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政策組專家組下周五開會 共商高質量發展
每年舉行一至兩次全體專家分組會議 設多個研究溝通機制促交流

特區政府上月底宣布成立的特首政

策組專家組，分為經濟發展專家組、

社會發展專家組及研究策略專家組。

據香港文匯報了解，政策組已向專家

組成員發信，將於本月 16 日﹙下周

五﹚按組別舉行 3 場會議，主題為

「香港實現高質量發展，發揮香港

『一國兩制』賦予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政策組亦為專家組設

置研究溝通專員機制、恒常研究的小

組交流機制、研究成果對接機制、外

部評審審視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等研究

溝通機制，以充分集結和發揮專家組

成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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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政策組於去年12月28日成立，以提升政府
對長遠和策略性議題的研究和倡議能力，並

向行政長官匯報相關研究和分析結果。特區政府上
月30日宣布成立特首政策組專家組，並委任56名
成員。他們來自商業和金融界別、專業人士、智庫
及學術界等不同背景，會就各項專題向特首政策組
提供專業意見和嶄新構思。為方便工作和進行更聚
焦的討論，專家組成員會分為三個組別，分別為經
濟發展專家組、社會發展專家組及研究策略專家
組，人數分別為15人、18人和23人。
據香港文匯報了解，為與專家緊密聯絡，促進雙方

溝通，政策組為專家組設置多個研究溝通機制，其中
包括每年舉行一次至兩次的全體專家分組會議，首次
會議將於本月16日按三個組別舉行三場會議，主題
為「香港實現高質量發展，發揮香港『一國兩制』賦

予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政策組亦為專家組設置研究溝通專員機制，由政

策組資深研究人員，與專家組成員不定時的研究溝
通和聯絡。

四大方向獻良策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為特首政策組工作提出的四個

方向，包括倡議及協助制訂長遠和策略性政策；緊貼
國家發展，分析及建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對接重
點；審視國際關係和形勢，分析機會和風險；掌握香
港民情，了解市民關注大方向和重點等。
政策組為專家組設置的恒常研究的小組交流機

制，則意味着因應上述四個方向，若有專家對相關
研究題目有深入認識，即可開展小範圍的小組研究
交流。至於研究成果對接機制則較為深入和具技術

性。專家組部分專家本身因應政策組需要的四個研
究方向有調研或研究，為廣泛吸納專家的意見和智
慧，政策組會因應研究需要，研究相關研究成果，
並和專家作進一步討論。

研究交流設保密機制
據悉，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策略性公共政策

研究資助計劃，是政府為支持高等院校及智庫，推
行實證為本的本地公共政策研究而設的政策研究資
助計劃。特首政策組為兩項資助計劃的秘書處。為
吸納專家組成員智慧，政策組設置機制，邀請部分
專家組成員擔當外部評審，審視政策研究資助計
劃，就計劃提供意見。
消息人士指，特首政策組的性質是內部調研，對

研究交流有一定的要求，並設有保密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楊何蓓茵日前應邀為「香港廣東社團青年政治人才培
訓課程」主講第六課，主題為「提高國家意識和身份認
同」，其後與30多名學員互動交流。她昨日在社交平台
發帖表示，香港人強化國家意識、國民身份認同是理所
當然的事情，惟這是一個細水長流、需要長期堅持的工
程，關鍵是政府、各界及地區人士各自發揮力量，在日
常生活的不同領域上做好潛移默化的工作。
楊何蓓茵表示，從政府層面來說，公務員宣誓或作

出聲明的要求已經落地生根。現時公務員於入職前須
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盡忠職守和對香港
特區政府負責。至於獲任命擔任如部門首長等較高級
職位的公務員，則會獲安排進行宣誓。與此同時，政
府十分重視公務員培訓交流的工作，而且長期堅持，
目標是全方位加強公務員隊伍對國家憲法、基本法和
香港國安法的了解，以及對國家事務的認識。

循四方面做好潛移默化工作
各界及地區力量方面，楊何蓓茵建議可以循四方面

做好潛移默化的工作，強化港人的國家意識及情懷。
第一，國籍、國民身份是一個嚴肅議題，涉及國家象
徵的國旗、國歌及國徽亦意義重大，因此，一旦遇上
對國歌、國旗及國徽不尊重的事件，各界一定要積極
發聲，義正辭嚴指出問題所在，支持嚴肅處理事件。
第二，要認識國家的歷史和現況，最好的辦法是

「行入去」。國家治理涉及14億人口，而且幅員廣
闊，經濟、文化融合等方面，都是複雜的問題。若然
可以令青年到內地多走幾趟，對國家不同地區的面貌
便可有更廣更深更透徹的認識，亦可了解國家的成就
和還需面對的挑戰，很多不正確的訊息都會不攻自
破。
第三，以生動有趣的研習班方式，讓年輕一代更好

認識國家體制。假如外界對於國家體制有負面的攻擊
或評論，年輕一代對於國家體制有一定認識，自然心
中有一把秤，慎思明辨。
第四，要認識國家歷史。除了正規教育，其實歷史

就在大家身邊。可以推動青少年多參與一些重要日子
的紀念活動，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也可
以鼓勵他們尋根、認識自己的家鄉；還可以通過傳統
節慶等認識中國文化，亦要學好中文，因為文化的傳
承有賴語言文字。對兒童的教育尤其重要，兒童認識
國家的工作要從小開始。家長、學校和服務社區的人
士可多安排兒童參與升旗儀式，並給予支持及肯定，
令參加者更有榮譽感。

