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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洞發展區成形 市民熱盼鐵路接駁
大公報記者連日走訪北都

多個發展區，各區發展已具雛
形，建設如火如荼。在古洞北

發展區，預計2027年投入服務的東鐵綫古
洞站，工人在地盤忙個不停。在古洞站周
圍數平方公里內，分布着多個大地盤，有
的大樓已封頂，有的建了一半，有的正在
澆灌水泥石屎，林立的天秤不停吊運各種
建築材料，工程車穿梭運送物料，非常繁
忙。

古洞北福利服務綜合大樓是區內最早
落成並投入使用的大樓，在2023年已落成
啟用。大公報記者現場所見，大樓內的安
老院入住率幾近100%。

74歲張先生入住綜合大樓六樓的安老
院已一年，他對大樓的環境設施、護理服
務及伙食等讚不絕口。由於他要借助輪椅
出行，每次往返粉嶺居所都要預約的士，
花費不菲，希望古洞港鐵站盡早啟用，
「希望越快越好，通車以後，到時酒樓、
食肆、超市等什麼都有，出門買東西、飲

茶都更方便，不但方便家人探訪，我返屋
企亦容易好多。」

安老院舍率先建成使用
到古洞北安老院探訪家人的蕭太同樣

對大樓的院舍讚不絕口，她非常感恩找到
這裏安頓家人，十分滿意院舍的環境、設
施和服務。她指，大樓安老院舍的性價比
高，空間大、走廊寬、人手充足、院友的

自由度很大，經常搞很多活動，從內地來
的護理員服務周到。交通方面，目前尚算
方便，樓下就有專線小巴來往上水，行出
去數十米外的青山公路洲頭段就有小巴來
往元朗和上水，大樓附近就是建設中的港
鐵古洞站， 「古洞站若能盡早通車當然
好，到時家屬探望院舍的老人家更方便，
大家都開心！」

古洞北福利服務綜合大樓是政府推展
古洞北新發展區的其中一個先導項目，用
作安置居於石仔嶺花園安老院舍等受發展
影響的合資格長者，以及為其他合資格長
者、殘疾人士及智障人士提供院舍、社區
照顧服務。大樓工程2019年底動工，前年
落成，樓高8層。大樓內7間安老院均在
2023年8月啟用，各提供250個安老宿位，
合共1750個宿位，包括護養院宿位和護理
安老宿位。這座安老院舍配備了穩定、安
全和可擴展的數碼技術基礎設施，為配合
未來智能安老院舍奠定基礎。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葉浩源

▲古洞發展區多棟建築物陸續成形，其中福利服務綜合大樓在前年已落成啟用。 大公報記者凱楊攝

▲張先生現時入住綜合大樓內的安老院，期
待北都建設盡快完成，進一步改善環境。

大公報記者盛德文攝

河套兩園區資源共享 優勢互補
北部都會區各發展區規劃

及工程持續推進，其中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由香港園區

和深圳園區共同組成，在深圳河兩側以
「一河兩岸」 、 「一區兩園」 的理念構
建，河套香港園區將是北都首個有產業進
駐的發展區。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
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謝來風表示，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以下簡稱
「河套深圳園區」 ）中，內地政府扮演着
重要且全面的角色， 「無論是樓宇的建
設、道路的規劃、基礎設施的配套，乃至
河套深圳園區的管理及招商引資，都有政
府及其下屬機構負責和參與。」 謝來風認
為，這是河套深圳園區發展這麼迅速的關
鍵原因， 「使得各級政策得以快速推進及
實施。」

謝來風提出，香港園區可以從河套深

圳園區的經驗加以吸收、學習，加快建設
進度。 「當前，河套香港園區整體的建設
進度可以再提速。另一方面，香港各部門
在北部都會區建設過程中的統籌也可以學
習深圳經驗。」 謝來風表示，一個園區的
基礎設施建設，涉及到供水、供電、道
路、環保等多個其他部門， 「特區政府層
面可以有更高層級的統籌，來推進香港園
區的規劃建設的速度。」

「未來，河套合作區兩個園區資源上
一定是共享與互補的。比如當前香港園區
的辦公空間不夠，可以暫時由深圳園區提
供一些空間來進行補充。」 謝來風曾在深
圳園區進行調研時發現，很多深圳的科研
機構也表達過使用香港園區的實驗室的需
求， 「此外，兩個園區還應協同面向國際
招攬科研人才，合力去打造國際化的科研
樞紐。」

