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創新是提升綜合國力的
關鍵支撐，國家 「十四五」 規劃
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作為香港創科發展的旗艦
項目， 「北創科」 北部都會區的
發展速度備受社會各界關注。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
會議員李慧琼昨日出席一個電視
節目表示，北都可以成為 「特區
中的特區」 ，以特別的審批流程
加快發展速度，期待今年有突破
性的舉措。立法會議員洪雯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也認為，北都
發展 「非常慢」 ，反映香港的建
築標準規範和審批體系亟需改
革。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A3 要聞 2025年3月17日 星期一

責任編輯：劉仁杰 美術編輯：鍾偉畧

北都可成特區中的特區提速發展
李慧琼倡用新方法 另設特別審批流程

▲香港建築師學會新任會長
劉文君。

◀劉文君表示，加
快北都發展是助力
建築業界擺脫困
境，也是促進整體
社會經濟發展的破
局關鍵。

北部都
會區被視為

香港未來發展新引擎，香港建築師學
會新任會長劉文君接受《大公報》專

訪時指出，加快北都發展是助力建築業界擺脫困
境、促進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破局關鍵，必須要
統籌規劃與政策扶持雙管齊下。她建議簡化流
程，加快項目審批，並推出優惠政策吸引企業落
戶北部，同時透過先導計劃為增設旅遊配套拆牆
鬆綁。

劉文君日前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受
經濟大環境影響，本港過去兩年新工程項目減
少，建築行業正面臨資金鏈斷裂問題，繼有老牌
承建商因資金周轉問題清盤後，不少大型建築公
司亦受到衝擊，新年前已開始裁員。她不諱言，
建築業界正面對工程量不足的 「局」 ，而佔地面
積約300平方公里、佔香港總面積約1/3的北部都
會區，是香港未來20年城市建設及人口增長最活
躍的地區，她相信，若能加快北都發展，推出更
多工程，不僅有助打破業界面對的困局，更是推
動香港經濟發展的關鍵。

北都辦沒審批權 仍須走流程
根據政府的《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2023》，

北部都會區將在未來5至10年漸見雛形，並在20年
內大致完成發展。 「若繼續沿用現時模式，審批
要過各種關卡，話要用20年發展一定沒錯，甚至
是20年起跳。」

劉文君又指出，雖然特區政府已成立「北部
都會區統籌辦事處」，但「北都辦」只擔當倡導及
統籌角色，沒有審批權，北都項目審批是跟傳統
做法，要到不同部門「走流程」，耗時耗力。若要
加快北都發展，她認為必須建立高效的統籌協調
機制， 「是否可以有一個authority（管理局）去統
籌？打通所有相關部門，例如地政總署、土木工
程署、路政署、屋宇署等，簡化流程、加快審
批。」

簡化申請流程 拆牆鬆綁
劉文君認為，北都發展需加快招商引資，若

要吸引大商家及大企業落戶，政府需考慮提供土
地優惠、稅務減免等政策優惠， 「香港地價貴、
建造及人工成本貴，你若不提供優惠政策，別人

為何不在河的另一邊發展？」
另外，劉文君又提到，政府要推動 「無處不

旅遊」 ，北都有很多旅遊資源，但目前政策及配
套都未能跟上，她舉例，節假日很多人到郊外遊
玩，但基本上沒有餐飲、休憩配套，因為涉及的
牌照申請、土地租約審批等，程序繁複耗時，且
所費不菲，她建議政府研究透過先導計劃形式，
讓專業人士自行認證一些小型康樂文娛設施，簡
化申請流程，為發展拆牆鬆綁。

劉文君說，新界、大嶼山等地現有不少露營
場地，估計僅少數有申請旅館牌，而部分經營者
未必是不想申請、而是搞不清楚所需牌照。她認
為住宿是旅遊重要一環，政府應考慮推出新的民
宿政策。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文） 林少權（圖）

