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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強調李家超強調，，會以會以「「北部都會區北部都會區」」為新的發展引擎為新的發展引擎，，成立部門專責就成立部門專責就
其規劃和發展作全盤考慮其規劃和發展作全盤考慮。。圖為將會作發展的香港新界北圖為將會作發展的香港新界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全面提升競爭實力
創造持續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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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第 六 屆 行政長官選舉

「全面提升競爭實力，創造持續發展空

間」是香港特區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候選

人李家超選舉政綱中的第三大政策綱領。

他提出六大核心政策，包括鞏固香港金融

中心、發展創科中心、開發「北部都會

區」、塑造「文化之都」、把握法治優

勢、發揮香港所長等。李家超強調，會以

「北部都會區」為新的發展引擎，成立部

門專責就其規劃和發展作全盤考慮，讓市

民知道短、中、長期如何讓「北部都會

區」成為宜居、宜業、有保育、高質素的

都會區，同時會通過「北部都會區」與粵

港澳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特別是深圳產

生協同效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抓緊國家發展機遇 明確「八大中心」
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明

確了香港「八大中心」新定
位，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八大中心」包括一如
既往推進香港的四個傳統中
心持續發展，即國際金融中

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商貿中心、亞太地區
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以及首次加入
提升、建設和發展四個新興中心，即國際航空
樞紐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區域知識產權
貿易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未來
若希望謀求更大發展，一定會在發展有關中心
上大力着墨。

中央於2019年2月18日公布實施的《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標誌着大灣區建設
邁上新台階，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分
子，擁有「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巨大優
勢。

去年10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
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用20年時間建設香港
北部成為宜居、宜業、宜遊，面積達300平方
公里的「北部都會區」，打造「南金融，北創
科」的發展布局。

借「北都區」加強港深合作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報告書》指出，《北

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以《香港2030+：跨越
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為基礎，並參考了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和《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給予香港的支持，把《香港
2030+》策略中的北部經濟帶擴展及整全為包
括元朗、天水圍、粉嶺/上水等新市鎮，多個
處於不同規劃及建設階段的新發展區和發展樞
紐及相鄰鄉郊地區。

特區政府希望建設「北部都會區」成為宜居
宜業宜遊、以創科為經濟引擎的都會區，並藉
都會區的發展加強香港與深圳合作，讓香港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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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都區」成新引擎 設部門規劃發展
讓市民知悉短中長期發展 與灣區內地城市產生協同效應

作為提升香港競爭力的關鍵，「北部都會區」
的發展與前景備受關注。李家超在政綱中指

出，未來會設立「北部都會區」發展統籌部門，推
展「北部都會區」的規劃和建設，加強與內地的聯
繫和互動，就土地規劃、經濟發展、產業策略、房
屋建設、基建連接等作統籌落實，在「北部都會
區」發展創新產業，吸引優秀人才及資金，全力建
設宜居、宜業、高生活質素的都會區，打造未來發
展的新引擎、科技創新的新高地。

「先易後難」分階落實路線圖
他形容，「北部都會區」與「維港的商業區」可

互相輝映，把香港提升到更高台階，又強調很重視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而新的部門可設計短、
中、長期發展，讓不同持份者、參與者都知道整體
發展規劃，共同參與，把「北部都會區」描繪成長
遠發展的偉大藍圖。
李家超透露，將開展和細化「北部都會區」的空
間規劃、創新產業規劃、交通規劃、社區營造規
劃、生態保育規劃和融入灣區規劃，同時研究公私

營合作開發和融資方案，並且理順過去在「北部都
會區」範圍內，已經開展的規劃和建設，整合「北
部都會區」的整體規劃，採取「先易後難」的原
則，訂立時間表和路線圖，分階段推進和落實。
他表示，未來特區政府會以「北部都會區」作為

紐帶，共建高質灣區，開拓及帶動多元經濟，包括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增加與大灣區其他內
地城市在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等的流動，
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積極參與及推動粵港
澳重大合作平台，全速落實河套區「一區兩園」和
繼續細化相關的「聯合政策包」，積極支援本地青
年在大灣區的學業和就業、初創及中小企業在大灣
區的發展。

無創科無未來 唔會等唔等得
李家超又強調，特區政府要以創新驅動發展，壯

大實體經濟根基，積極將香港發展成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構建國際科研之都帶動經濟轉型。因為全球
發展均以創科為重：「無創科就無未來，香港喺呢
方面唔會等、唔等得。」

他承諾會加快推展智慧城市，積極拓展政府創科
政策，提升整體科研生態圈，吸引內地及國際大型
企業在港設立研發及高端生產基地，鼓勵科研轉化
成果，創造更多科研職位，推動「再工業化」進
程，同時把握大灣區發展，推動香港與周邊城市產
業鏈互補和結合，將河套區打造成深港科技深度合
作區，配合「北部都會區」的整體發展。

灣區建設是港深共同發展機遇
李家超其後在回應記者提問時補充，香港在創科

方面有許多優勢。包括在基礎研究方面，將其轉化
成產業和商品已有很好成績，但更重要是產業化及
完成產業鏈，所以大灣區建設正是香港與深圳等其
他城市共同發展的強大機遇。
他特別提到，要幫助不同界別人士參與大灣區建

