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稿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  

關於數碼港的一些謬誤  

 
 
 
 如 果 要 選 出 一 個 發 展 計 劃 ， 是 一 直 受 到 社 會 個 別 人

士不斷批評，那一定是數碼港。事實上，政府推行計劃六年

後，批評和嘲諷仍未間斷。  
 
 批 評 者 指 稱 政 府 繞 過 立 法 機 關 ， 向 電 訊 盈 科 “ 輸 送

利益”。有人更指數碼港是“官商勾結”的典型例子。這些

令人憤慨的指稱是否屬實？我會交代事情的經過，讓香港市

民根據事實而非口號來判斷。  
 
 數 碼 港 計 劃 是 在 科 網 熱 潮 下 產 生 。 當 時 區 內 多 個 國

家已建設或正興建基礎設施，以促進和支持本身的資訊科技

發展。  
 
 一九九八年年中，當時的盈科拓展集團 (現稱電訊盈

科 )向政府提出數碼港的構思，建議政府以公共工程項目形式

興建數碼港，而盈科會是數碼港主要租戶之一。在未有任何

主要資訊科技公司承諾租用數碼港前，政府自然不願動用公

帑，支付發展計劃所需的龐大建設費用。再者，政府一貫的

意向是由私營機構牽頭發展這類項目。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底 ， 盈 科 向 政 府 提 出 修 訂 建 議 ， 加 設

附屬住宅發展項目，為計劃提供所需資金。盈科亦負責興建

數 碼 港 部 分 ， 包 括 寫 字 樓 及 支 援 設 施 ， 並 在 竣 工 後 移 交 政

府。換言之，政府除可獲得出售住宅部分的收入盈餘外，亦

是數碼港部分的唯一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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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府 委 聘 國 際 顧 問 公 司 就 建 議 進 行 策 略 性 評 估 ， 以

確定數碼港可為香港帶來的裨益。顧問公司的結論是，數碼

港 會 是 本 港 經 濟 基 建 的 重 要 一 環 ； 透 過 提 供 先 進 的 共 用 設

施，數碼港有助本地資訊科技公司的發展；以及讓香港在國

際市場推廣方面取得優勢，從而提高作為國際資訊服務中心

的形象和競爭力。因此，政府進行數碼港計劃的決定是順應

全球趨勢，透過提供策略性資訊基建，匯聚資訊科技公司及

培養相關專業人才。  
 
 顧 問 公 司 的 其 他 研 究 ， 確 定 本 地 資 訊 科 技 界 全 面 支

持建立數碼港構思。二零零一年年底，數碼港接獲逾 70 份租

用寫字樓申請。但其後科網泡沫爆破，令不少人的創業夢想

幻滅。去年年中數碼港落成時，超過三分之一的首批申請公

司已不復存在。  
 
 輿 論 批 評 的 焦 點 ， 一 直 在 於 政 府 向 電 盈 批 出 數 碼 港

發展權的方式。政府決定與電盈合作，是考慮到計劃的獨特

性質、情況及要求，包括：  
 

( a)  需 要 在 最 短 時 間 內 建 立 數 碼 港 ， 以 維 持 香 港 在 區 內

的競爭力；  
 
(b )  需有龐大的前期投資 (除主要基本設施建造費外，估

計約需 50 億元 )；以及  
 
( c)  公 私 營 合 作 模 式 可 令 數 碼 港 提 前 數 年 落 成 、 減 少 政

府注資及把涉及的風險轉移到私營機構伙伴。  
 

 當 時 ， 除 盈 科 表 示 有 意 興 建 數 碼 港 外 ， 地 產 界 亦 向

政府提出另一建議，把住宅部分分拆發展及公開拍賣有關土

地，為政府提供數碼港的建築費用。立法會經考慮後亦不同

意採取這項建議。有一點相當有趣的是，這項建議與目前部

分發展商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提出的處理方法何其相似。  
 
 政 府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四 月 向 立 法 會 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 事

務委員會提交有關上述兩項建議的財務分析。根據發展商的

建議，政府公開拍賣住宅部分土地會取得約 80 億元收入。減

去數碼港部分 50 億元的建築費後，政府可得 30 億元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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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正如一般的情況，出售住宅單位所得的任何利潤只會

歸發展商所有。  
 
 不 過 ， 在 公 私 營 合 作 模 式 下 ， 政 府 除 可 擁 有 數 碼 港

全部業權外，更可與電盈攤分出售住宅部分所得收入盈餘。

以保守的平方呎價 4,000 元計算，估計政府從中可得 42 億元

現金  (相對於地產商建議的 30 億元 )。這是在有關委員會文

件所載的其中一個可能情況。在計劃初期至實際出售期間，

本港的物業價格出現大幅波動，但當我們比較兩項建議時，

不變的仍然是公私營合作模式可為政府帶來較高回報，政府

所須承擔的風險亦較少。  
 
 基 於 這 些 分 析 ， 政 府 認 為 公 私 營 合 作 模 式 既 可 保 證

數碼港能在最短時間內落成，亦可確保政府獲得合理回報及

把風險減至最低。這個方案明顯較為可取，亦是合理的公共

政策決定。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度 《 財 政 預 算 案 》 公 布 發 展

數碼港後，我們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八日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

務委員會簡介計劃。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五月四日，我們分

別 就 計 劃 的 財 務 安 排 和 分 析 諮 詢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並就基礎設施工程諮詢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政

府與電盈於二零零零年五月達成數碼港計劃協議，並於同年

六月向立法會簡介計劃協議及批予電盈發展權的主要條款。

一九九九年五月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期間，政府就申請共 11
億元撥款以建造道路及供水系統等主要基礎設施，多次諮詢

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所有申請均獲財務委員會批

准。  
 
 綜 觀 ， 一 九 九 九 年 三 月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一 月 期 間 ， 政

府先後就數碼港計劃積極諮詢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及事務委員

會超過 20 次。立法機關完全知悉數碼港計劃的各個範疇，以

及計劃會為政府和電盈帶來的相關責任及利益。事實上，立

法會議員一直密切監察的不僅是計劃的進展，還有計劃達到

既定目標的進度。因此，有關政府在推行數碼港計劃一事上

繞過或欺騙立法會的指稱，全無事實根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