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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五年多前，特區政府曾就如何將大嶼山
打造成「機場城市」推出宏大的發展藍圖。然
而，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約，相關項目進展緩
慢。暌違數年，今年施政報告就該議題再獻新
猷，不僅決定擴大機場城市規模超過一倍，以
打造世界領先新地標，更計劃在該處構建藝術

產業生態圈、興建亞洲博覽館第二期、設置遊艇港灣及配套設
施、開設空運鮮活市集、增加公眾活動空間等，以帶動高端商
業、旅遊和休閒活動。特區政府將更多土地、基建配套及產業
內容寫入報告，無疑會為整體項目發展注入新動能，相信機場
城市建設將會乘風而起，破繭重生。

從「城市的機場」到「機場城市」
雖然「機場城市」一詞並非首次出現，但其實坊間對於其真

正意涵仍然了解不多。該概念最初由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史基浦
集團提出，指的是機場從原本的航空樞紐單一功能區域，逐漸
進化為同時具備客運、物流、休閒、商務及居住等綜合性功能
的經濟區，是地區發展的進一步深化。環顧全球，不乏機場城
市的身影，而位處亞洲的機場城市亦比比皆是，其中韓國仁川
機場、新加坡樟宜機場均是機場城市的典型代表。

總結各地經驗，一個地區要發展機場城市，需要具備多方面的
基本因素。當中包括機場的航空運輸「本業」蓬勃發展，機場周
邊具有充沛土地資源，以及已聚集一定數量的常住人口和生活配
套設施。機場與城市其他地區的交通往來也需要高效便捷。不
過，機場城市最終能否成功建設的關鍵，則在於政府有否在規劃
和建設的過程中，結合當地的獨特性與原有優勢順勢而為。例
如，荷蘭素有「世界花卉王國」之美譽，故史基浦機場在建設的
過程中，就將農業元素納入其中，在機場東南邊設立了鮮花拍賣
市場；如今該市場已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鮮花交易市場，每天吸
引川流不息的商賈慕名而至，大大促進了當地的經貿發展。

「雙門戶」與「雙經濟」的交匯點
放眼本港，香港國際機場是亞太地區乃至國際級的樞紐機

場，對外聯絡四通八達，已連續多年成為全球最繁忙的客貨運
機場。隨着機場第三跑道落成啓用，機場處理客貨運量的能力
更將大幅增加。此外，大嶼山鄰近區域已初步形成以酒店、會
議展覽、主題公園、暢貨中心等為主的特色產業群，包括多家
坐落在附近的星級酒店、香港迪士尼樂園、昂坪360、亞洲國
際博覽館以及全港最大的名店商場「東薈城」等，其實已具備
機場城市的發展雛形。

更重要的是，有別於世界上其他機場城市，大嶼山的地理位
置得天獨厚，不但有通往全球各地的航空聯繫，港珠澳大橋通
車更讓大嶼山與澳門、珠海形成緊密的一小時交通圈，成為聯
繫香港和其他大灣區城市以至中國西南地區的交通樞紐；這一
「雙門户」的角色使大嶼山成為世界上罕有的集「機場經濟」
和「橋頭經濟」於一身的「雙經濟」交匯點。兩者相輔相成，
進一步提升了機場城市的發展潛力。

展望未來，如何結合自身的特點而因地制宜，對區內的產業做
好規劃布局，並找到可以刺激當地經濟發展的優勢產業，以強化
和發揮大嶼山「雙門戶」與「雙經濟」的獨特優勢，相信乃特區
政府的施政重點。在優勢產業的驅動之下，相信這座「天空之
城」將會蛻變成蝶，帶領香港衝出經濟陰霾，翩翩起舞。

鄧健榮 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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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加快推進，特區政府與工商界高層代表團昨日起開
展大灣區 5市考察，行程展示了大灣區五光十色的蓬勃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行程首日的粵港深化經貿投資合作交流會致辭指明，粵港要互利共贏深化合
作，推動大灣區更好發展，說明香港工商界以經貿促進大灣區發展的重要作
用。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指出，投資大灣區，就是投資大未來；中央政府駐港
聯絡辦主任鄭雁雄以「三個當好」概括粵港兩地加強合作的重要角色。這些講

