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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建造工程對重要物種、海洋生態及漁業的影響  
 

( 立 法 會 CB(1)1648/13-14
(01)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 建
造工程對重要物

種、海洋生態及

漁 業 的 影 響 " 提
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1648/13-14(02)
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

" 建 造 工 程 對 重

要物種、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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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及 漁 業 的 影

響 " 擬 備 的 背 景

資料簡介  
 

相關文件  
 
立法會CB(1)1320/13-14(01)
號文件 

 梁 繼 昌 議 員 於

2014 年 4 月 25 日

就港珠澳大橋香

港口岸人工島發

展對海洋生態的

影響發出的函件

(只備中文本 ))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

劃 )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保護海洋生態和重要物種

的工作，以及為了避免和盡量減低建造工程對本港

海洋生態和重要物種造成影響而作出的努力。他重

點指出，政府當局已在 2004年公布新的自然保育政

策，該政策的目的是在顧及社會及經濟考慮因素的

情況下，以可持續的方式規管、保護和管理對維護

本港生物多樣性至為重要的天然資源，使現在及未

來一代均可共享這些資源。  
 
海洋生態評估  
 
2.  郭榮鏗議員提及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下稱 "《環評條例》 ")(第 499章 )發出的技術備忘錄

(下稱 "技術備忘錄 ")附件 16及附件 17，當中載有生

態評估的指引及漁業影響評估的指引。他對現時並

無向工程項目倡議人提供足夠資料，讓倡議人可就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全 面 的 海 洋 生 態 評 估 表 示 關

注。他質疑在技術備忘錄中有否訂立清晰的準則，

供工程項目倡議人參閱，以協助他們評估指定工程

項目對海洋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

劃 )回應時表示，技術備忘錄詳細訂明在決定指定工

程項目是否在環境考慮方面屬可接受時所依據的

原則、程序、指引、規定及準則。除了上述兩個附

件外，技術備忘錄附件 8亦訂明評價指定工程項目



經辦人／部門  
 

 5

的生態影響的一般準則。法定環境影響評估 (下稱

"環評 ")程序的相關資料及各指定工程項目的環評

報告已上載至《環評條例》的網頁，讓公眾查閱。

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解
釋，根據《環評條例》，指定工程項目倡議人須向

環境保護署署長 (下稱 "環保署署長 ")提交工程項目

簡介，以便環保署署長擬定環評研究概要，在概要

中，會列出與指定工程項目相關並應在環評研究中

處理的環境問題的範圍。一般而言，涉及海底工程

的指定工程項目須在環評程序中通過海洋生態評

估。  
 
海洋保育  
 
4.  葛珮帆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沒有制訂全面

的保育海洋生態政策及策略。她認為，政府當局應

定期調查本港水域的海洋資源，並製備海洋資源地

圖，以密切監察不同海洋物種的情況。政府當局亦

應加強保育教育和宣傳方面的工作。環境保護署助

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劃 )重申，政府在 2004年
公布新的自然保育政策，以推動本港的自然保育工

作。根據新的保育政策，當局已覓選 12個優先保育

地點，以加強保育。當局亦推行管理協議計劃及公

私營界別合作計劃，以保育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

點。此外，政府當局自 2000年年初一直定期進行生

態調查，並更新不同海洋物種的情況。當局亦透過

2001年起推行的中華白海豚保育計劃，保育及監察

中華白海豚種羣。  
 
5.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

劃 )進一步表示，2013年，政府按照《生物多樣性公

約》的原則，並因應地區需要及緩急次序，着手制

訂本港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下稱 "《策

略及行動計劃》 ")。計劃的重點之一是防止瀕危物

種滅絕。為發展本港的《策略及行動計劃》，政府

當局已設立三層架構的委員會，包括督導委員會、

3個工作小組及多個專題小組。督導委員會會全面

督導《策略及行動計劃》的制訂工作及監察該計劃

的發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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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郊野公園及海

岸公園 )補充，政府當局十分重視海洋生態的保育。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 586章 )及《野生動

物保護條例》 (第 170章 )是保護瀕危物種的主要法

例。當局亦為海洋生態的保育及持續發展推行了多

項措施。例如，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 "漁護署 ")由
2000年起與珊瑚礁普查基金合作，統籌每年一度的

