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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項目背景 

為更靈活地回應社會對土地的需求，政府於 2013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大規模
發展新土地，從而建立足夠的「土地儲備」，以滿足短期的需求，並及時應
付將來的需求。 

土地需求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包括人口狀況的轉變、經濟表現、房地產市
場、政府政策、社會需求、公眾的期望、以及自然保育等等。這些因素及它
們對土地需求的影響是難以預計的，特別是關於土地的長遠需求。由於香港
可發展的土地資源稀少、不斷改變的土地需求以及土地開發需時，作為長遠
政策，政府的首要目標是增加可發展土地的供應，以應付未來的發展需要，
並於瞬息萬變的市場中抓緊突如其來的機遇。   

政府目前通過更改土地用途、重建、收地及重建前石礦場作為供應土地的主
要模式。然而，這些方法都面對各自的挑戰及問題，對政府建立及時的土地
供應明顯地構成影響。政府將繼續利用現有的土地供應模式，同時正積極推
進另外兩個在近年不常採用的土地供應方法，包括填海及發展岩洞。 

土木工程拓展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委託奧雅納工程顧問 (香港) 有限
公司擔任可行性研究顧問，研究透過兩個土地供應方法以制訂增加土地供應
策略，包括在維港以外適度填海及發展岩洞。是項研究包括兩個階段的公眾
參與，以收集公眾意見並加強公眾對有關議題的瞭解及接納程度。 

 

1.2 工作目標 

主要工作目標為： 

a) 進行全港性的選址搜索，以物色具潛力進行填海及發展岩洞的地點，
並根據概括技術及環境評估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b) 舉辦分為兩個階段的公眾參與，就有關在維港以外進行適度填海及發
展岩洞以增加土地供應諮詢公眾。 

 

1.3 策略性環境評估及其目的 

本策略性環境評估報告 (行政摘要) 旨在概述本研究的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
工作，以及填海選址過程中所考慮過的策略性環境評估/環境因素及調查結
果。 

策略性環境評估 (SEA) 是一個有系統的過程，由多方的持份者參與，共同
分析並評估建議政策、計劃及項目的環境影響，以助制定策略性及規劃方面
的決策，以及往後的跟進工作。 

策略性環境評估旨在於策略層面，按不同的情況，確認、評估及比較建議選
址的潛在環境表現及影響。策略性環境評估研究包括六個階段：(i)審視相關
法例及指引；(ii) 審視基線情況；(iii) 確認環境的主要問題 / 限制及機遇；(iv) 
全港性選址搜索；(v) 概括環境評估；及(vi) 入圍選址篩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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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環境評估旨在於策略層面，提供環境資料及整合環境因素，以支持確
認及篩選選址的過程，並按策略性環境監測及審核計劃及項目的要求，提出
跟進工作的建議，從而解決及跟進入圍填海選址的環境問題。 

1.4 免責聲明 

報告中所顯示任何有關填海地點的範圍、形狀、土地用途、交通設施等方案
均純粹為假設，目的是進行概括技術評估及策略性環境評估之用。無論有關
地點是否被選作更深入的研究, 這些方案中的範圍、形狀、土地用途及交通
設施並不代表最終會被落實。事實上，所有發展參數會根據將來的可行性研
究、法定程序(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城市規劃條例》等)及公眾參
與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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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體選址方法 

下圖大致說明是次研究的選址過程： 

 

 

主要工作包括： 

a) 審視以往的研究及其限制，以確定前初步選址； 

b) 進行第一階段公眾參與，以確立初步選址準則； 

c) 根據初步選址準則，於前初步選址中選出初步選址； 

d) 在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後訂定優化的選址準則； 

e) 就初步選址進行概括技術評估； 

f) 根據概括技術評估結果，以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後所優化的選址準則及
策略性環境評估，篩選出入圍的選址並於第二階段公眾參與進行諮詢、
以及作進一步的詳細研究；及 

g) 進行第二階段公眾參與諮詢公眾對入圍選址的意見。 

我們亦進行了策略性環境評估，為整個選址過程提供環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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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早期研究及限制 

我們審視了早期的研究，包括早期研究過的填海項目的機遇及限制，作為本
研究之選址過程的基礎。 

3.1 限制及考慮 

除了審視早期的研究，我們更運用了限制配對地圖(constraints mapping)，根
據地理信息系統的資料，確定了前初步選址。展開限制配對時，首先找出主
要限制，包括主要的自然地埋、環境及規劃的限制及取得各限制類別的數碼
地圖，然後重叠這些地圖，組成整體的限制地圖。我們找出全港相關地點的
限制及考慮，同時收集相關政府部門及/或其他現有資料的資訊。有關限制
及考慮的覆蓋面廣泛，包括保育、文化遺產、自然地埋及工程因素，。根據
現時的發展假設或要求，為本研究的目的，這些限制及考慮歸納為「禁制區 
(stop areas) 」或「限制區 (constrained areas) 」，其定義如下：   

「禁制區」- 預計發展會受到強烈反對的地區或現時的法律下，發

展不獲法規許可 

「限制區」 -  任何發展可能受制於現時限制的地區或可能出現的已

知限制 

這些「禁制區」及「限制區」可按環境限制及其他限制區分，表述如下： 

 

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限制及考慮 

 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 (禁制區) 

 有潛力成為郊野公園的地點 (限制區) 

 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 (禁制區) 

 指定及建議的海岸公園及有潛力成為海岸公園的地方 (限制區) 

 拉姆薩爾濕地 (禁制區) 

 米埔自然保護區 (禁制區)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禁制區) 

 自然保育區  (禁制區) 

 海濱保護區 (禁制區) 

 濕地自然保育區 (禁制區) 

 濕地緩衝區 (限制區) 

 須優先加強保育地點 (限制區) 

 具生態價值的河流 (限制區) 

 海草牀 (限制區) 

 紅樹林 (限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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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珊瑚區 (限制區) 

 潮間帶泥灘 (限制區) 

 林地 (限制區) 

 年幼馬蹄蟹地點 (限制區) 

 海豚出沒熱點 (限制區) 

 江豚出沒熱點 (限制區) 

 魚類養殖區 (限制區) 

 人工魚礁發展地點 (限制區) 

 蠔隻養殖區 (限制區) 

 集水區及水塘 (限制區) 

 憲報已公布或將公布的泳灘 (限制區) 

 法定古蹟 (禁制區) 

 具考古價值的地方 (限制區) 

 已評級或建議評級的歷史建築 (限制區) 

 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的諮詢區 (限制區) 

 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的安全區 (禁制區) 

 現有堆填區 (限制區) 

 堆填區擴建計劃(限制區) 

 已修復的堆填區 (限制區) 

 香港國際機場飛機噪音預測 25 等量線 (限制區) 

 地質公園 (禁制區) 

 綠化地帶 (限制區) 

其他限制及考慮 

 管制地區 (禁制區) 

 公共填料庫 (限制區) 

 沉積物棄置地區 (限制區) 

 爆炸品傾卸場 (限制區) 

 海洋採泥區 (限制區) 

 傳統墓地 (禁制區) 

 認可的原居民鄉村 (鄉村式發展) (限制區) 

 維多利亞港 (禁制區) 

 禁區 (禁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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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用地 (禁制區) 

 機場隔離區 (限制區) 

 機場高度限制 (限制區) 

 香港迪士尼樂園限制契約 (限制區) 

 碇泊處及指定燃料補給地區 (限制區) 

 航道 (限制區) 

 海底隧道 (限制區) 

 海洋設施 (限制區) 

 海底管道、電纜及設施 (限制區) 

 船舶失事點 (限制區) 

 建造中及 / 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的基建及發展 (限制區) 

 規劃中的基建及發展 (限制區) 

主要限制的總結，見於圖表 1 至 5。 

3.2 確認前初步填海選址中作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
考慮 

根據目前的發展假設或需求，我們為本研究及填海研究，將 3.1 部分的限制
及考慮，整理成限制地圖，並按「禁制區」及「限制區」分類。 製作限制
配對地圖的過程中，策略性環境評估已確認出前初步選址，當中剔除與環境
相關的「禁制區」，例如現時的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拉姆薩爾濕地、米
埔自然保護區、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自然保育區、海濱保護區、濕地自然
保育區及地質公園等。前初步選址亦避免了所有具價值 / 敏感的海洋及陸上
環境 / 生態地方，這些地方都禁止發展。視乎環境及其他限制，這些前初步
選址會於下一步選址過程中，被進一步考慮。 

