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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今日（五月十一日）就支援海洋公園的新撥

款方案建議會見傳媒，以下是答問內容： 
  
記者：剛才你提及計劃削減了一半撥款，當中有三十億元用作償還貸款，可否再

具體說明餘下的撥款在應付營運開支方面會如何分布？政府有沒有要求海洋公

園如何運用撥款？第二，如果有些計劃需要重新審視的話，原先七個園區的建設

是否等如要擱置？如是的話，是否要無限期擱置，還是待海洋公園的財務狀況回

復穩定，甚至是 OK 了，才可以重啟？另外，如果星期五已要將方案交到財委會

審議的話，政府和海洋公園有多大信心撥款會獲得通過？如最終不獲通過，會否

有其他後備方案？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或許我在整體上作一下解釋，稍後海洋公園方面若有補

充的話，他們可以再交代。第一，現在提交上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建議跟今年一

月的建議於本質上截然不同，因為在一月時，我們說的是透過一筆過的撥款，讓

海洋公園立即開展重新發展的計劃，所以當中有各項具體的措施。但正如我剛才

在開場發言中所說，過往這三個月裏，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改變了，就是海洋公園

沒有條件今日立即作重新發展，因為疫情令公園三個月以來都是零收入、零入場，

而且在可見的將來，即至今年年底，就算公園重開，基本上其收入和營運情況亦

會跟以往截然不同。換句話說，公園目前要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現時的環境下營

運下去，而剛才主席已說過，現時他們可以應用的營運資金，在六月便會枯竭，

即是說如果我們在這時候不採取任何措施幫助海洋公園作救亡的話，答案只得一

個，就是海洋公園要關門、倒閉，對員工帶來影響等，所以這是逼在眉睫的。因

此，我們目前提交到立法會的撥款（方案），目的只有兩個，正如我剛才所說，

一是讓公園於未來一年捱過困難時期，同時將必須要償還的商業貸款償還，不然

的話，若果商業貸款未能如期償還，可能會引發一連串商業上的債務，或許（公

園）會被要求清盤。這次撥款跟上次不是銀碼上的差別，而是本質上不同，這一

次要做的是救亡。 
  
  你第二個問題是上次（方案）所提及的計劃是否適用，我剛才已簡單說過，

如有計劃適合用於新定位方案上，我們當然不會浪費相關的工作，因為上次計劃

內提出的建議，有部分是建基於海洋公園本身已有的優勢，例如海洋公園作為法

定組織進行保育和教育的工作，這是它比其他主題公園與別不同的地方；又或是

海洋公園本身具有的天然、營運、多年來建立品牌的優勢，它必須要利用這些優

勢繼續發展，這些優勢無須改變，反而要更加用好。公園即使具備了這些計劃，

但在面對大大不同的經營環境下，簡單來說，在未來兩、三年，遊客人數和組合



等方面都會有所不同，因此它需要就這些方面重新檢視。我們亦認為這不單單是

海洋公園的責任，政府亦應參與和幫助，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要確保海洋

公園繼續營運，有沒有哪方面是現行的運作模式未能照顧？所以我們要做這方面

的工夫。在我們提交予財務委員會的財務細項內，既包括了償還貸款的部分，如

大約有三十億元是用作償還商業債務，亦有將償還政府債務的日期延遲，這是債

務方面。（財務細項內）亦有主要的部分是撥款予海洋公園，讓它於這段時間繼

續營運，無論公園重開與否，它亦要營運，如園內的設施、動物、保養等都必須

要繼續做。若它能重開，當然它會有一定的收入，若不能重開，它仍然需要營運，

這方面的（撥款）就是讓它繼續營運。而另一個小部分就是透過工作小組將來與

不同部門和海洋公園的董事局訂定新計劃，這方面亦需於短期內即將展開。 
  
記者：這筆五十多億元的撥款是撥款還是借貸？是否一筆過批出？有沒有條件？

過往數月海洋公園的財務狀況十分嚴峻，可否交代如何嚴峻？虧蝕了多少？如果

海洋公園獲得政府這筆注資，可以營運至何時？會否至年底就會用盡？因為在年

初時局長說過，海洋公園需要一個新發展計劃，否則園內人流不會增加，現時該

計劃沒有了，未來政府是否要每年向海洋公園注資？政府有沒有檢視這是否海洋

公園管理層的問題，有沒有人需要負責或辭職？還有一個問題，現時海洋公園可

能到六月底便會耗盡資金，但到五月中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是否逼立法會批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你提出了一籃子的問題。第一，這是一筆撥款。第二，

