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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背景  
 
汶川5.12地震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對四川省作出的支援  
 
1.1 2008年 5月 12日，四川省汶川縣發生自 1976年唐山大地

震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大地震。據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

部報告，截至 2008年 7月 10日，地震已造成 69 197人死

亡，374 176人受傷，18 377人失踨，累計受災人數超過

4 624萬人。地震影響範圍廣大，災區總面積44萬平方公

里，重災區面積達125 000平方公里，四川、甘肅、陝西、

重慶等省的 417個縣、 4 656個鄉／鎮、 47 789個村莊受

災。單在四川省的受災面積便達25萬平方公里，重災區

面積10萬平方公里，倒塌房屋、嚴重損毀不能再居住和

損毀房屋近 450萬戶，北川縣城、汶川縣及映秀鎮等部

分城鎮幾乎夷為平地。損毀高速公路、幹線公路及農村

公路合共22 000公里，損毀橋樑940座，震央中心地區周

圍的 16條國道／省道幹線公路和 6條鐵路 (包括寶成線 )
中斷。  

 
1.2 在地震發生後兩天，亦即 2008年 5月 14日，香港特別行

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提出初步向賑災基金注資

3億 5,000萬元以援助地震災民的建議獲財務委員會批

准。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意見，香港特區政府通過國務

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向地震災民提供 3億元援助，而餘

下的 5,000萬元則預留給主要救援機構向賑災基金提出

申請，以便為地震災民提供緊急救援。  
 
1.3 其後，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及四川省政府進一步溝通，

知悉當地邀請香港及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提供下列

協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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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四川省嚴重受災縣，協助重建公共服務設施，

例如學校、醫院、復康中心、敬老院、孤兒院、

婦幼保健院以及文化體育等設施；  
 
(b) 重點援助四川省災區的基建，包括道路、橋樑等

項目；及  
 
(c) 參與臥龍大熊貓保育區的災後重建。  

 
此外，香港特區亦可在例如醫療和復康服務、情緒支援

和輔導服務，以及其他專業培訓等方面，按災區的實際

需要提供協助。  
 
1.4 鑒於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並不屬於賑災基金以

及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 捐款 "指定戶口的涵蓋範

圍，香港特區政府建議開立20億元的新承擔額，以設立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下稱 "香港特

區援建基金 ")，作為香港特區投入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

建工作首階段的財政承擔。其間，20名立法會議員 (包括

立法會主席 )於2008年7月4日至6日，前往四川地震災區

進行訪問，以瞭解災區的情況。特區政府於 2008年 7月
14日向財務委員會簡介該項建議，有關建議於 2008年
7月18日獲財務委員會考慮及批准。  

 
1.5 特區政府其後於 2008年 10月 28日、 2009年 2月 3日及

2009年 6月 18日，向發展事務委員會簡介香港特區在四

川援建工作的進度。政府並就第二階段 (40億元 )及第三

階段 (30億元 )援建工作的擬議財政承擔額，於2009年2月
3日及6月18日諮詢事務委員會。該兩項撥款建議分別於

2009年2月20日及7月3日獲財務委員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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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對災後重建的關注  
 
1.6 在發展事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的相關會議席上，議員

對地震災區居民的情況深表同情，並且知悉地震的災後

重建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需時至少數年方能完成，

因此需要各方的支援，及傾全國之力、全民參與，才能

戰勝這個嚴峻的挑戰。議員普遍支持香港特區擬議的援

建項目及在不同階段的撥款承擔額，但議員非常關注援

建項目質素和實施過程，以及撥款管理方面的監察工

作。在這方面，政府當局已向事務委員會提供資料文

件，並向議員保證，會透過監理工程師及獨立專業顧問

作出足夠及有效的監察工作，亦承諾會透過發展事務委

員會，每半年提交定期報告，向議員匯報援建項目的進

展和開支。  
 
1.7 內務委員會在 2009年 5月 22日的會議上，考慮了一項有

關立法會議員前往四川訪問的建議。議員認為需要前往

四川訪問，以便掌握有關重建工作及立法會為此所批撥

款的運用情況的第一手資料，而有關的訪問應由立法會

主席率領。內務委員會主席在會後代表議員致函政務司

司長，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協助安排是次訪問。  
 
1.8 在 2009年 6月 18日的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及 2009年 7月

