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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復常永遠是我的目標全面復常永遠是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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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新年接受香港商報獨家專訪

通關意義大 未來有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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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做特
首，其實
最想見到

就是市民開心。如果每件事做
出 來 ， 市 民 開 心 ， 我 就 更 開
心，這是最大的回報！」 說起
全城振奮的通關，李家超臉上
的笑容由心而發。回望整個過
程，他說，每一步都很難忘，
也算是兌現了競選時的承諾，
感謝各方的支持。

李家超2023年第一個專訪，適
逢香港有一個非常好的開局，一
如他的競選口號 「同為香港開新
篇」 ，市民都沉浸在通關喜悅
中，他形容自己 「當然也非常開
心」 ，其中每一步每一刻都在心
間。

「其實，我競選的時候都有
說，希望可以盡快通關！」 他
回首上任後，針對疫情變化不斷
調整防疫措施，從取消酒店隔
離、到 「0+3」 等等， 「看到每

位市民對每個措施的喜悅，都是很大鼓
舞。我自己心目中，最終的目標就是達至
全面通關。」

整個過程中，李家超非常感謝中央支
持。他說，中央很了解香港情況，當他將香
港情況匯報時，內地官員都很用心， 「有時
問很多問題，他們都很了解，絕對明白香港
絕大部分市民希望通關回復正常，與內地通
關對香港有很大的提振作用。」

李家超印象最深的是，他從北京述職回
來宣布將會通關。 「我第一句話是說通關
實現了！之後，我收到很多信息，很多人
都說很鼓舞！」 他坦言，當時還未知下一
步會怎麼走，接下來就全力爭取盡快，最
終願望成真。

到了真的通關那一天，李家超和很多市
民一樣，心情很激動，尤其當他見到一幕
幕的團聚、相擁， 「看到不同人士得以家
庭團聚，回去做自己的公務及商務，見到
親戚相擁、已結婚但未擺酒現在擺酒，看
到他們面露很自然的喜悅，已經是很開心
了！」

「做政府官員特別是現在做行政長官，
每個政策都會影響700萬名香港市民。」
李家超坦言， 「如果因為我做一個政策，
市民有了笑容，這就是最大的回報！」

香港商報記者 木子

兩地通關後，市民都期待全面復常，李家超表示，希
望在今年內取消所有包括口罩令在內的防疫限制，
「2023年我的目標是希望全部所有限制都沒了！」他希

望 「2023年第一季解決所有問題」。

希望沒有防疫措施包括口罩令
「我的責任是要照顧700萬市民，還要考慮對於國際的

責任，對於內地的責任。」李家超說， 「全面復常永遠
是我的目標。當然希望沒有防疫措施，包括口罩令。」
他指，做決策都要務實，要看有沒有風險，不可以只是
盲衝。

對於復常，李家超稱，短期而言要看各項數據，包括
本港醫療體系是否承受得到。他重提第五波疫情說：
「我們不想再出現（去年）3月第五波看到的情況，醫療

體系應付不到，也因此中央及時派人來幫助。」他非常
感謝衛生當局、醫管局做了很多事情，也非常感謝醫療
人員做了很多，非常感謝中央伸出援手。

談及對付新冠疫情，李家超很清醒： 「這個病毒很冷
酷、很無情。不是我個人的熱誠就可以解決問題，而是
要整個制度體系配合。」

冀今年首季解決所有問題
李家超指，看到最近這一波疫情確診數字已從最頂落

下來， 「數字最高29000多宗，未到3萬，現在已在1萬
以下，即是由最高跌回三分之一。」（編者按：昨日確
診已跌至4653宗）

「接下來，要小心有否新的變種病毒，導致比Omicron
更厲害的情況。」李家超說， 「居安思危很重要，永遠
都要有個安全系數擺在那裏。」

「短期來看，主要要看近期醫療體系能否應付，重症
和死亡情況如何。」李家超重申不希望見到死亡個案，
但若參考全世界疫情經驗，似乎這是必然的現象。他希
望現在的死亡數字，最好是出現下降。