有關撥款的用途，我剛才回答其他問題時已解釋過相關的兩個目的。第三，海洋

公園現時面對的問題是要先解決財務上的情況，我們在一月一起到立法會時已說

過，海洋公園的營運可能在年底前便會出現我們所擔憂的（財務）問題，但在一

月二十日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後，沒多久疫情便開始了，海洋

公園在年初二宣布關閉，因此其財務困難便提前發生，這是大家可計算出來的。

至於有關營運方面等等的情況，海洋公園一方或於稍後有資料可提供。簡單而言，

正如我回答剛才的問題一樣，無論海洋公園有沒有訪客入場，有些基本開支是必

須的，例如園內動物的照顧、維修保養等。至於你最後的一個問題，海洋公園目

前出現的情況，有部分是因為多年來的營運改變，例如遊客數字的改變；但亦有

一個因素是無人能預計的，就是過往數個月以來的疫情令海洋公園要暫停開放。

此外，我們觀乎全球的旅遊生態可能會跟以往完全不同，這是我們必須面對，不

論是政府還是海洋公園，都要一起想辦法面對，我們願意一起承擔責任，使海洋

公園將來在新環境下，透過撥款暫時過渡，並為前路作出準備。 
  
記者：公園早前已有一些新的發展方案，水上樂園亦一直在興建中，原定二○一

七年完工，但至今仍未落成，上次到立法會時你們提到暫時用了三十七億多元但

仍未「封頂」，請問這計劃進展如何？這次的撥款有一部分是用作償還此項目的

債務，請問預料水上樂園在未來一年能否開幕？如能開幕會否對你們的營運有幫



助？例如假設一年後再申請撥款時不用申請那麼多，或是有一些新的發展優勢？

第二，這新方案跟一月的方案比較，金額減少了一半，但內容減少更多，例如一

百零四億元（應為一百零六億元）的方案包括發展計劃，是長遠的，至二○二七

年後仍能發展下去；但現時的計劃是用五十四億元，卻只能延續一年的營運，如

何說服巿民？會否覺得長貧難顧？一年後可能再需要撥款，究竟如何說服市民？

另外，文件中提及有可能縮減人手方面的開支，會否涉及減人工？最後，文件中

提及要是結業的話損失重大，萬一真的要結業，幾筆到期的商業貸款是否由政府

「埋單」？政府是否要為清盤繳付一部分的款項？謝謝。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先讓鳴煒（海洋公園董事局副主席劉鳴煒）解說一下

水上樂園和公園內的情況，我稍後再談兩個撥款方案的比較。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你剛剛提出的問題很好，兩個計劃的出發點是截然不同

的。我們必須承認，原先的計劃在現今、經過疫情後，其實已經不可行，因為當

中一些對原有經營環境的假設與現今情況已不同。但我想提出，海洋公園成立四

十多年以來，作為一個法定組織，從未動用過政府撥款，這是第一次。它一向都

是靠以往的捐款和貸款經營，而這些貸款亦包括來自政府的貸款，但目前它所面

對的困難跟一月時很不同。在一月時，（公園）希望利用該筆撥款，於未來五至

十年在營運上更新、投資和重新定位，能夠吸引（每年）七百萬的遊客入園，以

支持營運。但在今天，這些條件在短期之內不會發生，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

目前它面對的最大問題，是能否在六月繼續營運，因為在現金流方面出現了問題。 
       
  我認為在與海洋公園處理未來的問題時有數個重要元素。第一，我仍然堅信

香港人、香港社會，以至立法會議員都不想海洋公園因此倒閉，因為若不是這次

疫情，它還有一些生機，正如我們早前設計發展策略內（有提及）。但我們不得

不承認疫情對它有嚴峻影響，因為當一個營運機構失去了現金流時，（要經營下

去）很困難。故此，正本歸源，我們要協助它解決現金流的問題，所以要為它減

除債務壓力，避免清盤，是第一項必須做的工作。第二是要讓它能在這段時間繼

續營運，好讓它在未來十二個月內進行（重新）定位。但我們都認為在制訂未來

的定位時要思考得更闊、更長遠，要用甚麼方式來應對目前帶來的新挑戰。以往

海洋公園主要是靠商業貸款及政府貸款維持營運，這樣的情況能否持續，都是需

要審視的地方。我剛剛都提過包括財務上的安排、營運上的安排，現有的法定能

力等等有否需要調整，這些都是我們未來會考慮的情況。 
  
記者：萬一海洋公園被清盤，是否要由政府撥款還債？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這是一個假設性問題。若海洋公園一旦要清盤，它所有