3日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察悉香港特區首階段的

20個援建項目已經進入設計、招標和施工的具體實施階

段。至於第二階段的 100個援建項目，四川當局已擬定

有關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並正進行相關的審批工

作。鑒於所取得的進展，議員認為是適當時機，讓立法

會議員前往四川訪問，加深瞭解援建項目的實際推行情

況，並促請政府當局要求四川當局加快安排有關的訪問

活動。  
 
 



4 

 
訪問團的組成  
 
1.9 2009年9月2日，四川省政府致函立法會，邀請發展事務

委員會委員及財務委員會、內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

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及福利事務委員

會的主席和副主席，於 2009年 9月 24日至 26日期間前往

四川訪問。四川省政府亦邀請立法會主席率領議員進行

有關的訪問。議員於同日得悉四川省政府作出邀請。鑒

於擬定後勤輔助安排的時間緊迫，秘書處於 2009年 9月
3日向獲邀請的議員發出通告，請議員表明會否參加是

次訪問。立法會主席和另外 13名議員表明會參加是次

訪問。  
 
1.10 經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同意，秘書處於2009年9月14日向

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發出一份關於是次訪問的文件

(立法會CB(1)2594/08-09號文件 )，請委員察悉四川省政

府的邀請及是次訪問的擬議後勤輔助安排。有關文件的

副本亦送交教育事務委員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民政事

務委員會及福利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以及財務委員會和

內務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以供參閱。由於發展事務

委員會委員並無就訪問提出任何意見，發展事務委員會

於2009年9月21日就是次訪問向內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匯

報進行是次訪問的情況。  
 
1.11 訪問團共有14位成員，名單如下  ⎯⎯ 
 

曾鈺成議員  (立法會主席暨考察團團長 ) 
何鍾泰議員  (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 ) 
涂謹申議員  (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 ) 
陳鑑林議員  (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 ) 
梁劉柔芬議員  (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 ) 
黃宜弘議員  (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 ) 
黃容根議員  (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 ) 
劉健儀議員  (內務委員會主席 ) 
李國麟議員  (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 
張學明議員  (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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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  (財務委員會副主席及  
 發展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 
梁家騮議員  (衛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 
葉國謙議員  (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及  
 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 ) 
譚偉豪議員  (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 ) 

 
1.12 隨行職員 5人，除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外，兩名職員負

責行程安排事宜，另外兩位負責傳媒採訪安排事宜。  
 
1.13 發展局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委派了負責有關支援四川

重建事宜的官員參與是次訪問，就考察的援建項目的技

術和財務安排等事宜提供資料，有關官員名單如下 ⎯⎯ 
 

麥齊光先生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陳偉基先生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 

唐錫波先生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劉展文先生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助理秘書長) 

 
 另外，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亦有為是次

訪問提供支援服務。  
 
 
訪問目的  
 
1.14 是次前往四川訪問的目的，是由立法會主席率領發展事

務委員會的委員及其他相關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透

過實地考察及探訪四川災後恢復重建的若干項目，瞭解

重建工作的實際推行情況，及掌握有關立法會為此所批

撥款的運用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同時，透過與省政府官

員的溝通，瞭解災後恢復重建的整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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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行程  
 
1.15 是次訪問為期3天，訪問團於9月24日早上啟程，於中午

抵 達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 9 月 24 日 至 26 日 的 訪 問 日 程

如下 ⎯⎯ 
 

日期／時間  行  程  
2009年9月24日（星期四）  
下午  考察南充市白塔中學初中部  
 考察南充市涪江路小學  
2009年9月25日（星期五）  
上午  到漩口中學遺址，聽取汶川5.12地震和

