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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甯漢豪表示，很多內
地企業、在港外國商會，都對投資
北都充滿期盼，等待我們推出土
地。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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甯漢豪：片區開發＋地花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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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甯漢豪今年三月前往深圳市羅湖區及坪山區考察，了解當地片
區開發的經驗，作為北部都會區發展的參考。

北部都會區是本港未來主要土地供應
來源及發展新引擎。發展局局長甯

漢豪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政府
正積極考慮透過 「片區開發」 模式，引
入 「地花」 概念，加快北都發展，同時
減輕政府財政壓力，沙嶺創科用地或會
成為北都最先推出的 「片區」 。

她表示，很多內地企業、在港外國商會都對投資北都充滿期
盼， 「很多內地企業在不同場合都告訴我們，他們在等我們推出
土地。」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易曉彤

北都發展提速
外商引頸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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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專訪

「北都不僅可以提供住宅用
地，亦可以發展不同產業，加上其
策略地位，政府對北都發展有信
心，正積極考慮 『片區開發』 ，甚
至直接批地，加快北都發展。」 甯
漢豪表示，北都發展與大灣區發展
息息相關，能產生協同效應，推動
產業發展。很多內地企業、在港的
外國商會都對投資北都充滿期盼，
都在等政府推出土地、落實發展，
「很多內地企業在不同場合都告訴
我們，他們在等我們推出（土
地），會適當地部署；好多在香港
的外國商會亦不時找我們，希望我
們做一些簡介，因為他們對北都發
展很有興趣。」

甯漢豪解釋，傳統土地發展模
式是政府先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完
成收地及土地平整，賣地後才有資
金回籠，對政府現金流壓力很大。
若採用 「片區開發」 ，政府只需劃
出一大片土地，讓有興趣的企業或
合組的財團投地發展，並負責土地
平整、基建、規劃及發展，有助減
輕政府開支。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早
前透露，北區沙嶺創科用地或會採取
片區模式發展。甯漢豪表示，沙嶺創
科用地包括2公頃已平整土地，連同
周邊有潛力發展但未進行平整的地
皮，發展面積達10公頃，政府有意
發展為數據園區，創科局正進行意向
調查，發展局會配合創科局計劃，制
定招標及地契條款，若沙嶺地最終決
定以片區模式推出，將會是北都首個
片區。她透露，發展局正物色北都其
他合適作片區發展用地。

冀靠市場推動基建土地發展
除片區發展，甯漢豪預告，北

都部分由政府負責平整的用地，會
引入 「地花」 概念，即未完成平整

就推出招標，加快發展步伐，例如
洪水橋多層大廈用地，稍後推出的
招標與土地平整同步進行， 「整個
北都發展會有很多不同的發展模
式，即使是 『地花』 ，也有很多不
同的程度。」

北都已知開支或預算已逾2240
億元，外界關注政府近年賣地收入
減少，財政受壓，影響基建及土地
發展，甯漢豪表示，賣地收入受經
濟及地緣政治影響，非政府能控
制，故香港長遠不能單靠賣地收入
支撐土地及基建發展，要思考其他
方法，多靠市場力量， 「片區開
發」 正是希望靠市場推動發展。

甯漢豪表示，北都各發展區正
如期推進，未受經濟影響，亦不應受
經濟發展周期影響， 「北都發展要看
長遠，政府亦公開承諾北都會提供
3000公頃新發展土地，當中四成會
在未來十年完成土地平整，這個承諾
我覺得不應該受經濟周期影響。」

爭取2027交椅洲人工島填海
至於同樣是未來土地重要供應

的交椅洲人工島，政府宣布推遲原
定2025年開始填海的時間表，甯漢
豪說，爭取在現屆政府任內，即最
遲2027年上半年，展開填海，發展
局正努力做好環評， 「我們爭取九
月前（提交環評申請），但不想拘
泥於哪一個月，寧可做好環評、開
好頭。」

除開拓土地外，發展局近年推
動多項法例修例，包括精簡法定程
序、加強濫收水費監管能力，以及
在7月5日生效的《政府租契續期條
例》等，甯漢豪形容，相關工作與
拚經濟惠民生息息相關，例如簡化
地契續期安排有助維持業權人和投
資者的信心，締造更好條件讓特區
政府全力拚經濟。

建多層產業大樓 年內兩地招標
北部都會區

發展將收回800
公頃棕地，發展局局長甯漢豪表示，
政府將透過多層現代產業大樓，協助
棕地作業升級轉型，年內招標的首兩
幅用地將採用 「雙信封制」 招標，若
確認安排可行，洪水橋／厦村及元朗
南發展區預留的70多公頃多層產業大
樓用地，亦會採用 「雙信封制」 ，有
助加快多層產業大樓建設。