專訪

學者：重組架構
減少重複行政資源

就如何提升香港公共
工程的速度和效益，有學
者認為，目前特區政府有

多個部門負責公共工程，各部門需要
加強配合，並通過重組架構減少重複
的行政資源，令決策過程可以更快更
集中。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胡恩威指
出，香港的公共工程主要由房屋局、
發展局和運輸及物流局等三個政策局
負責，旗下另設署和處。

胡恩威建議特區政府先重組署再
重整局，例如將規劃署和運輸署合
併，通過統一的規劃，能更好地統籌
城市空間規劃和交通網絡。減少重複
的行政資源，決策過程可以更快更集
中。

公共工程可向外地取經
胡恩威舉例說，前往郵輪碼頭的

道路網絡是由運輸署設計，他們的設計
考量是以汽車為本，而不是從以人為中
心的規劃角度去營造社區空間。

胡恩威認為，香港的公共工程可
以向外地取經。近年內地進行了很多公
共工程，高鐵、大橋、水利工程、磁浮
列車、新能源等，基建既有效益又富建
築美感。在2012年和今年，分別有兩
位中國建築師獲得了建築界的最高殊榮
─普立茲克建築獎。

重建管理和規劃模式
他補充說，公共工程投入很多資

源，但得到的回報是否物有所值也需要
評估。香港現在的文化藝術空間的量不
夠、質不高。

他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必須要重
新建構一套公共管理和規劃模式，發展
文旅產業，提升香港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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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學會會長：加快北都發展 助力建築界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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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大灣區融合發展
的推進，香港與內地建築
專業的交流合作日益頻

繁。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劉文君形
容，兩地專業合作機遇與挑戰並存，
香港建築師可憑藉全過程服務及語言
優勢，助內地建築師走向更廣闊的國
際舞台。

香港建築師學會上月與廣東省工
程師學會簽署會員互認意向書。劉文君
表示，簽署互認意向書不代表兩個學會
的會員直接互認，內地建築師若要在本
港拿牌，需與外國的建築師一樣，具有
本港工作經驗、通過考試及面試。

兩地資格互認暫仍有障礙
劉文君坦言，由於培訓、語言等

都有不同，兩地建築師資格互認仍有障
礙，最基本如內地的職稱架構與香港的
未能完全對接， 「在內地，建築師、測
量師也是工程師，職稱分正高工、副高
工、工程師等，跟香港很不一樣。」 不
過，她說這無礙兩地建築專業的交流與
合作。

劉文君表示，內地有逾九萬名建
築師，當中肯定有傑出人才；香港建築
師的優勢體現在多個方面：語言優勢有
助開拓國際業務；合約管理及全流程的
把控能力，可確保項目從設計到落地的
高質量完成。

她相信，香港建築師有望成為內
地同行走向國際的引路人，隨着大灣區
融合、 「一帶一路」 倡議的推進，香港
建築師可憑藉自身優勢，在國際項目合
作中發揮主導作用，利用對國際市場規
則、設計理念和項目管理模式的熟悉，
幫助內地建築師了解國際市場需求，共
同開拓國際市場。

劉文君表示，建築師學會正籌劃
成立學院，推出一列課程，除了協助會
員提升技能的課程，還有供公眾人士參
加的建築及歷史導賞課程。學院亦會做
一些業界需要或關注的研究，例如有關
民宿政策在各地經驗等。

合作
共贏

AI可提升效率，但不能取代建築師

▲▶李慧琼建議，將北部
都會區變為 「特區中的特
區」 ，並賦予它一個特別
審批流程，加快發展。圖
為北都河套區。

本港各行各業正在加快用AI工
具，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劉文君表
示，善用AI能夠提升效率， 「以前我

