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嶺數據園成科技城前哨站
孫東：為北部創科地帶起牽頭作用 產業集群效應匯聚兩地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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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沙嶺土地的具體發展，特區政府上星期起開放徵求計劃意向書，7月底截
止遞交，相關部分其後展開招標等程序。孫東昨日在接受香港電台《上任兩

周年》系列專訪時透露，除了考慮公開招標，或會採取片區或有條件等方式招
標，同時考慮有意進駐企業可提供多少就業機會、能否在相關領域實現區域甚至
國際領先地位等。

為北都區最先推出片區
孫東透露，沙嶺數據園作為北部都會區最先推出的片區，可成為新田科技城的
前哨站。除了已平整的兩公頃沙嶺用地外，該處周邊還有山坡、斜坡等，總共或
可提供共十多公頃土地，相信可為進駐企業提供很好的條件。
他希望未來在國際數據園內，除了設立數據及資產中心，也引入創意產業及初
創企業，透過特區政府進一步招商引資，吸引龍頭企業落戶。

就發展徵求計劃意向書辦簡介會
創科局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昨日就沙嶺數據園發展徵求計劃意向書事宜

舉行簡介會，共有超過100名來自包括數據中心營運商、發展商、電訊商、科技公司、工程
公司等的業界人士參加。創科局副局長張曼莉和資科辦總系統經理孫宇萬會上介紹了沙
嶺發展數據園的方向，亦有發展局北部都會區統籌辦事處和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在
場解答業界的提問。
張曼莉表示，香港具備「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一國
兩制」下，有獨特條件成為內地與海外的數據交匯點。香港「國際數
據港」的基礎，配合有利營商的環境、資訊自由流通、可靠的電力
供應、世界第一流的資訊及電訊科技基礎設施、低風險的天災環
境，可說是安全可靠的高性能數據中心的區域首選位置，加上
特區政府大力發展以創科為主導的新質生產力，單是過去幾
年，史無前例地投入超過2,100億元支持創科。
特區政府又積極引進重點創科企業落戶，透過各種政策

和措施，驅動數字經濟和創科產業高速邁進，連帶對於維
持創科和數字經濟持續增長的數據中心、超算中心等需
求尤見旺盛，更成為亞太區設立數字產業的理想地點。
創科局和資科辦補充，將沙嶺發展為匯聚數據中心及
相關產業的數據園，可進一步推動數據產業和數字經
濟發展，而作為短期內的創科「熟地」供應，在該處
設立數據中心和相關產業的數據園，可為北部的創科
地帶起牽頭作用，成為該區的重要據點，更能營造產
業集群效應，帶動更多不同的數據相關產業如大數
據、人工智能等需要應用到算力或數據的產業和企
業，甚至是更多數據相關的科研項目和場景應用，都
能在沙嶺數據園進行。

配合「南金融北創科」布局
局方期望數據園匯聚香港和內地的創科專業人才，配

合先進的數據中心和基礎設施，帶動香港、國家以至國
際的數據產業蓬勃發展。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沙嶺這塊土地
的發展用途，若連同已平整的兩公頃土地及周邊斜坡區域，
可形成潛在約十公頃的發展機遇，成為北部都會區可發展創
科和相關用途的第一塊土地，配合特區政府「南金融、北創
科」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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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金文博）對近期相繼

有公私營機構的電腦系統遭黑
客攻擊，甚至導致個人資料外洩，
孫東昨日透露，特區政府很快公布有

關電子系統與資訊網絡保安的新措施，
並於今年下半年「數字政策辦公室」成立
後，馬上展開網絡安全攻防演練，以及早發

現問題，堵塞漏洞。
孫東表示，尤其在過去半年多，本港面臨的網
絡攻擊頻率與次數遠高於周邊地區，相信原因來
自多方面，估計有可能與本港最近加快建設數字政
府、智慧城市有關，但強調香港整體網絡安全屬可
控範圍。
面對網絡威脅持續，「打鐵還需自身硬」，他透
露，特區政府即將推出防範資訊網絡的新措施，包括
加強恒常檢測以防範網絡攻擊。香港有部分機構或以
為增加認證或設立防火牆就可以「萬事大吉」，但事
實是網絡犯罪分子會透過系統漏洞，反覆攻擊不同機
構，因此很多事故涉及同樣的技術漏洞，他認為各方
有必要加強恒常檢測與系統保護，及時發現並跟進問
題，有如定期做身體檢查。
孫東表示，待「數字政策辦公室」成立後，會馬