如果一切朝正面發展，首先要克服冬季可能出現的上呼

吸道感染高風險期，之後當局會再看措施怎樣調整。 「我
希望2023年第一季解決所有問題，對此也有信心。」

下月親赴中東說好香港故事
李家超提到，今年2月份有一個大計劃，特區政府將在

內地和外國廣泛宣傳本港。他解釋1月份有春節，我們中
國人的習俗是要團聚拜年， 「為讓大家過一個溫馨、印
象深刻的年，所以我們定在2月。」

李家超說，自己會和政府團隊、官員去不同地方，說好
香港故事。其中就包括香港疫情差不多沒有了，讓大家知
道香港已經復常。 「這些，我們要親身講給大家聽。」

問到會首先到國外哪個地區，李家超相信是中東。 「2
月可能會去中東，財政司司長都曾去過那裏，有一些工
作已經開展。」他說， 「希望有關國家、企業知道，
（香港）特首親身將香港情況清晰地講給大家聽，為什
麼現在香港更具吸引力，去到香港會有什麼好處；特別
是現在通關了，大家還可以經香港進入我們內地！」

李家超表示，通關意義重大，對香港有很大的提振作
用，除了便利市民，也令香港更加聯通世界， 「許多外
國人士來香港，都希望進入大灣區，進入內地市場。」
「兩地之間緊密相連，經濟活動因此活起來。」他指，
「香港有兩個優勢，一個是背靠祖國，大家是血脈相

連；第二是我們與國際接軌，這是香港的成功之道。」

通關首階段完全符預期
高鐵周日正式重開，李家超直言，一開始考慮復運時

遇到一些困難，因為停開的時間實在太長了，要和內地
做好銜接，還要做好司機的培訓，保證安全、暢順，最
後才能爭取到重開。

他強調，在設計通關第一階段
時，最重要是安全、有序及暢順。
從目前情況看來，完全符合預期。
他認為，開一個好的頭，給市民好
的體驗，這非常重要， 「如果第一
天都不暢順，整個氛圍和體驗都會
很差，大家對通關可能就會有反
感。」

目前每天6萬人的配額數量，李
家超認為剛剛好，主要是基於安全系數的考慮，即使農
曆新年前後需求比較大，也能保證安全暢順，同時也考
慮到市民的需求， 「希望公平一點，做到人人有份。」他
又誇讚預先公布規劃長達8個星期的做法很好， 「你可以
有一個長遠計劃，知道香港一半的人口都有機會去，你的
心就定了，不會像羊群效應一樣，一窩蜂去搶。」

第二階段「我也很心急」
問到第二階段何時能開放，李家超坦言： 「我也很心

急，相信內地也希望快點開。」他指，必須做到特區政
府、中央和廣東協調好，三方的共識是：逐步、有序和
全面，香港要達到這個要求， 「我覺得第一階段應該符

合到預期了，這樣我就很容易和內地來談。」
今次通關期間，有不少聲音要求增加配額、放寬限制

等。 「你講的，沒有講的，我們都想到了，都有在討論。
兩地都有些因素要克服，外界未必了解。」李家超表示，
除了和內地通關，還要考慮和世界接軌；還有就是要符合
香港本身的抗疫措施。 「這三件事要配合好，什麼階段要
調整？會不會影響通關的實際操作？我們希望有一個前進
的速度，但怎樣拿一個平衡，你們給我一點時間！」

香港與內地「天天有接觸」
李家超強調，（恢復通關）最重要是從零到有，第一

階段先開，有新情況再即時調整，門才能一道道打開。
他透露，（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天天都有在接觸，很
密切地在談，結果一定不會讓市民失望， 「我們希望符
合市民要求，而且給一點點驚喜他們。」

至於需不需要仿效澳門限制抗疫藥物出境，李家超指自
己一向鼓勵盡量不要輕易動用法律手段， 「能不用最好別
用，藥房自己研究做規限，這樣最好，靈活性較大。」他
強調，問題只是短暫出現，法律越少越好，當法律一出現
就是長期的了， 「自律最好，大家協議指引，共同規範，
如果問題不出現，就不用再考慮指引了。」