兩文三語不偏廢
她認為，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人，更需要認識在

國家規劃中香港的定位，從而把握好自身角色。她鼓勵
大家學好兩文三語，其中，學好中文及英文兩者都不可
偏廢，這樣才能更加講好中國故事，講好香港故事。

楊何蓓茵：須長期堅持強化港人國家意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立法
會昨日舉行《2023年區議會(修訂)條例
草案》委員會首次會議，逐項審議條例
草案條文。有議員關注部分討論議題會
跨越兩個區議會範圍，關注完善選舉制
度後情況會否得到處理。民政及青年事
務局局長麥美娟回應指，若議題影響兩
個不同行政區，只要涉及區內市民的福
祉，議員都可在區議會內進行討論。她
表示，完善地區治理工作後，政府將加
強地區委員會工作，政務司副司長會主
持「地區治理專組」，統籌和指揮各政
策局和部門的地區工作，相信跨區問題
將得到處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以交通配套
為例，指部分討論議題會跨越兩個區議
會範圍，關注完善選舉制度後情況會否
得到處理，現時《條例草案》內區議會
主席職能未有提及審批款項，期望了解
今後經費申請上的安排。
麥美娟作出上述回應。她並指出關於
撥款問題，今後區議會決定推行項目
時，建議將交由負責部門審批及申請，
情況與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相同，就區議
會而言，主要的費用多在民政處社區參
與計劃內申請。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黎棟國質疑區議會
的「職權」與「職能」有何分別，認為應採
用「職權」一詞。署理高級助理法律草擬
專員伍朗廷回應指，根據英文有關用詞
涵義，「職能」亦包括「權力」意思，認為
有關定義已足夠廣闊，「職權」與「職
能」在法律效力上沒有分別。
區議會「職能」包括與有關地區內的人建
立恒常的聯絡機制，定期會見他們並聽取
他們的意見。經民聯主席、立法會議員盧
偉國認為，應該在此句表述後面加上「並
向政府提交意見摘要及建議應對方案」。
麥美娟回應表示，議員聽取意見後可
以在區議會的會議上提呈議程，向政府
反映和表達意見，包括提出建議；如果
得到區議會同意，亦可以寫信給有關部
門提出意見。她表示，區議員聽了意見
不一定要馬上向政府反映，部分情況可
能議員能夠自行解決，如果在《條例草
案》中寫明反映意見，則變成聽了意見
就一定要反映，反而容易出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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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政策組專家組研究溝通機制簡介
一、全體專家分組會議

每年舉行一次至兩次全體會議。

二、研究溝通專員機制

由政策組資深研究人員，與專家組成員不定時研究溝通和聯絡。

三、恒常研究的小組交流機制

有專家對特首政策組研究範疇相關的研究題目有深入認識，即可開展小範圍的小組交流溝通。

四、研究成果對接機制

機制更為深入和具技術性。就專家組部分成員的研究成果進行對接，因應特首政策組的研究需要再與相
關專家討論，以廣納專家智慧。

五、外部評審審視政策研究資助計劃

針對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的評審工作，會另外邀請部分特區政策組專家組成員就計劃提供意見。

資料來源：消息人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帥誠 廣東報道）歷
史圖片中是滿目瘡痍的礦坑，眼前卻成了清澈碧藍的
湖面、生態優美的公園。親眼目睹茂名市露天礦生態
修復治理成果，正在粵西調研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四
屆全國人大代表赴粵專題調研組一行人昨日紛紛表示，
這充分體現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環保概念。
他們對粵西的環保、生態發展非常感興趣，並表示當地
一些生態修復經驗值得香港借鑒，未來香港也可以發揮
科技創新的優勢，與粵西加強環保領域合作。
專題調研組昨日上午繼續在湛江調研，先後參觀了

湛江規劃館和麻章區金牛島紅樹林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不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對湛江的環保發展和生態
保護印象深刻，表示香港可以和湛江在環保等多個領
域加深合作，同時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為
包括湛江在內的內地城市招商引資、引進外國企業、
科技人才等，共同為國家高質量發展出力。
昨日下午，專題調研組抵達茂名。他們先調研露天

礦生態公園修復情況。茂名露天礦是茂名的發祥地，
也曾是茂名的「傷疤」。礦區於1958年8月動工，歷
經30多年開採，直到2013年5月，茂名決定關停所
有採礦生產，按照「引水、種樹、建館、修路」的治
理修復思路，把露天礦打造成生態公園。
看到屏幕上歷史圖片中滿目瘡痍的礦坑原貌，再看

到眼前清澈碧藍的湖面，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們發出陣
陣驚嘆，紛紛舉起手機拍照對比。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表示，「這一定需要當
地政府下很大決心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她
希望香港能夠借鑒學習相關生態修復經驗，把香港被
破壞的生態環境恢復原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啟剛直言，這裏體現了「綠水

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環保概念，一個被形容為生態
「傷疤」的地方，通過環保發展理念和科技手段，發
展成為一個融旅遊體育文娛於一體的生態公園，提升
了周邊市民的幸福感，值得香港借鑒。
調研組一行當天下午還來到位於茂名濱海新區綠色

化工和氫能產業園區內的東華能源（茂名）烷烴資源
綜合利用項目建設現場調研。

港區人大代表續考察粵西 關注環保生態

◆人大代表查看露天礦生態公園裏的礦石標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