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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數碼港計劃於 1999年由政府與盈科拓展集團 (下稱 “盈科 ”)合作
進行。該計劃包括數碼港部分及附屬的住宅發展部分，預計分期完成。

數碼港部分的第一期已於 2002年 4月初可供入伙。數碼港部分旨在吸引
一流的資訊科技及資訊服務公司和專業人才匯聚香港，而住宅發展部分

則會帶來收入，推動計劃的進行。

2. 政府成立了 3家由財政司司長法團擁有的有限公司 (下稱 “財政
司司長法團公司 ”)，負責進行該計劃。財政司司長法團公司於 2000年 5
月 17日與資訊港有限公司 (Cyber-Port Limited)及其母公司盈科數碼動力 (下
稱 “盈動 ”)簽立數碼港計劃協議 (下稱 “計劃協議 ”)；資訊港有限公司是盈
科屬下，並作為數碼港發展商而成立的公司。數碼港的發展權已於 2000
年 6月 8日批給發展商。

3. 數碼港部分及住宅發展部分兩者的建築成本會由數碼港發展

商負責，政府則負責為數碼港提供所需的基礎設施。在 1999年 5月至
2000年 12月期間，財務委員會共批出撥款總額約 11億元，以進行下述
工程：

(a) 就數碼港發展計劃建設道路、排水渠和重要基礎設施；

(b) 築建北面通路，並敷設相關的排水渠和進行水務工程；及

(c) 薄扶林區供水系統擴展工程。

在立法會會議席上就該計劃進行討論在立法會會議席上就該計劃進行討論在立法會會議席上就該計劃進行討論在立法會會議席上就該計劃進行討論

4. 財政司司長在發表 1999至 2000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時公布數碼
港計劃，其後，在 1999年 3月 24日及 25日就財政預算案進行辯論期間，
有超過 30位議員曾就此課題發言。議員原則上不反對在香港建設數碼
港，但部分議員對推展該計劃的形式極度關注，因為當局未有經過招

標競投便將該計劃批予盈科。

5. 在數碼港計劃落實後，議員亦不時在立法會會議席上就該計

劃提出質詢。簡括而言，議員關注多項事宜，包括在現時經濟不景氣

下有關數碼港計劃的財務安排；數碼港能否達致原訂目標，即產生匯

聚的效果；其租用情況；以及向數碼港租戶提供免租期優惠是否恰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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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檢視該計劃的進展事務委員會檢視該計劃的進展事務委員會檢視該計劃的進展事務委員會檢視該計劃的進展

6. 從 1999年 6月至 2002年 12月期間，事務委員會曾於 10次會議席
上討論數碼港計劃的進展。事務委員會最近曾於 2002年 7月 8日聽取政
府作簡介。在 2003年施政報告簡報會席上，亦有議員提出與數碼港目
標有關的問題。下文撮述委員於各次會議席上所表達的主要關注範