們用一個月時間去做一個初步方案，現在用AI，可
能半日就可以得出一些方案，換言之，AI可以提供
更多初步方案供參考，我們也有更多時間做深化
設計。」

據估計，AI可以取代部分工種。劉文君認
為，AI不能取代建築師的工作；她說AI在建築設計
的初步階段，能提供一些創意和靈感，但局限性

也很明顯。
「AI創作是基於現有資料的整合，如果你想

要Zaha Hadid的風格，AI可以很快創作幾個不同
的版本，可以為你提供靈感，但AI的設計是初步的
概念，需要有經驗的建築師深化設計，並將設計
落實。AI亦無法像專業建築師那樣，將當地文化與
實際需求相結合進行設計。」

推BIM課程助業界提升技能
政府近年推廣建築業界使用BIM（建築信息

模擬技術），更規定自2018年起，預算超過3000
萬元的政府基本工程項目，項目設計和建造必須
採用BIM。劉文君說，使用BIM有助在前期就發現
設計或流程衝突，有助減少出錯、加快施工流程
和效益，甚至可以在建築物設計時更準確量度及
計算所需建築物料等。

她表示，本港各大專院校的建築學系，並非
都將學習BIM等科技應用納入必修學科。為配合政
府政策及科技應用，香港建築師學會稍後會推出
BIM課程，助業界提升科技應用技能，迎接挑戰。

相輔
相成

發展的絆腳石
特區政府積極推進

北部都會區建設，各界
關注如何提速提效。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認為，現時香港
工作流程太慢，要突破條條框框，她提出
可考慮將北都變為 「特區中的特區 」 ，另
立一套建設制度，賦予其特別的審批流程
或特別行政措施以加快發展。

相當一段時間以來，不少人以簡單、高效
率形容香港的官僚架構及公務員系統。然而，
近年香港的許多大型發展明顯滯後於鄰近地
區。北都的發展過程暴露出不少制度上的問
題。

政府架構及制度是服務於整體社會，推動
社會發展。20年前、30年前，乃至50年前一些
當時被認為行之有效的制度及規則，今日未必
適用，甚至成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意味着制
度及規則需要不斷改革以適應新形勢，更好地
服務社會，推動社會發展。

香港需要檢視各種舊的、制約發展的條條
框框，才能走上發展快車道。

透視鏡
蔡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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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昨天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北部都會
區，尤其是河套創科香港園區硬件發展慢，可考
慮新方法加快。她說，北都可以成為 「特區中的
特區」 ，賦予特別的審批流程。例如鐵路原本是
要十年後才建好，或者三年後才招標完成，但在
北都或者河套區，這些有迫切需要的地區，一年
內就完成整個流程。

園區兩制差異 有利兩地分工
目前河套港深兩個園區實行兩種制度，有聲

音認為，可以完全採用香港一套以加快發展。李
慧琼認為，只需便利兩地人員、物流、資金，以

至生物樣本等流動便可，兩制差異反而有利兩地
分工，期待今年有突破性舉措。

洪雯對《大公報》表示，從2021年提出北部
都會區的概念，到今時今日整個北都 「沒有一條
公路建成，沒有一條鐵路開通」 ，發展 「非常
慢」 。她指出，河套香港園區今年年底會有三棟
樓落成，一棟宿舍、兩棟實驗室，以此速度要按
照之前的規劃全部建完，可能需時超過20年。

仿效河套建方艙成功例子
洪雯以同在河套地區、僅歷時一個月建成的

中央援港應急醫院為例。她說，當時特區政府行
使《緊急法》下的授權，就工地範圍內的援建工
程、有關人員及物資，豁免其受特區相關法律限
制。在這樣的前提下，承建方中建科工集團搭了
一座橋，從深圳直接把人和物料運到工地。

洪雯認為，雖然這是一個極端案例，但反映
香港的建築標準規範、審批的體系繁複苛刻。
「過去這麼多年，每當發生一個事故，我們就附

加一個指引或者一個新的要求，就像一個一個補
丁打上去，但從來沒有做一個整體的整合，沒有
再精簡，整個標準就變得非常高，程序就非常複
雜。」

▲特區政府當年行使《緊急法》下的授權，就中
央援港應急醫院工地範圍內的援建工程、有關人
員及物資，豁免其受特區相關法律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