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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 :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就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立場申述 

 
 

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劃之制定 

 
《生物多樣性公約》(《公約》)在一九九二年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高峰會上通過，並於

一九九三年正式實施。《公約》中提及各國有必要保護地球的生物多樣性，公約適

用範圍亦已在 2011 年延伸至香港。行政長官於 2013 年施政報告中承諾制訂香港

首份《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劃》(BSAP)，以支持達成公約目標，計劃並將於

2016 至 2020 年進行，政府此前已邀請學術界、環保組織、專業人士及其他持份

者參與討論，並提出對香港首個 BSAP 的建議。 

 

 

超過一百位專家及持份者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和心血，提出了超過 400 項建議，

整合並歸納出 33 項主要行動草案，再將之訂定優次排序，希望長遠加強本港生態

保育，從而令香港在發展及環境保育間取得平衡。但政府在一月發表的 BSAP 公

眾諮詢文件內，上述多項建議及主要行動草案均未有被包括在諮詢文件內；文件

僅結合了一些不太清晰的「可採取的行動」及重申政府現有的保育工作和已作出

的承諾。 

 

本會對於諮詢文件內欠缺具體的行動草案感到失望。《生物多樣性公約》中提到

各國均應訂立有效的行動計劃，尤以在城市層面執行的行動計劃必須切實可行。

局方推出的諮詢文件內容與公約提及形成強烈的對比，香港的 BSAP 實在需要有

更具體明確的目標和行動。 

 

 

WWF 七項主要建議 :  

 
從一眾專家及持份者向政府提出的具體建議中，我們選出以下七個重要目標及行動： 

 

建議 1：透過建立覆蓋不少於 10%香港水域的海洋保護區系統，保護具代表

性的海洋生境及瀕危物種，也令枯竭的魚業資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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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現時少於 2%的香港水域受到保護，而且還不斷受到填海、放置污泥、

水質污染及不可持續的漁業等威脅。計劃中的海岸公園落成亦只會把覆蓋增

至少於 6%，各國政府都認為現時海洋保育工作落後，並以全球至少 10%的海

洋環境於 2020 年前受到保護為目標。故此，香港應要實踐此目標。很多生態

重要區域(例如中華白海豚主要棲息地的大嶼山西部水域及很多馬蹄蟹聚居的

下白泥) 仍未受保護。妥善設計及管理的海洋保護區網絡應著重選址及設禁捕

區。如此方能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推廣生態旅遊，亦有助恢復漁業。 

 
 

建議2：制訂全面的管護計劃及成立「濕地基金」，保護國際重要的后海灣和
米埔濕地 

原因：后海灣濕地為成千上萬的遷徙水鳥的中途補給站。濕地的生態有賴良

好的管理。近年，作為補償后海灣一帶城市化發展的濕地保護區愈來愈多，

但它們都是被獨立管理、並缺乏協調。同時亦有很多私人擁有的濕地備受發

展威脅。我們需要一個全面的后海灣保育計劃，同時成立法定的「濕地基

金」，統一管理個別的濕地保護區。基金長遠更可包括其他具生態價值的私

人土地。 

 
 

建議 3：把重要的低地河溪、淡水濕地及風水林納入郊野公園系統，加強保
護 

原因：郊野公園系統對保護香港豐富的陸棲生物多樣性十分重要，是市民假

日消閒好去處，更為水塘收集食水。受郊野公園包圍的「不包括土地」內常

見的低地河溪、淡水沼澤和風水林很少出現在郊野公園系統中，一直受發展

及破壞的威脅。因此，我們需要把包含重要生境的「不包括土地」納入郊野

公園範圍，並維護郊野公園之間的生態走廊，提高它們抵受氣候變化衝擊的

能力。 

 

建議 4：加強執法及堵塞法例上的漏洞，遏止私人土地上的天然生境被破壞 

原因：過去十年間，私人土地內的天然生境遭到破壞愈來愈多，例如近期沙

螺洞(香港生態價值第二高的地點)的清除植被，以及對候鳥十分重要的后海灣

魚塘被填平。這些破壞不單損害生物多樣性，亦影響景觀。我們需要堵塞城

規條例的漏洞，加強執法，修復遭破壞的棲息地。 

 
 

建議 5：評估本地野生物種的保育狀況，制訂「受威脅物種名單」，協助日
後的保育、環評、規劃及立法工作 



原因：許多物種(如：海洋魚類，白蟻和甲蟲)的資料分散或缺乏，所以現時我

們不清楚他們是否受瀕臨滅絕的威脅。因此本港應透過專家的參與，利用國

際公認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紅色名錄評佔方法來訂定野生生物保育狀

況，以了解物種的瀕危程度，並制訂「受威脅物種名單」，並將其加入《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此名單能助部門善用資源拯救瀕危物種，也供日後的

環評、規劃研究及立法工作參考。 

 

 

建議 6：為瀕危野生生物制訂並執行物種行動計劃，著手恢復如中華白海
豚、穿山甲、金錢龜及黃唇魚等高度受威脅物種的數量，確保牠們未來的存
活 

原因：香港的中華白海豚(其數目在過去十來年便下跌了百分之六十)、穿山

甲、歐亞水獺、黃唇魚、紅斑、金錢龜、大頭龜及眼斑水龜等具因人類活動

威脅而令數量大幅減少，對其中一些而言香港更是牠們最後的避難所。為增

加牠們的數量並確保香港人能繼續在野外欣賞到牠們，政府有需要制訂及實

行具清晰保育目標及特定措施的行動，成為國際上成功保肓例子。 

 

 

建議 7 : 堵塞法例漏洞，停止一切由不可持續及非法途徑獲得的動植物製成品
所進行的消耗及貿易 

原因：香港依賴進口的貨品，亦是區域的貿易樞紐。所以我們的消費及貿易

可對全球的生物構成負面影響。香港需要認清自己的責任，停止一切由不可

持續發展及非法途徑獲得的動植物製成品所進行的消耗及貿易(如：海鮮，魚

翅及象牙產品) 。因此政府要加強部門間的合作，訂立新法例及堵塞現時法例

的漏洞。 

 

 

 

結語 

 

從多年來的香港發展歷程可見，我們的政府有能力採納上述建議同時又兼顧城市

發展。十九世紀時，香港的來客常以「荒蕪」及「寸草不生」來形容香港；至二

戰日佔時期，幾乎所有的植林和次生林都被砍伐掉以提供柴薪。此後，政府特別

花了數十年造林和保護郊野，讓大自然修復、再生，成就了現時生機處處、百鳥

共鳴的景象，讓超過 1900 種開花植物(佔全中國的 5%)及超過 500 種雀鳥(差不多

佔全中國的 35%)棲息。由此可見，當政府有心推動環境生態保育並配合大自然

時，是可以扭轉生物多樣性的減少，並大幅增加大自然的承載力。 

 

本會促請香港政府在制訂 BSAP 時採納我們提出的目標和行動，並繼續與專家及

持份者合作，以達至最佳的保育成效。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