話都啟示香港工商界要發揮香港優勢、結合廣東良好條件，擁抱大灣區機遇，形成粵港合作
最大合力。大灣區多個城市產業區發展成熟，在連日的考察中，廣東城市的產業區建設經
驗，對香港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同樣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盧金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特區政府與工商界的高層代表團昨日
起一連三日訪問佛山、廣州、東莞、惠
州和深圳5個大灣區內地城巿，進一步促
進香港特區與廣東省和各大灣區城巿在
經貿和不同產業方面的合作。昨日首日
考察中，李家超率領代表團在廣州出席
由廣東省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合辦
的粵港深化經貿投資合作交流會，討論
提升經貿投資合作和推動大灣區高質量
發展，見證粵港雙方達成多達126個經貿
合作項目，總值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

大灣區是國家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
力最強的地區之一，總人口達8,700萬，
去年經濟總量突破14萬億元人民幣，以
不到全國1%的國土面積，創造了全國九
分之一的經濟總量，超過很多發達經濟
體，將來很大機會成為全球四大灣區之
首，體現了巨大的市場能量。李家超在
交流會致辭時指出，廣東和香港互利共
贏深化合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新發
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
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作出更大
貢獻。這指明了粵港合作共同投入把握
大灣區機遇的重要意義。事實上，今次
交流會上見證逾千億元共126個經貿合作
項目中，有101個來自港商投資廣東，
投資金額超過910億元人民幣，香港工商
界繼往開來，與廣東共同轉化大灣區商
機為國家發展的行動力，將更好展現港
商的愛國愛港情懷。

投資大灣區投資大未來
當前，大灣區建立了有效的生產集

群，增強了價值鏈的競爭力，廣東致力
於打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創新環境

位處全國前列，成為外商留在廣東、深
耕中國市場的最大動力。黃坤明致辭時
表示，放眼世界，粵港澳大灣區基礎條
件好、綜合優勢強、政策利好多，發展
前景無限美好，投資大灣區，就是投資
大未來。這引起了香港工商界的強烈共
鳴。在大灣區市場中，企業都感受到了
實實在在的發展紅利，香港企業加快融
入大灣區的商業環境，結合香港國際商
貿網絡優勢，用好廣東的經貿條件，更
在其時。

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要深化粵港澳
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
接。面對大力推進灣區發展的重要時
機，鄭雁雄主任在致辭時以「三個當
好」高度概括了粵港兩地加強合作的重
要角色：當好大灣區雙向開放的促進
者、當好大灣區科技創新的引領者、當
好大灣區文化融合的持份者。面向未
來，粵港兩地共同抓緊大灣區建設時
機，更好服務國家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大灣區發展將更上一層樓。

借鑒灣區經驗推動北都區發展
北部都會區拓闊香港的產業發展版

圖，是香港與大灣區內地9市對接的新策
略增長區。特區政府正積極探討採用不
同的發展模式，包括「片區開發」模
式，以更好運用市場力量，推動北都區
發展。今次考察團考察的幾個大灣區城
市產業區，為北都區建設提供了許多有
益的啟示。其中，廣州開發區採用全國
獨有的六區合一體制，在行政上具有自
主權和效率優勢；惠州-中韓（惠州）產
業園起步區則有移動智慧終端機、超高

清視頻顯示、智慧能源、人工智慧、鐳
射與增材製造等主導產業；東莞濱海灣
新區則集聚高端製造業總部、發展現代
服務業，並構建了一個集居住、工作、
休閒、娛樂於一體的現代化都市生活
圈。未來的北都區是一個擁抱灣區、面
向國際的新型產業區，將來在行政、產
業、企業、配套四方面借鑒大灣區城市
經驗，規劃嚴密，環環緊扣，香港工商
界投入北都區發展將更得心應手。

今次考察行程向香港工商界展示了
大灣區的發展亮點，建立一套灣區標
準，推動區內城市在生物科技、人工
智能等合作和發展，是未來粵港合作的
重要內容。大灣區在一國之下，有兩種
制度、三個關稅區，如何減少差異和融
合發展非常重要。其中，人工智能發展
正在不斷演變，大數據、雲計算、互聯
網、物聯網等信息技術在大灣區內持續
發展；大灣區生物技術加速創新研發，
在數據庫和藥械使用上都需要協同部
署。當前，已制定及公布的灣區標準共
有215項，未來制定大灣區內的人工智
能和生物醫藥的灣區標準，優化業務
流程和商業模式，深化粵港投資貿易
合作，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
有利形成一流營商環境，推動企業業
務增長和提高整體生產力，共創國際
經貿合作新優勢。

在推進大灣區建設的共同目標下，香
港與廣東合作再上新台階。粵港兩地攜
手充分發揮各自優勢，互利共贏，尋求
更多政策創新和突破，將為促進兩地經
濟發展，改善居民生活，帶來更多新機
遇。