根據管制及限制區考慮，我們確認了 48 個前初步填海選址。這些選址見於
圖表 6，並詳列如下： 

選址編號 位置 

1 大鵬灣 

2 塔門 

3 龍鼓灘 

4 屯門海濱 

5 屯門第 40 區 

6 屯門第 27 區(三聖) 

7 大欖涌 

8 青龍頭 

9 深井 

10 大埔工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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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址編號 位置 

11 船灣 

12 大埔滘 

13 馬料水擴建 

14 馬料水 

15 烏溪沙 

16 白石 

17 大嶼山西北 

18 東涌東第 3 區 

19 小蠔灣 

20 深水角 

21 欣澳 

22 青洲仔東 

23 青衣西南 

24 竹篙灣東 

25 愉景灣 

26 稔樹灣 

27 交椅洲西 

28 銀鑛灣北 

29 銀鑛灣南 

30 喜靈洲西 

31 喜靈洲避風塘 

32 坪洲 - 喜靈洲 

33 南丫島北 

34 沙灣 

35 杏花村 

36 將軍澳第 131 區 

37 將軍澳東 

38 吊鐘洲 

39 石壁 

40 石鼓洲西北 

41 長洲南 

42 榕樹灣 

43 南丫島石礦場 

44 石澳石礦場 

45 螺洲 

46 大浪灣離岸海域 

47 東面水域 

48 東南離岸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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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及制訂選址準則 

4.1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二年三月期間進行。第一階
段公眾參與的目的，是收集公眾對透過在維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增加土地
供應、以及選址準則的意見。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收集意見時，採用量化回應的方法，如全港性電話訪問及
問卷調查；亦採用質化回應的方法，如書面意見、社區團體舉辦的簽名活動
及請願文件、公眾參與網站內的線上討論區、公眾參與活動中收集的意見，
以及報章報導等。 

為了加強公眾對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認知及鼓勵公眾參與，政府舉辦了
一系列的公眾參與活動，包括公眾論壇及巡迴展覽。諮詢文件 (即第一階段
公眾參與摘要) 以不同的途徑廣泛派發，包括於各區民政事務處、巡迴展覽
地點及公眾論壇。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摘要的網上版本和宣傳短片已上載至研
究網站。 

 

4.2 選址準則 

我們透過在價值管理工作坊(I) 與不同政府部門合作，初步制訂出選址準則，
並在第一階段公眾參與中提出供公眾討論。 

建議選址準則普遍受到公眾的認可。填海方面，對環境及當地社區的影響較
其他選址準則相對地重要；而在發展岩洞方面，對社會及環境的影響及工程
可行性則相對地較其他因素重要。選址準則包括： 

指導原則 填海相關考慮 

社會和諧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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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環境表現 對環境的影響 

對環境的效益 

經濟效率與實用性 成本效益 

規劃的靈活性 

工程的可行性 

4.3 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意見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收集到與環境相關的公眾意見包括： 

a) 量化回應方面，我們整合了電話訪問及問卷調查的意見。電話訪問中，
反對填海的受訪者(46.4%)比支持填海的(33.6%)多。問卷調查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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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相反，支持填海的受訪者(49.4%)比反對填海的(42.5%)多。反對填
海的受訪者，主要考慮填海對環境及當地社區的潛在影響。另外很多
人都認為選址位置是填海的重要考慮因素。問卷調查中不少受訪者，
都反對 25 個所表述的潛在填海選址之部分選址。 

b) 為增加土地供應，受訪者認為以下為較重要的選址準則：對環境的潛
在影響(72.9%電話訪問受訪者及 82%問卷調查受訪者認為重要 )；對
當地社區的影響 (61.9% 電話訪問受訪者及 74.2%問卷調查受訪者認為
重要)；選址位置(71.4% 電話訪問受訪者認為重要)。   

c) 質化回應方面，我們收集到強烈的反對意見，尤其是關於 25 個所表

述的潛在填海選址之部分選址。另外，有些意見則支持填海。不少當

地社區組織的簽名 / 請願活動都對一些特定填海位置表示反對。很多

意見憂慮填海會損害自然環境；我們亦收集到很多關於填海損害香港

整體形象的意見，大部分來自烏溪沙 (25 個有潛力填海選址內的其中

一個)。 

d) 至於初步填海選址準則，最主要的考慮在於對當地社區的影響及自然

環境的損害。  

4.4 其他意見 

其他於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收集到的意見包括： 

a) 普遍支持建立土地儲備； 

b) 普遍贊同需要更多土地以滿足社會對房屋、改善生活環境及發展基礎
建設的需求； 

c) 普遍支持以六管齊下的方式增加土地供應； 

d) 選址位置是填海的重要考慮。 

根據第一階段公眾參與的意見，本評估將首先考慮各選址的環境及社區限制，
因為這兩項都是公眾認為十分重要的準則。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報 告 及 行 政 摘 要 已 上 載 至 研 究 網 站 
http://www.landsupply.hk。  

4.5 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觀察結果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中，主要的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觀察結果總結如下： 

a) 通過維港以外填海以增加土地供應方面，並未獲得共識。由獨立研究
中心進行的全港性電話訪問發現，反對填海的受訪者比支持的多；而
同一研究中心進行的問卷調查 (網上、自行填寫或面談訪問問卷)則發
現，支持填海的受訪者比反對的多。 

b) 相同的調查亦發現對環境及當地社區的影響為反對填海的主要考慮，
另外不少人認為選址位置是填海的重要考慮因素。 

c) 質化回應方面，為促進初步選址準則的討論，政府公布了 25 個潛在
填海選址，很多當地社區組織的簽名及請願活動都對當中部分選址表
示反對，主要考慮都是對環境及當地社區的潛在影響。另外，我們亦
收集到很多關於填海損害香港整體形象的意見，大部分來自烏溪沙 
(25 個有潛力填海選址內的其中一個)。 

http://www.landsuppl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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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從發展的角度考慮，有些意見支持填海方案。  

e) 整體而言，獲得廣泛認同的是對環境及當地社區的影響是增加土地供
應的最重要考慮及是維港以外填海的最重要選址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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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篩選初步選址  

5.1 初步選址的方法 

根據限制配對工作，我們確認了總共 48 個前初步填海選址作進一步篩選。
我們進行了揀選初步選址的程序，從而在當中篩選出小部分地點作進一步研
究。篩選初步選址過程中，各前初步選址都經過初步評估。根據初步評估中
不同的選址準則，每一個前初步選址會被劃分為 A、B 或 C 級。這些等級只
根據選址準則，初步指出其相對表現，並不代表絕對分數，並有可能在任何
進一步研究/評估作出修訂。在選址的概括比較中，被評為符合越多 A 級選
址準則的地點，假設它們有越大機會適合作進一步研究。 

5.2 初步選址準則 

如第四部分所述，我們根據第一階段公眾參與的意見和其他政府部門的意見
制定初步選址準則。對環境及當地社區的影響是最重要的填海選址準則。這
些選址準則可分類為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選址準則及其他選址準則，並總
結如下： 

5.2.1 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選址準則 

5.2.1.1 對環境的影響 

填海地點對自然資源及四周環境的影響，是根據制訂的限制地圖及以往研究
中已確認的環境資源及限制而作出考慮的。考慮的因素包括：具特殊科學價
值地點、泳灘、海岸公園或海岸保護區、擬議/ 已落實及具潛力的海岸公園、
魚類養殖區、禁制區、海岸保護區、自然保育區、郊野公園、特別地區、已
確認的文化遺產地點及其他生態敏感區等與填海地點之間的距離。 

選址準則中的「環境影響」著重於建議填海工程對自然資源和周邊環境的影
響，而堆填區、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空氣質素/氣味排放源和噪音導致的
影響將在「規劃彈性」中作考慮。 海水進水口已於本項研究中確定。由於
海水進水口可以重置，故海水進水口的限制已於「工程可行性」中作考慮。 

