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撐東北發展 新界需要向前 
 

（一）序言 

新界向前發展聯席會議是由一群關心新界事務的市民所組成，就新界的未來發展提出建議，並

促請政府充分善用新界區的優勢，優化城鄉規劃及加強產業配套，來處理亟待解決的經濟及民

生問題。本會的立場是支持新界東北的發展，同時就政府的建議，提出下列意見： 

 

（二）增建公營房屋，提高發展密度 

現時香港樓價高踞不下，申請公屋的數字屢創新高，為應付市民的房屋需求，增建公營房屋乃

是政府的首要急務。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炊」，即使當局有決心解決房屋問題，也要有足夠

的土地供應配合，方能玉成其事。政府的建議早在 2008 年制訂的，不少考慮因素已經不合時

宜，最典型的例子是沒有預留居屋用地，引起大眾市民的質疑。因此本會要求政府修訂規劃，

增加區內的住宅供應，全方位滿足市民的居住及置業需要，建議如下： 

A. 將公營房屋（公屋、居屋）的比例從 43%提升至 60%，並將興建單位數量提升至 70,000 個； 

B. 擬發展私人樓宇的部份土地，加入「港人港地」的條款，藉以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的

置業需要；及 

C. 適度增加地積比率及發展密度，容納更多居住人口。 

 

（三）發展多元產業，增加就業機會 

總結政府四十年來開發新市鎮的經驗，當局往往忽略市民的就業需要，沒有提供足夠的工商業

用地，導致新市鎮未能達到自給自足的目標。不少新市鎮居民須長途跋涉到市區上班上學，致

使居民的交通及其他生活開支高昂，而且間接產生了不少家庭、就業及社區問題。八十年代的

屯門，以及今日的天水圍正是當中的典型例子，值得當局深思和警惕。 

 

隨著人民幣不斷升值，內地的工資及原材料成本上升，消費者對產品的安全要求不斷提高，加

上西方國家對華實施貿易限制等，以上種種因素，令部分本來在內地設廠的港資企業考慮回流。

不過香港現有的市區工業用地一來遠離內地，二來很多已被改建、重建，三來未必適合今日的

工業生產需要。北區與多個陸路口岸相連，各項基建配套齊備，適合發展邊境工業區。 

 

本會認為當局應把握先機，改變傳統新市鎮「偏重房屋供應」的發展模式，發展多元產業，有

助解決北區、元朗、天水圍欠缺就業配套所帶來的流弊。 

A. 積極吸引工業回流，並在新界東北規劃以創新科技、檢測認證、文化創意等六項優勢產業

為主的工商業用地； 

B. 當局宜考慮到周邊地區的發展，制定全面的規劃，並與本港的大學及相關產業園區（科學

園、大埔工業邨、元朗工業邨），加強聯繫、配合及支援； 

C. 參考新加坡及深圳的經驗，引入內地及海外頂尖大學在此設立研究生院，以提升香港的科

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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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助解決就業問題外，居民毋須長途跋涉上班，節省市民的交通費支出及出行時間，有助

提升生活質素。從宏觀角度而言，發展多元產業使香港經濟能平衡發展，不用過度依賴房地產

及金融業。 

 

（四）改善交通配套，落實建北環線 

現時東鐵載客量已經飽和，隨著將來新界東北全面發展後，人流、車流定會相應增加，屆時東

鐵、粉嶺公路及吐露港公路將會不勝負荷。由於公屋、居屋住戶未必駕駛私家車代步，當局有

必要興建集體運輸系統。因此本會認為政府開發新界東北，以及興建北環線工程應同步進行。

同時建議政府修訂路線，由蓮塘口岸作起點，途經坪輋、粉嶺北、上水、古洞、新田，連接至

錦上路站，藉以分流東鐵往返市區和新界北部的乘客量。 

 

（五）結語 

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回顧發展歷程，六十多年前不少內地廠商、工人為了逃避戰禍，紛紛南

遷香港，為香港邁向工業化奠定基礎。自此來自四方八面的企業、資金、人才蜂擁而至，透過

互相競爭、交流、合作，本地人才的競爭力方能得以提升，從而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環觀古今中外，從來只有對外開放的國家及地區，經濟才能夠持續地成長，這是「放諸四海而

皆準」的發展定律；相反，故步自封只會一沉不起，難道香港要走一條如清朝中葉般「閉關自

守」的衰亡之路嗎？ 

 

香港需要向前！ 

 

新界向前發展聯席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