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田科技城打造全鏈條創科產業
與深圳科創園區產生協同效應 牛潭尾建「大學教育城」

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昨日公布《北部都會

區行動綱領》，詳細列出四大區域的發展方

向，當中表明新田科技城是「創新科技地

帶」的發展重點，亦是整個「北部都會區」

產業發展的重心。新田科技城毗鄰深圳科創

園區，策略定位是創科發展集群的樞紐，與

深圳科創園區產生協同效應， 協助香港發展

「南金融、 北創科」的新產業布局，並打造

成一個優質、健康和綠色生活的新社區。至

於「高端專業服務和物流樞紐」，則與深圳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合作區）

和南山區只是一灣之隔，其中洪水橋/厦村和

流浮山可與之合作，成為現代服務業中心，

並輻射至整個大灣區，聚集頻繁往返兩地的

服務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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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北都區」發展由概念變行動

20232023年年1010月月313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3年10月31日（星期二）

2023年10月31日（星期二）

聚焦A2 ◆責任編輯：李暢熹、董鑑滔 ◆版面設計：陳金水 施政藍圖2023202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北部都會區行動綱
領》列明，「北部都會區」的四大區域中，「口岸商貿
及產業區」位於新田科技城的東面，擁有羅湖、文錦渡
和香園圍三個口岸。在商貿方面，考慮到該區靠近深圳
羅湖的地理優勢和大量跨境人流，可建立商業服務、零
售金融服務、醫療服務、休閒消費等產業，滿足個人跨
境服務和民生消費的需求。
「口岸商貿及產業區」主要發展包括現有的粉嶺/上
水新市鎮、建設中的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古洞
北/粉嶺北），以及規劃中的新界北新市鎮（包括打鼓
嶺、香園圍、坪輋、恐龍坑、皇后山等地區）、羅湖/
文錦渡一帶。由於該區域所連接的深圳羅湖區，是深
圳最早發展的區域，亦是不少深圳港人聚居、港資企
業落戶的地區。根據深圳的規劃，羅湖口岸片區聚焦
跨境消費、科技合作、創意設計、文化旅遊等領域；
文錦渡口岸片區聚焦研發服務、科技成果轉換、專業
諮詢等；蓮塘片區則聚焦新一代資訊技術、數字經
濟、生物醫藥等。
正在規劃的新界北新市鎮及羅湖/文錦渡，涵蓋約

1,500公頃土地，藉口岸之利，有潛力發展各種與口岸相
關、或需較大土地面積運作的經濟用途，可建設口岸商
圈和新興產業基地，與新田科技城的創科產業互補，亦
可對接深圳羅湖區的發展。而在港深貨運「東進東出、
西進西出」的格局下，香園圍口岸在貨運方面的角色會

加強，可在此區建立現代物流業的據點。該區亦可開拓
新興產業，並提供再工業化的空間，讓傳統工業升級轉
型；而食品科技、綠色環境產業、先進建造業等新興產
業，均有潛力在這區發展。另一方面，區內豐富的人文
資源，加上擬建的文化、教育、體育設施，亦會創造多
元化就業機會，增添經濟活力。

研香園圍附近留地 提供涉食品供應鏈設施
特區政府正研究在香園圍邊境管制站附近預留土地，
集中提供與食品供應鏈相關的大型設施，包括把現有文
錦渡管制站的鮮活食品和活生食用動物過境和測檢設
施，遷往香園圍邊境管制站附近土地，從而改造文錦渡
為純旅檢口岸，並釋放文錦渡口岸一帶的發展潛力。政
府亦計劃將上水屠房搬遷至香園圍邊境管制站附近，利
用香園圍公路等運輸鮮活食品供應香港各區。
區內古洞北/粉嶺北是居住為主的社區，工程已經展
開，提供逾8萬個單位，部分也可支援新田科技城房屋
需要，首批私營房屋居民已於2022年入伙。古洞北亦會
成為政府辦公室集中地之一。 古洞北以北的馬草壟，
以及新界北新市鎮及羅湖/文錦渡正進行規劃及工程研
究，發展方案將於2024年公布。
政府並計劃在古洞北興建政府聯用辦公大樓，讓部分
位處市區的政府辦公設施遷往「北部都會區」，以帶動
該區發展。

