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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

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提升管治水

平」。從特首在報告中所列舉的措施，我們可以知道他不是信口開河

的，而是真的希望能全方位地，由下而上的強化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溝

通和交流，全面落實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我認爲政府在這方面的取

態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尤其報告強調除了要更好地運用現有的咨詢渠

道和架構，加強政府高層與區議會及立法會的溝通之外，更要求問責

官員「主動走入群衆」，聽取意見，可説是在施政上進一步體現民主

精神，應有助於政策的認受性和社會和諧地向前發展。

不過，我也想指出，今次施政報告所提出的措施，著墨點主要是集

中在強化由下而上、上而下的「縱向」交流，但在加強「橫向」協調

方面的措施，相對之下則較少。我所指的「橫向」，就是政府內部，

局與局之間，以至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協調。其實我在這裏曾不止一次

強調，政府內部橫向協調和統籌合作的重要性；但實際經驗告訴我，

當我們向政府建議和爭取涉及多局或多部門的職權範圍時，事情就會

裹足不前。

當然，特首在報告中承諾，會在地政署成立專責小組及推行試驗計

劃，以加快私營工程和有關土地審批等的流程，並會進一步檢討其他

範疇的營商發牌程序，簡化各項申請手續；並提出成立由政務司司長

領導的「家庭議會」，以統籌涉及家庭事務的跨部門政策。這些措施

對提高政府內部橫向協調，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再者，不少的政策，或發展項目，其實都牽涉一系列的配套，兩者

環環緊扣，不能斬件處理。像發展會議展覽行業，固然首要的工作是

改善場地和設施，但除硬件外，也絕對不能忽略其他的軟件配套，例

如酒店、簽證安排、航空、物流等等。因爲這些都是會展業關鍵的支

援服務，也是香港比其他城市優勝的地方。如果這方面搞不好，則空

有漂亮展覽館亦於事無補。同樣道理，在啓德興建郵輪碼頭，若果認

爲只需搞好碼頭設施，就可以輕易吃到這塊國際郵輪旅客的肥肉，也

是大錯特錯的；假若缺乏相應的國際性宣傳、航綫安排等等配套，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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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這些宏偉亮麗的硬件建設，最終會變成金字塔一樣，淪爲徒具觀賞

價值的觀光點，卻製造不到應有的效益。另一個例子，就是近日大家

關注的發展與保育並行，文化藝術與企業緊扣向前，都需要政府跨局

跨部門的思維和合作，才可以幹出成績的。

我期望當局能真的會在這方面走得更深更遠，徹底打破決策部門彼

此間的隔閡，凝聚一個有利跨部門政策落實的環境。否則，即使政府

上層有與公衆拉近距離的良好意願，也只是空談而已。

除此之外，要實現良好管治，政通人和，一方面政府需要有決心和

意志，社會也需要凝聚共識。香港過往的成功，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是政府能不斷地平衡多方利益，公平和理性地處事，知識作爲制定政

策的基礎，以專業做後盾，公衆利益為依歸，實現良好管治。但在不

斷演變的社會，要做到所有人都接受的平衡，談何容易？我們完全支

持保障民生為政府最終使命，但若缺乏經濟條件，這使命又怎能達

到？只希望特首和政府不會為了掌聲而背棄了過去對香港發展有利

的大原則，尤其是香港自由市場的運作、屹立世界的競爭力和營商環

境，更是自由黨最為關注的。

有些人當一提到管治，就認爲如果不談普選，就什麽也不用談。我

們不能認同這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存」的態度。自由黨當然也很期

待普選這個最終目標，也很支持政制必須要向前發展，因爲這是香港

人普遍的意願，已經不需要再做什麽民調來核實。但是，對於何時和

怎樣落實普選，尚未有定案。那麽，在實現普選之前，是否就無需要

設法令政府施政緊貼民意，讓政策的制定能真正切合公衆的需要，令

決策更有利我們短中長期的發展，從而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呢？我

們希望透過普選所實現的，難道不正正就是這些目標嗎？因此，爭取

普選固然重要，但並不代表同時我們就要排除所有其他有利於改善管

治的努力。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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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同感，就是經過去年拆卸天星小輪碼頭事件，以

