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加土地儲備 配合未來發展    

 

為提供充足土地供香港未來發展和住屋需要，政府去年進行的「優化土地供應策

略」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收集到四萬多份意見，並得出重要的結論，就是市民普

遍支持「六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即應用所有土地供應模式，包括收地、更

改土地用途、重建、重用前石礦場、維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以增加土地供

應；公眾亦普遍支持建立土地儲備。 

 

由於第一階段公眾參與非常踴躍，收集得 41,933 份有效意見，我們需要一定的

時間整理和分析大量的意見，並同時就合適選址進行概括的技術研究。有關工作

完成後，我們已隨即在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公佈當日，透過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文件，清楚表明已將有關報告上載於發展局和土木工程拓展署網站，過程公開透

明。 

 

最近有報導指大多數市民反對維港以外填海，分析似有偏頗之嫌。第一階段公眾

參與的意見，包括可量化分析的問卷調查及電話調查。問卷調查是透過在巡迴展

覽的舉行場地進行面談訪問、網上遞交、自行填寫及其他遞交方式所收集得來，

共8580份；而電話調查則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透過科學化的隨機抽樣方

法揀選共1472名受訪者作調查基礎。意見問卷調查的結果反映，支持填海的人士

（49.4%）多於不支持者（42.5%）；電話調查中，支持填海的人士（33.6%） 比

不支持的（46.4%）為少。兩項調查結果顯示支持與反對意見並不一致，但反對

意見並非佔大多數。 

 

市民未來對土地的需求，來自對改善擠逼居住空間的訴求，也來自人口增加。我

們預測未來 30 年，香港人口將增長約 137 萬，我們需要大量土地以應付人口增

長和社區配套的需求。然而，現時各種土地供應模式都面對一定的挑戰。更改土

地用途、重建和重用前石礦場所得的土地非常有限，而收地發展又需要照顧現有

居民和營商者的需要和安置問題，有時更會激發矛盾。 

 

相比其他的土地開發方法，填海則較為靈活和可預測，因為填海由政府主導，所

得的土地更適合作為儲備之用，亦切合市民的住屋和優化生活質素的訴求。填海

可以創造較大面積的新土地作全面規劃和發展建立新市鎮，提供房屋及就業機

會，更能安置受其他土地開發模式影響的居民和營商者。正如上文所言，市民普

遍支持「六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維港以外填海便是其中一環，因此我們在

繼續善用其他方式提供土地的同時，有必要進行這方面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以

作進一步探討，滿足香港的長遠需要。 

 

我們從公眾參與活動所收集的意見知悉，反對個別填海地點的聲音主要關注填海



對社區和環境的潛在影響，大部分針對個別填海地點，突顯適當的填海選址至為

重要。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因此同時確立填海選址的準則 (包括對當地社區的影

響、新填海區選址及交通便捷程度、能否滿足當地居民需要、對環境(海洋生態)

的影響、對環境的好處、規劃的靈活性、工程的可行性及成本效益)，根據這些

準則及一些技術研究，我們選出五個可作進一步研究和考慮的近岸填海地點，分

別是位於屯門的龍鼓灘、北大嶼山的小蠔灣和欣澳，沙田馬料水、以及青衣西南，

總面積約為600公頃。相比其他可能地點，相信它們可以避免對環境生態和社區

造成重大影響。 

 

在未來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中，我們會向市民詳細介紹這些計劃和聽取意見。

公眾參與結束後，我們會盡快就填海及發展岩洞計劃展開詳細的技術研究和環境

影響評估，並會於確立填海和發展岩洞項目前再次諮詢公眾。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木工程處處長唐嘉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