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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化區的致命工業
意外引起香港市民議論紛
紛。有人會問，兩位工友
逗留管道超過八小時，管
工為何不知道他們有沒有
離開現場？為何進出口通

道被人鎖上？荒謬的是，消防員為何使用
隔籬地盤的出入口通道到達肇事現場，進
行拯救工作？由於警方及勞工處介入調
查，種種疑團需留待死因庭召開才知道事
件的始末。不過，肯定的是，這宗意外的
管方責無旁貸，怎可能讓兩名工友，在沒
有安全合適的設備下，在密閉場地進行工
作，導致意外發生？

意外發生後，場地擁有人（即港鐵公
司）即時發出聲明澄清；工程項目主承建
商（大判）亦發出聲明，工程項目已外判
了給分判商，企圖割席劃界。最離譜的
是，此項目的直接僱主在其僱員發生意外
後即時銷聲匿跡，突然「人間蒸發」，遇
害者家屬欲致電問過究竟，只知道僱主已
經「走路」！

「外判」責任罔顧工人死活
整件事件反映了建造行業上存在已久的

分判制度的弊端。分判制度完全將責任
「外判」給下層公司。根據法例所訂明，
大判有責任為僱員提供安全的訓練、足夠
而合適的安全設備，並向僱員提供安全訓
練。事件明顯地反映大判沒有提供足夠的
安全訓練，連密閉空間場地都辨別不到，
任意讓工友在沒有安全設備情況下進入場
地工作，罔顧他人死活。勞福局局長孫玉
菡曾表示，大判、二判在今次意外中將會
被追究責任，筆者希望局長真正落實這個
說法，還兩位死者的公道！

由於今次意外實屬罕見，才引起社會關
注。然而，筆者多年來處理多宗涉及工傷
的勞資糾紛，經常見到工友在工業意外受
傷後，都得不到應有的賠償，工友向大
判、二判追討時，大判即時斬釘截鐵地將
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將責任逐層推下

去。有些工友因程序繁複而放棄追討。相
反，亦有工友一直堅持向若干人等追討賠
償 ，但成功追討賠償的個案少之又少。

受傷工友已「硬食」了一場意外，換來
的是五勞七傷，但仍未得到應有而合理的
工傷補償！筆者認為必須要從制度源頭入
手，除加強監管外，將場地擁有人、主承
建商、分包商、直接僱主和僱員的責任釐
清，方可清晰知道各方的責任和權利。同
時，筆者亦建議參考現時建造業在追討欠
薪上的做法，大判成為最終的「包底
者」。

回顧過去，本港在1980、1990年代，
建造業經常發生欠薪事件，分判商未有支
付工人薪金，一走了之。經過工聯會多年
的爭取，勞工處終於實施「大判代償」的
措施，二判、三判等無力支付拖欠工友的
薪金時，大判就有責任為分判商墊支薪金
給工友。筆者認為，處方可將「大判代
償」概念，放在工傷賠償方面上，由大判
做「包底者」角色，一來可以從源頭出
發，加強對分判商的安全監管。當分判商
做出罔顧安全的行為時，大判有責任停止
所有不安全行為。假若項目趕工時，忽視
所有安全監管，則當大判知情不報，沒有
履行大判在安全管理上的責任。

職業安全不容存半點僥倖心
除了增加大判在安全管理的責任外，

「大判代償」另一特點，就是當分判商
無力支付工友工傷賠償時，工人就可以
向大判追討索償，從而令他們在受傷後
能夠得到相關保障，勞工保障免被剝
削。勞工處有必要加大力度檢視及監管
分判制度下的安全責任，從而減少工業
意外的發生。

今次事件亦反映今時今日仍有僱主懷着
僥倖、草菅人命的心態來看待職業安全，
根本漠視最新修訂職安健條例中，最高刑
罰1,000萬元和相關刑事責任的存在。勞
工處有必要對今次事件有疏忽責任的人
士，施以最高刑罰，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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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河套制度創新 引領灣區融合發展
科技創新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實現範式革新的核心因素，也