5.2.1.2 環境效益 

基於周遭環境及選址準則，我們考慮了填海地點的環境表現及其對填海地點
潛在的環境好處。具體考慮的因素包括提升當地生態、漁業、文化遺產、景
觀價值和視覺方面、當地的水質、填海工程接收公眾填料的容量等。 

5.2.1.3 規劃的靈活性 

這項準則評估填海地點是否接近或位處於任何限制之內，任何接近或位處於
限制內之填海地點的發展都將受到限制，也因而減低該發展於規劃上的靈活
性。所考慮的問題包括因附近環境為發展帶來的潛在限制 (例如：機場高度
限制、重置現有的碇泊區、噪音或空氣質素、鄰避或工業地區/設施對生命
的危害、堆填區氣體風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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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其他選址準則 

5.2.2.1 對當地社區的影響 

這項準則考慮到填海對周邊社區造成的影響，包括對當地文化或文化遺產特
色的影響、填海區與海岸或現有住宅的距離及視覺影響等。 

5.2.2.2 選址位置及交通便捷程度 

這項準則考慮到選址位置的交通便捷程度或可達性、現有基礎建設的狀況、
連接選址所需的新基建的規模等。 

5.2.2.3 能否滿足當地居民需求 

這項準則考慮到擬議工程是否具潛力滿足區議會及相關規劃研究所確認的當
地需要(例如：有否建立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住宅區或在當地社區創造就
業機會的需要)，而填海造地怎樣能滿足這些需求等。 

5.2.2.4 成本效益 

若填海的面積增加，建築成本相對填海面積的比率通常會降低。故此，就成
本效益而言，填海面積越大，一般更加符合經濟效益。  

5.2.2.5 工程的可行性 

填海發展的可行性取決於工程上的限制 (如有) 能否在可行的工程解決方案
範圍內得以實際地解決。考慮的因素包括現有的海底管道或電纜、於填海地
點或附近現有的海事設施(如避風塘) ，而填海工程可能受到這些因素所限制
包括毗鄰橋樑的淨空限制、水深、對策略性海上公用事業的影響、重置大型
碼頭或策略性基礎建設、又或因填海地點位處偏遠而難以連接公用設施等。 

5.3 篩選初步填海選址中的策略性環境評估/環境調
查結果 

根據以上的初步選址準則，我們評估了前初步填海選址名單，並篩選出 27
個填海選址，組成初步選址名單，這些初步填海選址的位置展示於圖表 7。 

初步填海選址地點將分為以下 4 類： 

 A – 人工島 

 B – 連接島嶼的填海 

 C – 於人工或受干擾的海岸線填海  

 D – 於天然但不受保護的海岸線填海 

值得注意的是，這 27 個初步填海選址當中，有些選址的環境關注相對較大，
然而，基於其他因素如對當地社區影響較少、較佳的位置及較易達到、較高
的發展潛力及彈性、較高的成本效益，以及工程可行性方面的考慮，它們依
然被納入初步選址名單作進一步的概括技術評估及篩選。初步選址的策略性
環境評估 / 環境調查結果總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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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址編

號 

參考編

號 
選址位置 策略性環境評估/環境調查結果總結 

30 A1 喜靈洲西 
十分接近芝麻灣魚類養殖區，影響似乎較

大 

41 A2 長洲南 

侵佔江豚出沒熱點，而且十分接近建議的

海岸公園、魚類培殖及產卵區，影響似乎

較大 

33 A3 南丫島北 影響相對較低 

22 A4 青洲仔東 
由於鄰近具考古價值的地點及白腹海鵰的

築巢位置，會造成中度影響 

27 A5 交椅洲西 鄰近保育區，會造成中度影響 

32 B1 坪洲 – 喜靈洲 
由於侵佔主要珊瑚區及鄰近香港雙足蜥棲

息地，影響似乎較大 

45 B2 螺洲 

由於侵佔主要珊瑚區、白腹海鵰及江豚的

繁殖地點、蝴蝶重點保育區、候島補給

站、海燕繁殖地點、有潛力發展為郊野公

園的地點，以及魚類培殖及產卵區，影響

似乎較大 

5 C1 屯門第 40區 
鄰近中華白海豚出沒熱點、魚類培殖及產

卵區，會造成中度影響 

6 C2 屯門第 27區 (三聖) 十分接近憲報公布的泳灘，影響似乎較大 

8 C3 青龍頭 
鄰近郊野公園、噪音及空氣污染敏感受

體，會造成中度影響 

19 C4 小蠔灣 

十分接近指定的海岸公園、中華白海豚出

沒熱點，鄰近馬蹄蟹地點、優先加強保育

地點、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等，影響似乎

較大 

21 C5 欣澳 
鄰近紅樹林、海草床及附近監測到中華白

海豚出沒，會造成中度影響 

23 C6 青衣西南 

影響到附近淨化海港計劃之排放的消散及

稀釋，會造成中度影響 (註：發展假定了遷

移附近的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 

29 C7 銀鑛灣南 
鄰近郊野公園、空氣污染及噪音敏感受

體，會造成中度影響 

10 C8 大埔工業村 影響相對較少 

12 C9 大埔滘 
十分接近法定古蹟及紅樹林，影響似乎較

大 

14 C10 馬料水 影響相對較少 

34 C11 沙灣 鄰近一些珊瑚群，會造成中度影響 

43 C12 南丫島石礦場 
十分接近魚類養殖區、魚類培殖及產卵

區，以及海濱保護區，影響似乎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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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址編

號 

參考編

號 
選址位置 策略性環境評估/環境調查結果總結 

37 C13 將軍澳東 鄰近珊瑚群，會造成中度影響 

3 D1 龍鼓灘 

十分接近中華白海豚出沒熱點，鄰近具考

古價值的地點，附近亦監測到馬蹄蟹出

沒，影響似乎較大 

7 D2 大欖涌 
鄰近具考古價值地點，空氣污染 / 噪音敏

感受體，會造成中度影響 

28 D3 銀鑛灣北 
鄰近具考古價值地點及郊野公園，會造成

中度影響 

11 D4 船灣 

鄰近魚類養殖區、空氣污染 / 噪音敏感受

體、大埔鷺島林及魚苗收集區，會造成中

度影響 

15 D5 烏溪沙 
鄰近具考古價值地點、空氣污染 / 噪音敏

感受體及魚苗收集區，會造成中度影響 

36 D6 將軍澳第 131區 
鄰近珊瑚群及已評級/建議評級的歴史建

築，會造成中度影響 

44 D7 石澳石礦場 

鄰近海濱保護區、郊野公園、具特殊科學

價值地點、噪音敏感受體，會造成中度影

響 

沒有被納入初步選址名單的 21 個填海選址中，部分選址有明顯的環境影響 
(例如稔樹灣、深井、大嶼山西北、石鼓洲西北、大浪灣離岸海域、塔門、
馬料水擴建區及深水角)；部分有中度的環境影響 (如愉景灣、東面水域、吊
鐘洲、大鵬灣、東南離岸海域、屯門海濱、東涌東第 3 區、白石、杏花村、
榕樹灣、石壁及喜靈洲避風塘)；部分的環境影響相對較低 (如竹篙灣東)。
這些環境影響中度或相對較低的地點，並沒有被納入初步選址名單，乃基於
其他考慮因素，如對當地社區造成顯著的影響、發展潛力低、位置及交通接
駁欠佳、填海範圍小、其他規劃及工程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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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概括環境評估 

6.1 概括環境評估 

在初步填海選址進行的概括技術評估中，包括概括環境評估，另外亦包括土
地用途、城市規劃及城市設計、交通影響評估、土木工程 (如水務、渠務、
排污等)、飛機及直升機運作影響、可持續發展評估、岩土評估、執行、建
造及成本等方面。報告中所顯示任何有關填海地點的範圍、形狀、土地用途、
交通設施等方案均純粹為假設，目的是進行概括技術評估及策略性環境評估
之用。無論有關地點是否被選作更深入的研究，這些方案中的範圍、形狀、
土地用途及交通設施並不代表最終會被落實。事實上，所有發展參數會根據
將來的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法定程序(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城市規劃條例》等)及公眾參與而制定。 

