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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趁北上交流建內地朋友圈
指內地做事方式與落實政策決心值得港人學習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深港兩地在不同領域都有了

更廣闊的合作空間。去年12月18日至本月8日，10位香港中

高級公務員分別獲派駐深圳福田和前海的不同政府單位，就地

區治理、科技發展、城市規劃、交通運輸和環境保護等領域進

行深入交流。參與交流的其中3位香港公務員日前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分享了他們在深圳工作生活的見聞體會。他們形容

「這次交流是建立內地朋友圈的好機會」，並透露兩地公務員

互相欣賞，如前海對中環行人天橋系統評價高，而內地公務員

做事的方式、落實國家政策的決心，為人民和國家服務的態度

等都值得香港公務員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據了解，今次10位香港特區公務員前往深圳交流，有7位在福田，3
位在前海，分別獲安排到福田區人民政府、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深圳園區發展署、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深圳市
生態環境局、深圳市交通運輸局。

參與改善規劃福田口岸交通
運輸署高級工程師（策略研究）戴立科就被派往深圳市交通運輸局福
田管理局，了解深圳市跨境口岸的交通設施配套，並參與改善及規劃福
田口岸的未來交通安排。
他說，市政府很關注福田口岸的交通問題，他與內地的公務員同事討

論將的士站搬移到較近口岸的位置。香港文匯報記者查閱資料發現，今
年2月福田口岸新建的士場站已啟用，從福田口岸大樓出來步行約3分鐘
就可抵達，此前步行到舊的士場站需時13分鐘。在網約車上落客管理方
面，戴立科透露也會有類似安排，總體上提升上落客效率。

內地對中環行人天橋系統評價高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跨界基建發展）陳雪盈的暫駐單位是前海管
理局規劃管理處，她要負責的項目包括一些海濱設計以及三灣片區行人
系統的提升、舊區用地的改造等。她在分享時提到，內地公務員同事對
中環的行人天橋系統評價高，認為系統做得較為成熟，可以為前海三灣
片區的行人天橋設計提供經驗參考，比如「兩個商業大廈中間的行人天
橋部分，可以由哪邊的發展商興建呢？管理方面又應該由哪邊負責
呢？」以及「設計無障礙設施應該找哪些參考？」等，這些方面前海都
希望能借鑒一些香港經驗。陳雪盈就建議在早期規劃時就勾畫一些較為
成熟的概念圖，再提供給發展商做參考。
行政主任職系人員陳菲菲在交流期間出任前海管理局副局長特別助
理，她參與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務處日常工作，包括服務在前海的港人港
企，了解他們的需求和研究適合他們發展的措施等，還參與籌備了前海
合作區的專班會議等。

前海同事關心港人在內地需要
「前海的定位就是支持深港合作，故很多工作的着重點就是支持港
人、港企在當地的發展，內地同事都很關心港人在內地的需要。」陳菲
菲分享說，大家交流時有談到漫遊電話卡可以方便港人在內地上網，而
本月11日，前海管理局就與香港的3間內地電訊商一起推出了「前海
卡」的數據漫遊卡，港人可以用較優惠的價錢買到漫遊服務。
「當我們是自己人。」這是幾位香港公務員參與交流後的共同體會。
結束了約3個月的交流，大家感到意猶未盡，回港後也與內地同事繼續保
持溝通，如討論跨境交通的合作新方向等。他們表示，未來也會透過這
個網絡去討論更多兩地合作工作，共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蓬勃發展。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
2023年施政報告中提出
啓動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公
務員的交流計劃，希望讓

香港公務員有機會深度體驗大灣區內
地城市的發展和駐地政府的工作，日
後能積極配合大灣區發展策略。
在國務院港澳辦的協調下，公務員
事務局自2002年開始與內地省市合辦
「公務員交流計劃」，交流期約4個
星期。去年9月，特區政府與廣東省
政府簽署《關於內地大灣區城市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兩地公務員交流協作項