隨着人口老化和醫療需求
持續增加，香港當前醫療體
系亟待革新。施政報告明確
表示，特區政府支持本地大
學籌建第三所醫學院，並會
於北都區牛潭尾預留土地，

發展新醫學院校舍及新綜合醫教研醫院。
總體而言，籌建第三所醫學院可說是特區
政府超前部署，應對未來醫療挑戰的重大
舉措。

根據醫管局受特區政府委託進行的2023年
醫療人力預測，香港醫生人手短缺的情況在
短期至長期仍然持續，到2040年缺口估算超
過千人。另一組數字顯示，香港的醫生佔人
口比例偏低，為每1,000人有2.1名醫生，低
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平
3.6名。面對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和預期壽
命上升，高齡人口佔總人口的佔比逐步加
大，不斷增長的醫療需求為香港醫療體系帶
來潛在挑戰，成立新醫學院是緩解香港長期
存在的醫生人手短缺問題的關鍵一步。

新醫學院除了培養更多醫療人員以滿足時
代的需求，亦可提供一個新的、多元化的研
究和創新生態環境，助力香港發展成為國際
健康醫療創新樞紐，為長遠發展注入巨大動
能。國家「十四五」規劃中，生命和健康科
技是其中具原創性和突破性的關鍵技術領
域，特區政府亦銳意推動生物醫藥技術新質
生產力，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

施政報告提出，特區政府會全方位提升香
港臨床試驗能力，並推動創新生物醫藥成果
轉化，包括港深共同建設大灣區臨床試驗協
作平台，拓展研發網絡加快臨床試驗。另一
方面，隨着科技革新和全球醫療產業變革，
精準醫療、遠距醫療、數位醫療、人工智能
技術和生命科學創新等，創造了大量新興專
業，在秉承現有兩所醫學院的優秀標準的同
時，新醫學院有條件培養更多高水平、跨領
域的醫療專家，吸引和聚集國際健康和醫療
創新領域的優秀人才。在地理位置上，新醫
院鄰近河套港深創科園，相信可產生顯著的
協同效應，打造出充滿活力、多元化、吸引

和培養人才的教育生態系統。
現時已有多所本港院校表示有興趣辦醫學

院，有部分更向「籌備新醫學院工作組」提
交意向書。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也就新醫
學院提出初步想法。他認為，第三間醫學院
可以參考採用4年制的美式課程，以招收第
二學位學生為主，學生一般不須再在醫學院
修讀一般的基礎課程。除了令本港多一個收
生途徑，另一好處是這些學生會較為成熟，
同時可以招收非本地學生，吸引更多人才來
港。他又預計，新醫學院營辦之初，最少要
取錄50名學生作為起步點，之後可視乎需要
再適當增加學額數目。

適應時代變化，擁抱技術創新。社會越
來越需要下一代的醫生具備科學思維、臨
床能力，對技術的敏銳度要高。醫學教育
必須主動求變，以推動醫學界及早獲取新
醫療保健時代所需的新知識和技能。第三
所醫學院早日落成，可助力香港建設國際
健康醫療創新中心，推動香港醫療體系的
高質量發展。

增建新醫學院 未雨綢繆滿足社會需求
李慧琼 全國人大常委立法會議員

打造機場城市
鞏固國際航運樞紐作用

由海南艦和長沙艦組成的
海軍編隊，自上周四起對香

港進行了為期五天的訪問。這次活動吸引了大
量市民和遊客前來打卡，當中包括不少青年學
生。艦隊訪港，大家近距離感受我國海軍英
姿，不僅是一次軍事交流活動，更為青少年提
供了一個增強國家民族認同感的寶貴機會。

筆者所任教的培僑中學，就有十多位來自學
校升旗隊的學生及其家長，到昂船洲軍營登上
長沙艦參觀，學生們都積極爭取機會與艦上官
兵互動交流。學生不僅學習到各種海軍科技和
知識，還聆聽到官兵分享海上生活故事。艦上
官兵的堅韌與奉獻精神，令學生們深感佩服。
學生更有機會接觸一下官兵實際使用的槍械，
雖然很重，但官兵示範使用時卻顯得非常輕
鬆，大家都對官兵的實力心悅誠服。這樣的體
驗，相信可以讓學生深刻認識到軍人的職業不
僅僅是力量的象徵，更是責任與擔當的體現，