  

27 個初步填海選址的環境表現已於研究內概括技術評估中的概括環境評估
考慮。不同的環境方面，包括空氣質素、噪音、水質、生態、漁業、景觀及
視覺、廢物管理、對生命的危害及土地污染，均經過概括評估，從而於策略
層面確認每個初步填海選址的潛在環境問題 / 限制和機會。本章節中列出的
環境問題，是採取緩解措施之前的狀況。往後，仍需要展開進一步研究、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及城市規劃過程的詳細評估，以確立不同選址及發展
計劃的環境可接受性及所需的緩解措施。 

6.2 初步選址的主要環境問題 

6.2.1 喜靈洲西 (A1)  

選址可能影響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如喜靈洲的香港雙足蜥及長茀蕨、
周邊的漁業資源 (包括喜靈洲避風塘、芝麻灣、喜靈洲北面及南面的珊瑚區；
芝麻灣紅樹林、長沙灣魚類養殖區、產量相對中等的成魚生產區)。喜靈洲
西污水處理廠的主要污水源頭可能造成水質影響。再者，選址可能造成景觀
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沿海景觀資源。  

6.2.2 長洲南 (A2) 

由於人工島的形狀及面積龐大，選址可能嚴重影響大嶼山南面及南中國海的
水流，對中部水域的水質及水流造成潛在影響。任何支援人工島的交通基建，
如鐵路隧道，都會對區內的水流及水質造成潛在影響。而且，選址可能影響
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周邊的漁業資源，包括江豚出沒熱點、石鼓洲建
議的海岸公園、長洲南及石鼓洲的海濱保護區、馬蹄蟹區、大嶼山南面的泳
灘、產量相對較高的成魚生產區。選址亦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
害南面沿海景觀資源。加上推行石鼓洲綜合廢物處理設施及選址東面的離岸
風力發電廠，有可能出現空氣質素、噪音及水質的累積影響。  

6.2.3 南丫島北 (A3) 

選址鄰近南丫島發電廠及主要航道，航道上的主要船隻排放會造成影響。選

址可能影響東博寮海峽及西博寮海峽的水流及水質、淨化海港計劃排放物的

消散。任何接駁及支援人工島與香港島的交通基建，例如鐵路，都可能影響

區內的水流及水質。選址可能會對鄰近的石角咀及南丫島北面的珊瑚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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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影響，以及影響香港島南面的泳灘。另外，預計會對南丫島西北面的海

濱保護區造成影響。再者，選址相對接近蘆荻灣魚類養殖區，並侵佔產量相

對較高的成魚生產區。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影響，包括損害南丫島北面

沿海的景觀資源。 

6.2.4 青洲仔東 (A4) 

選址相對鄰近馬灣，可能影響馬灣的水質、生態及漁業資源 (如馬灣魚類養

殖區及泥灘)。選址可能影響扒頭鼓的白腹海鵰的重要棲息地，生態調查亦

記錄了選址南面有一處白腹海鵰的築巢地點，由一個小山丘作屏障，與選址

分隔開來。選址亦可能受到迪士尼樂園煙火匯演的噪音及空氣質素影響。另
外，可能影響淨化海港計劃排放物的消散及稀釋、和汲水門及馬灣海峽的水

流及水質。任何接駁及支援人工島往交椅洲西面 (及/或其他地方)的交通基

建，包括橋樑、隧道等，可能對區內的水流及水質造成影響。再者，選址可

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影響，包括損害中部水域的景觀資源。 

6.2.5 交椅洲西 (A5)  

選址可能對周邊的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漁業資源造成潛在影響，包括
已被記錄位處交椅洲及小交椅洲的珊瑚群，周公島、坪洲南面及東灣的珊瑚
區，以及坪洲的海濱保護區。選址可能影響淨化海港計劃排放物的消散及排
放，並影響區內的水流及水質。選址亦侵佔產量相對中等的成魚生產區。任
何接駁及支援人工島往青洲仔東面(及/或其他地方)的交通基建，都可能對區
內的水流及水質造成潛在影響。再者，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
損害中部水域的景觀資源。  

6.2.6 坪洲 – 喜靈洲 (B1) 

選址相對鄰近主航道，可能出現潛在空氣質素問題。選址可能影響周邊數種
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包括周公島上已被記錄的珊瑚群、坪洲北面及喜靈洲
北面的主要珊瑚區，以及周公島的泥灘。任何接駁及支援填海區往坪洲及喜
靈洲及/或其他地方的交通基建，都可能影響區內的水流及水質。預計喜靈
洲污水處理的污水排放，會對水質造成影響。選址亦可能對成魚生產區造成
漁業影響。再者，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中部水域景觀資
源。 

6.2.7 螺洲 (B2)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包括江豚棲息地、海岸保護區、
蒲台島的盧文氏樹蛙、罕有植物及雀島、蒲台西面、螺洲南面、螺洲門及宋
崗等的主要珊瑚區。任何接駁及支援填海區往螺洲(及/或其他地方)的交通基
建，都可能對區內的水流及水質造成潛在影響。再者，選址可能影響重要的
陸上品種 (例如盧文氏樹蛙、蒲台島的罕有植物及雀島)。另外，整個選址位
處魚類培殖及產卵區，並侵佔產量相對較高的成魚生產區。選址亦可能造成
景觀及視覺影響，包括損害沿岸海域、自然海岸線及植被等景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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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屯門第 40 區 (C1) 

選址可能影響多種周邊的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漁業資源，包括蝴蝶灣泳灘、
指定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魚類培殖及產卵區、珊瑚區、產量相對中等的成
魚生產區等。選址可能對望后石污水處理廠的排放物消散及區內水流和水質
造成影響。而且，選址十分接近屯門區內、帶來煙囱排放的工業用地 ，例
如蝴蝶灣洗衣場及生態園、亦鄰近海上交通及內河碼頭、道路交通及直升機
坪。亦會出現潛在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包括由於屯門西繞道、屯門至赤鱲
角連接路、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及香港口岸設施帶來交通流量增加而造成的
空氣污染及噪音問題；以及望后石污水處理廠的氣味排放。再者，選址可造
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沿岸水域、天然海岸線及植被景觀資源。 

6.2.9 屯門第 27 區 (C2)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的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漁業資源，包括青山灣泳灘、加
多利灣泳灘、產量相對中等的成魚生產區等。選址十分接近不同的工業用
地 ，例如管冰廠、亦鄰近海上交通、聯用綜合大樓及魚類批發市場、道路
交通及鐵路線。預計亦會出現潛在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包括屯門市中心、青
山公路及海上船隻的交通改善措施，促成交通流量增加，造成空氣污染及噪
音問題；另外青山魚類市場、聯用綜合大樓及魚類批發市場，以及公眾貨物
裝卸區亦會造成氣味排放。再者，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
青山灣沿岸水域和景觀資源。 

6.2.10 青龍頭 (C3)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的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漁業資源，包括釣魚灣泳灘及馬
灣魚類養殖區。選址亦鄰近海上及道路交通，要考慮多種潛在土地用途鄰接
問題，包括青山公路及主要航道的空氣污染及噪音問題。再者，選址可能造
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沿岸水域及天然海岸和景觀資源。 

6.2.11 小蠔灣 (C4)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包括中華白海豚、指定的大小
磨刀海岸公園、大蠔河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馬蹄蟹及紅樹林區等。選址
可能影響龍鼓水道的水流及水質。選址鄰近不同的鄰避設施及工業用地 ，
如不同的廢物處理設施、亦鄰近海上交通、公路道路交通，以及鐵路線。預
計亦會出現多種與潛在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包括空氣污染、氣味排放、對
生命的危害問題、噪音、濾水廠、多個巴士車廠、車輛扣留測試中心、維修
車廠等用途。考慮到三跑道系統的飛機噪音限制，位於飛機噪音預測 25 等
量線範圍內的選址範圍，其發展可能受到限制。再者，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
視覺問題，包括損害沿岸水域和景觀資源。  

