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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024年元旦，
當日香港迎來世界各

地的旅客，來港的內地旅客數量更隨疫後步
向復常。雖然本港旅客人數已回升至2018
年的七成，然而距離完全復原估計還需時
間，我們仍需加倍努力。

隨香港與內地的交通便利提高，內地
旅客的旅遊模式出現變化，大量內地鄰近
城市居民選擇 「不過夜」，倒數後便隨即
返回內地。就兩地之間的跨境安排，我
們建議增加24小時通關口岸，及跨境巴士
的數量疏導旅客，避免同樣事情再發生。
同時，筆者認為香港未來可發展高質量旅

遊，圍繞幾個
主要大方向，
包括加強聯通
內地；吸引境
外旅客措施；

以及提升本港旅遊吸引力等。
加強聯通內地方面，自由行計劃為過去

10年的香港經濟作出重大貢獻。筆者建議
當局擴大自由行適用城市，放寬自由行限
制，以引進更多旅客。除此之外，可優化
大灣區內地居民赴港簽注政策，恢復深圳
戶籍居民赴港一簽多行，並探討將一簽多
行及一周多行政策有序擴展到大灣區內地9
個城市。此外，本港旅客購物免稅額度太
低，筆者建議當局應該針對性加倍提升免
稅額度，帶動經濟循環，為本港旅遊經濟
注入更多資金。

與此同時，吸引內地客來港消費之外，
本港都需要吸引更多國際旅客。根據筆者
目前了解，旅發局駐杜拜的辦事處，只為
代表辦事處（Representative Office），並
沒有實體人手現場運作，建議政府為加強
對中東的宣傳，應把該辦事處升格，包含

實體人手運作，以體現對中東地區的重
視，及加強對中東人士宣傳來港旅遊。

在提升本港旅遊吸引力上，建議特區政
府提供方便優惠，推出 HK Pass 香港通行
證，仿效其他城市如London Pass，讓旅客
持一票通或電子 Pass，以優惠價參觀公私
營博物館、遊迪士尼、山頂纜車等景點。

同時，千萬不要忘記，香港一直是國際
盛事之都，通過國際盛事的策略性串聯，
繼續舉辦大型國際盛事，吸引國際遊客，
往往也是我們的優勢。啟德體育園預計於
今年底完工，屆時能夠容納 5 萬名觀眾，
可以進行更多國際級演唱會，吸引國際遊
客。

最後，筆者認為隨旅客旅遊模式的改
變，香港應該發揮我們一直以來所驕傲的
迅速應變能力及精神，多措並舉，加速推
動高質量旅遊發展。

特區政府將於 2
月底發表新一份財

政預算案，面對千億財赤，市民關注香港
會否引入資本增值稅（CGT）等新稅制。
正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在目前或可見短
期內，香港不具備開徵資本增值稅的條
件，亦無考慮徵收離境稅。至於樓市會否
「撤辣」，陳茂波稱一直留意市場發展。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樓市股市關

係廣大市民身家財產，更直接影響內需消
費，在經濟不景之時更需要力呵護資產
市場，重建經濟信心。在這個時候增加物
業印花稅及推出資本增值稅的建議，不但
與香港低稅制傳統相違，更會進一步挫傷
資產市場信心，樓市股市不景，內需無
力，香港何來 「興」的動能？外國資金又
如何會來香港投資？通過開徵新稅解決財
赤只會引發更大的後遺症，特區政府應對
財赤的關鍵是厲行開源節流，更重要是在
預算案採取更有力的措施提振資產市場，
重振各界對香港資產市場信心，以免陷入
惡性循環。

毋庸諱言，香港在三年疫情以及疫後復
蘇上，投入了巨額的資金，加上賣地收入
遠遜預期，導致財赤不斷惡化，逾千億的
財赤已到了警戒線，令政府很難再大灑金
錢。聖經創世記有七個豐年和七個災年的
故事，講的是要在豐年時積極儲備，以應
對接踵而至的災年。香港目前的經濟情況
其實亦是一樣，主要依靠過去幾年的經濟

暢旺，政府收入水漲船高，從而令香港有
了應對經濟不景的彈藥。但同時，經濟周
期往往都是連續性、周期性，香港的經濟
困難也不可能一兩年就自動解決，所以在
財政儲備上更需要小心運用，不要以為經
濟一轉好財赤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在全
球經濟重構，香港經濟環境深刻改變的今
日，這樣的想法恐怕是不切實際，經濟不
景很可能是一場持久戰。

