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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法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就海事工程對 i魚業影響之評估

就何俊賢議員於 2019年 3 月 19 日致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主席的信件，環境保護署(簡稱「環保署 J) 及漁農自然護埋著

(簡稱「漁護署 J) 提供回覆如下: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下稱《環評條例})對環境影響評估(下

稱環評)的內容、標準及流程，有嚴格及客觀的規定。《環言平

條例》下的技術備忘錄明確列出處理各種環評事宜的原則、程

序、指引、規定及準則。若海事工程屬於《環評條例〉所訂明

的指定工程項目，工程倡議人必須按照法定的環評程序，詳細

評估該工程對海洋生態及漁業所產生的影響;如有需要，亦須

採取緩解措施，將不良影響減至可接受的水平。

環評程序嚴謹及公開透明，公眾人士(包括受影響漁民及

相關社區人士)和環境諮詢委員會在不同階段(包括公布項目簡

介早期和批准環評報告前)皆可參與及提出意見。若環評涉及漁

業影響評估，環保署會聯同 j魚護署，經詳細考慮有關意見後，

才決定環評研究概要的內容，以及最終是否批准該環評報告。

漁業影響評估

<~裝書平條例}下的技術備忘錄載有漁業影響評估的指引。

首先，漁業影響評估須提供有關漁業的全面及準確基線資

料。為此，工程項目倡議人須檢視和核對現有的相關基綠資料，

以公允地反映事實。相關基綠資料的來源可包括本地漁民及水

產養殖人士、海洋及漁業生物學家、非政府組織和有關政府部

門等。漁護著會要求工程倡議人在環評研究早期諮詢相關漁民

及水產養殖人士，以了解業界的現況及其關注的問題。此外，

工程項目倡議人亦可參考相關的調查報告，。村口漁護署於 2016

至 2017 年問進行的捕魚作業及生產訪問調查。若發現相關基綠

資料不足夠或有疑問，工程倡議人須進行實地調查，以確保有

足夠及準確的基線資料用作漁業影響評估。

其後，漁業影響評估須根據建議發展項目的概況及所蒐集

的漁業基綠資料，預測項目可能對漁業(包括水產養殖及捕撈漁

業)造成的影響，並說明影響的性質及量化其程度。作出上述預

測時，須參 JHE( 技術備忘錄所列出的準則。這些準則包括影響性



質、受影響的面積、漁業資源、及生產、毀壞及干擾哺育場及產

卵場、對捕魚活動的影響，和對水產養殖活動的影響。

另外，漁業影響評估須建議具成本效益及切實可行的其他

方案及緩解措施，並建議適當的監察計劃。

總括而言，環評報告必須根據技術備忘錄的要求，全面、

科學及客觀地預測及評估對漁業的可能影響，從而確係漁業得

以持續授展。

累積影響評估

進行漁業影響評估峙，工程倡議人須全面檢視工程的潛在

影響，包括評估該工程與鄰近地方現存、已承諾及計劃中發展

項目，在建造和營辨日守所產生對漁業的累積影響。環係署及漁

護署在審視環評報告時，亦會確保有關累積環境影響評估的準

確性及其結果符合技術備忘錄相關的法定可接受水平。

重堡壘些

技術備忘錄吉丁明工程倡議人須優先考慮合適的方案(如改

變地點、設計、建造方法)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量避免可能

造成的影響。此外，倡議人亦須採取適當的緩解措施，例如把

工程或工序局限於指定範園或季節內進行、管制施工速度、裝

置隔泥慕、恢復或增加受影響的漁業資源及生境的措施等，以

盡量減少不良影響。如有需要，倡議人更須考慮採取進一步的

緩解措施，包括在工程範圍以外的地方增加漁業資源及生境

等。

以「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跑道系統」為例，機場管理

局在環評報告中承諾訂立並執行海洋生態及漁業的提升策略，

並按環境許可證的要求，提交《漁業管理計劃) ，以支援漁業、

提升香港西面水域(特別是大嶼山水域)的漁業資源，以及文

持海洋生態及漁業提升策略。

政府明白到漁民可能會因海事工程而影響收入，或要改往

其他捕魚區作業，因此政府一直有機制向受海事工程影響的漁

民發放特車津貼，以符緩漁民在過渡至新作業模式或改往新作

業區期間的壓力。政府於 2012 年檢討了相關機制後，已大搞調

高漁民特息津貼的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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