香港珊瑚礁普查工作，以取得有關珊瑚礁情況的數

據。為保護綠海龜的產卵地，南丫島南面的深灣已

劃定為限制地區。當局亦推行人工魚礁計劃，在本

港不同地點敷設多種人工魚礁，以豐富漁業和生態

資源。由於跨境合作對保護海洋生態至為重要，政

府當局現正與廣東省當局緊密合作，以保育內地和

本港水域的海洋物種。  
 
7.  在教育及宣傳方面，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

署長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表示，漁護署曾舉辦多

項活動 (包括學校教育活動、講座、導賞團及展覽 )，
以加強市民對自然保育的認識，並會在這方面繼續

努力。漁護署亦建立了香港生態資料庫，該署會定

期進行生態調查，以搜集不同生境及物種的最新情

況。  
 
保育漁業及漁業資源  
 
8.  鍾樹根議員對相關主要官員沒有出席會議

表示失望，此事顯示政府對保育自然環境欠缺承

擔。鑒於多項海事工程已陸續開展，鍾議員深切關

注不同基建工程會對漁業及漁業資源所造成的不

良影響。他指出，近數十年，海事工程 (例如興建香

港國際機場 )已導致捕魚區面積減少，並且嚴重影響

漁民生計。本地漁產量下降及漁業的經營環境持續

惡化，但政府當局卻沒有進行全面調查，以了解本

地漁業資源的情況，也沒有向漁民提供足夠支援，

令漁民難以維生，亦難以維持漁業發展。鍾議員促

請當局檢討現時發放給受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的

特惠津貼，因為津貼額未能完全反映漁民因海事工

程導致永久或暫時喪失捕魚區而蒙受的損失。  
 
9.  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郊野公園及海

岸公園 )表示，政府一直向受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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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特惠津貼，以協助紓減工程對漁民生計的影響。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理高級漁業主任 (漁業管理 )解
釋，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已於 2012年 4月批准

把發放予受影響漁民的特惠津貼計算基準調高，即

如因海事工程導致永久喪失捕魚區，計算基準由受

影響水域 7年漁獲的估計價值增至 11年漁獲的估計

價值，以及如因海事工程導致暫時喪失捕魚區，計

算基準由受影響水域 3年漁獲的估計價值增至 5年
漁獲的估計價值。受影響漁民如符合若干資格準

則，便可獲發特惠津貼，津貼額與受影響水域每年

漁獲的估計價值相稱。當局已成立跨部門工作小

組，為發放特惠津貼釐定資格準則和分攤標準。受

影 響 水 域 的 漁 獲 估 計 價 值 是 以 漁 護 署 在 1989 至

1991年度進行的港口漁業調查所得數據為計算基

礎，因為有關數據反映了主要填海工程展開前的漁

業資源情況，當局其後亦根據漁護署收集的數據釐

定漁獲價格變動，並據此調整受影響水域的漁獲估

計價值。特惠津貼計算程式於 2012年經財委會審議

及通過。政府當局亦定期諮詢漁民，以加深了解漁

業的相關資料及數據 (例如漁產量和漁獲的銷售量

及數量 )。鍾樹根議員仍不信服，認為特惠津貼額取

決於受影響漁民的船籍港是否與受影響捕魚區相

關，並不合理。主席表示，受影響漁民可考慮向立

法會秘書處公共申訴辦事處提出申訴，以便更深入

討論此事。  
 
10.  關於漁業資源，漁農自然護理署署理高級

漁業主任 (漁業管理 )表示，漁護署曾在 1998年進行

香港水域漁業資源及捕撈作業顧問研究。根據研究

所得，魚量減少是由於捕撈過度及生態環境受海事

工程破壞所致。為促使魚量恢復和促進本地漁業可

持續發展，政府當局已逐步實施漁業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在 2010年 4月向政府提交的報告所建議的各項

漁業管理措施。例如，在 2012年 12月 31日實施禁止

在本港水域進行拖網捕魚活動的法例，以保護珍貴

的海洋資源及生態系統；當局亦設立本地漁船登記

制度，以限制新漁船加入，並把香港水域的捕撈量

維持在適當水平。政府當局亦計劃劃定漁業保護

區，冀能更妥善地保護重要產卵及育苗場內的魚

苗、幼魚和正在繁殖的魚類。漁農自然護理署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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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漁業主任 (漁業管理 )補充，漁護署自 2010年起

