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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天水圍泥頭事件 
 

就天水圍嘉湖山莊對開的堆積泥頭，政府十分重視事件，相關部門包括環境保

護署、規劃署、 屋宇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和地政總署於本年 3 月 8 日召開跨部門會議

後，政府各部門正採取相應執法行動，包括飭令加固有潛在倒塌危險的斜坡以保障公眾

安全，要求土地業主及負責人提供該地點用途的進一步資料，並對已確認涉嫌違規的發

展發出強制執行通知書，飭令中止構成違例發展的有關事項，以及就該地點進行的土地

平整工程沒有採取法定防止散發塵埃措施準備檢控的程序。各部門工作的詳情如下： 

 
2.  屋宇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的視察顯示該地點的泥頭沒有即時倒塌的跡象，但由

於泥土並沒有經過壓實處理，土質鬆散，加上最近泥頭上的植被被移除，堆積在該地點

的外露泥土有潛在倒塌危險。況且雨季臨近，情況有可能在雨季時惡化。基於土木工程

拓展署的專業意見，屋宇署已於 3 月 8 日就此個案按《建築物條例》第 27A 條發出斜坡

修葺令，勒令土地擁有人聘請建築專業人士進行勘察和提出工程建議，確保公眾安全，

以及須於一星期內開展緊急噴漿工程，加設保護層，作為首階段的補救措施。該土地擁

有人如沒有遵從修葺令，屋宇署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7A（3）條，代為進行修葺

令指明的工程，然後向業主追討有關的工程及監工費用，以及不多於有關費用 20%的附

加費。屋宇署補充，若土地擁有人未有履行有關危險斜坡修葺令，建築事務監督會考慮

對失責土地擁有人提出檢控。 
 
3.  規劃署會按《城市規劃條例》（城規條例）採取執行管制行動，事涉地點在「屏

山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大部分劃為「康樂」用途地帶，根據城規條例如作任何康樂或其

他發展，包括進行填土／挖土工程以作該等發展用途，均需事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

規劃許可，否則即屬違例發展。然而，由於在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八日憲報首次刊登「屏

山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的公告前，規劃署紀錄顯示該地點已經用作露天存放泥沙用途，

因此根據城規條例該地點繼續用作地存放泥沙用途屬條例下的「現有用途」，並不構成

違例發展。 
 
4.  規劃署留意到，該片作露天存放泥沙用途土地近年被植物覆蓋，但植被於今年

初被移除，顯現露天存放泥沙的原貌，亦發現存放泥沙地點上有挖土及推土活動，規劃

署對該地點現時用途正繼續作出調查，並於三月二十一日已根據條例第 22（7）條，向

該地點的業主及負責人發出一份「要求提供資料通知書」，以搜集該地點用途的進一步

資料。如有足夠證據證明該地點有涉及違例發展，規劃署會採取適當的執行管制行動。 
 
5.  規劃署根據近日的場地視察，發現在一九九三年法定規劃圖則生效前已存在的

露天存放泥沙土地範圍之外的東面毗鄰有填土工程。該填土工程涉及的地點在「屏山分

區計劃大綱圖」上大部分被劃為「綠化地帶」，由於有關工程並未獲得城市規劃委員會

的規劃許可，屬條例下的違例發展，規劃監督於三月二十一日已根據城規條例第 23（1）
條，向有關註册業主發出一份「強制執行通知書」，要求有關註册業主在七天限期內，

中止在該土地上進行違例填土工程。規劃署亦發現違例填土工程有向西面擴大跡象，現

正搜集證據，不排除繼續會有新的涉嫌違例發展個案，需採取執行管制行動。 
 
6.  規劃署會繼續跟進有關涉嫌違例發展個案，並視乎情況考慮根據城規條例檢控

相關地段業主。根據城規條例第21及23條，任何人進行違例發展或不遵從通知書規定， 
首次定罪可處罰款 500,000 元，其後次定罪可處罰款 1,000,000 元，而對不遵從通知書 
的繼續違例發展情況持續的每一天，可另處罰款每天50,000元（首次）或100,000元 （其

後）。規劃署強調，即使有關露天存放泥沙在城規條例下作為已有用途不屬違例發展，

相關地段業主仍有責任確保沙倉運作符合本港其他法例要求，包括不得造成有潛在倒塌

危險的斜坡影響公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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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環保署發現在該地點進行的土地平整工程沒有採取《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

塵 埃）規例》要求的措施，防止散發塵埃。環保署已警告了工程負責人並且正在準備

檢控的程序。環保署會繼續通過與各政府部門聯手，加強巡查以打擊任何非法傾倒建築

廢物活動。 

 

8.  適當存放或重用建築廢料於填土可以善用資源，但具體用途和操作必須符合香

港所有適用法例，包括環保法例、土地使用及規劃條款、及工程安全法例等。否則即屬

非法棄置建築廢物。為了加強管制非法棄置建築廢物於私人土地，政府於 2014 年 8 月

透過《廢物處置（修訂）條例》引進了一項預先通知程序，規定任何人士在私人土地擺

放建築廢物必須先得到所有土地擁有人的書面許可，並向環保署遞交確認通知表格。環

保署在收到書面通知時，會同步通知各相關部門，讓他們知悉有關計劃，讓各部門按照

其職權及適用的法例處理及作出跟進，確保有關活動符合所有法例要求。新規定亦有助

各部門加強監察，全方位打擊非法棄置建築廢物的行為。 
 
9.  具體執法方面政府亦有跨部門協調機制，環保署協調多個政府部門包括地政總

署、規劃署、食物環境衞生署、漁農自然護理署、屋宇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渠務署、

民政事務總署、路政署，監察非法棄置廢物的情況、交流情報、與及協調部門間的管制

行動。透過跨部門協調機制，各部門就各自的職權範圍及相關法例進行巡查及監察的工

作。 
 
10.  就提出強制所有泥頭車加裝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建議，環保署與各有關部門正

研究定位技術的技術可行性和相關問題，並會進一步進行測試及諮詢業界意見，以取得

共識及擬定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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