6.2.12 欣澳 (C5)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的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包括中華白海豚、指定的大
小磨刀海岸公園、紅樹林、海草床，亦可能影響龍鼓水道的水流及水質。考
慮到雙跑道及三跑道系統的飛機噪音限制，位於飛機噪音預測 25 等量線範
圍內的選址範圍，其發展可能受到限制。還有，多種潛在的土地鄰接問題，
將來東涌東及東涌西發展、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及香
港口岸設施令交通流量增加，預計可能造成空氣質素及噪音問題。選址亦位
於公路、鐵路線及鐵路站的道路交通和直升機坪旁邊。再者，選址可能造成
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沿岸水域和景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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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青衣西南 (C6) 

視乎選址未來的用途，可能需要重置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選址鄰近 5 個具
有潛在危險的裝置，包括油庫及油站，發展前有需要完成有關重置工作。由
於選址可能影響淨化海港計劃排放物的消散及稀釋，對水流及水質都可能造
成影響。再者，選址十分接近多個工業用地 及鄰避設施，例如青衣西面及
南面沿岸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及工場，預計會出現多種潛在土地用途鄰接問
題，包括附近長青公路及青衣路的道路交通噪音及車輛排放、由西北面所帶
來的直升機坪的直升機噪音、貨櫃碼頭、船塢及工業大厦的固定廠房噪音；
馬灣海峽海上交通的船隻排放問題。再者，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
包括損害沿海水域和景觀資源。 

6.2.14 銀鑛灣南 (C7)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的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漁業資源，包括鴨脷洲北面
及芝麻灣的主要珊瑚區和紅樹林、銀鑛灣泳灘、長沙灣魚類養殖區、產量相
對中等的成魚生產區等。選址可能對北大嶼山郊野公園及南大嶼山郊野公園
的陸上棲息地造成生態影響。還有，對梅窩污水處理廠的排放物消散造成水
流影響，以及對區內水質造成影響。選址位於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銀鑛灣濾
水廠的諮詢區內，而且鄰近不同的鄰避設施及工業用地，如混凝土廠及梅窩
污水處理廠、海上交通、亦鄰近道路交通、直升機坪及銀鑛灣濾水廠。預計
會出現多個潛在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包括空氣質素問題、氣味排放、噪音問
題及銀鑛灣濾水廠對生命的危害問題。再者，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
包括損害沿岸水域和景觀資源。 

6.2.15 大埔工業村 (C8)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包括林村河口及大埔滘的紅樹
林、大埔鷺鳥林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鹽田仔魚類養殖區等。選址可能造成
潛在的水流影響，影響大埔污水處理廠的排放物消散，以及影響吐露港的水
質。再者，選址位於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諮詢區內，鄰近大埔工業村不同的
工業用地 、亦鄰近道路交通、直升機坪、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的燃料缸，以
及已修復的船灣堆填區，預計會有多種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包括空氣質素、
氣味排放、噪音、對生命的危害，以及堆填區氣體風險問題等。選址亦可能
造成景觀及視覺影響，包括損害沿岸水域的景觀資源。 

6.2.16 大埔滘 (C9)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的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漁業資源，包括大埔滘及林
村河口的紅樹林、大埔滘紅樹林 / 潮間泥灘、鹽田仔魚類養殖區等。選址可
能影響吐露港的水質。選址鄰近法定古蹟大埔元洲仔前政務司官邸、道路交
通、東鐵線及直升機坪，預計會有多種潛在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包括空氣
質素、噪音、文化遺產問題。再者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
沿岸水域的景觀資源。 

6.2.17 馬料水 (C10)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包括城門河、馬料水海水進水
口等。如果沒有將污水處理廠及直升機坪重置，選址的建議住宅及其他敏感
用途，可能會受到氣味及直升機噪音影響。選址亦可能影響吐露港的水質。
選址位處馬料水碼頭、公路及鐵路線旁邊，將受到船隻排放、道路交通及鐵
路噪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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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8 沙灣 (C11)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漁業資源，包括已記錄位於沙
灣的珊瑚群、產量相對中等的成魚生產區等。再者，選址鄰近海上交通、道
路交通、污水處理廠及已評級的歴史建築物，預計會出現多種潛在的土地用
途鄰接問題，包括空氣質素、沙灣污水處理廠及數碼港污水處理廠的氣味排
放、噪音及文化遺產影響問題。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沿岸水
域的景觀資源。 

6.2.19 南丫島石礦場 (C12)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漁業資源，包括江豚棲息地、
前南丫島石礦場及南丫島以東的海濱保護區、南丫島的盧文氏樹蛙棲息地、
索罟灣魚類養殖區、蘆荻灣魚類養殖區、魚類培殖區、魚類產卵區、蘆荻灣
魚類養殖區的人工魚礁、鹿洲主要珊瑚區等。選址鄰近工業用地 ，例如水
泥 廠、南丫島發電站、亦鄰近海上交通及直升機坪，預計會出現多種潛在
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包括水泥廠及索罟灣碼頭的空氣質素及噪音影響。再
者，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沿岸水域的景觀資源。 

6.2.20 將軍澳東 (C13)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漁業資源，包括已記錄位處佛
堂洲的珊瑚群、水務署於將軍澳的鹹水進水口、產量相對中等的成魚生產區
等。選址鄰近將軍澳工業村的不同工業用地、亦鄰近海上交通、道路交通、
將軍澳污水處理廠、柴油廠及一些堆填區，預計會出現多種潛在土地用途鄰
接問題，包括空氣質素、氣味、噪音及對生命的危害問題等。再者，選址可
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沿岸水域的景觀資源。 

6.2.21 龍鼓灘 (D1) 

選址可能影響不同的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包括中華白海豚、沙洲及龍鼓洲
海岸公園、指定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龍鼓洲、白洲及沙洲具特殊科學價值
地點、馬蹄蟹、龍鼓灘谷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蝴蝶棲息地、小冷水具特殊
科學價值地點等。選址可能影響龍鼓水道的水流及水質。選址亦被多個現有 
/ 指定 / 計劃 / 建議的鄰避設施及工業用地包圍，包括青山 A 及 B 發電廠及
生態園、龍鼓灘發電廠、水泥廠、航空燃料設施、鋼鐵廠、堆填區、不同的
廢物處理設施、海上交通、道路交通、直升機坪，以及具考古價值的地點，
預計會有多種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包括氣味排放、空氣質素、噪音及文化遺
產影響。再者，選址亦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沿岸水域的景觀
資源。 

6.2.22 大欖涌 (D2)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包括中華白海豚及黃金泳灘等。
選址鄰近道路交通、直升機坪及具考古價值地點，預計會有多種潛在的土地
用途鄰接問題，包括屯門公路及青山公路的空氣質素及噪音問題、直升機坪
噪音及文化遺產影響問題。再者，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
沿岸水域的景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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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 銀鑛灣北 (D3)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的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包括銀鑛灣泳灘、喜靈洲北
面的主要珊瑚區等。選址可能阻礙水流，影響梅窩污水處理排放物的消散，
並影響區內的水質；加上鄰近具考古價值的地點，預計可能有多種潛在土地
用途鄰接問題，包括文化遺產影響等。再者，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
包括損害中部水域的景觀資源。 

6.2.24 船灣 (D4)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漁業資源，包括鹽田仔魚類養
殖區、丫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以及大埔滘紅樹林等。選址可能影響吐露
港的水質。選址鄰近道路交通、多塵的工業用地 、大埔魚類批發市場、大
埔污水處理廠、已修復的船灣堆填區，預計會有多種潛在的土地用途鄰接問
題，包括空氣質素、氣味、噪音、堆填區氣體風險等。再者，選址可能造成
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沿岸水域的景觀資源。 

6.2.25 烏溪沙 (D5)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的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漁業資源，包括丫洲具特殊
科學價值地點、鹽田仔魚類養殖區、鹽田仔(東面)魚類養殖區等。選址可能
影響吐露港的水質。選址亦鄰近道路交通、鐵路 (馬鞍山線)、白石污水泵站，
及具考古價值的地點，預計會有多種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包括空氣質素、氣
味、噪音問題。再者，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沿岸水域的
景觀資源。 