上展開網絡安全攻防演練，同時會加強人員培訓，
做好宣傳講解，提升社會對網絡及資訊安全的保
護意識。同時，特區政府又會要求各政策局及
部門，至少有一位屬首長級第三級或以上的
公務員負責相關資訊保安工作，若有事故
發生，須在兩日內呈報局長，7天內要交報
告，並列明相關責任。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將早年原規劃作

為殯葬城的北區沙嶺土地改為創科用途，相關兩公頃用地已進行平

整，特區政府正就其發展徵求計劃意向書，並於昨日為相關公司和業

界舉行簡介會。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昨日表示，沙嶺是未來北

部都會區最先推出的片區，會定義為國際數據園，將為新田科技城的

招標以至發展帶來重大參考意義。創科局補充，沙嶺的數據園將為北

部創科地帶起牽頭作用，期望透過數據中心的凝聚建設營造產業集群

效應，帶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產業，並匯聚兩地創科專業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創科工業局、發展局北部都會區統籌辦事處、資科辦和土木工程拓展署在問答環節解答業界的提問。 資科辦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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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特區政府上任兩年，在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下

攻克多個困擾香港多年的難題，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本地立法是其中一項公認的亮眼成績。李家超接受

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在是次立法過程中認識到掌

握主導權的重要性，他認為要有策略永遠不被美西方

部分國家帶着走，要專心堅定做對的事。本屆政府頂

住壓力，完成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進一步

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屏障，徹底擺脫以往被政治

纏繞、阻礙發展的被動局面，讓香港能夠集中精力拚

經濟拚發展。在改善經濟民生的政策措施方面，本屆

政府同樣進退有據，管治有章法，加速香港由治及

興。社會各界相信李家超及政府保持積極進取、守正

創新、腳踏實地、團結合作的管治新風，確保香港站

穩腳跟，主動捕捉機遇、拓展空間，開創新天地。

回歸以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外反中亂港勢力利用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漏洞，干擾香港發展，令香

港社會陷入內耗，錯失不少機遇。本屆政府扛起「第

一責任人」的重任，在中央支持下，無懼外部勢力的

施壓，與立法會通力合作履行憲制責任，完成《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立法，補齊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

制的短板，辦成了香港多年想辦而沒有辦成的事，香

港迎來全力拚經濟、謀發展的最好時期。

香港恢復法治穩定、重回正軌，外部勢力仍未善罷甘

休，繼續散播各種抹黑香港的謠言謊言，污名化、妖魔

化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詆毀香港司法獨立，企圖

阻礙香港發展。但是，在國安法律高水平安全的護航

下，香港穩定向前勢不可擋，政府有信心有能力穩定大

局、克服挑戰。正如李家超所說，香港既要直面應對外

部勢力的攻擊，同時也要有策略，不能永遠被他們帶着

走，「我們要拿回主導權，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過去兩年，本屆政府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展示出