已對香港水域的漁業資源進行調查。由於禁止拖網

捕魚的規定會改變本港現有海洋及漁業資源的基

線狀況，漁護署認為有需要以更長時間收集數據，

才能作有意義的分析及研究。  
 
11.  鍾樹根議員進一步關注挖沙卸泥對漁業的

影響。凡在香港水域內進行海上卸泥活動，均須獲

得環境保護署 (下稱 "環保署 ")批准，而卸泥活動亦

須在指定卸泥區內進行。不過，他認為該等卸泥區

的選址應顧及多項因素，例如受風程度、水流及水

深等。政府當局亦應規管私人的海上卸泥活動，以

確保海泥妥為卸置。何俊賢議員贊同鍾議員的意

見，認為近年在本港沿岸水域進行的大規模疏浚工

程令漁業資源減少及漁獲大幅下降。雖然政府當局

一直推行各項漁業管理措施，但該等措施在恢復本

港水域漁業資源或推動漁業持續發展方面，均成效

不彰。陳偉業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制訂長遠的漁業政

策及措施，以支持本地漁業持續發展。他認為，除

了禁止拖網捕魚外，當局亦應推行其他漁業管理措

施，例如設立配額制度及規管魚網網眼的大小以限

制魚獲。  
 
12.  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郊野公園及海

岸公園 )重申，政府當局已逐步實施漁業可持續發展

委員會所建議的各項漁業管理措施。當局充分諮詢

漁業界後，會制訂合適的管理措施。環境保護署助

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劃 )表示，政府當局對挖

沙卸泥等海事工程一直訂有嚴格的規管措施。根據

《環評條例》，工程項目倡議人須為香港主要海上

挖沙工程進行環評研究，以詳細評估工程項目對環

境可能造成的影響，並建議緩解措施及環境監察計

劃。  
 
13.  鍾樹根議員詢問在本港水域進行非法拖網

捕魚活動的情況。漁農自然護理署署理高級漁業主

任 (漁業管理 )回應時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致力打

擊非法拖網捕魚活動。漁護署會繼續加強巡邏及嚴

格執法，亦會與相關執法部門保持緊密聯繫和因應

需要採取聯合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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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鍾樹根議員進一步促請政府當局停止以拖

網等破壞海床的方法在香港水域進行海洋資源的

調查工作。漁農自然護理署署理高級漁業主任 (漁業

管理 )回應時表示，借助拖網的方法進行漁業資源研

究調查工作，是全球普遍的做法。如在香港進行此

類調查，須根據《漁業保護條例》(第 171章 )領取研

究捕魚許可證。由於調查所涉及的研究活動只在細

小的範圍內進行，並且為期甚短，因此不會對海床

及漁業資源造成破壞性影響。  
 
不同基建工程項目對海洋生態和本地重要物種的

影響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  
 
15.  郭榮鏗議員詢問，若立法會批准在石鼓洲

附近的人工島上興建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在

該工程項目施工及營運期間，政府當局會推行甚麼

緩解措施，以保護海洋生態。  
 
16.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

劃 )回答時表示，當局已為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

進行詳細環評研究 (包括生態調查 )。環評報告的定

論指出，當局推行適當的緩解措施後，工程項目對

環 境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會 控 制 在 既 定 標 準 的 範 圍

內。例如，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會採用非浚挖

方法 (例如格孔式圍堰方式 )進行擬議填海及建造工

程，以盡量減少浚挖工程的規模和填海範圍，從而

局限和減低工程項目對海洋水質、生態及漁業可能

造成的影響。環評研究建議在石鼓洲和索罟羣島之

間的水域劃出約 700公頃作為海岸公園。政府當局

會進行實地視察，以確保在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

期施工及營運期間妥善推行建議的緩解措施。  
 
三跑道系統計劃  
 
17.  葛珮帆議員提及媒體的一則報道，該報道

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前稱世界自然 (香港 )
基金會 )質疑三跑道系統計劃工程項目的環評報告