6.2.26 將軍澳第 131 區 (D6)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漁業資源，包括已記錄位於鯉
魚門咀的珊瑚群及產量相對較高的成魚生產區等。選址鄰近海上交通、道路
交通及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預計會有多種潛在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將軍
澳跨灣連接路令交通流量增加，造成空氣質素及噪音問題。選址亦可能造成
景觀及視覺影響，包括損害沿岸水域及天然海岸線的景觀資源。 

6.2.27 石澳石礦場 (D7) 

選址可能影響周邊多種水質 / 生態敏感受體及漁業資源，包括鶴咀海岸保護
區、石澳石礦場海濱保護區、石澳郊野公園、產量相對較高的成魚生產區等。
選址可能受到附近石澳道及鶴咀道的道路交通噪音及車輛排放影響。再者，
選址可能造成景觀及視覺問題，包括損害沿岸水域的景觀資源。 

 

6.3 初步填海選址的整體策略性環境調查結果 

觀察所得，27 個建議的初步填海選址都有不同的環境限制。  

整體策略性環境表現 

 對於 A 類選址 – 人工島及 B 類選址 – 連接島嶼的填海，普遍來說，重
要的環境問題包括水質、生態、漁業、景觀及視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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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 C 類選址 - 於人工或受干擾的海岸線填海，以及 D 類選址 - 於天然
但不受保護的海岸線填海，普遍來說，主要的環境問題包括土地用途鄰
接所產生的空氣質素及噪音問題、水質、生態、漁業、景觀及視覺影響。  

 對生命的危害是以下選址的主要問題：小蠔灣 (C4)、銀鑛灣南 (C7)、大
埔工業村 (C8) 及將軍澳東 (C13)。 

 青洲仔 (A4)的環境限制似乎較少，不過，小蠔灣 (C4)、欣澳 (C5)、銀
鑛灣南 (C7)、大埔滘 (C9)、南丫島石礦場 (C12)、龍鼓灘 (D1) 及船灣 
(D4)的環境限制似乎較多。  

 廢物管理方面，施工階段的潛在環境問題，如施工期間的拆建廢料及營
運期間的都市廢料，預計都會出現於全部 27 個建議的初步填海選址。  

 營運期間的潛在環境問題包括都市廢料、化學廢物及污水影響。 

 

緩解措施的考慮 

有些問題 (如堆填區氣體風險) 的解決方法會視乎將來的詳細評估，而其他影
響 (如煙囱排放) 則視乎將來的研究 / 評估、將來的法定環境影響評估、土地
用途規劃等，確認其環境影響。 

 建築塵埃及噪音影響正常都是暫時性的，以往很多例子證明，除非情況
特殊，適當的緩解措施都很有成效。營運時的空氣質素及噪音影響，將
來需要作詳細研究及摸擬評估，並考慮採納既定的緩解措施 (如足夠的
後移距離及恰當的土地用途佈局等)。  

 建造期間的潛在水質影響，視乎將來的評估，通常可透過非挖泥式方法
及使用隔沙網緩解。至於營運期間的潛在水質影響，包括對水流的影響，
將須作進一步研究。有關緩解措施的可行性及效用，將按將來的研究 / 
評估、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土地用途規劃等，以作確認。  

 生態及漁業方面，需要作進一步的全面基線調查、監察及影響評估，從
而確認有關影響。視乎進一步的研究 / 評估，可採用與水質相關的緩解
措施，以減輕生態及漁業方面的影響。另外，為減輕對中華白海豚、其
他生態 / 漁類品種 / 棲息地 (龍鼓灘 D1、小蠔灣 C4 及欣澳 C5)的影響，
其他所需的特定地點的生態及漁業緩解措施，都會於將來的研究 / 評估
中評估及建議。  

 施工及營運期間的潛在景觀及視覺影響，通常可透過綜合景觀、城市設
計及觀景廊的形式緩解，並視乎進一步的研究 / 評估、法定的環境影響
評估、土地用途規劃等，以作確認。  

 若選址受危害生命的問題影響，於工程勘察階段，需要作量化風險評估，
以評估及處理有關問題的選址發展計劃的有關影響。 

 填海區的大小及形狀將作進一步探討，以作為其中一項處理環境問題的
可行措施。 

 建議發展於施工及營運期間產生的廢料會造成潛在環境影響，可透過適
當的收集、運輸、處理、廢置系統 / 安排緩解。其次影響如氣味滋擾、
害蟲、水污染及視覺影響都應該會有所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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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入圍選址的篩選、入圍填海選址及人工島
的主要環境問題和機遇 

7.1 入圍選址的篩選方法 

入圍選址的篩選過程是根據概括技術評估的結果及優化的選址準則，透過質
化評估從初步選址中篩選出入圍地點。篩選過程的目的是選擇有較大機會可
於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中進行諮詢及作進一步研究的地點。任何地點最終均需
經過獨立的可行性研究、法定程序，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C 項
下的填海項目及附表 3 下研究範圍超過 20 公頃或涉及超過 10 萬人口的工程
技術可行性研究都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內的指定工程項目)及《城市
規劃條例》 等、以及公眾參與。 

此外，亦已對初步選址進行質化審視，考慮每個地點的潛在問題/限制和可
能的緩解措施。 

參考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所收集的回應，篩選過程初步考慮到有關每個地點的
環境和當地社區的限制，因為它們都是公眾認為最首要的兩大準則。 

之後，會參考於概括技術評估所揭示的其他主要考慮因素，被篩選出來的地
點會再經評估。這些考慮因素包括但不限於發展潛力及限制、交通接駁、交
通影響、飛機及直升機航道等。與環境相關的因素，例如規劃限制及土地用
途鄰接問題 (如飛機及直升機噪音問題) 已於選址篩選中，與其他因素一併考
慮。 

7.2 篩選入圍選址中作按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考慮 

按照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考慮作入圍選址篩選研究，我們建立了環境表現
指標，以比較各初步選址的相對環境表現。建議的策略性環境表現指標考慮
了多種因素，包括環境法例、標準及指引，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水污染管制條例》、《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廢物處置條例》、《噪音管制條例》，及任何其他適用的相關指引 / 法例。 

我們採用質化評估，評估初步選址的環境問題 / 限制，以及運用可能的緩解
措施處理問題 / 限制的可能性。透過以上入圍選址的篩選過程，以下五個近
岸填海選址獲挑選入圍： 

(1) 小蠔灣  

(2) 欣澳 

(3) 青衣西南 

(4) 馬料水 

(5) 龍鼓灘 

除此之外，入圍選址的篩選工作中，亦發現中部水域的人工島有很大發展潛

力，值得進一步探討。關於人工島的方案，我們評估了本港東面、中部及西

面水域，東面水域具很高的生態價值，西面水域則受制於數個大型基建項目，

中部水域的生態價值相對較低。我們需要從策略層面上，進一步研究其他不

少考慮因素，(例如：航道、碇泊處、渡海小輪航道、海港營運、海上交通、
水流及水質、生態、漁業等)。雖然中部水域的人工島有很大發展潛力，人

工島的適當選址及規模，亦需要作進一步研究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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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的近岸填海選址及中部水域的人工島，於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中進行諮詢，
若將來有機會，亦可能會對餘下的選址作進一步的研究。  

值得留意的是，這 5 個入圍的近岸填海選址中，有些選址的環境考慮可能相
對較大 (例如小蠔灣及龍鼓灘)，但它們依然被納入入圍選址，是基於其他考
慮因素，如對當地社區影響較少、位置及交通接駁較佳、發展潛力及彈性較
高、成本效益或工程可行性較高等。 

至於其他沒有被納入入圍選址的填海選址，部分選址有明顯的環境影響 (例
如大埔滘、螺洲、南丫島石礦場、屯門第 27 區 (深井))；部分有中度的環境
影響 (如烏溪沙、大欖涌、船灣、將軍澳第 131 區、將軍澳東、沙灣、石澳
石礦場、銀鑛灣北、銀鑛灣南、青龍頭、屯門第 40 區)；部分的環境影響相
對較少 (如大埔工業村)。這些環境影響中度或相對較低的地點，並沒有被納
入入圍選址名單，乃基於其他考慮因素，如對當地社區造成明顯影響、發展
潛力低、位置及交通接駁欠佳、填海範圍小、其他規劃及工程限制等。 