是推動一地的工業創新和賦予經濟韌性和持續發展之源。以華

為、中興、比亞迪等為代表的深圳高新科企，在過去多年的艱

苦發展經歷驗證了科技創新的重要性。香港進入由亂到治、由

治及興的新階段，迫切需要為經濟的持續發展尋找適切出路，

以科技創新推動新型工業化發展是正確且重要之舉，而河套區

的發展既是香港推展新型工業化的關鍵一步，亦是以科技項目

革新區域發展的契機。

張銜春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副研究員 紀緯紋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詩逸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兩地應利用具有地理與時機優勢的河套區發
展項目推動「目標導向」管治模式，即在國家
和大灣區層面的宏觀框架的指導與規劃下，按
地方獨特條件，並結合政府與市場力量推出合
適的管治制度系統，並在項目層面制定和落實
可平衡市場效益與社會整體的執行措施，以逐
步實現區域融合的發展願景。

需要城際合作機制作為配合
在國家和廣東省的高新科技發展願景之下，

深圳已提出河套區深圳園區的明確發展目標和
協同香港園區發展的意願，香港亦必須盡快提
出香港園區的具體發展目標和計劃，力求盡早
展開工程，配合深圳園區的步伐共同創造更大

的協同效益。
港深兩地園區的同步發展，需要城際合作機

制和制度系統革新作為配合。就香港而言，特
區政府的管治思路正努力從過去的「積極不干
預」轉向目前的「積極有為」，需要有明確的
管治理念轉向和有效機制切實配合。針對園區
發展本身的複雜性，以及科研工作所需的資
金、人才、場地和特殊器材等，還有成果轉化
過程所需的龐大融資、生產工序、產權保護、
推廣宣傳等繁多環節，產學研持份者需要一個
服務型乃至企業型的政府，提供所需的要素與
支持。不同政府部門間各自為政、數據不通，
導致執行措施的效益不彰的問題，在這階段中
必須盡早糾正。

加快建立高新科創走廊集群
河套區發展可成為「以項目為切入點」的

創新區域融合方式的案例，在宏觀和相對概
念性的整體區域發展規劃中，具體地「以點
連線、以線帶面」增加區內成員的合作，以
實際工作深化彼此的經濟和社會融合。河套
區作為港深區域融合的一個區域，在深圳已
提出極具戰略的發展目標的背景下，港深雙
方應該大膽地推動整個園區的交通系統、生
活區建設，進行人才與資金有序自由流通與
融合的試驗。通過不斷的嘗試與完善，港深
兩地政府可歸納出成功經驗並推廣至港深其
他邊界區域，藉此推動整條邊界線的面貌更

新，按兩地的規劃發展出不同功能，從而實
現港深雙城融合發展。

除了邊界的一條線，香港亦可主動在內部
和跨界的交通、人才和資金流動的政策措施
配合下構建另一條線，加快建立起由中環金
融區、各大學、香港科學園、「北部都會
區」暨河套區，到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深
圳光明科學城和東莞與廣州相關高新科技區
組成的高新科創走廊，更緊密串聯起港深莞
穗創科產業所需的人力、財政、研究資源，
並以科研項目作為切入點，支持香港和大灣
區其他城市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以實際
可見的工作促進各地各持份者更好分工協作
和融合發展。

推動藝術教育 弘揚中華文化
馬逢國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文聯會長

9 月，筆者帶
領港區人大代表
團在甘肅考察，
首站是敦煌。雖
然 到 過 敦 煌 多

次，但每一次站在莫高窟的時候，總會有幾首大詩
人的詩句縈繞腦海，如千多年前唐朝王之渙的「春
風不度玉門關」，而莫高窟裏面的壁畫，經過千
年，歲月的痕跡沖刷不去那曾經的光芒。壁畫上的
舞姿，在今天任何一種舞蹈表演中都可以看到，處
處顯示它千百年來對舞蹈藝術的影響力。

這個場景，給予筆者非常深刻的感受：藝術，是
經得起時代的洗禮、是可以跨越不同的文化的。所
以，如何將中華文化透過藝術去表達出來和發揮影
響，就要在培養和傳承上下功夫。

向全球推廣中華文化底蘊
香港，雖然只是中華文化中的滄海一粟，但卻一

直是近代的中外文化交匯中心。國家「十四五」規
劃賦予香港發展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使
命，我們不僅要推動香港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更要促進香港文化與藝術的培育和發展，從
而協助國家將中華歷史、文化和藝術的底蘊，向全
球推廣，善用文藝作品知識產權、促進文藝繁榮，
團結凝聚在國內外的藝術家，講好中國故事，講好
香港故事。

