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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兩會建言 促進灣區融合
獻策暢通科研人流物流 加強高校合作 豐富便民措施

本港土地不足，住屋問題嚴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
會會長吳秋北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聯名建議中央政府在
深圳、中山、珠海、惠州等鄰近香港的城市撥地，參考橫琴模
式發展新市鎮。吳秋北透露，特區政府歡迎港區人大代表提出這
類議案，工聯會兩年前已提過類似建議，當時中央表示會積極研
究。
吳秋北直言，香港長期用地緊缺，政府承諾的「三年上樓」，
一直無法兌現，不少市民只能住劏房或「納米樓」，「明日大
嶼」計劃更不斷被攬炒派阻撓，因此建議在大灣區內臨近香港的
城市建立新市鎮。
他建議，新市鎮首階段發展面積為30平方公里，供約60萬人居

住，讓特區政府作出整個社區規劃，包括興建公營房屋、醫院、
學校等公共設施，並邀請發展商興建私人房屋及商業樓宇，解
決香港住屋問題。此外，深圳、惠州、珠海和中山等地有許多港
人聚居，在大灣區其他城市覓地建新市鎮，亦能促進大灣區內其他
城市和香港的進一步融合發展。
吳秋北認為，大灣區產業鏈完善，高科技產業前景廣闊，如果可以解決
港人居住、教育、醫療等顧慮，相信能吸引更多港人去內地發展。修例風
波已發生接近一年，其間許多香港攬炒派政客和媒體不斷抹黑、醜化內
地，令一些香港青年對大灣區存在誤解。吳秋北說，香港青年本來在大
灣區有其優勢，但若不能敞開心扉，只會限制自身發展。
至於如何增強青年人對大灣區的認識，他直言，體驗是最好的宣傳，工

聯會也做了很多工作，政府應努力吸引年輕人去內地實習，親身感受內
地的生活節奏、居住質量，和年輕人的精神面貌，而不是閉目塞聽。此
外，政府也應對大灣區進行多元化的宣傳，例如用微電影、文藝創
作這些年輕人喜聞樂見的形式，效果可能好得多。

文書互認問題需循序漸進解決
吳秋北還表示，為促進區內融合，文書互認問題需要循
序漸進解決，可以採用先易後難原則，先以結婚證、
出生證及死亡證這三類文件作為簡化文書互認的
試行範圍，並建立兩地網上文書認證系統，長遠
考慮成立大灣區公證處，統一處理相關文書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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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
山相信，粵港澳大灣區
為香港青年發展提供廣
闊空間，故今年將在兩
會提出建議，加強香港
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高
等教育、科技、交通合
作，進一步推進區內融
合發展。
黃玉山強調，高等教

育是香港的強項，但校舍資源較少，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優勢
互補，推進香港高等教育走進區內其他城市，有利於提升大
灣區整體實力。繼本港多間大學已在內地開設分校後，公開
大學上月亦正式與肇慶市人民政府及肇慶學院簽署協議，
即將在當地開設分校，他認為，這些合作辦學對香港未來

發展非常重要，亦會為內地相關城市帶來積極
效應。
他坦言，香港社會目前在許多方面存在問題，例
如貧富懸殊、青年上流難等，但仍有很多香港青年因
為對內地不了解，或者迫於朋輩壓力，而不考慮去香港
以外的地方發展和工作。他直言，大灣區是香港青年很大
的發展天地，他們不僅能在內地謀求發展，居住環境等生
活條件亦會有所改善。他希望，在疫情之後，大家能痛定思
痛，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都能出心出力，幫助香港恢復經
濟、協助香港青年更好發展。

「一小時生活圈」需進一步完善
此外，他在建議中亦提到，大灣區的「一小時生活

圈」需要進一步完善，疫情過後，應該繼續完善大
灣區東部與西部城市的交通配套設施，增強香港與
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的聯繫。

推動兩地科研合作
方面頗具經驗的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葉玉如表示，是次兩

會將建議從制度層面進一步解決香港與
粵港澳大灣區內其他城市間的科研人流

和物流問題，為有心參與兩地科研合作的學者提供
便利措施，創造區內科技融合發展的有利環境。
由葉玉如擔任副校長（研究及發展）的香港科技大

學，在兩地科技創新合作方面始終走在前面，近年除在廣
州設立分校，去年亦作為本港首間大學落戶深港科技創新

合作區。他們為該合作區引入科大科研團隊，建設實驗室群，
為健康老齡化等國家策略性項目貢獻科研力量；為初創團隊提供
創業支援服務；並由科大工學院主導，為大灣區培訓微電子從業
人員，未來還將探索拓展針對企業的高端培訓領域等。