的債務，包括政府債務和商業債務都要償還。當然商業債務要作破產處理，但政



府債務就可能要 write off（註銷）、剔除等。但我們當然不希望這情況會出現，故

此這一筆款項一方面是幫助它避免倒閉和清盤，另一方面讓它可以在這段時間，

重新考慮種種因素後，（決定）如何繼續營運和發展。謝謝。 
  
記者：有數個問題。首先想問，海洋公園的營運早在疫情開始前已開始走下坡，

既然要重新定位，局方有沒有考慮趁此機會更換管理層，重新再來？第二，剛才

局長亦提過五十四億元是公園的第一次撥款，未來經營環境未見明朗的情況下，

撥款會否變成常規？另外，想問一個數字，政府向海洋公園的貸款目前有多少？

還有一個問題，現在疫情稍為好轉，海洋公園稍後可能會重開，海洋公園方面有

沒有初步計劃，在目前沒有海外遊客訪港的情形下，如何吸引香港人到訪海洋公

園？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債務方面，我們上次到立法會時亦交代過，海洋公園的

貸款大約有五十多億元是由政府借出，用作發展大樹灣（水上樂園），另外亦有

三十多億元的商業借貸，兩筆貸款合共八十多億元，連同利息上的開支，我們上

次已交代過這情況。 
  
  就你第一個問題，撥款會否成為常態，當然我們不希望這會出現，而過往海

洋公園也採用其他經營模式。四十多年以來，它一直可以營運，但確實在過去的

半年內，有一個因素加速了我們短時間內需要轉向幫助公園救亡，疫情令公園要

在為期不短的時間暫停服務，而且將來其入場的訪客亦會跟以前有較大的差別，

這是事實。 
       
  至於公園的管理、政府的參與等，我們一定會檢視。政府亦會在未來的工作

上參與更多。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向前看時，若經營環境完全不同，海洋公園

的定位需要更大的彈性時，政府可能要審視更多不同的情況，因此，我們必須為

公園多思考（發展）方向。不單是公園本身的地方，公園以外的地方有否具備其

他發展條件？它作為旅遊及教育的項目能否充分利用公園內外（的設施）？又或

是現時法律有很多框架上的限制，譬如現時其營運模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律上

的框架，這些有沒有需要改變？這些都是我們要思考的方向。 
  
記者：是否有機會要想想更改管理層？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想任何一個機構都必然會審視其管理層，我相信海洋

公園的董事局和管理層都會這樣做。 
  
記者：水上樂園得到今次的救亡撥款後，是否便可以如期落成？早前工程已多次

因不同原因而延期，建築費要增加。如果撥款未能於星期五獲得通過，（海洋公



園）是否需要停業或清盤？有沒有一個獲得款項的最後限期？第二，上星期海洋

公園提及可在政府放寬限聚令後及情況許可下重開，現時已經連續二十多天沒有

（新型肺炎）本地確診個案，海洋公園有沒有機會於本月重開？第三條問題是剛

才有記者亦問到，政府一直強調要保就業，撥款計劃的文件其中一點指出海洋公

園會着手縮減員工開支，但又會維持員工人數，這是否意味員工要減薪？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讓我回答有關海洋公園重開的問題，有兩位記者朋友均

問及。當然，這有部分是海洋公園的決定，但我想作為商經局，尤其在旅遊方面，

海洋公園是一個重要的旅遊景點，我們會循兩個方向去做。一方面，若香港情況

繼續轉好，政府希望許多經濟作業，以及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活動能及早開展，

這要視乎整體情況，若其他情況許可，包括海洋公園在內的景點亦可以重開。另

一方面，現時有個別行業若能採取適當措施，把防疫抗疫工作或公眾衞生方面做

得安心，我們或許可以考慮一些豁免，例如我們讓戲院重開，他們需要採取一些

措施，以確保進入戲院的人數有一定限制，或有很多積極的措施實行。整個公園

的空間很大，有多少措施能一方面讓訪客重新入場，另一方面亦能確保公眾衞生，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因素。上星期我聽到海洋公園招待記者時已解釋過相關

工作，這些都是我們考慮的因素。同時亦會從兩方面考慮，究竟香港在疫情得以

紓緩的情況下，各方面是否能重開？而這時間表又會否太快呢？這兩方面政府均

願意考慮，我們會繼續審視情況。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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