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甯漢豪：以習主席「四點希望」為施政目標

國家主席習近平
去年 「七一」 視察
香港時提出 「四點
希望」 ，發展局局

長甯漢豪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習主席 『四
點希望』 就是我們的（施政）目標，我們一直
朝這目標前進。」 在提升治理水平方面，局
方完善制度、拆牆鬆綁；在增強發展動能、排
解民生憂難方面，局方有信心10年之內推出
3200公頃 「熟地」 ；在維護和諧穩定方面，局
方亦處理好一系列爭議性項目，包括建造業輸
入勞工等。對於北部都會區這一本港未來最受
矚目的發展大計，甯漢豪稱不排除參考內地
「片區開發」 做法。而關於沙頭角發展，特別
是有關中英街開放方面，她表示，歡迎及感謝
深圳方面的有關構思。

香港商報記者 林駿強 唐信恒

高官專訪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責編 曉辰 美編 張俊奇A1

商報頭條

睇商報       有着數

2023年

7月 31 星
期
一

今天出版1疊共8版
1952年創刊 第25383號

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碼上看

「卡努」颱風指向西北偏北
本港未來一連9天有雨

日政府擬撥300億日圓
補貼受核污水排海影響漁民

掃碼睇文

掃碼睇文

康樂設施下周日免費開放
今早7時可搶先訂場

掃碼睇文

回望過去一年多的工
作，甯漢豪以 「披荊斬
棘 、 追 趕 時 間 」 來 總
結。發展局的工作總是
有爭議，她打趣地說，
「我已徹底放棄工作沒

有爭議的念頭。」她時
刻提醒自己，擔任公職
人員，不可以停下來，
要將每件事都要當成一
場仗去打。 「香港已完
善選舉制度，亦有香港
國安法，在這情況下政
府出台每一個政策時，
都要拿捏正確的位置，
與持份者多做溝通、互
動。」

有信心10年推出3200公頃熟地
「習主席對特區政府提出 『四點希望』，我們沒有任何

理由做不到。」甯漢豪表示， 「發展局一直朝這目標前
進」。在提升治理水平方面，局方做發展工作時，首先是
完善各種制度，提升治理能力。過去一年，局方在短時間
推動精簡法定審批程序，就北部都會區發展先後成立了籌
備辦公室和正式的辦公室，並做了許多精簡行政程序的工
作。 「這幾方面都與治理能力有關，當這些工作有進度
時，我都感到鼓舞。」

對於香港增強發展動能、排解民生憂難，甯漢豪最先想
到的就是 「造地」工作。 「為香港發展，為市民解憂，我
們都是朝這兩個目標去做。」她指，將土地造出，做出產
業，與發展動能有關；而推出更多住房，讓市民住大一
些，就是排解民生憂難。回首一年，個別項目進度比想像
中慢，但有不少項目還是比想像中快。 「平均而言，我有
信心局方可在10年內推出3200公頃 『熟地』！」

甯漢豪還希望做好市區更新工作，形容 「這是一場幾大
的仗」，因為市區更新影響到不同利益，包括發展商、基
層市民等；而本港樓宇老化也是迫切的問題， 「局方會
力去做，將有不同措施出台」。

和諧處理好一系列爭議性項目
至於共同維護和諧穩定方面，推出更多土地，改善居住

環境，與社會和諧發展都有顯而易見的關係。甯漢豪
指，回想過去一年，本來有爭議的項目，通過努力溝通，
最終都取得共識。她說，現在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關鍵時
刻，有許多愛國愛港議員、朋友和市民幫忙，以下一些棘
手問題最後都處理得到。

首先是輸入勞工。建造業輸入勞工政策未推之前，局方
難免有忐忑，曾想到若輸入勞工，勞工界、建造業界及商
會之間會否 「反面」？不過，最後是大家短時間內取得共
識。甯漢豪舉例說，勞工界提出輸入勞工只在公營項目輸
入，當局加以採納；之後局方跟建造商會談及勞工界要
求，希望一人讓一步，大家都爽快答應。 「這是很好的經
驗，勞工界、商界彼此可以互諒互讓，保住和諧氣氛。」

其次是保護海港條例。以往一提出有關修訂，往往就會
有人 「反」。今次局方介紹構思，修例並非要 「填維港
起高樓」，而是希望做好海濱，讓市民更享受；希望好好
利用海港，將碼頭做好。 「今次討論很聚焦，海濱事務委
員會都支持，市民反應也很好，局方對此很感恩。」

還有就是涉及加快收地的精簡發展審批程序。 「這是很
有爭議的項目，而社會有一段時間習慣於城規會冗長的申
述程序。」甯漢豪說，今次局方做好解說，亦印證立法會
並不是橡皮圖章，審批法例過程中議員問了許多刁鑽的問
題，並提醒局方如何取得平衡，為法例做好調校。她欣慰
最終大家都取得共識，令條例得以通過， 「只用了6個月
時間，過程大體是和諧的」。

北都會或參考片區開發做法

本港近期發生多宗石屎、簷篷剝落事件，引發
各界關注。發展局局長甯漢豪表示，屋宇署已識
別出約1000幢需要由署方進場修繕的樓宇，部
分工程已展開，事後會由業主負擔費用。同時，
屋宇署會適時向公眾匯報進展。