籲為赴內地科研人員提供住處
葉玉如透露，許多在港科研人員都對赴大灣區其他城市展開科技合作充滿期待。她認為從人流
和物流的制度上為科研創造便利，將更有利於推動區內科研融合發展。她解釋，從科大清水灣
校區到合作區駕車只要半小時，但科研人員進入內地城市需要辦簽證、排隊過關，不及內地城
市間往來般便利。她建議，為科研團隊提供毋須過關、毋須簽證的「暢通無阻」通道，甚至為
赴內地科研人員提供住處等。
在科研物流方面，雖然現有政策已經放寬，但一些樣本仍需經歷長時間的申請程序，「做研究很
多時要同人鬥快。」她希望先在合作區試行科研要素的自由流通和無縫對接，從而逐步提高兩地
科研互動交流的便利性。

她表示，過去一年，大家合作建設大灣區科研的腳步從未停下。她引述自己在
與深圳福田區領導開會交流時，當地領導表示，希望吸引專才在深圳做研究，
因為雖然科研成果產業化是最終目標，但許多新想法、創新思維等要建立於很
強的基礎研究根基。葉玉如說，這樣前瞻性的觀點令她印象深刻，而這亦恰好
可以利用香港基礎科研優勢，實現兩地強強聯合。

葉玉如也積極發展在港科研合作平台，領導「神經退行性疾病研究中
心」進駐「Health@InnoHK」醫療科技創新平台項目。

她表示，各個平台都希望吸引各地的科學家，而現在建立的兩地
網絡可推動實現多平台互動，相信能幫助整個大灣區科技創新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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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住房問題
一直困擾着許多市
民。過去民建聯曾
多次建議在廣東省
內有條件的城市建
造香港城，提供大

量的住宅單位。若能在廣東省內建立香港
人為主的社區，一方面可解決香港地少人
多和居住環境擠迫的問題，另一方面可加
快讓香港人融入內地，推動當地城市的發
展。

經過初步研究，我們認為兩個選址可進行
興建香港境外建屋飛地的研究。第一個選址
是港珠澳大橋珠海段南側的大片水域。這段
水域介乎江海直達船航道與九洲港航道之
間，水深只有約4米至5米深，淤泥厚約10
米，基岩深25米至55米，且避開中華白海
豚的海洋環境保護區，以及珠江口的多條主
要航道，有潛質可以進行大型的填海造地工
程。
選址位處港珠澳三地的中心位置，離香港

國際機場約半小時車程，離珠澳口岸更只是

5分鐘車程左右，若乘船至香港的中環及尖
沙咀等核心商業區僅為1小時左右，而兩處
亦已有完善的碼頭設施。若中央與特區政府
達成協議，預計由技術評估至填海，可於5
年左右時間內完成。
另一個選址是珠海市桂山島。該島與牛

頭島和中心洲相連，面積為10平方公里。
此島在香港大嶼山以南約3海里處，地點
也比較接近香港中環及尖沙咀等核心商業
區，估計高速船的航程約為30分鐘至45
分鐘即可到達香港核心商業區。桂山島未

發展的以西海域，屬淺水區，適合用作填
海。根據初步估算，淺水區可提供額外至
少1,000公頃土地，足以進行具規模的規
劃及發展。
若在以上兩個選定的區域進行填海，每處

均可至少提供10平方公里或1,000公頃的未
發展用地，若將兩成土地用於住宅用途，將
可提供16萬個至20萬個單位，可望大大紓
緩本港的房屋問題。

建議相關土地一併租予香港

故此，我們建議在這兩個選址填海建造香
港城，並將相關土地亦一併租予香港，租期
可考慮較長的時段例如50年，並加入續期
機制。兩個選址皆具有一定規模，加上有利
的地理位置，足以打造成一個集商業、專上
教育、科研及現代物流和工業的新型經濟中
心。政府應為區內的居民創造不同類別的就
業機會，亦應研究為新區域配備相關配套包
括社區及休閒娛樂設施，例如商場、街市、
戲院、學校、安老院舍、圖書館、醫院、公
園及公共泳池等。亦請中央檢視目前相關的
政策，若有限制性規例，可考慮予以適度調
整。更可視乎情況，對相關安排提供財政補
助。

倡灣區選址建港城 可紓房困利融合

一小時
生活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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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正在如火如荼

地建設中，致力發展成為國際

一流灣區。區內諸多科研合作

項目、高等教育交流紛紛展

開，亦有愈來愈多的市民選擇

在區內其他城市工作生活。兩會召開在即，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為進一步促進區內融合，將在兩會期間建

言獻策，提出暢通科研人流、物流，加強高校合作，豐富兩地便民措

施等建議，希望結合現時經驗，完善區內政策、人心等多方面建設，

實現大灣區整體實力穩步提升。

■吳秋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葉玉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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