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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區份 香港屬新界北區、內地屬鹽田區

面 積 約400公頃

人 口 禁區內約有3000居民

原 住 民 多為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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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位於香港
東部，與深圳鹽田區

水陸相連，但兩地管轄區內的沙頭角
規劃及發展差異愈來愈大。立法會議
員陳月明說， 「沙頭角兩邊的發展差異
反映出港深兩地就邊界地區的不同治理
態度，香港應調整思維，重視港深邊界
地區潛在經濟效益，推動沙頭角及其他

邊界地區發揮更大價值。」
陳月明指出，沙頭角有豐富的歷史文

化價值，加上周邊離島有傳承數百年的客家村
落及大自然風光，應善用優勢，發展文化旅遊
業。

善用新科技優化禁區機制
陳月明又認為，現時限制沙頭角發展的主

要因素是邊界禁區機制，雖然政府已開始有限
度開放當地旅遊，但仍是用一個安全及管理思
維看待沙頭角。她認為，特區政府應優化禁區
機制，在使用新科技保證邊界安全的同時，開

放沙頭角及中英街。
陳月明又提到，沙頭角過往被邊緣

化，導致經濟發展落後，工作機會亦不
多，很多年輕人只能外出工作，但她相信
當地居民對世代居住的土地有濃厚感情，
若能用好沙頭角的資源，大力發展旅遊
業，提升當區經濟效益，不但可以提升居
民的生活質素，亦可以讓更多原居民留在
家鄉、建設家鄉。

大公報記者曾敏捷

香港應調整思維 全速推進發展
把握優勢

陳月明：冀特區政府制訂方案 報請中央批准

港深聯手建設沙頭角合作區
香港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才能實現更大發

展，陳月明指沙頭角若果能穩步開放，特別爭取
北環線鐵路延伸過來，以此實現沙頭角透過海陸

兩路對外聯結的重要功能，有條件成為北都
發展的重要板塊。陳月明表示有留意最近

《大公報》對於沙頭角作系列報道，並
指相關報道的構思全面，值得繼續探
討如何得以實施。她提到現屆特區政
府均想做實事，希望各方均能同心
協力、積極作為。

沙頭角應如何開放？陳月明指
《大公報》報道中提到的包括 「港
進港出」 、 「深進深出」 、深港共
同打造國際消費合作區，相關建議
結合高質量及北都發展的元素均是切
實可行。陳月明指 「香港與深圳情如

兄弟，兩地發展，尤其北部都會區的發
展，是互利互惠互補，不應該存在誰規劃

誰的誤會，兩地發展目標一致，自然就會友
好協商及溝通！」 她指出，今時今日的香
港，已經走出由亂及治、正在全速走入由
治及興，社會各方也不會再接納違背發展
建設的聲音，所以毋須擔憂走港深合作
的路線。

設固定檢查站安全沒有風險
至於沙頭角開放後的安全問

題，陳月明指出，中英街是沙頭角
發展的核心，最理想是爭取與沙

頭角同步開放。對於當局考慮
開放的準備上有先後次序，陳
月明指可以理解，惟先後次序
和間距不能相差太遠， 「因為
沒有了中英街，沙頭角的開放
便會失去很大的魅力及價
值。」

「我們尊重中英街的客觀
情況，並非要求明年一月沙頭
角與中英街同步開放。」 惟明
年年底可否開放中英街，希望
當局在這方面積極調研。她又
表示，中英街如能提早開放，
可令沙頭角的開放更有實質性
的意義，旅遊業更有吸引力，令深港的對接更有
實質性效益。

對於中英街的管理安全問題，陳月明指中英
街並非一個口岸，並不存在出入境管理的問題，
如考慮優化及加強固定進出檢查站，從港方進入
時，照舊實施審批制度，可憑證進入中英街，而
屆時辦理相關手續必須便捷，方便包括國際旅客
在內的人士進入，此亦可成為沙頭角的賣點，可
「一條龍」 檢查，相信保安局在這方面可以做得
到的。

事實上， 「深進深出」 的深圳居民持邊防
證， 「港進港出」 港人是持香港的 「R」 證，陳月
明指相關措施不需要變動，只需將原有的邊防守
穩，建設穩定的檢查站，讓旅客在管理機制下進
入中英街，讓他們在上址消費及打卡， 「中英街

是歷史文化、有意
義及價值的地方，都
是說好香港及一國兩制
故事的最好愛國主義的現
場教育。」 她指在這方面
保安局已經做了一些措施
值得欣賞，希望積極將中英
街及早開放， 「爭取在明年
年底開放，迎接2025年的元
旦！」

應盡快安排及策劃
至於旅遊消費層面的實際安

排還需要看文體旅局，陳月明希望
該局應盡快及盡早作安排及策劃，共同打造
國際消費合作區。她又指出，深圳在這方面
數年前已開動，十分成熟，深圳的地鐵已留
有沙頭角的對接口，深圳的公路亦留有北環線
的接口，她希望在新班子新氣象，盡早實現優
化沙頭角區的港深交通接駁，將是良政善治的
亮點。

陳月明又說，相關政策在時機成熟時，在港
深合作下公布時間表及路線圖，盡快完成一個原
則性的方案，並報請中央批准深港在沙頭角聯
手打造國際旅遊消費合作區，列入國家發展規
劃， 「我相信國家會全力支持港深合作發展的
路向，只要香港提出，相信中央將會積極支
持，甚至會給予更多優惠政策。但兵貴神速，
不能拖太久了！」

