也類似於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主政時期，至第四任
特首梁振英主政時期的特區政府 「中央政策組」
（Central Policy Unit簡稱：中策組），主要為承擔政
府短、中、長期經濟民生發展規劃的研究參謀和高端決
策智囊。有所不同的是，原中策組成員構成多側重於香
港高校學界或專業研究機構的專家、教授、學者。後來
到第五屆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政時期，中策組
被解散，只在政府內部設置相關研究機構，將有關職能
改歸 「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管理，負責政策研究、
創新和跨部門協調工作，因而失去了直接面對基層社會
與市場經濟前沿的研究觀察觸角和政策研究橋樑。行政
長官李家超上任前，社會坊間已經普遍預期，以李家超
的勇毅、擔當和務實作風，必將恢復成立原 「中策組」
有關功能、類似的智囊機構。

特首顧問團立足香港經濟民生
特首李家超立足香港未來經濟民生發展，以問題為

導向的施政風格，將會更加重視政府對未來經濟發展
與民生改良的中長期發展規劃與相關政策的研究制
定，及提升特區政府決策的科學與效能。這就不難理
解李家超為何要成立特首顧問團了，其功能更接近市
場前端，更結合香港未來產業經濟發展的實際。特首
顧問團成員基本由香港本地重量級企業財團、跨國企
業和國際金融領域的翹楚和掌門人組成。

例如， 「經濟高質量與持續發展」 功能組別由隆豐
環球集團主席吳光正、東亞銀行聯席行政總裁李民
斌、長江實業集團主席李澤鉅、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
沈聯濤和西九管理局主席唐英年等 11位業界翹楚組
成。 「創新與創業」 功能組別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chael Spence Goodle、著名企業家李開復、香港科
技園公司主席查毅超、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等11位
業內掌門人組成。 「區域與環球協作發展」 功能組別
則由瑞銀集團主席及摩根士丹利前總裁Colm Kelle-
her、太古集團主席白德利、豐控股集團主席杜嘉
祺、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岳、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等11位跨國金融和實業投
資領域的掌門人組成。

因此，香港社會各界對新成立的特首顧問團充滿期
許，希望特首顧問團能立足全球大變局與國際大視
野，不斷為 「一國兩制」 方針豐富實踐，發揮好香港
「超級聯繫人」 的優勢，講好中國故事與香港故事，

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聯手深圳構建大灣區創新
科技新高地和國際創科中心，完成香港高智慧再工業
化轉型和產業升級，促進香港和 「一帶一路」 沿線國
家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積極發揮香港國際市場
前沿與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戰略價值，為國家發展貢
獻香港的智慧和力量。

商界
心聲

李秀恒

特首顧問團與行政
會議功能相輔相成

健元

2023年4月3日 星期一

S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