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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meeting of 24 March 2021 
 

Motion to be put by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taking forward the follow-up tasks of 
implementing co-location arrangement at the Huanggang Port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has given notice to move the motion in 
Appendix 1 at the above meeting.  The President has directed that the motion 
be printed in the terms in which it was handed in on the Agenda of the Council.  
The speech (Chinese version only) which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will deliver 
when moving the motion is in Appendix 2. 
 
2.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under Rule 29(6)(a)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notice of an amendment to the captioned motion must be given not 
later than 5 clear days (i.e. 17 March 2021) before the day on which the motion 
is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Council.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e for motions not 
intended to have legislative effect, only one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may be 
moved by a Member. 
 
 
 
 

 (Miranda HON)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s. 



Council Meeting of 24 March 2021 
 

Motion to be put by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taking forward the follow-up tasks of  
implementing co-location arrangement at the Huanggang Port 

 
Motion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his Council supports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Government i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Shenzhen Municipal 
Government to press ahead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Huanggang Port and 
to implement co-location arrangement at the redeveloped Huangggang 
Port,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the handling capacity of the control point, 
providing travel convenience to passengers and promoting the efficient 
flow of people between Hong Kong, Shenzhen and other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thereby 
achieving the goal of expediting infrastructural connectivity among cities 
in the GBA as promulgated under the Outlin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this connection, this 
Council supports the HKSAR Government, together with the Shenzhen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seeking the approval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s and when appropriate 
for setting up the Hong Kong Port Area (“HKPA”) at the redeveloped 
Huanggang Port, where the HKSAR Government will exercise 
jurisdiction; and thereafter proceeding with the work on the local 
legislation to demarcate the HKPA to be managed by the HKSAR and to 
extend the laws of Hong Kong to be applicable in the HKPA, thereby 
providing the legal basis for implementing the co-location arrangement at 
the redeveloped Huanggang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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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4日  
保安局局長  

就特區政府提出有關推展皇崗口岸  
「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  

開場發言 

 
主席：  
 
   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以期讓特區

政府盡快與深圳市政府推動皇崗口岸重建工作，並在

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  
 
提升粵港澳口岸通關能力的措施  
 
  根據中央政府於 2019 年 2 月公布的《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建設的七個主要發展範

疇之一，是要加快區內城市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為

此，保安局一直致力提升陸路口岸的通關能力和通關

便利化水平，以促進人員、物資高效便捷流動。  
 
雖然自 2019 冠狀病毒病肆虐全球以來，兩地的

人流交往受到嚴重影響，但特區政府和深圳市政府繼

續保持緊密合作，以前瞻性的策略，持續推進提升港

深兩地陸路口岸通關能力，並逐步落實跨境貨運「東

進東出、西進西出」佈局的措施，包括 : 
 
(一 ) 在 2020 年 8 月 26 日啓用蓮塘╱香園圍口岸

於貨檢設施，讓跨境貨車業界盡早適應以蓮

塘╱香園圍口岸作為連接粵東的貨檢口岸。 
 

附錄 2  
Appendix 2  

(只備中文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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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 2020 年 12 月 10 日實施深圳灣口岸 24 小

時貨檢通關。  
 

待冠狀病毒病的疫情穩定後，兩地政府將適時啓用蓮

塘╱香園圍口岸的旅檢服務，並會在深圳灣口岸及蓮

塘╱香園圍口岸全面推行 24 小時通關服務。  
 

重建皇崗口岸的需要  
 

在完善陸路口岸方面，特區政府其中一個重點

目標，是與深圳市政府共同推動皇崗口岸重建工作，

並在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特區

政府自 2019 年年中已經就皇崗口岸重建以及實施「一

地兩檢」安排的計劃與深圳市政府展開研究。雙方均

認同有確切需要推動這項計劃，主要原因是 : 
 
(一 ) 第一，皇崗／落馬洲口岸是深港兩地之間其

中一個最為繁忙的陸路口岸。在「東進東

出、西進西出」的規劃下，皇崗將定位為深

港之間最重要、最主要的客運陸路口岸，加

上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藍圖下，來往深港之

間的人流預計會有顯著增長。然而，現時皇

崗／落馬洲口岸設施已建設超過 30 年，若

不進行重建，在現有口岸基礎上擴展規模的

空間不大，未能應付日後兩地的通關需要。 
 
(二 ) 第二，現時皇崗／落馬洲口岸的旅檢大樓並

非直接相連，旅客往來兩個口岸並不方便，

他們或須依靠接駁巴士往來兩個口岸，如果

乘坐直通巴士，他們在港深兩邊口岸均需要

落車辦理通關手續然後再上車。因此，港深

兩地政府均認為應該在新皇崗口岸實施「一

地兩檢」安排，以便利旅客，並提升通關效

率，配合兩地日益頻繁的人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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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雙方就重建皇崗口岸的共識  
 