▲陳月明認為，建設穩定的檢查站，不撤銷現有邊界
線，便可以讓旅客及居民自由進入中英街。

▶不全面開放中英街，沙頭角發展便難有特色。

曾任職港鐵工程
師的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張欣

宇，已到訪沙頭角多達50多次，
他認為香港要發展沙頭角，完善交通

及運輸有迫切性： 「要用突破思維來構
想交通上的解決方案，例如引入雲巴或
單軌列車等作為承載工具。」 他認為，

沙頭角連同中英街是內地與香港打造合作區
的最佳試點，定位應聚焦消費及旅遊，保留
歷史文化特色，合作區能以 「港進港出，深
進深出」 的方式管理，希望特區政府牽頭，
組建發展合作區的專班。

倡引入雲巴或單軌列車
張欣宇認為，怎樣改造交通運輸建設，

需視乎香港沙頭角最終的規劃和定位，未必
需要用上重鐵的規模，因成本太大，效益不
及，而且因目標是打造富有文化特色的合作
區，若流量過高亦可能影響消費及旅遊的質

素和體驗，甚至可能會帶來對原居民的滋擾
問題，因此他建議沙頭角合作區仍需以禁區
管理，仍需 「限流」 。而解決方案則需突破
思維，包括擴建沙頭角公路等道路、興建停
車場及旅遊巴泊車位等，以及引入雲巴或單
軌列車等作為公共交通運輸的承載工具。

他續指過往一般市民很難去到沙頭角
墟，因為要申請擔保，要去中英街更加是近
乎不可能的事，但其實這正正是一種機遇。
「好多人覺得沙頭角好神秘，好想去看看那
裏是怎樣的情況、有什麼歷史文化特色，這
正是一種吸引力，無論是對港人或是對前來

香港旅遊的外籍遊客及內地旅
客等： 「最重要是有特色，最
怕沒有回頭客！所以開放中英
街最為關鍵。」

張欣宇的構想是利用中英
街來帶動旅遊及消費，因合作
區是相連的，為市民帶來兩地
貨品往來的便利，例如以前只
有內地市民來香港買貨品回內
地，近年已相反興起 「反向代
購」 ，不少港人也喜歡從內地
食品、奶茶、地方特產等購回
香港。同時，文化旅遊亦是十
分合適，他解釋： 「文化上，

一般零售消費的做法已受新消費模
式衝擊了，純來購物的遊客愈來愈
少；相反遊客真的是對文化有興
趣，例如來香港看一下公屋是怎
樣、去麥當勞道 『打卡』 ，好像西
九故宮博物館就是很成功，類似的
例 子 還 有 新 西 蘭 的 皇 后 鎮
（Queenstown）。」

張欣宇強調，這些潛在的機會和機
遇，首先需放大未來來看中英街才
能發現得到；開放是手段，目標
是發展。 「思維要搞清楚，
究竟我們想怎樣利用這個
地方。我們不是為開放
而開放，不是為拆圍
網而開放的。開放
來想做什麼？開
放是為了帶動
當地不同的產
業，可以為
香港帶來新
的文化旅遊
景點。

大公報記者
葉浩源

•平日進入沙頭角禁區，如中英街仍要申請禁區紙

•中英街現仍為禁區，不可到訪

•目前須跟隨旅行團才可到沙頭角指定地區
旅遊

•沙頭角第一階段開放由去年6月3日
開始，暫只開放沙頭角碼頭。開
放時間為周六、日及公眾假
期，旅行團可於指定區域逗
留30至60分鐘，每日遊
客人數限制500人

掃一掃 有片睇

▲張欣宇建議沙頭角可以引入雲巴或單軌列車，作為承
載工具。

▲張欣宇指出，完善沙頭角的交通及運輸相當
迫切。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完善配套

沙頭角知多啲

大公報記者整理

旅遊與交通資訊

旅遊景點 沙頭角碼頭、中英街、沙頭角之角、
荔枝窩、鴨洲、吉澳

鄰近口岸 沙頭角口岸

陸路交通 僅依賴沙頭角公路，港鐵上水站有小
巴55K和九巴78K；或在港鐵藍田站乘
搭九巴277A

海上交通 沙頭角碼頭，可乘船往吉澳、鴨洲及
荔枝窩

注意事項

▲陳月明認為，沙頭角發
展勢在必行，建議政府公
布時間表及路線圖。

大公報記者 余風

沙頭角新藍圖 5

身兼打鼓嶺區
鄉事委員會主席的
立法會議員陳月明
昨 日 接 受 《 大 公
報》專訪表示，香

港應該重視沙頭角板塊發
展對於北部都會區及大灣區發展
的獨特價值。她認為《大公報》
沙頭角系列報道有建設性，並指
以 「港進港出、深進深出」 等方
案，再加上使用現代科技的幫
助、香港警察的專業隊伍，邊境
安全應該值得信賴。

陳月明認為，特區政府須
制訂沙頭角兩地合作發展時間
表及路線圖，適時向中央提出
申請。在香港融入大灣區互
利合作的平台下，兩地完全
可以聯手打造深港國際旅
遊消費合作區。

張欣宇：開放中英街最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