 

7.3 入圍選址、人工島及主要環境問題和機遇 

根據概括環境評估，這部分就著每個入圍的近岸填海選址及中部水域人工島
的主要環境問題/限制和機遇，作出質化的討論。 

7.3.1 小蠔灣 

小蠔灣位於北大嶼山策略性位置，鄰近機場，方便接駁不少交通網絡及基建 
(例如北大嶼山公路、鐵路、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連接路等)，亦鄰近多個
旅遊點。其發展有助與北大嶼山發展，包括附近的東涌新市鎮，產生協同效
應。建議填海區達 133 公頃，有潛力作發展住宅、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及
商業用途。 

對環境的影響 

 環境影響可能較大。由於選址十分接近中華白海豚的出沒熱點，可能

對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產生潛在的生態影響。其他重要的環境影響包

括，空氣質素、噪音、水質、生態 (例如對指定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

的潛在生態影響、大蠔河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紅樹林區及馬蹄蟹

等)、漁業、景觀及視覺影響。另需要作詳細的選址調查及生態監測，

探討對近岸地區中華白海豚的潛在影響。  

潛在限制 

 潛在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包括鄰近多個鄰避設施及工業用地，如污水

處理廠、多個廢物設施等，附近的濾水廠及氯氣轉運船塢都造成對生

命的危害問題。 

 飛機及直升機噪音、北大嶼山公路的道路交通噪音及車輛排放、附近

港鐵網絡的鐵路噪音。 

此入圍選址的主要環境及非環境的機遇和限制見於圖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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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欣澳 

欣澳位於北大嶼山的策略性位置，鄰近機場、方便接駁不少交通網絡及基建 
(例如北大嶼山公路、鐵路、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等)，亦鄰近多個旅遊點。
正如分區規劃大綱圖所示，欣澳適合作康樂及旅遊發展，可與北大嶼山發展，
產生協同效應。建議填海區達 75 公頃，有潛力發展作康樂及商業用途。 

對環境的影響 

 預計會有中度的環境影響。附近區域曾記錄到有中華白海豚出沒，可

能對中華白海豚棲息地造成潛在生態影響。其他重要的環境影響包括

空氣質素、噪音、水質、生態 (如對指定大小磨刀海岸公園的潛在生

態影響、紅樹林及海草床等)、漁業、景觀及視覺影響。有需要作詳

細的選址調查及生態監測，以探討對近岸地區中華白海豚的潛在影響。 

潛在限制 

 飛機及直升機噪音、北大嶼山公路的道路交通噪音及車輛排放、附近
港鐵網絡的鐵路噪音。 

此入圍選址的主要環境及非環境的機遇和限制見於圖表 9。 

7.3.3 青衣西南 

青衣西南的位置方便接駁現有的交通網絡。其策略性位置，有潛力與周邊地
區作綜合發展。建議填海區達 106 公頃，有潛力發展作住宅及政府、機構或
社區設施、商業配置用途及公共空間。 

不過，其發展受制於鄰近的工業土地用途。目前，選址適合作港口設施擴建，
創造區域性物流樞紐。而填海選址位處 5 所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的諮詢區內，
於填海區內發展住宅及其他用途前，須先搬遷這 5 所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
連同搬遷鄰近的工業土地用途，就可以騰出大片黃金土地，作住宅及其他發
展，惠及整個地區。本研究中，我們對此選址的評估，已假定了搬遷現時的
工業土地用途。 

對環境的影響 

 相比其他選址，預計生態影響相對較少。重要的環境影響包括空氣質

素、噪音，影響淨化海港計劃的排放導致的水流及水質影響。  

潛在限制 

 附近 5 個油庫 / 油站構成對生命的危害問題，選址作發展前，需要重
置有關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另外，鄰近多個鄰避設施及工業設施 / 

用地，造成土地用途鄰接問題。 

 長青公路及青衣路的道路交通噪音及車輛排放，以及馬灣海峽船隻排

放 

此入圍選址的主要環境及非環境的機遇和限制見於圖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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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馬料水 

馬料水鄰近沙田新市鎮，可以於已發展的地區提供珍貴土地，供住宅發展。
其位置方便接駁現有/未來的交通及鐵路網 (例如吐露港公路、大老山公路、
城門隧道、沙田嶺隧道、獅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及將來的沙田至中環線
等)。建議填海區達 47 公頃，有潛力發展住宅及其他有利用途，包括社區及
康樂設施，以滿足地區需求。填海發展亦可與鄰近的沙田污水處理廠發展計
劃，產生協同效應。 

對環境的影響 

 相比其他選址，預計生態影響相對較少。重要的環境影響包括空氣質

素、噪音、水質、景觀及視覺影響。  

潛在限制 

 對中文大學及馬鞍山住宅發展的社區影響。   

 潛在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包括附近污水處理廠帶來的氣味、水警總

部直升機坪帶來的直升機噪音。 

 吐露港公路及大老山公路的道路交通噪音及車輛排放，港鐵東鐵線的

鐵路噪音。 

此入圍選址的主要環境及非環境的機遇和限制見於圖表 11。 

7.3.5 龍鼓灘 

龍鼓灘方便接駁現有交通網絡 (龍鼓灘路、龍富路及龍門路等)，有空間進行

相關道路擴闊工程。其位置能夠提供相對大規模的填海面積(200-300 公頃)，

適合作全面規劃。這建議填海選址有潛力發展作科學及商業園、住宅、政府、

機構或社區設施及地區休憩空間。 

對環境的影響 

 環境影響可能較大。選址鄰近中華白海豚出沒熱點，對中華白海豚棲

息地有潛在的生態影響。其他重要環境影響包括空氣質素、噪音、水

質、生態 (例如對以下地點的生態影響：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指

定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龍鼓洲、白洲及沙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馬蹄蟹棲息地等)、漁業、景觀及視覺影響。有需要作詳細的選址調

查及生態監測，以探討對近岸地區中華白海豚的潛在影響。 

 可能滋擾到龍鼓灘谷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400 米外)及鄰近的蝴蝶出

沒熱點。 

潛在限制 

 造成潛在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包括附近有多個鄰避及工業用地/ 設施，

如 2 個發電廠、水泥廠、鋼鐵廠、不同的廢物設施、航空燃料設施及

其他工業用地等。 

 龍鼓灘路及龍門路的道路交通噪音及車輛排放，龍鼓水道的船隻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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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入圍選址的主要環境及非環境的機遇和限制見於圖表 12。 

7.3.6 人工島 

於中部水域 (香港島與大嶼山之間) 建設人工島的方案，一般可以避免影響高
生態價值的海岸線，如提供適當的交通基建，人工島可以成為新發展區，作
為現有市區的延續。  

對環境的影響 

 對於中部水域的部分位置，環境影響可能較大。由於影響淨化海港計
劃的排放，人工島可能影響水流及水質。人工島亦對不同的重要 / 敏

感生態及漁類品種 / 地區造成潛在影響，如江豚、珊瑚、成魚生產區、

建議的或有潛力成為海岸公園的地點、海濱保護區等。建議於中部水

域建造人工島時，應進行獨立而全面的策略性研究，研究涵蓋不同範

疇，包括水流及水質、生態及漁業影響等，以探討人工島的範圍、形

狀、概括土地用途及交通基建。  

潛在限制 

 中部水域有很多航道、碇泊處及小輪航線，人工島會對港口運作、海

上交通及水流等造成影響。 

7.3.7 潛在的累積環境影響 

除了每個入圍選址的個別環境影響，預計入圍選址會造成累積環境影響，尤
其位於西面水域的填海選址，周邊有中華白海豚棲息地、現有或指定的海岸
公園、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其他生態 / 漁業敏感地區；另外還有很多進行
中 / 指定 / 已規劃 / 建議的主要發展項目，例如機場第三條跑道、東涌新市
鎮發展、港珠澳大橋相關發展。附近的多個鄰避 / 工業及不相容的設施 / 用
途，預計會與選址造成不同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有需要就累積環境影響進
行詳細評估。 