漩口中學情況介紹，為 5.12遇難者默

哀、獻花  
 考察省道 303項目，聽取項目情況介

紹，和建設者交談  
 考察汶川縣水磨中學  
下午  考察都江堰市向峨鄉，聽取介紹，參觀

民房重建項目  
 到 四 川 省 人 民 醫 院 川 港 康 復 中 心 工

地，瞭解新建康復中心的規劃建設情況

 到四川省人民醫院殘疾人康復中心，慰

問看望正在康復中的地震傷殘人士，與

"站起來 "組織志願者交流  
晚上  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

宴請  
2009年9月26日（星期六）  
上午  參觀金沙遺址博物館  
 與四川省政府代表會面及聽取災後重

建情況  
中午  四川省港澳辦宴請  
下午  啟程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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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考察及探訪活動  
 
 
白塔中學初中部  
 

 
 
2.1 議員首個考察地點是南充市白塔中學初中部。原白塔中

學初中部的教學樓在5.12地震中嚴重損毀，需要拆卸重

建。重建的學校設有6 000平方米教學大樓、3 000平方

米校園廣場、校大門及其附屬設施、運動場等，總投資

1,200萬元人民幣。重建項目由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參與

援建，並獲得香港特區援建基金撥款 1,000萬元港幣

(折合約為870萬元人民幣 )資助。餘下所需資金由該機構

及高坪區教育局負責籌集。  
 
2.2 議員到訪當日，學生們在操場整齊列隊歡迎遠道而來的

議員。議員走進課室後，學生們為議員準備了一些表演

節目，包括唱歌、朗誦、畫畫等。其後，同學們向議員

致送感恩咭，議員並與學生高唱一曲《感恩的心》。該

校校長何平向議員作出簡介。議員得悉重建前學校有

24個教學班，共1 700名學生。重建工程完成後，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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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會增加至36個班，學生2 200人。教學大樓的重建

於 2008年11月正式開工， 2009年 6月正式投入使用，是

南充受災學校中開工最早，及竣工最早的災後援建項

目。校園廣場工程於2009年8月竣工。運動廣場、校大

門及其附屬設施兩個項目將於2010年全部完工。  
 

 

同學為到訪的議員朗誦  議員拍掌鼓勵表演的學生  
 
 

同學向議員送上感恩心意咭 議員和學生一起高唱《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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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江路小學  
 

 
 
2.3 議員離開白塔中學初中部後，即前往南充市涪江路小

學。涪江路小學建於 1956年 9月，在 5.12地震中，校舍

受 損 嚴 重 ， 須 拆 卸 原 址 重 建 。 重 建 前 ， 全 校 學 生

(約1 700名 )須分流到其他學校的功能室，或者租用其他

學校的教室作臨時教學的地方。重建後，規劃學生人數

約1 800人，設40個教學班。服務對象為鄰近的3個社區

約7萬人口的適齡學童。  
 
2.4 新建校舍面積約7 200平方米，包括教學樓及辦公綜合

樓。另需新建運動場約 3 200平方米，和購置圖書約

24 000冊和教學儀器等共約2 200台 /套 /件。重建總開支

約2,050萬元人民幣。由於南充巿政府出資600萬元人民

幣啓動工程，因此工程進度相對較其他特區援建學校項

目為快。香港特區的承擔額為 1,530萬元人民幣。學校

教學樓已竣工投入使用。辦公綜合樓及附屬工程已於

2009年9月開始施工，預計於2010年2月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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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訪問期間，該校學生集體創作了一幅內容有關川港一

家的書畫長卷送給議員，以表達對香港市民的謝意。曾

鈺成主席在發言時表示，雖然在地震期間，大家經歷了

一些艱難和痛苦的日子，但今日看到同學們快樂、幸福

地學習，他感到非常開心和激動。他感謝師生們的熱情

招待，並向他們送上美好的祝願。曾鈺成主席更親自為

學生以書法題辭，寫了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勉勵學生。 
  

   
議員在學生創作的畫卷上簽名 

 