好鋼用在刀刃上
新一份預算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將好鋼

用在刀刃上，將有限的資源放在最能夠取
得效益、最能夠提振經濟信心的地方。毋
庸諱言，當前香港社會的經濟信心正處於
低谷，主要體現在樓市與股市之上。樓市
股市是香港經濟最重要的支柱，股樓穩，
經濟就穩，這是發展的定律。有一些人認
為資產市場的起伏只是市場正常調整，政
府不應介入，這是離地的說法。

全世界的政府都高度重視資產市場的穩
定和增長，當年特朗普的一大政績，就是
推動美股持續上升，政府對於資產市場的
起跌當然不能如此 「雲淡風輕」。香港近
期遭遇 「股樓齊殺」，已經令到市民身家
「大縮水」，從而打擊消費意欲，甚至引

發各種金融、經濟的後遺症。一個國際金
融中心，股樓卻跌跌不休，投資者全部損
手，還如何開拓新興市場？如何吸納外國
資金？香港在首次公開招股（IPO）方面
的表現持續下滑，預計2023年集資額將跌

出全球五大，便是明顯例子。資金都是逐
利，一個無法賺錢的市場是吸納不到資金
的，最終只會導致惡性循環。當前香港經
濟信心不足，主要根源就在於資產市場。

政府近年大力推動 「八大中心」建設，發
展新興產業，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這些都
關係香港長遠，理所當然要作出投資。但對
於關係廣大市民切身利益，影響香港經濟的
資產市場，政府同樣要大力維護，一方面在
當前信心虛怯之下，不宜再提出一些打擊市
場信心的建議，另一方面要積極為資產市場
拆牆鬆綁，重振市場信心。

在樓市上，應該盡快撤除不合時宜的
「辣招」，撤除對外來投資者買樓的重稅

和限制，讓樓市真正復常，重新激發樓市
交投。對股市應注入信心和動力，進一步
降低印花稅，甚至可以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組合上加大港股比例，反正現在不少藍籌
都是價殘息高，政府入市風險不大，又可
提振市場信心。

要維持財政可持續性不外乎開源節流，
開源靠的是賣地，其他公共收費調整不過
杯水車薪，削弱民生福利也會引發反彈，
只要政府全面 「撤辣」，切實維護樓市穩
定，賣地收入相信可以恢復。至於節流上
應該研究叫停一些龐大項目，例如當前樓
市不振，又有北部都會區發展，香港土地
長遠供應已經趨於穩定，投入大、回報
長、風險高，投資隨時高達萬億的明日大
嶼計劃，是否還要繼續？是否應將好鋼用
在刀刃上，值得深入研究。

立法會議員 周浩鼎

發展高質量旅遊 迎合新常態
建評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於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
荔府征房〔2024〕1 号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的有关规定，广州市荔湾
区人民政府决定征收聚龙湾片区项目启动区 AF0212040 地块国有土地上房屋，具体如下：

一、征收范围：按《广州市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穗规划资源业务函〔2023〕8706 号）所
附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确定（详见附件 1）。

二、征收房屋地点：
芳村大道东 156 号之二、芳村大道东 156 号之三、芳村大道东 156 号之四、芳村大道东 156

号之五、芳村大道东 156 号之六、芳村大道东 156 号之七、芳村大道东 156 号之八、芳村大
道东 156 号之九、堤岸街 7 号之一。

上述范围内的房屋被依法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如有遗漏，以本项目用地规划
红线为准。

三、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区白鹅潭开发建设中心
四、征收补偿方案：（详见附件 2）。
五、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

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补偿。
六、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签约期限为 2024 年 1 月 19 日起至 2024 年 3

月 18 日。签约期限届满，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或达不成协议的处理办法：由广州市荔
湾区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标准作出补偿决定。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及使用人在
补偿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仍不搬迁的，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七、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依法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八、相关资料可以向征收实施单位索取。
九、经查，该范围内无不可移动文物。但用地红线涉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协同和机器厂旧

址的建设控制地带，相关方案报有关部门同意后实施。
征收实施单位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 110 号（聚龙湾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现场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1618464
联系人：陆先生
特此公告。
附件：1.《广州市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穗规划资源业务函〔2023〕8706 号）
           2. 聚龙湾片区项目启动区 AF0212040 地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查询网址：http://www.lw.gov.cn.