目協議書》，目標是雙方每年互派約
10名中高級公務員參加，每次交流期
為3個月。
去年12月，香港特區政府派出10
位中高級公務員到深圳開展為期約3
個月的交流，這也是特區政府在香港
與內地全面通關後展開的首個公務員
交流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就未來交流計劃詢
問公務員事務局，得知香港方面會與
內地對口單位一起總結經驗，再探討
下一步的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除了
日常工作，香港公務員還走進深圳
各區，了解深圳市的最新發展、歷
史文化景點，參觀創新企業，親身
感受深圳的活力和創意，更有人嘗
試了一回「特種兵式旅行」，體驗
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魅
力。
陳菲菲對東江─深圳供水工程印
象深刻，一方面親眼看到了港人平
時喝的「東江水」，同時更體會到
香港與深圳的聯繫原本就很緊密：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國家就動用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為香港供水，保障
港人的日常生活。

下班前海回港
當晚返回深圳

兩地緊密聯繫，如今更體現在實
現一小時生活圈。陳菲菲分享道，
一日她下班後從前海出發乘坐地
鐵、轉高鐵回香港看藝術節目，當
晚又再返回深圳，單程時間只要一
個多小時，她不禁感嘆兩地往來交
通的便利。
陳雪盈則對大鵬所城印象深刻，
「從規劃上來看，這是一個保存較
為完整的古城，歷史價值高，可以
了解國家在文化保育上的工作。」
她在參觀中了解到，古城在中國南
面也是一個防禦軍事用地，「在參
觀將軍府時，我還能感受到那種保
家衛國的精神。」
對創科感興趣的戴立科感受到移
動支付在內地的廣泛普及，在參觀
一個研發自動駕駛的公司時，更親
身體驗了無人駕駛車輛在真實路面
上的行駛情況，認為內地在科技應
用上的經驗值得香港借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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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每年互派10人交流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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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立科(中)、陳雪盈(右)、陳菲菲(左)日前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港公務員參觀比亞迪全球總部。 公務員事務局供圖

◆港公務員試乘坪山雲巴。 公務員事務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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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長假期開始，本港有不少文化藝

術、特色市集等節日活動吸引市民留港消

費。旅發局「藝聚香港」串連全城藝文盛

事，透過宣傳及支持多項國際藝術盛事於本

地舉行，推動香港成為全球藝術界焦點；吸

引全球旅客來港親身探索香港的不同風貌。

本港近年積極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除了吸引國際藝術盛事來港舉辦之外，亦應

大力支持具有本港特色的文藝活動和項目，

培育更多優越的本地文藝人才，將藝術氛圍

滲透到城市建設、市民生活之中，創造更大

商業效應，塑造本港作為國際都會的持久魅

力。

隨着海內外旅客需求轉變，越趨追求深度

遊、文旅遊，本港近年積極推出特色藝文旅

遊產品，並透過不同的平台加強宣傳，吸引

旅客來港。例如，「藝術三月」就帶來連場

精彩文藝盛事，從時尚潮流、影視娛樂到各

個藝術展演、文化峰會，都充分展現出本港

多元豐富的文化藝術面貌，以及充滿創意活

力的藝術環境，樹立國際文化藝術之都的形

象，向世界展示東方之珠的迷人風采。

文化藝術活動可帶來實質的經濟效益，對

帶動旅遊等相關產業發展效果顯著。在2021

年，藝術、文化及創意產業佔香港本地生產

總值 4.5%，相關就業人數約有 22 萬人，佔

香港總就業人數6.2%；去年M+舉辦的特別

展覽「草間彌生：一九四五年至今」，接待

來自本地及全球各地超過 28 萬名訪客；香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今年1月初結束的特別展

覽「凝視三星堆─四川考古新發現」，在3

個半月的展期內共接待超過22.7萬名訪客；

每年 3 月於香港舉行的巴塞爾藝術展及 Art

Central已成為國際文化盛事，以去年為例，

兩者分別吸引約8萬名和4萬名訪客，有效

促進本港旅遊、酒店、餐飲和零售等相關行

業發展。本港應繼續大力支持文化盛事與旅

遊深度結合，推進文化旅遊發展，吸引更多

遊客來港，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本港是與紐約、倫敦比肩的三大國際金

融中心之一，紐約、倫敦同時也是國際文

化藝術中心，具有代表本國特色的濃厚文

化氣息，本港同樣需要豐富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的文化色彩。「十四五」規劃支持本

