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學學生會理學會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會與去年十二月及今年八至九月收集並

歸納了本會會員(會員絕大部分為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的教授／本科生／畢業生／研究生)對
與發展郊野公園和填海有關的土地選項的意見。會員的意見如下： 

首先，學會會員普遍認為保持郊野公園的完整性非常重要，而政府和市民在討論發展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時應先了解發展所謂「低生態價值」的郊野公園邊陲地帶會為香港的生態帶

來的影響。雖然郊野公園的邊陲地帶的生態價值或許的確不及中心地帶高，但卻飾演著隔離著

郊野公園中心地帶和城市的緩衝區的重要角色。郊野公園邊陲一旦遭到發展便會引發邊緣效應

，在邊陲周圍的土地會變得大風，乾燥，亦會暴露在更多的陽光之下，而周圍的工程和人類活

動又會產生大量噪音，廢氣，令大量生物因未能適應新環境而死亡或遷徙至郊野公園的其他地

方，嚴重影響了周遭地區的生態價值，對郊野公園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此外，亦有會員擔心

若政府為發展郊野公園開了先例，令往後政府能夠輕易地發展郊野公園其他地帶；如上文所說
，發展邊陲所引發的邊緣效應會對周遭生態帶來破壞，很可能令附近的地區變成新的「低生態

價值邊陲地帶」，因此再被發展，讓郊野公園漸漸被侵蝕，最終消失。 
不少學會會員的指出對郊野公園對社會別具價值。郊野公園除了能保護環境，淨化空

氣，調節微氣候，防止水土流失，穩定山坡，防止暴洪之外，對市民的身心健康，尤其是精神

健康非常有幫助。另外，有數位會員表示經常遇到專程為一睹香港的生物多樣性而到訪香港，

可見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亦能提高香港的聲譽。除此之外，亦有會員指出現時世界各國漸漸都意

識到生態的重要性，例如荷蘭，新加坡，澳州，紐西蘭等多個國家都開始以以環境為本的模式

推動可持續法展，中共政府亦曾於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並

於近年推出保護海岸線生態的政策，而倫敦的政府更於近年斥巨資推行 “Make London a 
National Park City” 此項具野心與前瞻性的政策，但郊野公園在香港不但沒有受到保護，反而

淪為土地供應的選項之一，令人感到婉惜。 
最後，有會員應為政府在制定與環境有關的政策前應多與大學的教授和學者溝通，並

聆聽他們的意見。例如雖然已有學者就中華白海豚的活動範圍作出研究，但政府計劃為補償三

跑等工程而計劃設立海岸公園時卻將某海岸公園設立於一些白海豚甚少出現的水域中，而某些

白海豚經常出現的熱點反而缺乏保護，可見政府仍需加強和學者之間的溝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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