          2024 年 1 月 19 日

過去的一年，安徽合肥東部的發展令人矚目：瑤
海區深入推進 「城市更新、產業轉型、環境提升」
三大行動，首次躋身 「賽迪百強區」，位列全國投
資潛力百強區第59位、全國新型城鎮化質量百強區
第84位，獲評全國 「家校社共育」實踐區，創成省
質量強區、省健康區……

這其中，三大行動之一的城市更新為瑤海的精彩
蝶變提供源動力和新空間，也為新的一年，瑤海精
彩蝶變帶來新動能、新機遇。

城市更新奠基產業新未來
2024 年1月1日，中國（合肥）服裝原創設計基

地正式開街。這是瑤海區工業遺產活化再利用的一
個重要代表。近年來，瑤海區採用保護傳承與改造
提升相結合的更新方式，長江180藝術街區、二號
門·幸福街里、車橋新界、時埠里、中國（合肥）服
裝原創設計基地 「五朵金花」漸次綻放，成為城市
文旅新地標。

城市更新帶來的新產業空間造就更好的產業未
來。在曾經 「從0到1」的瑤海產業空間——中國網
谷，過去一年，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數增長35.2%、
增速全市第一，專精特新企業實現倍增，科創指數
位列全省城區前三、科創增幅位居全省城區第一，
「從1到100」的加速度彰顯瑤海產業的後發優勢。
而在合肥東部新中心，去年修復土地1676畝，累

計出庫達2935畝，新的一年，瑤海新產業發展的空
間更足、潛力更大。

城市更新增進民生新福祉
「這裏的辦學條件不僅孩子們受益，在這裏工作

也是一種幸福。」 板橋里幼兒園負責人王雁對龔大
塘的變遷感慨頗深。龔大塘片區曾是合肥二環內最
大的整建制城中村，如今鳳台路、白龍路、青龍路
建成通車，少兒藝校雙龍分校、板橋里幼兒園、嘉
山路幼兒園正式招生，一座座安置房拔地而起，幸
福生活應運而生。

過去一年，瑤海區徵遷面積再破百萬，待拆遷面
積從接近主城區一半下降至四分之一，建成復建點
13個、223萬平方米，完成安置157萬平方米，5.15
萬群眾喬遷新居。

2023 年，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
造。作為老城區，肩負 「重任」的瑤海針對轄區下
剩的41個城中村，排定三年攻堅計劃。新的一年，
12個老舊小區改造、51個徵遷項目已經列入大建設
計劃表。

城市更新提升發展新質感
上班族對東部路網的發展最有發言權。如今，郎

溪路高架、裕溪路高架、北二環高架組成的快速路
網讓他們的通勤時間更短、成本更低。

在瑤海， 「一環兩橫兩縱」快速路網、
「五橫八縱」骨幹路網基本建成，全市最

密的地鐵布點、換乘設置，15分鐘交通圈
全面構建。城市更新中的路網更新，成就
瑤海的東部交通樞紐地位。

曾經的工業城區——合肥瑤海已邁出城
市更新的關鍵步伐，也邁進城市更新的新
境界：城市空間盤活、產業生態構建、人
文記憶再生、發展活力進階。新的一年，
瑤海區追速度強品質、以品質提氣質，基
於城市更新的城市轉型，將讓城區的發展
更具質感和溫度，老城蝶變的未來令人更
加期待。 孫軍 解琛 關堂所

合肥瑤海：城市更新開創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合肥瑤海文一時埠里街區合肥瑤海文一時埠里街區。。

合肥瑤海龍興家園安置項目合肥瑤海龍興家園安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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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的變遷感慨頗深。龔大塘片區曾是合肥二環內最
大的整建制城中村，如今鳳台路、白龍路、青龍路
建成通車，少兒藝校雙龍分校、板橋里幼兒園、嘉
山路幼兒園正式招生，一座座安置房拔地而起，幸
福生活應運而生。

過去一年，瑤海區徵遷面積再破百萬，待拆遷面
積從接近主城區一半下降至四分之一，建成復建點
13個、223萬平方米，完成安置157萬平方米，5.15
萬群眾喬遷新居。

2023 年，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
造。作為老城區，肩負 「重任」的瑤海針對轄區下
剩的41個城中村，排定三年攻堅計劃。新的一年，
12個老舊小區改造、51個徵遷項目已經列入大建設
計劃表。