在這個大背景之下，在中國文聯的大力支持下，
「第14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論壇」9月在香
港順利舉行，以「固本鑄魂：藝術教育與中華精神
之培養」為主題，共同探討「藝術教育」的時代風
貌、發展方向、價值追求，在教學相長中探討藝術
真諦。今次論壇邀請到來自海峽兩岸和港澳地區，
近90位藝術教育工作者和專家學者出席，分屬文

學、戲劇、電影、音樂、美術、曲
藝、舞蹈等多個藝術領域。相信專家
學者的分享，能夠提升藝術教育對社
會的效益，增強社會凝聚力，將中華
文化更好地傳承。

貢獻國家軟實力大幅提升
文化之樓要蓋得更高、影響力要輻射得更廣，就

必須要有非常穩固的根基。我們的本源是什麽呢？
就是源遠流長的華夏歷史與文化、藝術，是我們炎
黃子孫的不屈不撓、同舟共濟、艱苦奮鬥本質，是
中國經過歷代發展而來的民族共融、兼容並包的胸
襟的文化，這就是我們的中華精神。這些個特質，
就像土壤一樣，經過千百年的落葉與各種大自然的
營養累積、沉澱成為豐富的養分，就能培育出好的
植物、果子，百花齊放。

有好的土壤，也需要好的種子跟培養，在藝術方
面也一樣。雖然藝術家的天賦是非常重要，但這是
種子；大書法家、畫家也不是一下筆就能揮毫潑墨
的，舞蹈家、歌唱家也要不斷練習和提升的，所謂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下的功夫愈深，經
過鑄煉、沉澱，愈能散發文化人、藝術家那種獨特
的氣質與不凡的影響力，這就是大家往往用「從靈
魂深處發出來的呼喚」，來形容一些有震撼力的藝
術作品或者演出。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周年，我們都懷着
興奮的心情，熱烈慶祝國慶。國家經過多年改革開
放和持續發展，經濟快速增長，種種科學技術的突
破，國力日益強大，在國際舞台上舉足輕重，我們
為祖國的輝煌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時，作為文化藝術
界的一分子，也應該在中華文明建設、提升國家軟
實力上，發揮更積極的貢獻。在此祝願國家繁榮昌
盛，國泰民安。

今年國慶日，香港的節日
氣氛格外濃厚，市民用多種
方式表達對祖國的祝福。街
頭巷尾處處飄揚起國旗和區
旗，喜迎國慶的海報橫幅隨
處可見，一連串豐富多彩的

歡慶活動在各區上演。特區政府舉行了國
慶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表示，香
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大家要珍
惜機會，謀發展、拚經濟、拚競爭力。

在國家大力支持下，香港各界未來更要
堅定信心，團結奮鬥，藉着國家發展，抓
住歷史機遇，以己所長貢獻國家所需，不
懈努力創造更大輝煌，為中國式現代化貢
獻新力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年來，中國共
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鬥取得
了巨大成就。我國已由原來的一窮二白到
全面小康，如今更踏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
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特
別是近幾年，穩經濟、促發展，戰貧困、
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災，應變局、化危
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
領億萬人民攻克了一個個難關險阻，創造
了一個個人間奇跡。實踐充分證明，中國
式現代化走得通、行得穩，是強國建設、
民族復興的唯一正確道路。

國家發展，民族復興，這是香港得以繁
榮穩定、持續發展的最根本保障。有三個

數字可以佐證「國家好，香港更好」的道
理：2023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10
周年、CEPA簽署20周年、第一隻H股上市
的30周年。如今，內地企業佔港股總市
值近八成，在港上市企業是30年前的三
倍多，兩地貨物貿易額突破46,000億元，
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不斷
鞏固提升。事實充分說明，香港是國家高
速發展的最大受益者。