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推動

本港在國際文化藝術舞台扮演更重要角

色。特區政府和本港文藝創意界更應攜手

合作，推動本港成為充滿活力、享譽世界的

文藝、創意之都。

本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既有深厚的中

國文化底蘊，又受到西方文化影響，中西文

化融合是本港獨特的文化特色，更是香港發

展文藝創意產業、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的最顯著優勢。本港要充分利用這種獨特

優勢和文化特色，加強與海外及內地的文化

交流合作，吸引更多高質素、具國際影響力

的文化藝術展覽和表演來港，吸引世界各地

的藝術家和觀眾來港交流和欣賞，同時注重

為來港的文藝盛事加入本地特色，成為本港

文藝盛事的品牌，擴大在港舉行文藝盛事的

國際影響力，促進本港文創產業持續發展，

為本港文創人才拓展施展所長的空間，吸引

世界各地文創人才及愛好者匯聚香江、互相

交流學習，推動藝術發展，加強全城參與、

欣賞文藝盛事的氛圍，提升本港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的知名度。

促進文藝盛事活躍 加強國際都會魅力
廣東省省長王偉中昨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

的「推動高質量發展」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

上表示，廣東將加快把低空經濟打造成新的

萬億元人民幣級產業集群。廣東大力發展低

空經濟，這是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產業鏈

融合發展的重要切入口，特區政府要積極研

究優化空域管理、加快低空經濟法的立法，

並做好與灣區及國際組織的政策法規協調銜

接，為本港拓展低空經濟應用場景拆牆鬆

綁，把握新興產業的新機遇，打造推動本港

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低空經濟是指一般在垂直高度 1,000 米以

下、根據實際需要延伸至不超過3,000米的低

空空域範圍內，以民用有人駕駛和無人駕駛

航空器的低空飛行活動為牽引，帶動相關領

域融合發展的綜合性經濟形態。今年全國兩

會，低空經濟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據廣東省省長王偉中昨介紹，廣東發展低

空經濟，研發創新起步早，目前消費級無人

機佔到全國 90%、佔全球超過 70%，擁有大

疆、億航智慧、小鵬等一批龍頭企業。今年2

月，全球首條跨海跨城的電動「空中的士」

在廣東首飛，深圳到珠海從空中只需要20分

鐘左右，2026年有望正式開啟載人飛行，低

空經濟將為廣東催生一個萬億元人民幣級的

新產業集群。

國家大力發展低空經濟，灣區正成為行業

引領者，跨城物流配送、外賣配送、客流運

輸等應用發展如火如荼，並逐步發展形成涉

港澳「低空經濟交叉帶」，正致力打造具有
高度延展性的「低空經濟圈」，這是香港創

科產業融入灣區一體化發展的重大機遇，對

香港優化空域管理、對接灣區低空經濟帶來

新課題。

香港發展低空經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

現行空域管理政策法規亟需優化。創新科技及

工業局局長孫東3月27日在書面回覆立法會議

員提問時表示，在俗稱「飛天車」（eVTOL）

方面，香港具備良好的技術基礎，但本港大多

專注於室內飛行機械人技術，要將技術應用於

室外，所涉及範疇超越技術研發領域，如政策

法規、基礎建設、航道規劃、空域管理、土地

空間需求等，涉及多個政策局和部門；同時相

關課題亦需要進行深入研究，並諮詢不同持份

者及公眾意見等。

有業內人士指出，要騰出安全及合適的航

道予eVTOL，需要重新規劃香港的空域，需

跨部門作研究及協調；同時若有關航線是由

香港飛往澳門或內地，則在劃出飛行空域時

需同時跟內地及澳門政府協調，若其飛行航

道經公海範圍，則需跟國際航空組織及不同

飛行載體組織商討及協調。目前深圳已出台

了內地首部低空經濟地方立法，發展低空經

濟邁出重要一步。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強跨部

門協作，借鑒深圳地方立法經驗，盡早推進

本港低空經濟立法，為本港發展低空經濟提

供充分的法律機制支持，並探討灣區協調發

展低空經濟的可行性，共同創造有利環境。

本港發展低空經濟，還需要做好總體規

劃、政策鼓勵措施。目前內地已有廣東、海

南、江西等至少16個省份將低空經濟寫入政

府工作報告，深圳市去年初已提出「建設低

空經濟中心」，深圳已累計開通無人機航線

156 條，廣州市已規劃布局打造「天空之

城」。灣區低空經濟前景廣闊，本港要急起

直追，抓住機遇。

加快立法拆牆鬆綁 把握低空經濟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