設，包括提升青年裝備自己，讓他們有競爭力；提
供資訊予有希望進入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的企業和
人士，讓他們更了解發展機遇在哪、若有疑慮如何
尋求資訊等，「這方面都要努力，已有許多人在
做，也有許多很貼地的方法。」

塑造「文化之都」爭做灣區樞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金文博）為推動藝

術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帶動經濟的新引擎，
將香港塑造成為「文化之都」，李家超在
政綱中提出，在政府架構層面加強對文體
旅遊的總體統籌，制定文化創意產業政
策，綜合發展藝術文化事業和文化創意產
業，創造軟實力和「香港品牌」，以加快
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鞏
固香港作為國際藝術品交易中心地位。
李家超表示，他十分重視藝術文化的社

會價值，將會加強公私營合作，製造更好
的營商環境，發揮協作潛能，例如將打造
西九龍文化區成大灣區文化樞紐，以帶動
香港成為國家級文物及藝術品全國首選的
展出地，以及全國首選的表演藝術文化旅
遊中心。
同時，未來特區政府應把握國際趨勢，

調撥資源讓文化及創意產業界應用數碼科

技，並建立基礎設施支援，例如「文化
IP」（文化知識產權）數碼平台、東九龍
文化中心藝術科技測試和實驗場所等，為
年輕人開拓新出路及就業機會，讓有志者
發揮所長、釋放創意。

發展多元旅遊 完善不同景點
李家超又提出加強香港體育的普及化、

盛事化、精英化、專業化和產業化的發
展，並對文化、旅遊和體育作出協調發
展，包括發展多元旅遊，完善和增加不同
種類的旅遊景點，發展文化旅遊、綠色及
生態旅遊和歷史文物旅遊等，及支持包括
國際體育、藝術和表演等各類型的節日盛
事。
他強調，將香港打造成為「文化之都」，

正是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機遇，只要利用好大
灣區接軌國際，香港將前途無限。

◆李家超期望將西九龍文化區打造成大灣區文化樞紐。圖為西九文
化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外草坪。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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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金融中心，提升核心優勢

▶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
能、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風險管
理中心及其他金融市場業務

發展創科中心，帶動經濟轉型

▶積極發展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構建國際科研之都，帶動政
府、業界、學術界和研發界的跨
領域和地域合作

開發北部都會，激活發展引擎

▶推展「北部都會區」的規劃和建
設，加強與內地的聯繫和互動

塑造文化之都，推動創意經濟

▶在政府架構層面加強對文體旅遊
的總體統籌，協調發展文化、旅
遊、體育產業

把握法治優勢，強化法律服務

▶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
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地位

發揮香港所長，多元自由發展

▶強化對外推廣及吸引投資，協助
中小企推廣和拓展業務

資料來源︰李家超政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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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在發揮
本港金融中心地位的優勢方面，李家超在
政綱中強調，要用好國家「十四五」規劃
綱要下給予香港的獨有功能和定位，包括
鞏固並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強化
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和國際資
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業務。
李家超在政綱中表示，未來將採取措施
吸引全球優質企業到香港交易所上市，並
會檢視上市規則，以吸引更多先進技術且
具規模的科技企業，豐富投資者的選擇，
同時支持香港債券、外匯和其他金融資產
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加深香港金融市場的
深度和廣度。
在與內地金融市場的關係方面，李家超

建議深化和擴大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
互通，盡快落實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的「ETF通」，並探索納入更多金融產品
及優化機制，亦更好利用香港作為海外資
金進入內地投資市場的橋頭堡。
同時，他認為本港應發展金融科技，結
合實體經濟的數碼化發展，並推動金融機
構與初創企業合作，以開發更多便利市民
的金融科技方案，例如推進探索「央行數
碼貨幣」（CBDC）零售層面的應用場
景，以及跨境機構使用的「多邊央行數碼
貨幣橋」（mBridge），及推進綠色金融
和ESG（環境、社會、管治）金融發展，
推動香港成為重要區域碳交易中心，促進
全球綠色金融發展。

李家超強調，香港應該抓緊大灣區建設帶來的金
融發展機遇，與灣區內其他城市合力通過互聯互通
擴大金融市場的規模，以及豐富離岸人民幣產品和
工具，擴大人民幣計價產品體系，完善相關風險管
理工具，研究企業財資跨境資金池的可行性，進一
步鞏固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

提升司法效率 強化法律服務
他又強調香港未來要把握法治優勢，強化法律服
務，包括維護司法獨立，全力提供足夠資源和服務
支持司法機構優化編制安排，加強設施基建，強化
科技運用等，以提升司法效率及推廣法治教育，同
時要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
中心的地位，包括善用「一國兩制」優勢及香港普
通法法律資源，把握「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
等國家政策機遇，加強粵港澳法律及爭議解決的聯
動協作；發展知識產權、海事等法律及爭議解決的
高端服務，和網上爭議解決平台；同時引進更多國
際爭議解決機構落戶香港，建設國際法律及爭議解
決培訓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