 
曾鈺成主席以書法題辭勉勵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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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創作的一幅有關川港一家的書畫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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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口中學遺址  
 

 
 
 

 
議員在漩口中學遺址前為地震死難者黙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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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9月25日早上，議員首先前往地震重災區之一的映秀，

並在漩口中學遺址前為去年地震的死難者默哀。漩口中

學是阿壩州的一所重點中學，原在汶川縣漩口鎮，因修

建紫坪鋪水庫搬遷至映秀鎮。學校佔地面積33 000平方

米，有學生1 527名，教師133名。5.12大地震造成43名
學生、8名教師、2名職工、2名家屬遇難，27名學生、

2名教師嚴重受傷。漩口中學將併入由香港特區政府援

建的汶川縣水磨中學。原址現已作為地震遺址被保留下

來，以作教育及科研用途。立法會議員去年七月亦曾到

訪此處。議員們對沿途往映秀時所見到地震造成的山體

破碎景象感到震驚，並對四川人民奮力重建家園的決心

深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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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303公路映秀至臥龍段  
 

 
 
2.7 離開映秀後，議員前往興建中的省道303進行考察及聽

取簡報，以瞭解工程施工和管理工作方面的情況。隨同

議員考察的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麥齊光沿途講述這個項

目在財政及技術方面的資料。省道303公路映秀至臥龍

段是省道303線的一部分，起於阿壩州汶川縣映秀鎮，

經耿達，止於臥龍，全長約45公里。重建工程主要內容

是要恢復重建在 5.12汶川地震中受嚴重破壞的路段，

全段採用國家二級公路標準設計。  
 
2.8 麥齊光常任秘書長告知議員，省道303線是通往四川西

北及西藏的一條重要通道，也是阿壩州公路網主骨架之

一。而映秀至臥龍段公路是通往5.12汶川地震受災最嚴

重的臥龍特區的重要公路通道，是提供對臥龍特區

5 000多名居民和圈養大熊貓的基本生活物質和救災物

資運輸的生命通道。重建工程是保障世界遺產臥龍大熊

貓自然保護區災後重建順利實施的重要交通基礎設施

工程，亦有助服務區域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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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重建工程總預算開支 8億 1,000萬元人民幣，其中 7億

6,560萬元人民幣由香港特區承擔。預算建設工期 24個
月。其中路基施工工期 13個月 (2009年 4月至 2010年
5月 )，隧道施工工期16個月 (2009年4月至2010年8月 )，
2011年4月1日全部竣工。麥齊光常任秘書長表示，自本

年4月底動工起，發展局已先後四次派出工程師進行技

術檢查。在已展開的工程項目當中，橋樑基礎建設及路

基建設的進度較為理想。另外，發展局已於2009年8月
20日簽署項目技術檢查的顧問服務合約，顧問公司準備

9月尾展開本項目的技術檢查工作。  
 

2.10 根據實地觀察及現場工程人員的介紹，議員瞭解到這條

公路的建設困難重重。由於公路處於 5.12地震震央附

近，影響特別嚴重，特別是映秀至耿達段公路80%以上

被破壞，因而山體非常破碎，堰塞湖及泥石流非常多。

每年11月到次年2月是阿壩高原冰凍期，而6月至8月是

雨季，因此有效施工期短。災區重建專案多，原材料調

集難度大，再加上地勢非常狹窄，對施工的安全都是極

大的威脅。今年6月底開始，已發生數次歷史罕見的大

暴雨，導致飛石、滑波及泥石流等災害頻頻發生，造成

交通中斷，災後重建工程嚴重受阻。現場工程人員向議

員表示，各相關單位須負責工程的品質、進度、安全管

理，確保在既定工期內保質保量完成公路災後重建任

務，但同時會把確保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議員在省道 303 工地現場聽取工程人員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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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縣水磨中學  
 

