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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委員 

各位議員鈞鋻: 

回應發展事務委員會 (會議議程) 2020年 1月 20日事項 III. 

「工務計劃項目第 767CL號 - 龍鼓灘填海和重新規劃屯門西地區的規劃及工程研

究」 (中文翻譯版) 

發展事務委員會將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討論上述項目。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WWF）反對龍鼓灘填海及重申填海應為最後一著，並促請政府在規劃任何填海

工程之前，必須先進行沿海及海洋空間規劃。 

面對沿岸基建發展及填海工程的威脅，本港水域中華白海豚的數量較 15 年前大跌

超過 80%。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發表的 2018/19 海洋哺乳類動物監察報告顯示，

中華白海豚數字急劇下降至有史以來新低的 32 條，較 2018 年公佈數字減少超過

30%。此外，報告亦指出去年研究期間目撃幼豚出沒只有 16 條，是自 2003 年以

來最低數字，意味海豚繁殖率持續下降。 

龍鼓灘是中華白海豚在香港水域中僅存的其中一個棲息地。連同正進行中的機場

第三跑項目以及在鄰近中國水域擬議中的發展項目，龍鼓灘的填海工程將對海豚

產生累積影響，包括水質污染、噪音污染、漁獲減少、頻繁海上交通的干擾及生

境地的喪失。擬議的填海範圍鄰近沙洲和龍鼓洲海岸公園，而龍鼓灘填海工程將

會削弱該海岸公園保育受威脅白海豚的成效。龍鼓灘的天然海岸線更是多種海洋

生物的繁殖地。破壞這些自然棲息地將減少漁業資源，令白海豚的食物供應減

少。龍鼓灘的填海工程或會逼使白海豚放棄本為重要但受人為活動嚴重干擾的海

域，轉而使用未受保護的龍鼓水道。龍鼓水道為香港最繁忙的海域之一，每日有

大量船舶頻繁使用龍鼓水道，包括遠洋輪船、內河船以及快速客船。填海工程不

但會增加水底噪音對白海豚的滋擾，也會大幅增加白海豚被船隻撞傷甚至撞死的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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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政府在使用海洋資源方面，並無規劃機制，這不但導致發展與保育存在衝

突，更迫使工業和其他海洋用途產生矛盾。WWF 促請政府仿傚土地規劃，立即

為海洋規劃空間及用途，並與廣東省大灣區其它城市正進行中的海洋空間規劃接

軌。沿海及海洋空間規劃應該包括一個為期至少三年的基線調查，用以分析和分

配合適的保護區域和發展的區域。海洋空間規劃是一個健全，具問責制且被公眾

廣為接受的流程去分析和分配人類活動的時空分佈，並可以最適當的方式，盡量

減少各海上使用者之間的衝突，通過各方協作做好海洋規劃。海洋規劃已被證明

的經濟利益包括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或私營公司投資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

並提高沿海地區的吸引力。 

 

海洋是重要且珍貴的瑰寶，應得到完善的管理，以保育生物多樣性、支撐漁業、

經濟、康樂及高生活質素。健康的海洋生態能令香港大眾富饒得益。在缺乏適當

的沿海和海洋空間規劃的情況下，WWF 繼續反對任何填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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