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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財務委員會主席及委員 

  
各位議員鈞鋻:    

  

回應財務委員會(會議議程)2020 年 11 月 20 日的事項 VII. 

「768CL：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 (中文翻譯版)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反對明日大嶼的填海工程，重申人類不應以填

海對待地球及海洋。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需要一個「今日大嶼」願景，保留

大嶼山現存的豐富自然資源。不平衡的發展不但改變自然環境，還破壞了自然環

境作為康樂、生態旅遊、鄉村生活及香港許多受威脅物種避難所的價值。 因此，

本會建議以下三個替代解決方案： 

  

1. 房屋供應：發展棕地，不填海 

香港擁有廣闊的棕地，我們認為並不需要推行東大嶼填海計劃。當中有不少棕地

可用作發展以取代填海計劃。從香港納稅人的角度而言，發展棕地與填海均可以

帶來經濟好處，但發展棕地的成本卻遠低於填海。規劃署於去年發表的棕地研究

報告總結出新界共有 7,373 幅活躍棕地，佔地 1,414 公頃。政府於今年稍早物色了

八組棕地群，涉及約 36 公頃棕地，預計共可提供逾 2 萬伙公營房屋單位。然而，

本土研究社在 2018 年發布的調查報告估算最少有 723 公頃未被納入發展區的相鄰

棕地群，可提供 8.4 萬個住宅單位。政府應該探索利用可行的棕地增加房屋供應，

而非填海，永久破壞香港寶貴的自然環境，這將永久排除了於未來進行可持續發

展。 

  

2. 堵塞法例漏洞，保護南大嶼濕地和沿岸森林免受堆填和破壞 

大嶼山的沿岸低地濕地、溪流、河岸和沿岸森林正在迅速流失和退化。我們必須

阻止情況惡化以確保沿岸的自然資源的價值在未來得以維持。政府必須為脆弱的

自然棲息地提供充分的保護，實施環境平衡的土地使用規劃並進行有效執法。現

時《城市規劃條例》和《廢物處置條例》存在漏洞，縱使位於保育相關用途地帶

內，私人土地上的濕地、次生林等重要生境仍然不斷受到堆填等環境破壞。這些

破壞活動嚴重威脅着本地物種和牠們的棲息地，並增加當地鄉村社區和康樂設施

受洪水氾濫影響的風險。南大嶼應以「山脊到岩礁」的保育策略來管理其流域，

妥善保護具有重要生態功能的自然棲息地，維持健康的生態系統，並遵循政府

「北發展，南保育」的原則。 



   

 

   

 

  

3. 將大嶼山南部和西部沿岸水域劃為海豚保育管理區  

根據 2020 年發布的《中華白海豚緊急保育行動計劃》，政府需加強保育香港為數

不多的白海豚核心棲息地，包括大嶼山南部和西部的沿岸水域。 大嶼山南部水域

主要航道的頻繁海上交通也增加了本地鯨豚與船隻撞擊和被水底噪音干擾的風險。

政府應在 2024 年或之前將大嶼山南部和西部沿岸水域劃為不受任何人為活動影響

的海豚保育管理區，以保護白海豚覓食和社交的重要棲息地，並嚴格規管區內和

附近水域的工程發展、船舶交通、漁業活動等人為威脅，以恢復和穩定珠江三角

洲的白海豚種群。 

  

今天的大嶼山是香港擁有的天然瑰寶，我們不能單靠金錢衡量它的價值。這個價

值會因明日大嶼的填海工程展開以及隨着現時急劇的自然海岸線流失而隨之而下

降。今天，透過保育大嶼山豐富的自然資源，政府可實踐《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

動計劃》的承諾及履行明年於昆明舉辦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職責。政府是時

候在綠色經濟復甦中創造新常態，保護香港天然的陸地和海洋環境，探索發展與

保育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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