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 關 綠 領 行 動  

   
     綠領行動(Greeners Action)，於 1993 年成立，宗旨是透過持續教育，達致全民珍惜地球資源以行動實踐綠色生活，令香港進入綠色新

世代。本會是一個註冊環保組織及慈善機構，稅務檔案編號為 91/8885。 

  本會的工作包括不同類型的減廢、回收工作，如「衣食無憂食物分享計劃」、「廚餘審計」、「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動」及「粉墨再生回收

計劃」等，還有早前與環境保護署合作的「廚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社區回收有 FUN 店」，另有成功推行「無膠袋日」、「報紙不要袋」、「小

學環保午膳」、「有衣食運動」等倡議及教育工作，藉以將有關訊息帶給市民大眾及有關部門，以引起他們的關注。本會亦積極為青少年舉辦

環保活動，提升他們的環保意識；由減用膠袋、珍惜食物等切身的生活小節開始，節約地球資源，推動青年人成為未來環保領袖。本會網頁: 

www.greeners-action.org 

 

   地址: 新界葵涌敬祖路 6號祖堯坊 A座 201舖  電郵: info@greeners-action.org  電話: 3499 1780   
傳真: 3010 8426 本會網頁: www.greeners-ac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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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 

 

疫情重挫香港經濟 「明日大嶼」工程研究撥款宜三思 

綠領行動促請再就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召開公聽會 

 

  財委會第 10 項議程將會討論中部水域人工島撥款，作為「明日大嶼」首階段的基建工程研

究。綠領行動(本會)認為，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肆虐，香港經濟大受打擊，經濟前景不明朗及

財政儲備日益減少的情況下，應重新審視「明日大嶼」的工程造價撥款和實際需要，並再次

召開公聽會，讓社會上不同持份者反映「明日大嶼」的意見。 

 

經濟逆轉 應重新審視「明日大嶼」計劃 

 

政府於 2018 年提出「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工程造價為 6240 億，計價算成本時並非以 2025

年動工時計算，本已沒有計及通脹因素，而實際造價可能高達 1 萬億元，政府的財政承擔能

力已成疑問。現時經歷疫情肆虐，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三輪支援經濟措施，令政府的

財政能力進一步削弱。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估計到明年 3 月底，財政儲備只有 8000 多億

元，政府預算赤字達亦高達 2900 億元。 

 

最近有經濟學者估計，明日大嶼最終可能超支四至五成，令本港財政儲備可能最快在 2027-

28 年度便會用盡。在環球經濟不明朗，香港經濟復甦步伐難以估計的情況下，應該思考是否

繼續推進 「明日大嶼」計劃。 

 

土地收益或不符預期 

 

過去有團體估計，發展「明日大嶼」的私樓及商業發展收益可達 1 萬 1 千多億元，政府亦有

引用這些數字。但近年香港的政治經濟環境急速變化，土地收益是否仍如當初計算樂觀?統計

處今年 9 月發表最新的人口推算報告，本港人口將於 2041 年達最高峰，達 811 萬人，較

2017 年估算的高峰人提前兩年，人口亦減少 11 萬人。面對突如其來的政經變化，政府現時

未能展現未來香港經濟復甦藍圖，發展「明日大嶼」的願景已發生變化，相關的研究工程亦

應該重新審視是否合乎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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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嶼填海並非必要 優先善用現有土地 

 

要紓解即時建屋的土地壓力，地盡其用才是切實可行的做法。例如粉嶺高球場佔 172 公頃土

地，但只供少數富貴達人使用。政府不全面收回粉嶺高球場，反而耗用 6240 億去填海。香

港現存有大量土地，包括未納入發展的棕地、閒置政府土地、會所地等等，都是坊間較有支

持的即時方案，尚有極大發展空間，東大嶼填海並非必要和首選。 

 

重善如流 召開公聽會 

 

基於以上種種環境因素的變化，本會認為立法會繼續審議中部水域人工島撥款值得商榷。本

會希望各委員能認真審視中部水域人工島撥款的必要性，並考慮再次召開公聽會，讓社會各

個持份者表達對當前政經環境變化，發展「明日大嶼」步伐和需要的意見。 

 

完 

 

*本人／會授權立法會秘書處將信件向公眾披露，並上載至立法會有關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