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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日期：2016 年 3 月 29 日 
時間：下午 2:30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1) 
 

香港擁有豐富的自然的生態(註 1)： 
 約 235 種蝴蝶 
 約 120 種蜻蜓 
 185 種淡水魚類 
 逾 100 種兩棲及爬行類 
 超過 500 種鳥類 
 約 50 種哺乳類   
 世界各地許多社會，政府與環保分子都已把 【生物多樣性】的概念

納入在策略制度的要求之中。 
 香港擁有著約 1105.7 平方公里的陸地面積，1649.41 平方公里的海面

總面積(註 2)。海岸線長達 733 公里。 
 截至 2012 年 3 月，包括 24 個郊野公園及 22 個特別地區，佔全港土

地總面積的 40%。 
 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米埔及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都是在國際

生態舞台佔有一個重要位置。 
 香港位於太平洋地區內，全年平均氣溫 26.6 度，濕度 79 度(註 3)，是

一個適合孕育多元化物種的條件。 
 然而雖擁有上述優勢，但香港在生態在受著不同程度的威脅及破壞；

由於生態環境的破壞，引致生態的失衡，生物多樣性正受著劇烈的

衝擊，政府必須重新審視香港的環境保護政策。 

CB(1)720/15-16(01) 吳錦雄先生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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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生物多樣性，必須建基於一個生態穩定及完整的體系上 
先看現時香港的郊野地區及海岸地區面對及發生的現象： 
1. 沙螺洞作為香港觀賞及研究蜻蛉目的蜻蜓，被先破壞後開發，現行

有否修訂法例作保護?  
2. 大埔鳳園是香港主要觀賞及研究鱗翅目昆蟲的地方，大型的建築群，

已嚴重破壞了整個蝴蝶生態圈。 
3. 米埔及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為珍貴候鳥黑臉琵鷺的主要越冬地，

越冬種群佔全球總群超過六成；但一直被傾倒泥頭等破壞，已是鐵

一般的事實，政府在這方面做到更多保護? 
4. 關於市區綠化，實施全面天台種植，既可綠化環境，又可以減低市

區夏天溫度問題，間接可以減低冷氣使用程度，從而更可節約能源

減低電費，會否也可以在香港先由學校，政府建議之類開始，或是

做一個參與計劃資助? 
5. 西貢更是香港的後花園，香港的麻鷹的密度可謂全球第一(註 4)，每年

的麻鷹節，透過互動方式為市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進行觀鳥活

動並加強他們對麻鷹生態資訊的興趣。 
6. 屯門的小冷水，在 2016 年被錄得越冬班蝶的數量大增 40 倍。 
7. 南大嶼郊野公園內發現以往從未有記錄的斑蝶越冬地，現時發現有

斑蝶停留，預期未來有機會於大嶼山發現更多新的斑蝶越冬地 (註 5)。 
8. 在后海灣一帶，大量的外來入侵植物海桑，正嚴重威脅后海灣紅樹

的生長。大家必須知道紅樹正是構成米埔及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

的主要植物物種。 
9. 大嶼山西北面、珠江口出口是中華白海豚，是香港回歸慶祝活動的

吉祥物，但現正面臨完全消失的危機。 
10. 大埔龍尾發現的海洋生物，證明是有極具價值。 
 
宏觀香港在生態保育上，可說是完全缺乏長、中、短期計劃，不

論是珍貴的濕地被傾倒泥頭的先破壞後補救，或是大面積的土地發展計

劃，都不斷蠶食珍貴的自然生態資源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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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貴的天然資源，除了被破壞外，更有未盡使用之處。香港擁

有世界級的地質遺址，這些地質遺址與人文遺址的關係，是一個極

具潛力的資源。 
 
生物多樣性是一種生境，需要透過【可持續發展】的路向發

展，需要作公眾推廣，讓更多公眾人士感受及體會。中國香港世界

地質公園，既有著近在咫尺的良好條件，豐富的地質年代遺跡，精

彩的歷史背景，但一直未有好好發揮及推動；其中的【中國香港世

界地質公園--獲推薦地質公園導賞員(R2G)】雖為香港政府及有關部

門認可，但在完全缺乏推動下，令使公眾認知度極低，這極實有浪

費之感。 
 
在香港推動【生物多樣性】策略上： 

 保留 40%土地為郊野公園範圍。 
 推廣郊野公園、特別保護地區及地質公園對香港的價值。 
 推廣香港的野生動物對生態的價值，例如水牛如何為其他生物提供

生態環境。 
 推動本土的自然生態遊，讓市民明白自然生態的珍貴。 
 種植本土植物及蜜源植物。 
 限制私人發展項目，必須在郊野公園及特別保護地區外若干距離，

並需要得到環境評估許可。 
 在郊野公園及特別保護地區土地上，政府必須捍衛及阻止從事任何

具破壞性的發展，例如發展高爾夫球場等。 
 
在香港推動【生物多樣性】行動上： 

 郊野公園範圍不被發展，必須嚴守。 
 推動市民參與郊野活動，從而讓公眾認識郊野公園對生活的關係。 
 對不法/非法的破壞行為，例如傾倒泥頭等破壞行為，必須放下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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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互相推卸程序，對犯案者予以重罰。 
 非法倒泥活動游走於各部門的法例之間，反映法例漏洞百出，環保

署、規劃署、地政總署、屋宇署、土木工程拓展署之間沒有協調導致

束手無策。 
 打擊先破壞後開發的非法行為，是有關部門的首要工作。 
 廣泛接受民間環保團體的調查報告及分析。 

 
香港，有充分的條件發展生態旅遊，這種無煙工業，只要在策略及

行動上配合，香港必定是亞洲其中一個生態旅遊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