香港與內地免隔
離通關實施一周之
際，行政長官李家

超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李家超表示，第一
階段的開放安全、有序、暢順，符合預
期。他坦言自己也很心急，希望可以盡早
開啟第二階段，特區政府和中央以及廣東
天天都保持密切接觸，外間提的很多要求
也都有考慮到，希望最後能符合市民要
求， 「一定不會讓市民失望，而且能給多
一點點驚喜。」 （尚有相關報道刊A2版）

香港商報記者 木子 林駿強

李家超表示，通關後馬上要做的事：一是繼續加
強與內地合作，他會去北京向領導層報告香港的情
況，以及期待什麼政策支持，希望中央及不同部委
考慮；二是希望整個特區政府積極主動參與到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中來，亦即大家要考慮香港真正的優
勢是什麼，怎樣發揮香港的優勢，怎樣在大灣區建
設中合作共贏。

打通任督二脈港深物流強強互補
李家超舉例說，物流是香港傳統優勢， 「我們和

國際的物流很有優勢，而深圳的優勢就是整個中國
的物流優勢，這（方面合作）就是強強互補。」

李家超說，香港空運世界首屈一指，量是全世界
第一， 「這麼大的優勢，我們怎樣貢獻給大灣區

呢？顯而易見，將物流集中經過香港去到世界最為
高效。」他認為，將香港的物流與大灣區各物流點
打通，比如各方建立特別安排的通道，就像武俠小
說中的打通任督二脈，一定有潛力，如果說大灣區
合作中有望最快完成、最快得到回報，物流就是其
中一個， 「其實我覺得萬事俱備，只欠我們走在一
起將網絡打通。」

創科合作是另一個最有發展前景的範疇，深圳創
科有很大優勢，和物流一樣與香港相輔相成。 「我
們的基礎科研，比如生物科技，也很厲害，做得很
好，拿過很多獎，內地也非常認可；但我們的落
地，將科研變成產品，真正讓社會受惠，這還不
夠。」李家超說， 「現在大家都要按國家要求、二
十大精神向高端發展，如果我們和深圳方面合作得

好，生產趨向高端化，那回報就不止是在基層勞動
方面的回報。」

北都區大灣區對接更緊密
大灣區是這些年的 「熱詞」， 「一加一大於二，

11個城市加起來一定是超級大。」李家超說， 「我
會很主動去聯繫大灣區城市，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網
絡、點對點的互信，我要求我的同事也同樣建立起
這樣直接的關係。」

他說，大灣區優勢是8000多萬人口，是香港的十
多倍，因此合作等於是讓香港機會多了十幾倍。香港
可以充分發揮聯通世界的作用，將外國人才、企業、
知識、科技推入灣區，讓大家把優勢共冶一爐。

特區政府新近提出發展北部都會區可以讓這種對

接更緊密，當局在基礎建設上，一定會讓該區和大
灣區發展相配合。當局已經規劃到前海的鐵路；而
內地及本港的口岸也將越來越多。將來，在口岸安
排、生態旅遊等方面，發展的空間都是無限的。

河套要做「特區中的特區」
李家超又提到落馬洲河套區的 「一區兩園」，他

希望以 「特區裏有個特區」這樣地去合作，大灣區
是個創新的試驗場，河套的發展也應該有創新想
法，包括人員流動。 「一區兩園」現在始終是 「兩
地」，他希望做到將人員流動更加簡化，簡化通關
模式是第一步，可按部就班，然後進行第二步簡化
模式，之後這一區的流動就非常自然，可以節約大
量的成本。

李家超說： 「這就是我所講的特區裏的一些專項
的做法。如果我們拿到國家的政策，可以做一個試
點；試了是好的，就可以輻射到其他地方，這就是
我覺得大灣區建設裏，香港可以主動積極作出一些
想法，從而讓人流更暢順，讓資金流更暢順，讓數
據流更暢順。」

通關後港府馬上要做些什麼？

積極主動投身大灣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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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超日前接受商報獨家專訪，談到通關話題臉上露出由衷的笑容。 記者 馮瀚文攝

李家超對商報記者表示，通關第一階段符合預期，希望盡早開啟第二階
段，能給市民多一點點驚喜。 記者 馮瀚文攝

高官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