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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表示，房屋市場要健康
發展，政府必須握有土地主導權，否則在利益藩
籬的控制下，不符合市民利益，也不符合香港利
益。過去經驗顯示，造地不足會導致樓價失控、
市民 「上樓難」 等問題，所以政府會不斷造地。

他強調，造地和供應是兩回事，政府可在有
需要時推售土地，未需要推出的土地可以放在土
地儲備。他說過往及今屆政府都是嚴肅地按數
據客觀、實事求是地判斷供應量，絕對不會輕
率。

大公報記者 馮錫雄

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公布，九月份私人住宅售
價指數按月跌1.6%，跌至2016年8月以來的低位，
按年跌逾12%。今年首九個月，樓價累計下跌
7.5%。九月份數字計，以753至1075平方呎的單位
跌幅最大，按月跌2%。

不能落在利益藩籬控制內
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被問

到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早前表示，憂慮香港土地
供過於求，擔心持續造地或會衍生負資產問題，加
重政府財政負擔。李家超回應表示， 「經驗告訴我
們，造地不足會導致供應不足，以及樓價失控和市
民上樓困難等問題。」 他舉例在2000年代初，香港

有一段時間停止造地，導致其後要處理的實際情況
很不理想。

李家超說， 「政府必須有土地主導權。」 政府
認為，房屋市場要健康發展，主導權一定要在政府
手上，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做，土地的主導權就變
成在利益藩籬的控制之中，這不符合市民利益、不
符合香港利益。」

李家超指出，造地和供應是兩回事，形容有如
「政府盡量發掘財政來源，政府有錢可以運用，也

可以將多餘的錢放在銀行，不一定要花光。」 同樣
道理，造地需要一段長時間，所以政府不斷造地，
「讓我們在需要時可以推出土地，供應給市場建

屋，讓市民置業安居，亦可以將我們認為當時不需

要推出的土地放在土地儲備。」

在售地時會考慮市場變化
至於如何判斷供應土地數量，李家超強調，是

經過客觀、按數據作出的判斷，包括政府在2021年
發表《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或策
略，從宏觀和長遠角度去審視未來需求，也是經過
數據分析、供求研究、發展需要的公開文件。他在
今年剛公布的施政報告亦有提出，政府的造地決心
不變，會審時度勢，穩健有序推進各項目。

他強調，政府在批售土地時會考慮市場變化，
讓市場環境平穩和健康發展，所以對於造地和推出
土地作建造房屋會持謹慎態度，嚴肅地按數據分析

來判斷供求的需要，有序、平穩，希望本港的土地
房屋健康發展。

另外，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昨日開會聽取發
展局介紹施政報告有關主要措施，委員支持施政報
告中政府持續造地以提供穩定土地供應及推動主要
基建的決心，未來10年可供發展土地供應量預期將
達到3000公頃，或平均每年300多公頃，符合香港
2030+策略目標，當中約60%的新土地供應來自北
部都會區。北部都會區將在未來10年進入收成期，
預期將產出大量房屋單位及產業用地，包括已預留
至少80公頃土地作發展 「北都大學教育城」 、啟動
新田科技城首階段工程及元朗南新發展區第二期工
程等發展。

掌控土地供應穩樓市
香港在

二千年代初
暫停造地，

造地不足導致供應不足、樓價失
控及市民 「上樓」 困難等問題。
特區政府昨日明確表示，必須掌
握土地主導權，以保證土地和房
屋市場的平穩發展。若土地主導

權落在利益藩籬的控制內，
不符合市民及香港整體利
益。

造地與供應是兩

件事，造地需要比較長時間，
不斷造地就可以在有需要時推
售 土 地 ， 供 應 市 場 建 樓 。 造
地 、 土 地 供 應 、 樓 市 三 者 之
間，有互為因果關係，一旦某
些環節失衡，形成漣漪效應。
曾經有一段時間，政府為找到
可 供 建 樓 的 土 地 ， 被 形 容 為
「盲搶地」 ，市區更出現 「單

棟式」 居屋。
現屆政府汲取了過去的經

驗，將土地供應主動權，牢牢地

掌握在政府手上，避免樓市失
控。由政府掌握造地及土地供應
主動權，讓地產商乃至置業人
士，清楚知道地產市道未來趨
勢，避免樓市大起大落，對各方
都有好處。有官員以 「單料銅
煲」 「一滾就熟」 ，形容香港經
濟。 「單料銅煲」 式經濟模式，
或者 「蠻牛」 式經濟，對短線炒
家是天堂，消費者實際獲益不
多， 「慢牛」 能讓真正投資者及
普羅大眾受益。