大公報記者 胡永愛

修訂六條法例 大幅精簡程序
為提速發展，特區政府在

2023年修訂六條主體法例，精
簡了城市規劃、收回土地、填

海、道路和鐵路工程等法定程序，並提出
了多項加快發展進程的措施，例如精簡
《城市規劃條例》下的製圖步驟以加快規
劃過程、提早發放安置補償以回應受影響
人士訴求及加快收地清拆程序。

精簡法定程序後，大型發展項目例如
新發展區，從立項到有 「熟地」 供應的時
間，由過去平均需時約13年，大幅減少約
一半至7年；至於一般公營房屋項目的土地

由 「生地」 變 「熟地」 所需時間，亦可由
以往最少6年壓縮至約4年。

除了精簡法定程序，政府亦提升內部
行政流程的統籌。發展局成立了督導小
組，全面檢視涉及各範疇的程序，理順和
統一審批部門所採用的標準和定義。至今
已實施逾100項精簡措施，年內會陸續落實
其他新措施，範疇涵蓋業界自行認證，容
許認可專業人士審批建議，既賦權業界亦
要求為其決定負責，而部門亦會抽查作把
關，其他措施包括省卻重複程序，以及理
順並列明各項所需提交的文件及細節等。

北都過去一年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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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浮山／尖鼻咀／白泥一帶的發
展方案完成公眾諮詢，將開展下
階段勘查研究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第二期發
展的工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得
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同年6月展開工程

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餘下地
盤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展開

北都首個專用安置屋邨、位於洪
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的 「樂翹都
匯」 分階段落成入伙

政府舉辦企業參與北都發展活
動，逾80企業簽署支持參與北都
發展意向書；35間企業簽署企業
間與北都發展有關項目協議，總
投資金額超過1000億元

新田科技城第一期第一階段的土
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展開

政府就洪水橋／厦村及元朗南新
發展區的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
邀請市場提交意向書，至今年
2月底截止，共收到27份意向書

發展局就北都三個 「片區開發」
試點邀請市場提交意向書，至今
年3月31日截止，共收到22份意
向書

牛潭尾發展建議完成公眾諮詢

新界北新市鎮發展建議展開為期
兩個月的公眾諮詢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
區第一期8號及9號濕實驗室大樓
平頂，以及11號大樓全面完成

路政署正式展開北都公路勘查研
究

發展局邀請市場就尖鼻咀及白泥
等三個生態旅遊發展項目提交意
向書

▲北都首個專用安置屋邨、位於洪水橋／
厦村新發展區的 「樂翹都匯」分階段落成
入伙。 大公報記者凱楊攝

現場
直擊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未來發展重要引
擎，亦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重要節
點。現屆政府上任後修訂法例，為北部

都會區 「拆牆鬆綁」 ，並加大資源推動北都發展，北都提
速初見效果。

有立法會議員及工程界人士認為，北都發展時不我
待，需繼續提速提效，建議政府持續優化不同發展環節，
包括從推動產業發展角度規劃用地，增加土地使用彈性；
簡化審批流程，改變審批文化，擔當 「促進者」 角色；引
入內地新技術及人力資源等，為北都發展增添動能。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

「以前新發展區往往歷時十多年才有用地供應，政府精簡法
定程序後，新田科技城用一半時間就開始有土地供應，北都發展
已經提速，但可以做得更快、更好。」 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卜
國明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加快發展速度，涉及前期程序
精簡、施工設計優化、加快審批程序、創新技術應用、多元招商
引資等不同環節，現屆政府上任後修訂法例，精簡了城規、收
地、道路和鐵路工程等法定程序，北都提速漸見成果， 「我經常
在新界騎自行車，見到越來越多地盤開工。」