 
 
2.11 汶川縣水磨中學是香港特區首階段援建項目之一，與廣

東省佛山市共同援建。港方主要負責2號教學樓、1號宿

舍和運動場設施，其餘部分由廣東省佛山市援建。港方

總承擔額為 5,570萬元人民幣。抗震設防標準符合內地

最新的要求（抗震設防烈度設為8度）。原水磨中學始建

於1969年，在5.12地震中嚴重損毀。重建的水磨中學是

一所完全中學，學生除了原水磨中學學生外，還包括位

於映秀鎮的漩口中學高中部學生。5.12地震後，學生分

散於不同省市上課，現在可以在設備完善的新校舍上課

和寄宿，專心學習。  
 
2.12 新建校舍總面積約 37 000平方米，包括兩幢教學樓

(共約 18 000平方米 )、三幢學生宿舍 (共約 10 300平方

米 )、食堂 (約4 200平方米 )、教師宿舍 (約3 600平方米 )
及附屬設施（約910平方米）。另建運動場約24 800平方

米。規劃學生約2 400人，教學班52個。受惠對象包括

水磨鎮、漩口鎮和三江鄉等30餘個鄉村共約2萬人，適齡

學生為每年約1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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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水磨中學校長董毅強向議員簡介了有關的重建工作。

他指出，在各方的努力下，新校舍的建造工程只用了6個
月便完成。他並指出該校的建築標準較其他大城市的同

類項目的要求還要高，不但原校學生為學校感到驕傲，

四川省超過二百名曾到其他地方就讀的學生亦為入讀

該校而返回四川。  
 

 
議員到訪水磨中學，披上教師和學生致送的羌紅和哈達 

  

 
議員聽取董毅強校長介紹水磨中學的重建工作 



18 

都江堰市向峨鄉民房重建項目  
 
2.14 都江堰市向峨鄉位於都江堰市東北部，距離成都市60公

里，距離都江堰市區18公里，地貌以山地和淺山為主，

是典型農業鄉鎮，全鄉總人口15 000餘人。向峨鄉95%
的民房在地震中毀損。上海市是都江堰災後重建的對口

援建市。  
 
2.15 地震後，約94.5%的農戶選擇了 "統規統建 "（集中居住）

的住房重建方式，涉及重建居民住房55萬平方米，其中

農村住房45萬平方米、集鎮住房10萬平方米，安置農戶

3 486戶、 11 699人。重建居民住房分佈在16個集中安

置點，最小的安置點有69戶，住200多人；最大的有600多
戶，住1 500多人，佔地約800畝。  

 
2.16 議員們在現場聽取向峨鄉黨委書記付岷濤介紹後，分三

個小隊探訪三戶居民，瞭解他們災後生活情況，並送上

港人的慰問。在現場所見，重建民房的居住環境很好，

配套基礎設施包括排水系統、天然氣、光纖電視等，而

市政公用設施方面有村務活動中心、醫療站、文化室、

警務室和便民商店等。農戶可以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

質素的公共服務。  
 

 
議員聽取向峨鄉黨委書記付岷濤介紹民房重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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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探訪居民，瞭解他們災後生活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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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港康復中心  
 