透視鏡
蔡樹文

【大公報訊】記者劉碩源報道：香港近日
首次發現恐龍化石，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
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表示，非常興奮能夠在
香港首次發現恐龍化石。政府會抓住機會，打
造優質旅遊景點。

他表示，發現恐龍化石的赤洲，對喜歡自
然資源、對自然遺產有興趣的人士來說，相當
有吸引力。恐龍化石發掘工作仍在進行，並做
好對化石的保護，這不但有助研究，亦可抓住
機會發展為優質旅遊景點。

擬進行古生物學長期展覽
他稱政府計劃在尖沙咀香港文物探知館設

立工作坊和展覽區域，並計劃進行與古生物學
相關的長期展覽。他相信旅遊業界會抓住機
會，開發特別的旅遊路線。

啟德體育園青年運動場在剛過去的星期
日，完成了首次演練，李家超稱，青年運動場
將於下月中舉行第二場測試演練，室內運動場
將於12月舉辦首次測試和演練，主場館的測試
和演練則於明年1月初舉行。測試和演練的強
度會逐步加大，為體育園開幕作全面準備。

李家超表示，往後的演練會測試增加巴

士、旅遊巴接載散場乘客的成效。他已要求
所有政府部門、啟德體育園和各環節的操作
者，提高警惕，提高安全系數，制訂各種預
案。

就零售業被形容為處於 「冰河期」 的問
題，李家超回應稱，零售業在經濟轉型期面對
不同挑戰，因此施政報告推出八項措施幫助中
小企。他稱個別零售業通過改革及調整，收入
有增長，他希望大家 「齊改革同發展」 ，因應
本地或遊客消費習慣改變而改革求變。他相信
當明年息口回落，刺激經濟措施生效後，整體
情況會改善。

赤洲現恐龍化石
特首：打造優質景點

▲李家超表示，會將恐龍化石發現地打造成
為優質旅遊景點。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大公報訊】為加快數字
政府建設，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廣
東省積極協作促進兩地政務服務
「跨境通辦」 。數字政策辦公室
昨日公布，於佛山設置香港 「跨
境通辦」 自助服務機（圖），以
方便身處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
的居民和企業，毋須親身到港，
便可申辦香港的政務服務。

由昨日起，市民可前往佛
山市南海區行政服務中心一樓，

使用該服務機以申辦多項香港政
務服務。該服務中心開放時間為
即星期一至五，上午8時30分至
中午12時，及下午2時至5時30
分，內地節假日除外。

上述地點同時設有 「智方
便」 自助登記站，便利在內地工
作及生活的香港市民直接登記或
升級 「智方便+」 ，以便辦理例
如續領車輛牌照、申請國際駕駛
許可證及登記醫健通等。

跨境通辦自助機擴至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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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須掌握土地主導權 造地決心不變
李家超：可按需求推出建屋或作儲備之用

▲李家超認為，透過不斷造地，可以在有需要時
推售土地，興建房屋單位讓市民置業安居。

發展創科要搶人才更要善用人才
──廣東創科奇跡系列評論之三

明天，深圳市迎來第八個 「人才
日」 ，將舉辦一系列活動。內地許多省
市設立了 「人才日」 ，而深圳引領風氣
之先，這足以反映深圳市乃至廣東省對
人才的尊重和重視。廣東真心愛才、悉
心育才、傾心引才、精心用才，對人才
的支持無微不至，這是廣東成為創科強
省的另一個密碼。香港借鑒廣東經驗，
有助進一步優化人才政策，真正做到留
住人才，善用人才，人盡其才。

廣東在人才政策方面有三大法寶，
首先建立合理的人才結構。在人才金字
塔中，最頂尖的是院士，現時廣東的兩
院院士有193人，他們是各技術創新領
域的領軍人物；中堅力量是研發人員，
目前已達135萬人，並通過激勵機制，
形成優質人才培養晉升制度。廣東積極
向全球高端人才拋出橄欖枝，提升國際
化人才的聚集效應，帶動本土人才成
長，形成人才梯隊。

其次是將 「人才鏈」 建立在 「產業
鏈」 上，超常規格培養拔尖創新和行業
領軍人才。廣東圍繞產業鏈吸引人才，
人才來了就能找到崗位，發揮所長，而
不是單單追求人才的數量，導致一些人
才來了卻找不到自己的應有位置。著名