有否研究該工程項目對 6種具有保育價值的魚類可

能造成的影響。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郊野公園



經辦人／部門  
 

 10

及海岸公園 )表示，三跑道系統計劃的環評報告已評

估該工程項目對環境的影響，亦已詳細評估對海洋

生態 (包括媒體報道所指的 6種魚類 )的影響。環境保

護署助理署長 (環境評估 )補充，香港機場管理局 (下
稱 "機管局 ")已完成三跑道系統計劃的環評報告，並

由 2014年 6月 20日起 30天，公開報告讓公眾查閱。

按照現行環評機制，公眾查閱期過後，環境諮詢委

員會會檢視環評報告，然後提供意見，供環保署署

長考慮應否批准該報告及批予環境許可證。  
 
18.  葛珮帆議員進而詢問，政府當局如何維護

環評機制的誠信和公信力。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
然保育及基建規劃 )解釋，環評研究屬於科學評估，

旨在檢視擬議指定工程項目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

響，並建議緩解措施，以盡量減少該項目的工程及

營運對環境的影響和把這些影響維持在可接受水

平。環評研究由分析收集所得的數據得出定論，研

究結果會公開讓市民查閱。漁護署在環評程序中肩

負重要的職能，並就自然保育、生態及漁業問題向

環保署提供意見。本港的環評程序公開透明，公眾

(包括相關持份者及環保團體 )可參與其中，在相關

環評報告獲批准前，就不同的指定工程項目發表意

見。  
 
19.  梁繼昌議員察悉，根據三跑道系統計劃環

評報告的行政摘要，在上沙洲須建造管道鑽孔出土

位置，有關工程可能對沙洲鷺鳥林造成中等程度的

影響，而在施工階段，亦會對中華白海豚在計劃中

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的活動造成中等程度的潛在

影響。他對此表示關注。他詢問，在開展三跑道系

統計劃前設立擬議新的海岸公園，以盡量減低及緩

解在工程項目施工及營運期間對中華白海豚可能

造成的影響，並加以補償，此舉在技術上是否可

行。胡志偉議員亦與梁議員一樣，關注三跑道系統

計劃對中華白海豚棲息地的生態造成的影響，他認

為當局應推行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以確保妥善實

施適當的緩解措施和這些措施有效推行。  
 
20.  機 管 局 總 經 理 － 環 保 事 務 (建 築 工 程 )解
釋，環評報告已建議採取足夠措施，盡量減少及緩

解三跑道系統計劃對生態的影響，並加以補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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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緩解措施包括設立新的海岸公園、避免於夜間

及鷺鳥繁殖季節在上沙洲進行與安裝管道有關的

建築活動，以及海天客運碼頭營運的快船改道航行

擬建的海岸公園外。三跑道系統計劃的建造工程或

會使中華白海豚的來回游弋範圍及棲息地受損，但

擬 建 的 2 400公 頃 新 海 岸 公 園 可 促 進 漁 業 資 源 復

原，並為中華白海豚提供棲息地。梁繼昌議員仍不

信服政府當局的解釋。他促請當局在三跑道系統計

劃施工前設立海洋保護區，以保護中華白海豚。  
 

 
 
 
 
 
 
政府當局  

21.  梁繼昌議員進一步詢問本港保育綠海龜的

情況。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生物多樣

性 )表示，漁護署一直密切監察本地綠海龜的情況，

以加強保育工作及制訂所需的保護措施。當局亦採

用星定位系統追蹤本地綠海龜的遷徙路線及覓

食地。政府當局應梁議員的要求，答允提供有關保

育南丫島綠海龜的資料。  
 
與港珠澳大橋本地工程項目相關的建造工程  
 
22.  梁繼昌議員提及他於 2014年 4月 25日致主

席的函件 (立法會CB(1)1320/13-14(01)號文件 )，並

對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的填海工程對海洋

生態的影響表示關注。  
 
23.  路政處統籌組組長／港珠澳大橋表示，香

港口岸人工島佔地約 150公頃 (約 130公頃劃作興建

香港口岸，約 20公頃則劃作興建屯門至赤鱲角連接

路南面出入口 )，當局已根據相關的憲報內容進行有

關填海工程。為方便進行香港口岸人工島的填海工

程，承建商暫時在海事處佈告所核准的施工區範圍

內調動施工機械和實施相關的臨時環保和安全措

施，例如在填海地點周圍的水域裝置隔泥幕，防止

海上建造工程引致泥沙物質擴散。由於部分填海工

程已經完成，承建商現正陸續把有關施工機械移離

施工區及撤銷有關臨時措施。  
 
鋪設海底電纜  
 
24.  莫乃光議員關注鋪設海底電纜對本港海洋

生態的影響。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署理助理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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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 )回應時表示，現時香港與 9個區域和橫跨太平