2.17 離開向峨鄉後，議員抵達四川省人民醫院。議員先前往

川港康復中心的工地現場，瞭解中心的規劃建設情況。

川港康復中心是香港特區政府援建的醫療項目中旗艦

項目。該中心將會作為四川省的康復網絡以及專業人才

發展及川港培訓基地，除提供全面身體及心理康復服務

外，亦會向省內的康復工作人員及服務人員提供專業及

其他相關的培訓。川港康復中心是建設中的四川省全面

康復服務網絡的核心部分，在省級層面提供較專門的康

復治療。在縣級層面，香港特區政府正計劃透過27個殘

疾人康復服務中心和7個含殘疾人康復設施的社會福利

綜合服務中心，在34個受災縣各建一間殘疾人康復服務

中心。  
 
2.18 新建川港康復中心約27 059平方米，設有門診、物理治

療部、作業治療部、臨床心理服務、假肢及矯形部等，

並 提 供 300 張 康 復 治 療 病 床 。 項 目 估 算 費 用 為 2 億

2,454萬元人民幣，預計建設工期為 36個月，由 2009年
12月至2012年12月。建設單位己於2009年9月2日與設計

單位「廣州南方建築設計研究院」簽署設計合同。現階

段正進行優化設計及進行施工圖設計。  
 

 
議員與麥齊光常任秘書長和「站起來」發起人陳啟明教授在川港康復中心的模型前留影 



21 

2.19 議員隨後到現時設於四川省人民醫院的殘疾人康復中

心，慰問看望正在康復中的地震傷殘人士，並與為川港

康復中心提供專業訓練及技術援助的非牟利機構「站起

來」的負責人及義工隊作出交流。議員受到約50名因地

震而變成傷殘的兒童及青少年的歡迎。議員與坐在輪椅

上的康復者一起打乒乓球，並拍掌鼓勵裝上假肢在現場

踱步甚至跑起來的康復者。議員又與當地醫護人員及康

復者合唱《隱形的翅膀》與《龍的傳人》。  
 

 
議員與康復者一起打乒乓球 

 

 
議員拍掌向裝上假肢踱步的康復者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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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站起來」發起人陳啟明教授表示，「站起來」致力推

動「川港康復培訓及發展中心」項目，目的是為地震傷

員提供專業的、全面的康復服務，並發展四川省以致國

內的康復醫學。整個項目的預算費用為9千萬港元，分三

期實行，首兩期的費用合共4,596萬港元。「站起來」剛

就第三期約 4,500萬港元的撥款提交了申請，在 2010年
5月至2012年12月繼續工作。  

 
2.21 陳啟明教授告知議員，「站起來」在過去一年多的工作

當中，發現當地現有的康復服務不足以應付地震傷員的

龐大需求，而且當地現有的技術根本無法處理許多複雜

的個案。由於有很多傷員都是學生，他們正處於生長

期，殘端仍然會不斷生長，所以需要接受定期的檢查及

假肢更換。但康復服務及假肢的費用對傷員來說是一個

龐大的數字，因此，「站起來」希望在原有的工作之上，

再額外申請 7,000萬港元，以把握在震後首幾年的黃金

康 復 期 ， 為 1 000 名 地 震 傷 員 提 供 5 年 ( 由 2009 年 至

2013年 )的康復服務及所需的假肢或輔助器，使有需要

的傷員能直接受惠。  
 

 
殘疾人康復中心向議員致送「福字」十字繡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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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遺址博物館  
 
2.22 在訪問的最後一天（9月26日）早上，議員參觀了金沙

遺址博物館。金沙遺址發現於2001年2月，經考古確認

金沙遺址面積約5平方公里，從商代晚期延續至春秋中

期，距今約3 200年至2 900年。金沙遺址是周邊同時期

商周遺址的中心遺址，是古蜀國繼廣漢三星堆後的第二

個都邑所在，有祭祀場所、大型建築、一般居址、墓地

等。大型濱河祭祀活動場所，堆積厚度達4米，出土珍

貴文物6 000餘件。  
 
 

 
議員參觀金沙遺址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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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與四川省政府官員的會晤  

 
 