過去數年，香港經歷了各種風雨，但在
國家全方位支持下，多方面正迎來強勢反
彈。一年來，香港已經擺脫疫情困擾，經
濟逐漸向好，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
局面來之不易，必須維護和珍惜。國家在
國計民生等各個領域取得重大進展，國際
影響力也持續提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條件更加具備，作用更加突出。期待
在特區政府帶領下，香港各界團結一致，
堅定信心，抓住歷史機遇，繼續利用好
「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積極配合國家
高水平對外開放，主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對接「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一帶一路」倡議等，貢獻國
家，繁榮香港。

國慶日當晚，闊別5年的國慶煙花匯演
將香港喜慶氛圍推向最高潮。31,888枚璀
璨奪目的煙花照亮了維港夜空，呈現出紅
心圖案，也點亮了港人內心的期待與憧
憬。願祖國欣欣向榮，香港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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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醫護加強合作市民受惠
陳正寧 醫生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專業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香江聚賢衞生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早前醫管局推出的「大灣區醫療
人才交流計劃」，建基於兩地醫療
團隊在疫情期間的成功合作經驗，
進一步拓展兩地醫護交流的闊度和
深度，參加計劃的內地醫護人員按
機制在香港註冊後，獲安排加入醫

管局團隊，為病人提供日常臨床服務。首輪從廣東
省共引進10名醫生、70名護士及3名中醫專家，展
開為期一年的交流。「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
促進兩地醫護合作、互相學習，實現互取所長、共
同進步。參與交流計劃的內地醫護本身已是專業精
英，經培訓後很快投入工作，兩地醫護合作無間，
有助於減輕香港醫護的工作壓力。交流計劃令兩地
醫療合作和大灣區互利發展邁出重要一步，未來計
劃在交流人數、參與專科範圍、交流模式及臨床診
療科研等方面將持續加強，而且會實現恒常化。

香港醫生人手嚴重短缺，多年來一直未能解決。
根據2017年的資料，香港註冊醫生為14,290人，每
1,000個人口對醫生比例為1：1.9名。據2021年發
表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整體
醫生及護士人手短缺問題最嚴重，預計到2030年公
營醫療體系的護士人手短缺超過3,000人。在三年疫
情肆虐期間，醫護人手問題也再次暴露出來，特別
是第五波新冠疫情令香港公營醫療系統一度瀕臨崩
潰邊緣，幸得廣東省醫護人員緊急馳援，暫時緩解
了公營醫療系統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令香港安然
渡過疫情危機，有效保障了市民的安全健康。

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施政報告亦提到，特區政府
現在正研究海外和內地醫生來港執業。放寬其他地
區的醫護人才來港就業已經刻不容緩，而相關的政

策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也有落實，比如現在香港最多
人討論的就是參考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有引入海
外醫生免試制度，其中醫生需要從認可的海外醫學
院畢業，並同時在新加坡醫學委員會批准的高級醫
生監督下執業2至4年，表現滿意才可申請註冊正
式的職業牌照。據了解，新加坡的免試名單中包括
內地清華、北大、復旦和上交大醫學院等幾大院
校。

香港公營醫療系統的制度、服務質素和護理專業
培訓，都達到國際水平。據日前有參與計劃的內地
醫生分享在港工作心得時表示，兩地醫護人員的工
作習慣確實存在一定分別，比如慣用藥物的規格不
同，香港習慣使用英文做病歷紀錄，而內地則多數
用中文等，但整體醫學程序和原則都是一致的，僅
是處理方式上有些微差異，但並不會影響團隊合
作。另外，公立醫院醫生每天使用的醫管局臨床管
理系統(Clinical Management System, CMS)，備受
內地醫生欣賞。

事實證明，來港交流的內地醫護迅速熟悉香港公
立醫院的運作，與本港醫護合作無間，有效分擔工
作，紓緩香港公立醫院人手不足的壓力。兩地醫護
人員透過交流學習，互相取長補短，以精湛專業的
服務照顧病人，保持香港公立醫院的優質服務，將
會令全港市民受惠。而且有助促進兩地醫護人手及
臨床服務產生協同效應，將會提升香港公營醫療系
統的工作效率及帶來新思維，對提升大灣區的整體
醫療服務質素大有裨益，更有助加強香港和內地醫
療服務的融合，提升醫療服務質素。香港公營醫療
系統人手不足的難題得到明顯改善，受惠的必然是
患者和廣大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