結構生物學家顏寧離開美國到了深圳，
立即獲得超規格重任。她曾表示 「短短
一年，我的夢想在深圳落地開花」 ，這
是 「深圳夢」 的真實體現。

其三是引鳳先築巢，讓創科人才無
後顧之憂。高端人才是 「金餑餑」 ，誰
都想搶。他們最終決定去哪裏，除了看
工作環境，也看生活環境，包括配偶能
不能找到工作、孩子能不能獲得優質教

育、居所在哪、交通是否方便等。為了
給人才提供方方面面的便利措施，廣東
省成立高層次人才服務專區，整合20
個部門職能，提供26項 「一站式」 、
全鏈條服務。有來自香港的人才接受大
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一家三口住在人
才公寓， 「從申請到拿到鑰匙只用了一
周多時間，非常省心。」

將心比心，廣東視人才為珍寶，人
才自然會加倍努力報答。就香港而言，
「一國兩制」 獨特優勢加上相對優渥的

薪資水平，對人才有天然的吸引力，香
港各項人才計劃在過去一年多就接到30
多萬份申請，其中20多萬人已經獲批，
這在世界史上也堪稱奇跡。但人才來港
只是第一步，如何留住他們、用好他們
這才是真正挑戰。

留住人才的關鍵，莫過於打造完整
的產業鏈，讓他們找到適合的崗位，充
分發揮聰明才智，這其實是人才最關心
的事情。還有，香港房價高、租金高，
人才來港後生活上的實際困難不會少。
更別說還有語言、習俗方面的適應期。
這些困難能否順利解決，是決定人才會
不會留下來的重要因素。

特區政府在吸引人才方面的努力有
目共睹，但也有必要進行階段性檢討，
進一步優化人才政策。香港是小地方，
發展創科不可能面面俱到，香港要有的
放矢，針對性地吸引人才，並根據產業
鏈的需要，建立起科學的人才結構，而
不是單純追求吸才數量的多少；香港要
着力為人才解決實際困難，提供一站
式、全鏈條服務。雖說香港是資本主義
社會，許多要素由市場配置，但以 「積
極有為」 為己任的特區政府，沒有條件
也可想方設法創造條件。

發展創科關乎香港的未來，關乎每
一個人的福祉。在尊重人才、重視人才
方面，全社會都要發力。讓人才賓至如
歸，切實感受到這座城市的文明與溫
暖，從而愛上香港、奉獻香港，香港創
科就有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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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是最好的反擊
美國宣布自明年1月2日起，限

制個人和企業投資包括香港在內
的中國高科技產業，涉及半導
體、量子運算和人工智能三大領
域。中國外交部對美方的所作所
為表達強烈不滿、堅定反對，強
調中方將堅定維護自身的合法權
益。行政長官李家超亦批評美國
政客為了政治利益不惜破壞正常
的投資和貿易，直指美國此舉損
人不利己，必將自食其果。

美國為了維護自身的霸權地
位，無所不用其極。中國的高質
量發展，尤其是在高科技領域突
飛猛進，更令美國如坐針氈，對
中國的打壓更加瘋狂。然而，美
國的打壓阻止不了中國的發展，
反而為中國人提供清醒劑，放棄
幻想，堅定走自力更生、發奮圖
強之路。兩彈一星、北斗導航、
月背採壤、 「天宮」 遨遊、深海
蛟龍以及國產大飛機投入使用
等，這一切證明美國的打壓都是
徒勞的。

為 了 阻 止 中 國 獲 得 先 進 芯
片，美國不僅自己圍追堵截，更
組織了一個針對中國的芯片聯

盟。然而，華為去年推出7納米製
程的先進手機，最近中國更宣布
成功研製出自己的光刻機，美國
的打壓又一次以失敗告終。

就香港來說，自從2019年修例
風波發生後，美國先後推出一系
列打壓措施，包括終止香港的貿
易特別待遇。美國政客曾揚言
「香港沒美國不會成功」 、 「香

港將完蛋」 。但香港非但沒有玩
完，反而走上了由治及興的康莊
大道。最近重獲全球最自由經濟
體、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地位，
讓美國傻眼。

歷史是一面鏡子，如果美國
以為新一輪打壓會阻斷或拖慢香
港在創科方面的發展步伐，到頭
來只會是又一次失望。

香港不會低估美國打壓所造
成的困難，但香港有中央支持，
有 「一國兩制」 優勢，有全體市
民眾志成城，一定能夠迎難而
上。過去美國在香港獲得了巨大
利益，如不懸崖勒馬，就將失去
未來香港高質量發展所帶來的紅
利，美國為自己的粗暴、短視埋
單的日子，不會遙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