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新年伊始，身披
「閃耀中國紅」外衣的國家自主研製客機 C919，
由本月 1日開始執飛香港至上海航線。特區政府運
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形容，這是祖國送給香港的大禮物，強調香港作為
國際航空樞紐，將會繼續善用「一國兩制」下連接
國家和全球的獨有優勢，未來可以在飛機維修、人
才培訓等方面助C919 開拓國際市場。而為充分應
對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帶來的客流量，會在今年年
底採用二號客運大樓，以及與更多「一帶一路」國
家的民航業合作，開拓更多新航點，進一步提升香
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成內地以外首個航點 擁「三個第一」
香港成為東航C919定期執飛商業航班的第九座城

市，也是首個內地以外航點。陳美寶以「三個第一」形容這份
祖國贈送的大禮：首航當天為2025年的第一天；這是第一架
國產自主研發的飛機；C919首次在內地城市以外地方商業飛
行。
她強調，要發揮香港「引進來、走出去」的優勢，會做好配
套，除了擴闊香港連接內地的航點，亦會探索中國商飛派
C919在這些航點營運，將中國航空製造業領域的突破和成就
帶向世界舞台。
對於目前全港只有一名持牌工程師完成C919機型維修訓

練，她解釋指，民航處早於2012年已經參與C919在內地認證
工作，亦有派員到當地培訓，「如果有需要，可透過專才計劃
或工作簽註引入維修人員來港，進行相關維修工作。」

提早布局與「一帶一路」國家民航合作
此外，隨着三跑道系統已於去年11月正式啟用，香港國
際機場的容量將有顯著提升，預計在2035年起的處理能力
將增加五成，每年處理 1.2 億人次旅客和 1,000 萬公噸貨
物。陳美寶表示，會在國家支持下，把握三跑道系統帶來
的龐大機遇和經濟價值，助力香港鞏固和進一步提升國際

航空樞紐的領先地位。
為充分用好三跑道系統帶來的額外運力，她表示，會以更前
瞻視角發展和擴大航空網絡，提早布局與「一帶一路」國家的
民航合作。今年，會與10個或更多民航夥伴探索加強民航聯
繫，並支持香港國際機場繼續開拓新航點和增加航班，以連接
具潛力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航空網絡。

年底分段啟用兩個新客運大樓
因應未來的客運需求增加，她表示會啟用三跑道系統的
相關客運設施，並且在今年底分階段啟用兩個新的客運大
樓，首先啟用配合三跑而擴建的二號客運大樓（T2）。而
在相關設施啟用前，將為零售餐飲等服務持續進行招商，
業務夥伴亦會開始進場作準備。
除了航空網絡外，她表示會致力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合
作，完善香港國際機場的多式聯運網絡。機管局與珠海已經於
去年11月簽署珠海機場股權合作協議，並加強「經珠港飛」
直通客運服務，亦會結合香港國際機場的國際航空網絡和珠海
機場的內地航空網絡，擴大協同效應，推動建設高端航空產業
群，實現互利共贏的發展局面。

開拓更多新航點 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旅客對赴上海旅途十分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港車北上」計劃推行

一年半以來，「揸車直踩

到廣東」的場景已成為愈來愈多香港市民的生

活日常，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效應不斷放

大。香港特區政府運輸署昨日宣布，粵港兩地政

府同意即日起「港車北上」每天申請名額加碼至

500宗。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港車北上」計劃

相當受歡迎，每日平均有7萬人、1.2萬車次通

過該計劃往返廣東。她並透露，正與內地有關部

門密切探討推行「粵車南下」計劃的安排。有立

法會議員認為，兩地政府需要增加口岸清關櫃

位，善用大橋容量，以免造成車輛堵塞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運輸署昨日宣布，即日起接受「港車北上」申請的數
目，由每個工作天400宗，增至每日500宗，冀可應

對新申請、續期申請的需求。至於申請資格、程序、抽籤
等安排均維持不變。自2024年5月起，推行優化續期申請
的安排亦會繼續，讓合資格「港車北上」續期者，可在無
需參與電腦抽籤的情況下提交續期申請。

日均1.2萬車次使用大橋
對於增加「港車北上」的申請數量，陳美寶在專訪中解

釋，新安排可增加更多符合資格的市民中籤機會。她指
出，自2023年7月1日起「港車北上」政策落地實施以
來，市民使用港珠澳大橋往來三地的熱情持續升溫。
以去年7月至9月的大橋使用數字為例，平均每日有1.2

萬輛車次、日均7萬人次的旅客量。她表示，會繼續留意
「港車北上」的運作情況，並與內地相關部門密切聯繫，
適時檢視和優化計劃的安排。
至於備受關注的「粵車南下」，陳美寶指該計劃是粵港

澳大灣區「互聯互通」的重要舉措，並且與「港車北
上」、「澳車北上」等政策相輔相成，相關的措施已提上
議程，會與廣東省交通運輸廳密切溝通，並向社會公開徵
求意見，以期共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交通互聯互通和經濟
社會的深度融合。

議員倡增清關櫃位免塞車
目前，車主就算成功申請，啟程北上前亦要預約使用港
珠澳大橋的名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十分歡迎
新安排，相信增加名額後足以應付平日「港車北上」的需
求。不過他亦關注，如增加太多名額，港珠澳大橋內地口
岸在假日時或會更加擠塞。他指問題關鍵主要由於通關
時，車上的乘客需要下車，使用櫃位處理出入境手續，但
口岸櫃位不足，可能導致車等人，造成排隊輪候的車流。
他續指，已向運輸及物流局表達訴求，希望向內地有關
部門反映，增加口岸櫃位。他又認為，隨着「粵車南下」
日後推出，屆時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口岸的交通會更為繁
忙，希望運輸及物流局提出方案應對。