招標採「雙信封制」保質量
甯漢豪稱，政府優化收地賠償及

安置安排，特別是2018年實施合資格
住戶免資產審查上樓安排後，近年收
地甚少遇到住戶反抗。但棕地作業者

反映，愈來愈難找到合適用地搬遷。
政府計劃透過多層產業大樓，協助棕
地作業升級轉型。

元朗有關用地已延長招標期限半
年至今年12月27日，洪水橋用地計劃9
月招標，最快可望2028/29年落成，部
分樓面提供優惠租金。兩地均採用 「雙
信封制」 公開招標，投標者需提交非價
格和價格建議，她稱， 「元朗地的非價
格比重佔70%，是政府標書少有的高
比例，反映政府重視質素」 。

而大樓落成前，政府調整收地進
度，並提供不同支援，包括協助重置
的經營者提交規劃申請和地契修訂；
物色用地供受影響的棕地作業者短期
營運等。

地盡其用

▲政府致力加快駁通海濱長廊，並引入多元化
設施，為市民及遊客打造更富吸引力的海濱。

海
濱
﹁智
慧
販
賣
﹂
遊
客
可
自
製
雪
糕

政府致力加
快 駁 通 海 濱 長

廊，並引入多元化設施。發展局局長甯
漢豪預告，首個設於海濱的 「智慧特色
販賣設施」 ，最快七月在灣仔海濱推
出， 「這不僅是 『得意』 的打卡點，遊
客亦可自助製作軟雪糕和沙冰等。」

至於發展局計劃修訂《保護海港條
例》，強化規管大型填海，並為涉填海
的小型改善項目拆牆鬆綁，甯漢豪說，
收到的反應大體上表示支持，形容是天
時地利人和， 「過去幾年，海濱已經駁
通了很多，市民感受到駁通的好處，以
及活化海濱，大家感受到歡樂，所以對
今次的修例很支持」 。

「片區開發」模式發展旅遊項目
政府大力推動無處不旅遊，她稱發

展局已重啟前南丫島石礦場用地研究，
考慮以休閒度假為主題，南大嶼生態康
樂走廊、北部都會區的尖鼻咀、流浮山
及白泥一帶，有潛力做特色的優質度假
區， 「政府已覓得未來十年的房屋用
地，我們有底氣和條件，去考慮發展旅
遊相關的產業用地」 。

她透露有意探討採用 「片區開
發」 模式發展旅遊項目，相信若交由
有經驗的企業開發和管理，可做好生
態旅遊，亦有助提升發展速度。

推動旅業

精簡審批程序 加快供地
政府精簡程

序加快土地供
應，現於城規會審議的新田科技城發
展計劃，由2019年展開規劃，到預計
2026年有首幅用地供應，需時約7
年，較過往減少約一半。發展局局長
甯漢豪預告，新的精簡行政程序通告
稍後出台，希望改變部門審批文化，
減少不必要審批。

改變部門審批文化
新安排將適用於所有發展審批的

部門，包括非發展局轄下部門，由首長
級公務員監察執行，並定期向發展局匯
報。她舉例，部分發展涉及移除樹木，

以往有部門會過問很多細節，包括這些
樹木之後擺放在哪裏， 「日後我們希望
審批部門自問自答，要求審批的項目是
否真的需要你審批？如果需要審批，是
否一定是政府部門去審批，可否交給專
業人士負責？若需要政府審批，你若不
同意，你要告訴申請者原因，要讓他知
道怎樣才符合相關要求，不能只是讓他
猜。」

甯漢豪說，公營房屋項目以往於
得到立法會工程撥款後，才展開收地及
安置補償；精簡程序後，政府可同步進
行不同程序，例如在準備申請撥款時就
接觸受影響人士，由規劃到有「熟地」供
應，可望由以往需最少6年，減至4年。

提升效率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
李家超昨日結束為期三日的
訪問四川行程，並帶來好消
息。李家超表示，有關方面
這幾日已選定來港的一對大
熊貓，牠們5歲至8歲，其中
雄性大熊貓性格聰明好動，
雌性大熊貓性情溫馴。目前
基地已幫助牠們做來港適應
準備，特區政府盼望赴港的
一對大熊貓可在港繁育後
代，帶給香港更多的溫馨和
喜悅。特區政府會全力做好
準備，爭取讓這對大熊貓在
10月1日之前到達香港，成
為香港的新成員。

◀行政長官李家超
表示，已選定來港的一
對大熊貓，雄性大熊貓

性格聰明好動，雌性大熊貓性情
溫馴。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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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基地的大熊貓圓滾滾，人見人愛。
大公報記者蔡文

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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