甯漢豪指，政府會循兩個方向促進樓宇維
修，一是屋宇署加強執管，促使業主履行維修
責任和做好修繕；二是向業主提供技術和資金
支援。發展局會與民政事務總署、市區重建
局、屋宇署加強協作，更有系統地分享資料，
聚焦需要政府幫助展開維修的樓宇。 「目前強
制驗樓通知期限已屆滿而尚未遵辦的樓宇約
2700幢，其中約1800幢已委任檢驗人員。」她
指，屋宇署會催促負責人盡快開始工程，如有
不從，署方年底會考慮提出檢控。至於餘下尚

未委聘註冊檢驗人員的 900 幢樓宇，屋宇署會
陸續發出警告信，也會主動巡查，判斷是否有
樓宇需要介入修繕。

「維修及更新樓宇方面，局方既要推動也要加
強執管。」甯漢豪說，局方會與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等溝通，加強支援 「三無大廈」，在維修樓宇
問題上協助小業主做好組織、招標等工作，當中
涉及修改樓宇管理法例時，期望做到 「拆牆鬆
綁」。在不動 「七年樓齡基準」情況下，可以做
一系列工作去改善市建局的現金流，包括提高借
貸上限、以土地作資助等。她坦言，不希望出現
「業主等人收購而不做維修」的情況。

進一步改善市建局現金流
根據現行規定，市建局在收購業主自住住宅物

業時，除了給予業主其物業的市值交吉價外，同
時會加上一筆自置居所津貼。而自置居所津貼的
計算，是以同地區中七年樓齡的樓宇價格作為補
償基準。

對於 「七年樓齡基準」是否需要檢討，甯漢豪
說，出發點是要改善市建局的現金流。她指，在
不動 「七年樓齡基準」情況下，其實可做一系列
工作，幫助改善市建局資金流，一是市建局提高
借貸上限，由60億元上升到250億元；二是在土
地上資助，如某些計劃本身不是市建局自己收
購，但政府仍會將用地給予市建局。另外，她希
望私人市場可參與市區更新。她舉例，交椅洲的
土地可鼓勵私人市場參與，市區重建應該都可
以，惟政府仍未有具體做法，希望社會對此有所
討論。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未來數十年最令人矚目的發展大
計。發展局局長甯漢豪表示，北部都會區不排除會參
考內地 「片區開發」的做法，即讓企業參與收地，讓
業主可得到日後發展項目的分紅，惟須就制度等因素
作出考量。

甯漢豪提到，今年6月曾去深圳市南山區參觀，當
時該區正實行把整個片區開發交由一家企業進行。她
了解到， 「片區開發」下，企業不只開發土地，還要
負責整個片區管理，在需要收地時更可視為代表政
府，當中有部分業主經真金白銀賠償後離場，其餘業
主則可獲得將來落成商業大廈等的分紅。 「在這方法
下，政府可安心交由企業收地，對業主來說或會高
興，因自己不懂開發，現時卻可參與開發並分到紅
利。」

甯漢豪說，不排除北部都會區發展會參考上述做
法，特別是在企業園開發或私樓群開發上值得思考，
惟香港在實行片區開發時或會有較大挑戰。因香港以
往進行發展的企業大多屬於私營，缺乏與政府很有關
係的企業，不如內地般有國企或央企，本身已有國家
監察，社會很安心。 「我們未來參考有關模式時，須
思考如何做到公平公正。」

甯漢豪指，北部都會區幅員廣闊，要完成整個發展

工程需約20年。在粵港、港深合作機制下，港深兩地
政府成立了 「對接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專班」，到目
前為止，專班已舉行兩次會議，就前海發展、河套區
建設、跨境交通、口岸規劃、沙頭角合作等範疇交換
意見。前不久，雙方代表團還前往落馬洲考察河套區
和新田科技城一帶，並到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工程進
展。

她介紹，在北部都會區專班下，深圳方面提出沙頭
角發展可以更進取，特別是有關中英街開放的構思。
她說， 「我們感謝和歡迎深圳方面的構思，行政長官
李家超已要求文體旅遊局深入探討跟進。」

歡迎海外企業參與建設北都會
甯漢豪又提及，不少海外駐港領事和企業對北部都

會區和交椅洲人工島會發展十分關注。最近行政長官
率領政府和商貿代表團訪問東南亞，亦大力介紹了香
港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為此，發展局已安排相關
人員，加上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向海外機構、企業
講解香港有關造地項目與本港招標制度，同時也正構
思不同以往的招商引資方式，脫離只靠賣地的方式，
「我們歡迎海外工程、顧問公司參與造地項目工程，

亦相信海外公司會有相關部署。」

加強執管提供支援促市區更新

歡迎深圳開放中英街構思

發展局局長甯漢豪說，擔任公職人員，不可以停下來，要
將每件事都當成一場仗去打。 記者 馮俊文攝

今年7月11日，港深對接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專班第二次會議在港舉
行。圖為兩地政府代表團會後到落馬洲考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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