主席，正如行政長官在 2020 年施政報告中指

出，行政長官在去年 11 月率領政府代表團訪問北京、

廣州和深圳，就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措施進行深入交

流，並獲得相關單位非常正面的回應。其中，廣東省

和深圳市政府均同意要大力推進通關便利化，包括在

位處深圳的新皇崗口岸採用「一地兩檢」安排。  
 
在行政長官公布施政報告後，我隨即率領相關

政策局及部門的代表，與深圳市政府會面，並成立了

由深圳市常務副市長和保安局局長共同主持的「深港

皇崗口岸重建領導小組」，深化有關討論。兩地政府

經磋商後達成以下共識：  
 

(一 ) 於新皇崗口岸實行「一地兩檢」，參考深圳

灣口岸的模式，特區政府將會在新皇崗口岸

大樓內設立港方口岸區，並行使全面司法管

轄權，以香港特區法律辦理清關、出入境及

檢疫檢查。  
 

(二 ) 大樓的建造工程將由深方的承辦商負責。港

方口岸區的工程設計會由港深雙方共同討

論，達至共識，確保港方口岸區的設計和建

造符合香港的法律及標準。  
 

(三 ) 財政方面，深圳市政府原則上同意承擔整個

皇崗口岸重建項目（包括港方口岸區）的設

計及建設費用，特區政府將向深圳市政府每

年支付 1,000 元人民幣象徵式租金，與高鐵

西九龍站的財政安排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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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港方口岸區基本工程以外的項目，例如各部

門所需的傢具和設備，以及管制站運作所需

的資訊系統等，將會由特區政府自行承擔。

相關部門會適時按既定程序向立法會申請

撥款。  
 

(五 ) 新皇崗口岸將是一個客運口岸，不設貨運，

以更專注提升客運服務及能力，及配合貨運

「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優化格局。  
 

皇崗口岸重建的好處  
 

主席，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均認為，重建皇

崗口岸並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的計劃，對港深兩地

禆益良多。藉著重建皇崗口岸的契機，雙方將可以提

升皇崗口岸的設施及處理量，以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藍圖下，深港之間日益頻繁的人員交流。  
 
另一方面，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後，旅客可

以在同一地點辦理兩地出入境清關手續，免卻他們分

別在香港和深圳兩地口岸落車辦理出入境手續的需

要，口岸通關效率將大大提升，並為旅客帶來莫大通

關便利，節省通關時間。  
 
此外，在重建後，皇崗口岸的環境將獲得提升，

令旅客體驗更佳。同時，深圳市政府亦將加強口岸的

交通配套，進一步便利透過皇崗口岸來往香港和深圳

市不同地區以至其他大灣區內城市的旅客。  
 
另外，正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指出，在皇

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將可以騰空釋放現時香港

落馬洲管制站超過 20 公頃的用地作其他用途，發展局

正研究該幅土地的可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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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工作  
 

主席，我們和深圳市政府在達成上述五點共識

後，雙方已隨即準備展開跟進工作。我們正以推行「一

地兩檢」作為基礎，詳細討論皇崗口岸的建築設計及

安排，以期盡快展開口岸大樓的建造工程。如果兩地

政府在工程設計方面的討論順利，深圳市政府的目標

是在 2023 年底完成新皇崗口岸的主體工程，再由兩地

政府在各自口岸區進行內部裝修以及安裝相關設備

等。兩地政府並會商討適時提請人大常委會批准皇崗

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其後再由特區政府推動

本地立法工作。  
 
尋求立法會的支持  
 

在正式展開口岸建築工程前，特區政府希望獲

得立法會支持，讓我們按照剛才提及的共識和原則，

與深圳市政府積極推展皇崗口岸重建計劃。就此，我

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個議案，並就皇崗口岸重建計劃

提出你們的寶貴意見，供特區政府仔細考慮，以期優

化重建安排。我會在聆聽各位議員的發言後，再作綜

合回應。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個政

府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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