及較早前皇后碼頭的搬遷爭議後，社會上對保護歷史建築的態度和期

望已經改變了。我也很相信當局應該與時並進，深入瞭解現時公衆對

保育的訴求，時刻保持溝通，從而尋找新思維，探索出未來本港在文

化保育政策方面的路向。可幸的是，今次的施政報告在發展保育方面

有很多著墨，提出了清晰理念和具件措施之餘，特首更把文化保育視

爲他所提出的「進步發展觀」內其中重要的一環，顯示出當局對探討

未來保育政策方向的誠意和決心。

那因應公衆期望的改變，未來的文化保育政策應該如何制定呢？我

覺得談保育政策，不應該只局限於討論拆與不拆，這是對保育很狹隘

很落後的認識。首先，不是把建築物原封不動，任由它停留在以往的

歲月，淪爲一幢只能供人憑吊的紀念碑，才算是保護文物；反而，我

們在保留之餘，更應該要賦予它新生命、新意義、新用途，把它和我

們的日常生活聯係起來，讓它繼續發揮對社會的貢獻，讓它的存在能

更有意義。歷史建築物不是我們埋在地底下的「時間錦囊」，任由它

躺在那裏不去碰它，留待我們的子孫去發掘。建築物本身是社會建設

的一部分，是為服務人而存在的，故此就應該和社會同步發展，才能

讓它履行原來的使命。

我很認同施政報告當中提出的概念，就是在「保存」的同時，還要

「活化」，兩者是同樣重要的。那怎樣為之「活化」呢？施政報告也

有很清晰的界定，就是讓建築物「融入社區之中，與社區互動，從而

帶來社會及經濟效益」。如今大家都在提倡「持續發展」；「活化」的

概念就正好讓古舊建築物重獲新生，好讓它能繼續發揮自身的功能，

繼續服務社會，也就正好符合「持續發展」的理念。

我自己其實於 05 年 8 月，曾經在報紙上寫過文章，討論如果使保

育符合當今持續發展的需要。當時我就指出，對於私人擁有的歷史建

築，當局應該為業主提供保留的「誘因」；在保留「硬件」的同時，

應該容許持有人以「軟件」的收益來保養「硬件」。我所說的「硬件」

就是指建築物本身，「軟件」就是指其用途。兩年後的今天，我很高

興看到施政報告的看法與我不謀而合。近年國際上的趨勢，很多時候

都會把歷史建築物轉作較現代化的用途，以配合城市的發展；當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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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一定程度的商業活動進行。在考慮賦予建築物新用途時，固然要

吻合其本身的格調和個性，否則就會變得格格不入。但是不是一定要

用來做博物館呢？我覺得在考慮「軟件」時應該有彈性，要靈活變通，

要切合實際環境和需要，而非好像一些人，但凡提起歷史建築，都不

理三七二十一，條件反射地主張應該要做博物館。我們真的需要這麽

多博物館嗎？

像施政報告當中提到，原則上接受馬會提出的，以 18 億元活化中

區警署的計劃。該計劃建議把中區警署融入附近的環境，化身成一個

集歷史建築、文化藝術、觀光購物，和旅遊消閒的新一代地標，設施

包括了觀景台、劇院、表演廳、畫廊、迷你戲院、餐館及零售店鋪等，

並會興建通道連接附近的蘭桂坊及蘇豪區。我覺得這個計劃正好件現

了「保存」和「活化」並駕齊驅的精神，一旦落實，屆時不僅中區警

署建築群可以保存，市民和遊客又多了一個多元化的好去處，更重要

是讓這幢歷史建築物真正「活」起來，成爲了廣大市民生活中的一部

分，讓大家能隨時隨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價值。如果中區警署是有生

命的話，我相信他寧可成爲一個熱鬧的，與當代市民生活式式相關的

地方，也不希望變爲一件殘留下來，冷冷清清，人跡罕至，與你我日

常生活毫無關聯的古董死物。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