「
口
岸
商
貿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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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特區政府發布「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
並設立多個發展里程碑，民建聯發展事務發言人、立法會發展事
委員會副主席劉國勳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對此表示歡迎。劉
國勳認為綱領令「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功能及定位更清晰、更具
體、更聚焦，象徵「北部都會區」由構想期進入推動期，發展亦
由概念變成行動。梁熙形容為香港未來的中心勾畫出清晰而豐富
的布局及功能，讓青年看得見香港的未來。
就行動綱領具體內容，劉國勳指，要做到「基建先行」亦必須做

到基建先於產業發展落成，期待政府可以有所承諾。另外，原本估

計「北部都會區」完成發展後，可容納約250萬人居住，增加約50
萬新工作職位，但以產業帶動為主軸，再結合人工島發展等，按目
前情況估計，人口數量或可減少，反而提升產業數量，住房的公私
營比例亦應調整，以實現「產業主導」，令職住更均衡。
梁熙指，綱領預留了土地，打造「北都大學教育城」，對學術
研究及人才交流匯聚，都提供更大的可能性。而青年設施大樓更
讓人憧憬，希望可以發揮香港與內地青年交流的促進作用。梁熙
建議當局在規劃時多加入青年委員參與，以青年的視角去設計青
年的設施。

藉基礎建設 提升旅遊容量與接待力

「創新科技地帶」位於「北部都會區」的中部心臟地帶，除新田科技城
（包括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科園]和新田一帶）發展

外，發展範圍將沿北環線向南伸延至牛潭尾一帶。行動綱領指出，香港創
科發展具多方面優勢，包括高度國際化的環境、雄厚的基礎科研實力，以
及和大灣區的緊密聯繫。600公頃的新田科技城約一半為創科用地，300公
頃創科用地分布在新田/落馬洲一帶和河套區港深創科園， 港深創科園聯
同深圳科創園區將組成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形成「一河兩岸」、「一區
兩園」的發展格局。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正進行新田科技城新田一帶新創科用地發展計劃的顧
問研究，為該處不同地塊建議發展創科產業鏈中特定的創科用途（即上游
[研發]、中游[原型或應用開發]或下游[製造]過程），所需的基建和配套、
營運模式，以及招商引資的策略等，預計於明年初會有初步結果。

港深創科園三大樓明年陸續落成
同時，河套區港深創科園首三座大樓正在施工，會由明年底起陸續落
成。創科及工業局已參考內地和海外產業園區運營方法，探討加快和優化
港深創科園第一期發展，並規劃有不同產業主題的片區，包括生命健康科
技區、產學研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區、新科技先進製造區，以及人才
住宿區、商業及附屬設施等。長遠而言，創科及工業局會研究在「北部都
會區」內合適地點，建立超級算力設備，以提升香港在不同科技領域的研
發能力，並加速數字化經濟進程，以及拉動人工智能產業生態圈的發展。
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和醫管局會與創科及工業局及相關部門，研究如何
支持大學和創科業界進行生命健康科技的研究工作，將香港發展為國際醫
療創新樞紐，並與深圳園區協同發展， 推動與內地尤其是大灣區的臨床試
驗合作，將有助吸引更多世界頂尖醫療人才及醫藥企業來港開設業務，推
動本地科研發展。
區內牛潭尾位處北環線沿線，與新田科技城一站之隔。政府計劃於區內
預留用地作專上院校用途，聚焦科研領域，配合新田科技城的創科發展，
推動「產學研」合作，聯同其他在「北部都會區」規劃的專上院校用地，
共組「北都大學教育城」。
至於「高端專業服務和物流樞紐」則位於「北部都會區」的西部，包括

元朗和天水圍新市鎮，以及正動工的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洪水橋/厦
村）和元朗南，和規劃中的流浮山/尖鼻咀/白泥一帶（流浮山）等。
洪水橋/厦村和流浮山擁有靠近深圳灣口岸及毗鄰前海合作區和南山區的地
利，以及規劃中的港深西部鐵路（洪水橋至前海）和建議的港島西至洪水橋鐵
路的優勢，將發展成一個超過1,200公頃的新區。該區域可與前海合作區和南
山區在金融、專業服務、物流服務等領域推動和深化高端經濟合作，成為現代
服務業中心，並輻射至整個大灣區，聚集頻繁往返兩地的服務人才。