洋的海底電纜系統連接。鑒於預計有兩個新的海底

電纜系統在香港着陸，到了 2016年，提供電訊服務

的海底電纜系統共有 11個。截至 2013年 3月，香港

在塘福、舂坎角及將軍澳等不同地區共設有 7個海

底電纜着陸站，是亞太區內主要的電訊及互聯網樞

紐。2006年，若干海底電纜因台灣附近發生強烈地

震而受損，導致本港對外電訊服務嚴重受阻。為盡

量減少天災對電纜可能造成的損壞，當局已小心設

計海底電纜路線，避免在地震帶或颱風頻繁的地方

鋪設電纜。  
 
25.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署理助理總監 (規
管 )進一步表示，有意申請鋪設海底電訊電纜法定許

可的人士可透過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下稱 "通訊

辦 ")遞交申請，通訊辦提供綜合聯絡服務，可為申

請人聯絡相關政府部門。提出申請和取得所需的法

定許可是申請人的責任。申請人須遵照相關政府部

門所訂立的程序和規定行事，亦有責任採取適當措

施，避免影響海洋生態和重要物種，或將影響降至

最低。至於受《環評條例》規管的海底電纜項目，

工程項目倡議人須向環保署申請環境許可證。  
 
26.  莫乃光議員進一步詢問漁船令海底電纜受

損的事宜。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署理助理總監 (規
管 )表示，至今只有兩宗漁船令海底電纜受損的個

案。在安排緊急修理香港水域的海底電纜系統前，

必須先向政府申請許可。當局已擬備資料文件，概

述向相關政府部門申請所需法定許可的程序。漁農

自然護理署高級海洋護理主任 (西區 )補充，海底電

纜通常以沖埋法鋪設於海床下。沖埋法將海床上的

沉積物流化，並同時鋪設和掩埋電纜。由於採用此

法使海床所受的滋擾範圍只局限於電纜路線的沿

線範圍，而沉積物擴散的情況亦屬短暫，因此可盡

量降低工程可能對海洋生態造成的影響。漁農自然

護理署助理署長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補充，自禁

止拖網捕魚的規定實施後，漁船令海底電纜受損的

情況甚少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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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海岸公園  
 
27.  胡志偉議員憶述，政府曾計劃劃定西南大

嶼山為海岸公園，以保育海洋生物，但當局至今仍

未劃定該處為擬建的海岸公園。他詢問，政府當局

何時落實此項計劃。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

及基建規劃 )回答，政府當局曾在 2009年就該計劃諮

詢相關漁民團體、大澳鄉事委員會及大嶼山南區鄉

事委員會。然而，他們對當局為擬建的海岸公園實

施的管理措施 (例如船速限制 )有所保留，亦不支持

劃定該處為海岸公園的建議。政府當局落實將西南

大嶼山劃定為海岸公園的計劃前，會繼續就有關安

排與持份者溝通。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郊野公

園及海岸公園 )補充，漁護署一直密切監察西南大嶼

山及索罟羣島的海洋環境。  
 
28.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

劃 )進一步表示，政府當局已根據港珠澳大橋本地項

目的環境許可證所載的條件，優先將大小磨刀劃定

為海岸公園。在現階段，政府當局正為此進行準備

工作，包括詳細研究海岸公園的擬議界線、制訂海

岸公園的管理計劃及諮詢持份者。將大小磨刀劃定

為海岸公園的建議約在 2015年年中刊憲。  
 
29.  何俊賢議員指出，本港的捕撈漁業受漁業

資源耗損影響，他批評政府當局未能在保護海洋生

態與漁業持續發展之間取得適當平衡。鑒於當局以

許可證制度限制海岸公園內的捕魚活動，他不滿在

許可證制度下訂有不准轉讓捕魚許可證的規定，而

此項規定亦嚴重影響在海岸公園內捕魚的漁民家

庭的生計。 

 
30.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

劃 )強調，設立海岸公園旨在保護和管理具有重要生

態價值的海洋環境，以達到保育、教育及康樂的目

的。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

園 )解釋，制定《海岸公園條例》 (第 476章 )旨在劃

定、監管及管理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根據現行

立法框架，在海岸公園內禁止捕魚。然而，漁護署

署長獲賦權向本地居民和真正的漁民發出捕魚許

可證，讓他們可在海岸公園進行捕魚活動。一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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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當劃定海岸公園後，當局會向真正的漁民發出