疇。

原訂目標

7. 事務委員會殷切關注，該計劃須能達致其原訂目標，即吸引

資訊科技和資訊服務公司匯聚香港，而不是在提供優質辦公室及住宅

樓宇方面，與其他發展商競爭。委員亦要求政府當局採取積極措施，

確保日後租戶公司所從事的業務性質，與數碼港的發展理念相符。

8. 就此，政府當局強調，數碼港不會以低廉租金爭取租戶。數

碼港是一項資訊基建，旨在透過提供尖端設施及世界級的工作生活環

境，以達致產生匯聚的效果。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與某些地區的寫

字樓物業相比，例如有不少資訊科技及資訊服務公司集中的 魚涌，

數碼港目前的租金加上管理費，甚至比該等寫字樓略為昂貴。

9. 為衡量數碼港能達致原訂目標的程度，委員曾要求當局提供

有關準租戶的資料，尤其是他們的業務性質，例如他們是否透過成為

數碼港租戶而在香港經營新業務／設立新辦事處，抑或只是把辦事處

從本港其他地方遷往數碼港。為消除委員的疑慮，事務委員會曾要求

政府當局盡可能提供有關租戶在成為數碼港租戶之前和之後所租用的

辦公室用地面積，以及他們所聘用的僱員人數。

10. 就委員對於在數碼港可提供的就業機會的關注，政府當局曾

告知事務委員會，第一期的租戶可提供的職位總數約為 1 000至 2 000
個，而數碼港會帶來數百個零售服務的就業機會。政府當局預期，當

數碼港各期於未來數年陸續落成後，便會帶來更多就業機會。

財務安排

11. 根據計劃協議，政府的出資額按數碼港發展商獲批給發展權

時住宅發展部分地價計算，而盈科的出資額則以其所須承擔的最高投

入資金計算。(議員已於 2000年 5月 17日透過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檔號
ITBB/CP 303/2 (00)得悉計劃協議的詳情。 )住宅發展部分的地價為 78
億元，當中已包括基建工程所需約 11億元的估計成本。由於住宅發展
部分仍未開售，政府當局在現階段未能提供預計的投資回報，但承諾於

日後向委員提供最新資料。然而，政府當局表示，為保障政府的利益，

當局會訂立一個擔保會計架構，延聘一名獨立的擔保代理人，負責嚴

格地按照計劃協議所訂的條款，運用銷售住宅部分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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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如計劃協議所規定，數碼港發展商已向一家獲評為 “A”級的
銀行取得流動現金擔保，以應付該計劃隨後每 6個月的預期流動現金周
轉，該擔保以政府作為受益人。

租用情況

13. 由於原有發展計劃其後曾作出改動，整項計劃現時包括 6期，
分別是數碼港第一期 (已於 2002年 4月可供入伙 )、第一B、第一A、第二、
第三及第四期。各期可出租的辦公地方總面積將會遠超 9萬平方米。

14. 鑒於當前經濟狀況及資訊科技／資訊服務業進入整固期，部

分委員極度關注數碼港辦公室的租用率未必如先前預期般理想。委員

亦察悉，政府當局於 2000年 5月同意取消有關盈科根據意向書而答允作
出的租用保證。

15. 在 2002年 10月 30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政府當局回覆一項書面
質詢時，提供了已租用或承諾租用數碼港寫字樓的 13家公司和機構的
名單。當局同時認為，第一期可出租辦公地方總面積的租用率約為

90%，情況令人滿意，並且向委員保證，當局正積極主動地推動海外和
國內企業在本港及數碼港開設業務。政府當局承諾在日後提交的進度

報告內，告知委員有關餘下各期租用申請的最新資料。

16. 至於數碼港辦公室的租務條款，政府當局指出，物業若以商

業原則出租，可按照市場一般正常的做法，向私營企業的租戶提供適

當的免租期。因此，向數碼港租戶提供免租期並非特殊安排。

17. 關於揀選百佳在數碼港經營超級市場一事，政府當局解釋，

當局曾委託一家顧問公司統籌數碼港第一期零售服務中心內零售服務

的租賃安排。應委員的要求，政府當局答允提供有關超級市場甄選安

排的進一步資料。

其他發展

18. 事務委員會察悉，當局已挑選香港大學 (下稱 “港大 ”)在數碼港
開辦數碼港學院。主要的資訊科技公司會以業界夥伴的身份，與港大

合作發展課程、提供硬件及軟件支援、安排實習，以及提供導師培訓

課程和獎學金。數碼港學院已於 2002年 6月 25日成立。學院會在 2003年
年中左右，在數碼港第一A期入伙後先開辦兩個研究院課程。

19. 關於部分委員關注設立數碼港學院是否符合數碼港的原訂目

標，政府當局表示，作為一項資訊科技基建計劃，數碼港亦會成為培育

資訊科技人才的地方。2001年 7月發表的《資訊科技人力統籌專責小組
報告》亦支持在數碼港推行學術計劃，並視數碼港的實習計劃為培育

人才的措施，以支援香港眾多資訊科技發展項目及相關行業的發展。

事務委員會察悉，數碼港學院的課程會以自負盈虧的形式開辦，但委

員亦要求政府當局在適當時間提供有關數碼港學院財政安排的進一步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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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委員在政府當局就 2003年施政報告的有關事宜作簡報時，得
知當局擬在數碼港設立數碼媒體中心，為多媒體及數碼娛樂內容從業

員提供共同設施以供使用。

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

21.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3年 1月 28日舉行的會議席上，聽取當局簡
介數碼港計劃的最新進展。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1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