明白到軍人背後肩負起的，是整個國家的主權
以及領土安全。

此次活動中，學生們又可以見識到許多先進
的海軍設備。比如長沙艦上的雷達系統，偵測
範圍能夠覆蓋整個廣東省。艦上還有全球首
款，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款可兼容防空、反
艦、反潛、對地等全部彈種的垂直發射系統。
這些先進的裝備都令他們感到十分震撼。這些
先進設備的展示，不僅讓學生體會到國家在國
防科技的進步，更增強了他們對國家軍事力量
的認同感。通過與官兵的面對面交流，學生又
深刻體會到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他們了解到，
安全的背後是無數軍人的辛勤付出與犧牲。正
如一位學生受訪時所說：「我深感國家安全得
來不易，要感激軍人以生命和信念為社會帶來
的穩定。」這種對軍人的敬意和對國家安全的
理解，無疑將會在他們心中埋下愛國的種子。

在這個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青少年面臨着

多元文化的衝擊。如何增強他
們對國家的認同感，成為教育
工作者和社會各界的重要課
題。解放軍海軍部隊的訪問，
無疑為青少年提供一個良好的
契機。通過實地參觀和親身體
驗，他們能夠更直觀地感受到國家在捍衛領土
完整的力量，增強對民族的認同感與責任感。
在與官兵的親密接觸中，學生不僅看到了現代
軍事技術的魅力，更聽到了一個又一個背後辛
勤付出的故事。這些將成為他們成長過程中不
可或缺的精神財富，激勵他們在未來的學習和
生活中，努力成為對國家和社會有用的人才。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類似的活動，比如邀請我國
第一艘自主研發的航母福建艦來港，讓香港年
輕一代在了解國家軍事力量的同時，更加堅定
自己的民族自豪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貢獻力量。

穆家駿 全國青聯委員 培僑中學教師

海軍艦隊訪港展英姿 增強學生民族自豪感

香港特區司法機構依法對「35+」串謀顛覆案
的罪成被告作出公正判決，英美等外部勢力幾
乎「行禮如儀」般立即對香港進行抹黑，一些
網上反華聲音亦隨之起舞。這些攻擊看似來勢
洶洶，實際上翻炒陳詞濫調，英美等外部勢力
罔顧事實，攻擊香港的司法制度和香港國安法

律，抹黑香港特區司法機構公平專業的判決，是典型的以政治
凌駕法治，再次暴露其顛倒黑白、雙標虛偽的醜惡嘴臉。

立法會有審議、表決政府提出的議案和財政預算案的權力，
也可以表達不同聲音，但不能以顛覆政權為目的。親歷過修例
風波的市民都不會忘記，戴耀廷等反中亂港分子發動的所謂
「35+」計劃，就是企圖濫用選舉機制，搶佔立法會過半數議
席，繼而無差別否決預算案，製造管治危機，最終徹底癱瘓特
區政府運作，奪取香港管治權。「35+」計劃與當時通過街頭暴
力癱瘓香港社會運作的圖謀一樣，都是以「攬炒」香港為目
的。戴耀廷等人給「35+」計劃披上民主選舉的外衣，掩飾其反
中亂港的圖謀，實際上是要把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危險境地。
「35+」串謀顛覆案審理過程全程公開，法院發表完整嚴謹的判
詞，清晰揭示了「35+」計劃背後的顛覆本質。正如法官在判刑
理由中指出，如果所謂「35+」計劃最終得以實現，將會有極為
深遠的不利後果，其嚴重性不下於推翻特區政府。

「35+」計劃是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的危害國安行動，
其組織者、策劃者、參與者受到法律制裁，是理所當然的，而
且罰當其罪，這是法治公義的體現。「35+」串謀顛覆案審
結，另一宗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黎智英案也進入審訊的重
要環節。美英外部勢力再次像打了激素一樣，又上演枯燥刻板
的政治戲碼，公然對黎智英案指手畫腳。根據《聯合國憲章》
為基礎的國際法及國際慣例，維護國家安全是所有主權國家的
固有權利。很多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
等，都制定了多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美英等國在維護國安
的法律罪名繁多，且刑罰嚴厲。外部勢力對此視而不見，卻對
黎智英案大放厥詞，再次證明外部勢力對本港司法機構、國安
法律的抹黑指控毫無道理，虛偽雙標令人不齒。

今天的香港，健全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
面落實了「愛國者治港」，反中亂港黑手不能再隨意興風作浪。
有中央強大後盾支持，有國安法律保障，香港無懼外部勢力干擾
抹黑，齊心協力振經濟惠民生，開啟由治及興的嶄新篇章。

張欣宇 立法會議員

無懼外力干擾
維護國安依法嚴懲罪犯

青年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