城市更新提升發展新質感
上班族對東部路網的發展最有發言權。如今，郎

溪路高架、裕溪路高架、北二環高架組成的快速路
網讓他們的通勤時間更短、成本更低。

在瑤海， 「一環兩橫兩縱」快速路網、
「五橫八縱」骨幹路網基本建成，全市最

密的地鐵布點、換乘設置，15分鐘交通圈
全面構建。城市更新中的路網更新，成就
瑤海的東部交通樞紐地位。

曾經的工業城區——合肥瑤海已邁出城
市更新的關鍵步伐，也邁進城市更新的新
境界：城市空間盤活、產業生態構建、人
文記憶再生、發展活力進階。新的一年，
瑤海區追速度強品質、以品質提氣質，基
於城市更新的城市轉型，將讓城區的發展
更具質感和溫度，老城蝶變的未來令人更
加期待。 孫軍 解琛 關堂所

合肥瑤海：城市更新開創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合肥瑤海文一時埠里街區合肥瑤海文一時埠里街區。。

合肥瑤海龍興家園安置項目合肥瑤海龍興家園安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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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醫 生 人 手 不 足 導 致 市 民 「看 病
難」，素來是個老大難問題，尤其是公立
醫院急症室動輒排隊數小時，專科輪候時
間動輒數年，往往令病人難以及時獲得適

切治療，如此情況實在不理想，也值得有關
當局、業界和社會反思。特區政府絞盡腦汁，除

了發展社區基層醫療系統、引入海外醫生外，甚至還考慮
提高急症室收費以杜絕濫用。這些措施相信都可以起到一
定成效。但誠如卸任在即的中大醫學院院長陳家亮昨天所
指，解決醫生不足問題的最可靠方法還是在於栽培更多本
地人才。

根據2021年特區政府數據，香港每1000名人士僅擁有兩
名醫生，遠遠落後於新加坡(2.5名)、日本(2.5名)、美國(2.6
名)、英國(3.0名)和澳洲(3.8名)等先進經濟體。上述數據反
映本地人均醫生比例極不理想，公立醫院有時更會發生寥
寥數名醫生照顧數千病人的 「奇景」，這樣必然令醫生疲
於奔命，病人福祉恐怕亦毫無保障。更令人憂慮的是，香
港是全球其中一個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可以斷言，
將來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只會有增無減。有見及此，各
方再努力，多想辦法解決 「醫生荒」，收窄供求鴻溝，可
謂迫在眉睫。

為了解決 「醫生荒」，早前港府已放寬非本地培訓醫生
在港執業規定，輸入更多 「即食」的非本地醫生，這無疑
是靈活變通的招數，也是解決短期需求的最直接手段。然
而，這並不表示長遠而言我們不可以通過培養更多本地醫
生，做到更大程度上自力更生。須知道，本地醫生肯定比
海外醫生更熟悉本地環境，更了解本地需求，更能有效照
顧本地病人。

香港有沒有條件自主培養更多醫生？肯定有。首先，港
大、中大兩間醫學院在2023年QS全球醫學院排名分別為31
和32，加上高度國際化和英語教學環境，絕對有條件吸引
更多一流醫學教授加盟，增強教學資源。其次，雖然兩間
醫學院在2022/23年度的醫科學額已各自增至295個，但仍
遠少於世界各地大型醫學院一般每年收生約400人。近日兩
間本地醫學院院長均表示，將醫科學額增至400個是可以做
得到的。至於硬件方面應該亦不成問題，因為港大醫學院
正興建新教學及研究大樓，中大亦有足夠土地擴充醫學
院。增百餘醫科招生名額，雖然不能確保醫生充足，起碼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紓緩供需壓力。

自從香港和內地恢復通關以來，越來越多本地病人北上
求醫，這裏當然包含近年內地醫療水平不斷提升、醫療費
用較低等因素，但根本原因是：本地公立醫院因為需要處
理九成本地病人而導致排期極長，部分病人擔心延誤病情
而選擇北上。可以想像，倘若香港醫生持續供不應求，市
民輪候看病時間不減反增，勢必加劇看病難的問題。事實
上，據港府推算，2030年本港將缺少約1600名醫生。解決
「醫生荒」，紓緩看病難問題，已是迫不及待。既然兩間

醫學院增收醫科生的軟硬件皆不成問題，那就應該順水推
舟，爭取時間培訓多些本地醫生，填補 「缺口」，繼而確
保 「病有所醫」，更好回應病人需要。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