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證，此後便不會再發新證。捕魚

許可證工作小組會考慮每宗捕魚許可證的申請個

案。在 1996年設立首個海岸公園時，當局向真正的

漁民發出約 800至 1 000個捕魚許可證。現時，約有

380個有效的捕魚許可證由真正的漁民持有。  
 

政府當局  31.  應主席要求，政府當局答允提供資料，述

明有多少宗根據《海岸公園條例》提出而被漁護署

署長拒絕的捕魚許可證／轉讓捕魚許可證申請，並

說明拒絕申請的理由。  
 
在西部水域進行不同海事工程的累計性影響  
 
32.  鑒於大嶼山附近有多項大型基建工程正在

施工或規劃動工，主席關注該等工程項目對受影響

水域的海洋生態及漁業資源的累計性影響。鍾樹根

議員認為，政府當局不應忽視在同一水域正在施工

或規劃動工的不同海事工程的累計性影響。環境保

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劃 )表示，在相關

的環評研究中，會仔細研究在同一水域的擬議工程

項目及其他正在施工／規劃動工的工程項目的累

計性影響，以便在推行工程項目時，制訂符合環保

標準的計劃／設計及相關的緩解措施。  
 
33.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 (項目 )4向委員

保證，政府當局明白保育本港海洋生態的重要性。

在《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維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

研究中，當局覓選了 5個適合填海的近岸地點 (包括

香港西部水域的龍鼓灘、小蠔灣和欣澳 )。該研究亦

指出，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是其中一個備受關注的

主要環境問題，特別是在西部水域造成的潛在累計

性影響。由於在同一水域內有數項基建項目正在施

工及規劃動工，土木工程拓展署已在 2013年 8月聘

請研究海豚的專家展開中華白海豚的實地調查，並

在 2013年 9月展開非法定的 "累計性環境影響評估 "
研究，以評估 3個適合填海的地點和西部水域其他

正在施工／規劃動工的工程項目對 4個環境範疇的

累計性影響，這 4個範疇包括海洋生態 (尤其中華白

海豚 )、漁業、空氣質素和水質。該研究預計在 2014年
年底完成。  



經辦人／部門  
 

 15

政府當局  34. 應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承諾提供關於以下

香港西部水域的已規劃海事工程計劃的施工計劃

資料，包括不同施工階段的開始日期及完成日期、

受影響的水域、緩解措施及修復工作    
 

(a) 位於石鼓洲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  
 
(b) 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計劃及擬建的新

海岸公園；  
 
(c) 與港珠澳大橋相關的建造工程及在大小磨

刀擬建的海岸公園；  
 
(d) 大嶼山北面水域 (包括龍鼓灘、小蠔灣和欣

澳 )的填海工程；及  
 
(e) 位於香港島與大嶼山之間的中部水域的人

工島。  
 
議案  
 
35.  主席請委員參閱在會議席上提交的以下兩

項議案    
 

(a) 何俊賢議員提出並由鍾樹根議員附議的議
案  

 
"本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檢視《海岸公園條

例》，平衡環境保育與漁業持續發展；在

未來的海上工程中，禁止以挖沙作為填料

用途以保護海床，以及終止任何新的在海

上傾倒廢料工程，以免進一步破壞海洋環

境。 " 
 
(b) 鍾樹根議員提出並由何俊賢議員附議的議

案  
 

"本事務委員會促請漁農自然護理署增加

人手進行非法拖網捕漁的執法行動及終止

以拖網等破壞海床方法進行任何調查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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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主席建議而委員亦同意把該兩項議案分開

動議和表決。主席繼而把議案付諸表決。就何俊賢

議員動議的議案，6位委員贊成，無人反對或棄權。

就鍾樹根議員動議的議案， 6位委員贊成，無人反

對或棄權。主席宣布該兩項議案獲得通過。  
 
 
II. 其他事項  
 
3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4年 10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