3.1 在9月26日早上，議員在參觀金沙遺址博物館後，於11時

與四川省領導會面。四川省委常委兼副省長魏宏、副秘

書長薛康，及省發改委主任劉捷等官員出席是次會面。 
 
3.2 就四川地震災後整體恢復重建方面，魏宏副省長表示，

恢復重建的重點放在與四川省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民

生項目方面，例如民房、學校和醫院，讓居民有地方居

住，學生有學校上課，及讓病人得到適當的治療。按照

"三年重建任務兩年基本完成 "的總體要求，四川正全面

加快推進災後恢復重建。目前，重建工作已取得很大進

展。四川災區永久性農房建成接近123.89萬戶，佔需重

建的97.1%。學校重建已開工建設2 904所，佔需重建的

86.9%。醫療衛生項目已開工建設1 226個，佔需重建的

91.5%。38個重建城鎮規劃已完成並全部開工建設。  
 
3.3 魏宏副省長表示，重建工作取得良好進展，有賴香港特

區方面的支持。雖然金融危機對香港特區造成不利影

響，香港特區立法會仍通過了第二批及第三批援建資金

申請，災區群眾對此滿懷感激。目前，香港特區政府確

定援建的152個專案中，110多個專案已簽署協定，24個
專案已開工。第一批20個專案中，臥龍大熊貓保護中心

已完成規劃編制，汶川縣水磨中學等項目亦已完成。第

二批100個專案中，大多數在10月1日前將陸續開工。至

於第三批32個項目，「綿茂公路」重點項目已經簽署了

項目合作安排，並完成前期的設計和招標程序，預計可

在短期內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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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魏宏副省長並指出，香港援建四川一年多來，雙方在符

合香港特區立法會要求的基礎上，不斷規範和完善工作

流程。援建進度進一步加快，援建專案順利推進，體現

了香港同胞的深情厚誼。四川有信心管好援建資金，確

保援建項目優質高效完成。  
 
3.5 曾鈺成主席表示，看到中央政府和四川省政府在短時間

取得如此巨大的災後重建成效、災區人民良好的精神風

貌及香港特區援建專案順利推進，他感到非常高興和激

動，並祝願四川在災後重建中開創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局

面。曾主席並表示，此次訪問加深了香港特區立法會對

四川災後重建和香港特區援建項目的瞭解，這將有助議

員日後討論和審議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援建專案時，提

出更加合理和實用的建議。  
 
3.6 何鍾泰議員表示高興見到香港援建項目的進度比想像

中理想。他建議四川省政府可參考日本的全民防震教

育，定時作防震演習，提高民眾對地震的認知。魏宏副

省長表示，省政府高度重視餘震監測和地質災害防治，

在實施抗震防震措施的同時，亦積極提高民眾地震避險

自救常識。  
 
3.7 涂謹申議員表示關注香港援建工程的質素，建議川港兩

地政府成立系統及程序，方便反映監督工程質素所遇到

的問題。他並問及地震中倒塌的樓房有否涉及「豆腐渣」

工程，以及相關調查的結果。涂議員亦就早前四川公安

指本港記者藏毒，阻礙採訪維權人士譚作人的審訊，表

示關注。他促請中央政府盡快徹查事件，四川省政府並

應向有關新聞機構道歉。涂議員亦指出，日後類似的訪

問應容許所有有興趣參與的立法會議員均有機會參加。 
 
3.8 魏宏副省長表示，由於樓宇在不同時間興建，因此建築

的標準不同，若有問題，省政府一定會追究責任。中央

在地震後作了很嚴格的調查，調查報告已完成及上載到

互聯網。至於四川公安懷疑本港記者藏毒而作搜查一

事，魏宏副省長表示不知道事件的詳情，他指出成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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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四川其中一個城市，成都之下還有十幾個區，是當地

派出所收到懷疑藏毒的通知而作搜查。他亦是事件發生

後才知悉情況，他重申四川省政府歡迎香港媒體採訪。

至於獲邀的立法會議員人數，魏宏副省長指出，由於重

建工作極為繁重，加上一些道路還在復修中，訪問團人

數不宜太多，故省政府邀請了最相關的委員會成員參與

這次活動。他感謝立法會議員對四川省人民的關懷和對

四川省災後恢復重建工作的支持。  
 
3.9 陳鑑林議員表示，香港市民整體都關注四川災後重建項

目，特別是由香港援建的項目。他建議四川省政府可考

慮在香港舉辦展覽，讓港人瞭解四川災後重建的情況。

魏宏副省長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提議，四川省政府會積

極考慮，並會在適當的時候組織展覽資料。  
 
3.10 議員隨後出席由四川省港澳辨的宴請，在午宴後返回

香港。  
 
 