議員倡研不下車自助過關
立法會議員張欣宇亦指出，特別日子港珠澳大橋的
清關樽頸嚴重，「其實現時一小時處理的通過能力，
與我們需求仍有一段距離。一是增加更多櫃位讓車輛
過，一是令到車通過的速度加快，同樣數量的櫃位，
一架車輛原本用50秒，你可以令到每架車輛大約15秒
就完成，這個速度可提升3倍。」他建議長遠應研究利
用科技，讓車上的乘客不用下車，都能完成自助過關。

●運輸署昨日宣布，粵港兩地政府同意即日起「港車北上」每天申請名額加碼至500宗。圖為港珠澳大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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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佩欣 澳門報道）在國家多項惠澳
措施的帶動下，2024年澳門各口岸出入境人次合共錄得約2.1
億，創歷年新高，較2023年的1.8億增加17.5%，相比疫情前
2019年的1.9億人次增加10.3%。當中澳門居民有7,794.2萬
人次出入境，佔36.3%；旅客有6,987.7萬人次出入境，佔
32.5%。
澳門治安警察局數據顯示，2024年入境旅客人數達3,493.2

萬人次，較2023年上升23.6%，回復2019年近九成。入境旅
客中，以內地遊客為主，達2,448.2萬人次，佔比70.1%，較
2023年同期增長28.6%。香港旅客佔20.6%，較2023年下降
0.8%。
從口岸分布方面，關閘口岸2024年合共1.1億人次出入

境，佔總出入境人次的52.7%；其次為青茂口岸、港珠澳大
橋澳門口岸和橫琴口岸，分別為3,509萬人次、2,617.5萬人
次和2,281.5萬人次，分別佔比為16.3%、12.2%和10.6%。青
茂口岸在緩解關閘口岸壓力方面效果顯著，橫琴口岸和港珠
澳大橋澳門口岸的使用率持續增長，各口岸通關有序順暢。
另外，珠海居民來澳旅遊「一周一行」和深合區「一簽多

行」政策1月1日起實施，新政策加上元旦假期的刺激下，近
日拱北口岸和橫琴口岸的通關訪澳客流絡繹不絕。澳門治安
警察局數據顯示，2025年元旦日澳門各口岸出入境總人次錄
66.3萬，入境旅客錄10.9萬人次。政策實施首日截至下午6
時，持「一周一行」往來澳門之內地旅客共1,742人次，持
「一簽多行」之內地旅客則有406人次。

去年澳門各口岸出入境人次約2.1億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隨着國際海事組織制定目標於2050
年前後實現國際航運淨零碳排放，業界已開始轉用低碳甚至零碳
的綠色船用燃料。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香港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船用燃料加注中
心之一，亦要積極發展綠色港口和智慧港口，預計今年內進行首
次液化天然氣船對船加注的示範作業；同時要發揮「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優勢，藉着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會加強香港
跨境鐵路與港口的聯繫，並與大灣區港口的協作，進一步提升競
爭力，發展高增值的海運業，促進經濟發展。
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香港，位列2023年全球十大船用燃料加注

港第七位。陳美寶指出，香港位處華南的最南端，接近國際航
道，在燃料加注上享有特別的地理優勢，加上背靠祖國，香港有
充分條件再下一城，建設穩定的綠色船用燃料供應鏈，成為綠色
船用燃料加注中心。
她指出，已經於去年11月公布綠色船用燃料加注行動綱領，帶
領航運界綠色轉型，今年上半年內，會促成業界進行首次液化天
然氣船對船加注的示範作業，設立綠色船用燃料加注獎勵計劃，
鼓勵於香港開展綠色船用燃料加注業務的先行企業。政府亦銳意
推動海運服務發展，鼓勵業界發揮本地獨有的國際化和制度優
勢，提供齊全而優質的海運服務，包括船舶服務、航運金融、海

事保險、海事法律及仲裁等，從而在港口和海運業發展之間做到
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果效。
跨境鐵路方面，她指出，廣深港高速鐵路（高鐵）香港段自2018
年9月23日投入服務至今，直達站點已由44個增至80個，其中短
途站點，逾六成以福田和深圳北為目的地，三成以廣州東和廣州南
為目的地，穩步推進了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構建。

去年首10月高鐵港段客量逾2100萬人次
根據入境處數據，去年首10個月，高鐵香港段乘客量超過2,100
萬人次，超過2023年全年總數。陳美寶指出，受惠於深圳恢復赴港
「一簽多行」個人遊簽註的政策，已經指示運輸署及相關服務營辦
商，加強本地和跨境交通服務，滿足出入境旅客的運輸需要。
她表示，要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藉
着與粵港澳大灣區高效的連接，將香港的港口與鐵路結合，讓
貨物從內地發出，並中轉至香港的碼頭，再發
往全世界。她將在下周帶領物流發展局代表團
前往廣西地區考察，與當地的物流局進行交
流，「要向他們說好香港運輸及物流局的故
事，更要說好香港故事。」
她期望將來有更多合作的機會。

港須積極發展綠色港口智慧港口

掃碼睇片
●陳美寶表示，香港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船用燃料加注中心之一，亦要積極發展
綠色港口和智慧港口。圖為香港海運及港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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