基建建設 引入新技術新物料
卜國明認為，北都發展在規劃階段的提速成果顯著，未來可

在後續環節繼續努力。他提到，北都發展涉及大量基建，應適時
引入新技術及新物料，為工程提速提效。他舉例，粉嶺繞道橫跨
港鐵東鐵線的行車天橋，採用橋樑轉體施工方法，僅用了一晚的
時間，就令橋身跨越鐵路，不但成功節省工期，亦大大減低施工
風險及對鐵路的影響， 「據我了解，轉體施工技術是香港第一次
用在行車天橋，但其實在內地已經有不少經驗，要提速發展，我
們可以借鑒及引入內地的新技術、新物料。」

北都發展持續推進，卜國明預期，隨着土地產出增加，北都
將會有越來越多私人項目，需要不同政府部門審批，未來提速方
向是進一步簡化審批流程， 「我們的審批部門要改變思維，從
『監管者』 變成 『促進者』 ，不僅是審查項目是否合規，更要主
動提供優化建議。」

對於有建議成立北都管理局統一協調及審批項目，曾在政府
任職多年的卜國明有保留，他認為北都發展規模大，若由一個管
理局負責，料涉及的人手非常多， 「若每個部門都是促進者，配
合簡化審批流程，甚至制定審批目標，例如最多來回兩次就完成
審批，效果更顯著。」 卜國明又建議加快業界自行認證安排，容
許認可專業人士審批建議。

「提速北都發展需要 『知人善用』 ，不僅是人，亦可以是一
個系統、一些企業或政府機構，最重要是用好各自的優勢。」 立
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向《大公報》表
示，本港以往 「價高者得」 的賣地模式忽略了長遠產業效益，從
推動產業發展角度規劃及發展北都用地，更符合香港長遠利益。

「先招商後規劃」 吸引企業
謝偉銓認為，政府須改變土地規劃模式，從推動產業發展角

度出發，增加土地使用彈性。他舉例，政府希望在北都推動創科
產業，若沿用傳統規模模式，或未能適用新產業發展需要，會為
產業進場增加了阻礙。他認為，政府除了可以在用地規劃上留有
更多彈性，亦要多了解市場需要，建議政府開放更多渠道掌握及
了解市場需要。

政府近年透過優化原址換地等不同方式，鼓勵市場參與北都
發展，並推出片區開發試點。謝偉銓認為，經濟環境不明朗，很
多企業更重視風險管理，為吸引市場參與北都發展，政府可透過
分期補地價、共享收益等方式，分擔部分風險；此外，政府亦可
參考內地 「先招商後規劃」 的做法，透過靈活政策吸引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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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擔當「促進者」產業主導用地規劃
持續優化不同環節 助北都發展提效

北都建設 2

倡設「單一窗口」辦公室
統籌審批北都項目

特區政府致力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立法會地產
及建造界議員龍漢標日前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
示，社會各界均對北都發展 「心急如焚」 ，建議政府

設立 「單一窗口」 辦公室，一站式統籌所有北都項目的審批及行
政工作，加快各項工作順暢推進；他又建議成立北都 「招商
辦」 ，為北都招攬企業及吸納人才。

龍漢標表示，北都可發展土地達3000公頃，將為香港帶來前
所未有的機遇，應在政府架構中設立更高層、具備直接指導和決
策權力的 「單一窗口」 辦公室，推進北都發展，避免部門間協調
低效， 「這是一個有實質權力去推動和審批的組織，可以是財政
司司長或任何一個官員作為牽頭人」 。至於該架構是否全由政府
官員主導，應否加入學者、工商界代表等，他表示持開放態度。

招商引才 須了解對方需求
「吸引人才來香港，對經濟和北都發展都很重要」 ，龍漢標

表示，雖然現時有投資推廣署和貿發局等部門為香港招商引才，
但北都發展要採用新思維，建議政府設立北都招商辦公室，深入
了解目標企業和人才需求， 「不是單純宣傳香港有多好，而是要
知己知彼，知道別人想什麼」 。

龍漢標引述世界經濟論壇與管理諮詢公司凱捷去年底共同發
表的調查報告，指企業選址設立總部或研究中心時，會綜合考量
基建水平、能源穩定、創科能力、人才供應、法規制度、地緣政
治，以及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等七大關鍵要素。他認為，香港
在多項指標上表現出色，但在吸引人才方面仍需發力， 「招商
辦」 不僅要吸引企業落戶北都，更要為人才提供全方位支援服
務，例如解決家屬就業、子女教育等實際問題，才能吸引他們來
港落地生根。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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