洪水橋/厦村產業聚焦高端專業服務
行動綱領指出，洪水橋/厦村會以高端專業服務為產業定位，致力於香港

在金融、保險、財富、風險管理等專業領域的獨特優勢，以及與國際接軌
的法律、調解仲裁、會計等專業服務，協助前海、南山和其他內地企業通
過香港拓展海外市場，並將成為現代物流重鎮。
區內流浮山則主要以數碼科技樞紐為產業定位，建立規模媲美數碼港的
地標性創科設施，採用數碼科技，推動新經濟與傳統經濟融合，涵蓋金融
科技、智能生活和數碼娛樂等，並扶植青年人創業，成為初創企業基地。
元朗南則是以房屋為主的社區， 共提供超過30,000個住宅單位。政府正就
元朗南進行第三期發展規模檢討，預計明年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表
明，特區政府會因應「北部都會區」不同地點的旅遊資源和發展
潛力，作出規劃上的配合，提供用地，改善現有基建和環境，促
進旅遊發展。目標地點包括流浮山一帶、沙頭角一帶，以及生態
旅遊景點如郊野公園、濕地保育公園等。旅遊事務署會積極參與
「北都區」的各項規劃工作，充分考慮旅遊需要，並藉着相應的
基礎建設，提升旅遊容量與接待能力。
四大區域中的「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圈」位於「北都區」的最東

部，主要包括紅花嶺、蓮麻坑、沙頭角、印洲塘及沿海村落和外島
等地區。由於區內天然資源豐富，包括自然保護區、海岸公園和地
質公園等，並擁有很多傳統鄉鎮，具有潛力作康樂及旅遊發展，當
中位於蓮麻坑的鉛礦遺址及相鄰山巒郊野具生態、地質和歷史價
值。附近的蓮麻坑河源於紅花嶺山脈，為指定「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混合灌木叢、濕地和天然河道，景色秀麗。沙頭角墟則為現
時本港僅餘位處邊境禁區的鄉鎮，其中，中英街以界石劃分港深兩
地，並無邊境管制設施，深具歷史意義和特色，加上連接深圳市鹽
田區，而鹽田區旅遊產業發展蓬勃，為兩地合作提供機遇。
在旅遊方面，「開放沙頭角碼頭計劃」已於2022年實施，特區
政府將於明年初起推展第二期沙頭角禁區（除中英街）開放計
劃，首階段容許每天1,000名遊客進入沙頭角遊覽，以推動文化

生態旅遊，當中旅行團人數上限為每天700人，個人旅客人數上
限為每天300人，並會因應實際經驗和地區意見而作出彈性調
節。沙頭角邊境禁區內會增建不同設施，例如休憩花園、停車場
等，以配合計劃的落實。政府亦會與深圳市政府共同研究香港沙
頭角和深圳沙頭角發展文化旅遊區的可行性，包括研究讓兩地旅
客更便利進出旅遊區的安排。
特區政府建議設立紅花嶺郊野公園，並已展開法定程序，預期
於明年內完成，為「北部都會區」提供一個面積約530公頃，具
高生態、景觀和康樂價值的受保護地區，與深圳梧桐山風景區形
成生態廊道，促進港深兩地生態融合。紅花嶺郊野公園與深圳梧
桐山風景區山脈相連，港深正合作建設貫穿兩地的生態廊道。
區內大鵬灣/印洲塘的生態旅遊資源亦豐富，漁護署已在荔枝
窩、吉澳、鴨洲等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的地質景
點，設立了遊覽路線和遊客中心，並計劃推出貫通荔枝窩、梅子
林和蛤塘的文化徑，沿路設置解說牌介紹鄉村文化歷史。

港深推動沙頭角口岸重建項目
由於沙頭角口岸設施老化，為提升通關效率，推動沙頭角一帶
的發展，特區政府正與深圳當局推動沙頭角口岸重建項目，重建
後的沙頭角口岸將成為純旅檢口岸。

◆港深創科園示意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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