 
議員聽取四川省領導匯報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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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主席向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長魏宏致送立法會大樓全體金箔畫架作紀念 

 
 

 
議員與四川省領導會面後，向記者匯報會議內容，並接受記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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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觀察所得  

 
 
4.1 訪問團認為，是次的考察活動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讓議

員親身到四川瞭解災後恢復重建的最新進展。透過今次

的考察訪問活動，議員加深了對四川省一些重建項目的

現況的瞭解，特別是一些由香港特區援建的項目，這將

有助議員日後討論及審議由香港特區政府提交的有關四

川災後恢復重建的建議、進度報告及審核報告等。  
 
4.2 議員探訪了三所學校，得到師生們熱情招待。看到學生

們臉上再沒有悲傷，對未來充滿期盼，議員深為感動。

有關三間學校項目的投資額 (白塔中學初中部項目約

980萬元人民幣；涪江路小學重建約2,050萬元人民幣；

汶川水磨中學港方總承擔額為5,570萬元人民幣)，議員

認為就三間學校的規模而言，投資數額非常合理，香港

所作出的援助是「用得其所」及「物有所值」。  
 
4.3 議員曾踏訪省道303公路映秀至卧龍段的施工現場，瞭解

到該路段是提供對臥龍特區 5 000多名居民和圈養大熊

貓的基本生活物質和救災物資運輸的生命通道，因此必

須抓緊工程進度，確保如期完成這基礎設施。在實地視

察後，議員深刻體會到工程非常艱巨、面對不少挑戰及

困難重重。議員認為雖然抓緊工程進度非常重要，但亦

必須確保工程質量和施工安全。議員察悉施工單位各方

都認同這個原則。  
 
4.4 是次訪問活動中，議員親眼目睹在地震中變成傷殘的青

年及兒童，在接受政府及志願機構提供的康復服務一年

多後，都能堅强積極地生活。對他們在面對困境時表現

出來的無比堅毅，議員都深為動容。議員透過與志願機

構「站起來」的交流，瞭解到災後四川人民對醫療康復

服務的需求極大，而有關的服務須持續好幾年，甚至需

長期提供。在這方面，議員認為有很多地方需要跟進：

香港特區與四川省政府均需繼續為該些傷殘的青年及兒

童提供適當的支援及協助；議員亦支持香港的志願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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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在這些青年及兒童的康復過程中伸出援手。議員建

議對於一些非政府機構已開展的復康服務及相關培訓工

作，香港特區政府應積極考慮是否需要增加撥款，使更

多需要服務的四川民眾受惠。  
 
4.5 由於香港市民非常關心四川省災後恢復重建各方面的情

況，特別是香港支援的項目，而大部份市民都没有機會

親身到四川瞭解情況，因此，訪問團認同陳鑑林議員的

建議，即四川省政府可考慮在香港舉辦展覽或其他活

動，直接向香港市民介紹四川省災後恢復重建的最新

進展。  
 
4.6 議員察悉，香港特區對四川重建作出的支援，與其他支

援省市不同，香港並不是採用對口支援的模式，而是就

個別重建項目與川方商定支援的安排。因此，香港援建

的項目，並不是集中在某一個或數個縣／市，而是分散

在四川不同的地方。隨行的發展局代表向訪問團表示，

負責監察工作的官員，往往需花不少時間前往各援建項

目的工地作實地視察。在這方面，議員認為香港特區政

府需更審慎和系統化地安排監察工作，包括聘任獨立監

理顧問方面的安排，以確保監察工作以具效益的方式進

行。  
 
4.7 最後，訪問團感謝四川省港澳辦及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

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為這次訪問提供出色的支

援服務。訪問團亦感謝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麥齊光先生及

其他參與訪問的政府官員，在訪問期間向議員提供了非

常有用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