主動作為、務實創新的施政新氣象。本屆政府努力改

變「大市場、小政府」的施政思維，積極「搭台」，

鼓勵業界「唱戲」，大力發展盛事經濟、推動「日夜

都繽紛」等都取得不俗成效。「搶人才」「搶企業」

成績顯著，截至今年3月，本港已引進近50家重點企

業，預計未來數年在港投資超過400億元，創造逾1.3

萬個就業機會；本港成功吸引超過 30 萬人才申請來

港，其中超過 12 萬人已抵港，海外優質企業和人才

「用腳」對香港投下信心一票。

本屆政府成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投資創

科企業、培育「獨角獸」，展現發展創科產業的抱負

雄心，為香港經濟升級轉型加注強大動力。李家超親

率本港各界精英訪問東盟及中東多國，開拓「一帶一

路」沿線國新市場，強化香港「超級聯繫人」「超級

增值人」角色。「2024年世界競爭力報告」中，香港

重回全球五強，反映香港的營商環境與社會安定繁榮

獲國際社會廣泛認可，也是對本屆政府積極作為、營

造良好投資環境的肯定。

果斷決定暫緩推行垃圾徵費，是體現本屆政府施政

實事求是、主動作為的典型例子。垃圾徵費相關法例

在本屆政府上任前已制定，實施法例面對較大爭議，

本屆政府經過「先行先試」實踐，讓公眾充分認識目

前實施垃圾徵費存在難以妥善解決的實際困難。在計

劃未獲得主流民意支持下，政府果斷暫緩實施垃圾徵

費，及時止息紛爭，避免香港再陷入社會撕裂、發展

停滯的被動局面，為日後更好推行垃圾處置和環保產

業爭取時間，創造有利條件。

李家超帶領本屆政府敢於擔當、善作善成，堅定維

護國家安全，香港進入國安港安新階段，社會各界更

應配合政府，把握發展主導權，全力聚焦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共同創造更繁盛美好的家園。

掌握主導權進退有據 加速香港由治及興
面對本港長期存在的土地房屋深

層矛盾，本屆特區政府採取多管齊

下積極措施，迎難而上突破困局，

既有着眼長遠的增加土地供應、提

升建屋效率等措施，還有加建簡約

公屋、過渡性房屋等短期辦法，以

緩解基層市民的燃眉之急，展現出

急民所急、為民謀福的決斷力和執

行力，讓廣大市民看到根本改善居

住環境的希望。

過去兩年，特區政府在房屋供應方

面作出努力，不僅加快公屋的建設進

度，還創新推出簡約公屋等項目，以

滿足劏房家庭的過渡居住需求。首批

簡約公屋日前已開始接受申請，反應

踴躍，體現了政府對市民居住環境的

深切關懷和解決住屋問題的堅定決

心。

本屆政府在土地供應也落足工夫。

政府通過多種途徑增加土地供應，包

括發展新區域、活化現有土地以及鼓

勵私人發展商參與公共房屋建設等，

以緩解土地供應緊張的狀況。同時，

政府積極引入組合建屋技術，縮短建

築時間和提升房屋的環保性能。房屋

局局長何永賢早前預計，未來五年傳

統公屋的建屋量約14.2萬個單位，再

加上額外興建約3萬個簡約公屋，整

體建屋量將增加至約17.2萬個單位，

較上一個五年期增加約 9%。隨着公

屋興建進度的加快，政府有信心到

2026 年至 2027 年度，公屋輪候時間

可以由現時的5.7年下降至4.5年。這

些來之不易的成績，正是本屆政府努

力覓地建屋的成果。

在增加供應的同時，本屆政府還注

重規範住屋租務市場。根據政府統計

處調查，全港約有10.8萬個劏房，涉

及約 21.6 萬名居民。劏房樓面面積

中位數為 11.6 平方米，約半數劏房

不足 13 平方米。劏房居民居住環境

惡劣、生活負擔重，更容易造成跨

代貧窮。政府實施了管制劏房租務

的《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為劏房租客提供多方面的保障，打擊

大幅增加租金和濫收水電費等現象。

由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領導的「解決

劏房問題」工作組，正制定劏房居住

環境最低標準，為取締「廚廁合一」

「棺材房」等劣質劏房作準備。政府

制定了明確的目標和計劃，積極落實

政策措施，「告別劏房」不再是奢

望。

解決土地房屋問題不可能一蹴而

就，需要持續的努力和投入。政府也

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強調將繼續關注

市民的居住需求，不斷完善和優化房

屋政策，以確保每一個家庭都能擁有

一個安全、舒適的居住環境。相信在

政府和各界共同努力下，本港的住屋

問題將得到有效解決，市民生活品質

不斷提升，幸福感、獲得感更強。

破解住屋難題 展現決斷力執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