中部水域是珠江三角洲經香港水域往南中國海的主要水道，附近有不同的生
態 / 敏感魚類品種 / 地區及水質敏感受體，例如江豚、珊瑚、成魚生產區、
泳灘等。中部水域的人工島可能對淨化海港計劃已處理的排放物的消散，造
成明顯的水流影響。周邊亦有不同的水質敏感受體如港島南面的泳灘、南丫
島泳灘和珊瑚等。有需要就水流 / 水質及生態 / 漁業的累積環境影響進行詳
細評估。 

青衣現時的土地用途會造成不同的土地鄰接及對生命的危害問題，除此之外，
青衣西南面、鄰近馬灣海峽及汲水門的入圍填海選址，連同任何其他新 / 建
議發展，可能對馬灣海峽、汲水門及其他水道的水流、淨化海港計劃的排放，
造成潛在的累積影響，可能影響附近的生態及漁業敏感棲息地 / 地區及水質
敏感受體。 

鄰近吐露港的入圍填海選址的鄰近交通網絡，連同旁邊計劃遷往岩洞的沙田
污水處理廠，可能造成潛在的累積性土地鄰接問題，另外亦有可能影響吐露
港的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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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8.1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期
間舉行，目的是為了就入圍選址可能的土地用途、以及將來進行技術研究需
要針對的關注點， 收集公眾的意見。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採用的收集意見方法，包括質化回應，如開放式問卷問題、
公眾論壇或其他公眾參與會議的討論重點、個別書信或電郵、關注團體的簽
名或請願活動之書面意見等。    

為了加強公眾對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認知及鼓勵公眾參與，政府舉辦了
一系列的公眾參與活動，包括公眾論壇及巡迴展覽。諮詢文件 (即第二階段
公眾參與摘要) 以不同的途徑廣泛派發，包括各區民政事務處、巡迴展覽地
點及公眾論壇。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的網上版本已上載至研究網站。 

我們在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諮詢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政府代表則在
二零一三年六月一日出席該委員會的一個特別會議，聆聽出席者的意見。此
期間，我們諮詢了 7 個區議會，因 5 個具潛力的填海選址、3 個發展岩洞的
選址及可能會興建人工島的地點是位處其選區之內。亦諮詢了其他持份者包
括綠色團體、地區關注團體及居民組織。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報 告 及 行 政 摘 要 ， 可 於 研 究 網 站 
(http://www.landsupply.hk) 查閱。  

8.2 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意見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中，收集到與環境相關的公眾意見包括： 

a) 包括侵佔中華白海豚棲息地的海洋生態影響、生態保育、對海岸線景
觀或棲息地造成潛在影響等，這些都是潛在近岸填海選址及中部水域
人工島常見的主要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關注。 

b) 關於龍鼓灘的主要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關注，包括附近鄰避設施的
影響、發展地點附近的空氣污染、海水水質變差等。  

c) 關於小蠔灣的主要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關注，包括發展地點附近的
噪音、海水水質變差、侵佔附近保育區等。  

d) 關於欣澳的主要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關注，包括海水水質變差、發
展地點附近的噪音及空氣污染等。   

e) 關於青衣西南面的主要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關注，包括發展地點附
近的噪音及空氣污染、 海水水質變差等。 

f) 關於馬料水的主要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關注包括文化遺產的影響、
附近發展地點的空氣污染及噪音、水流影響、海水水質變差、城門河
水浸風險增加等。 

g) 關於中部水域可行的人工島的主要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關注包括海
水水質變差、附近發展地點的噪音及空氣污染、漁業、水流及文化遺
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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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其他意見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中，其他收集到的公眾意見包括： 

a) 在收集到有關填海的意見當中，獲得最多支持的四個土地用途為：土
地儲備、住宅發展 (特別是公營租住房屋)、康樂或休閒設施及公園。 

b) 大量對所有具潛力的填海地點的綜合反對聲音，大多來自中文大學學
生會發起的簽名運動、收集請願信行動及在 Facebook 上的簽名運動，
亦有從其他途徑收集得來。這些反對聲音反映出 5 個填海地點當中的
任何一個方案也面對相當大的阻力。另一方面，部份建造業業界團體
所表達對於 5 個填海地點的綜合接受程度，代表了針對填海的經濟性
理據 (例如可創造更多職位)，受到社會上部份人士的支持。 

c) 就欣澳及青衣西南兩個具潛力的填海地點，反對聲音較少。而公眾對
於人工島方案的具體反對亦相對較少。 

8.4 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觀察結果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的主要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觀察結果總結如下： 

a) 對海洋生態的潛在影響，包括侵佔中華白海豚棲息地，以及生態保育，
是有關填海選址(包括中部水域人工島)常見的關注。 

b) 建議的馬料水填海發展受到特別強烈的反對，反對意見反映於馬鞍山
收集的問卷調查、一些地區團體及居民組織的簽名及請願活動，以及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發起的簽名及請願活動。沿岸景觀及棲息地、海
洋生態、空氣污染及噪音、城門河的水流及水質，都是阻力背後的主
要策略性環境評估 / 環境因素。 

c) 大部分以簽名及請願活動發表意見的公眾，都明確反對全部 5 個近岸
填海選址，當中最大部分的反對意見來自中大學生會發起的簽名及請
願活動。 

d) 亦有以簽名及請願活動發表意見的公眾表示接受填海，當中大部分的
意見來自幾個建造業團體。 

e) 就有關建議，我們亦收集到相當份量的一般意見，當中沒有指明特定
的選址。一般而言，反對填海計劃的最常見主要因素，是對中華白海
豚棲息地的影響、生態保育的關注、景觀及沿海岸線的棲息地的潛在
影響。   

f) 就欣澳及青衣西南兩個具潛力的填海地點，反對聲音較少。而公眾對
於人工島方案的具體反對亦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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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策略性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 

這部分簡介相關部門或小組實施的跟進工作 / 緩解措施。當中一些跟進工作 
/ 緩解措施乃初步建議，會作進一步考慮。我們會對所有入圍選址展開以下
共同跟進工作：   

對所有入圍選址及人工島展開的共同跟進工作： 

有潛力的選址 主要跟進工作 / 行動  

5 個近岸填海選址： 

1. 小蠔灣 

2. 欣澳 

3. 青衣西南 

4. 馬料水 

5. 龍鼓灘 

中部水域人工島 

技術評估及研究，例如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

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附表二丙項上的填海項目

和附表三下研究範圍包括 20 公頃以上或涉及總人

口超過 10 萬人的市區發展工程項目的工程技術可

行性研究。 

 

9.1 小蠔灣 

就此入圍選址，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特定的評估及跟進工作，以解決及處理以
上部分討論過的主要策略性環境問題，重點如下： 

 累積環境影響評估 – 以量化評估有潛力的選址於生態、漁業、空氣
質素及水質的整體環境影響； 

 特定地點的中華白海豚實地監察調查； 

 就指定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與漁農自然護理署商討； 

 就填海區的土地用途建議，向香港機場管理局 / 民航處確認第三條跑
道的飛機噪音預測 25 等量線的限制； 

 與水務署商討搬遷深水角氯氣轉運船塢，或其他可行的措施，以解決
對生命的危害的問題； 

 與水務署商討搬遷小蠔灣濾水廠，或其他可行的措施，以解決對生命
的危害的問題； 

 特別需要評估的主要問題，包括生態影響、附近不同鄰避 / 工業設施 
/ 用地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 

9.2 欣澳  

就此入圍選址，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特定的評估及跟進工作，以解決及處理以
上部分討論過的主要策略性環境問題，重點如下： 

 累積環境影響評估 – 以量化評估有潛力的選址於生態、漁業、空氣
質素及水質的整體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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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地點的中華白海豚實地監察調查； 

 就填海區的土地用途建議，向香港機場管理局 / 民航處確認第三條跑
道的飛機噪音預測 25 等量線的限制； 

 就指定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與漁農自然護理署商討； 

 特別需要評估的主要問題，包括生態影響及飛機噪音影響。 

9.3 青衣西南  

就此入圍選址，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特定的評估及跟進工作，以解決及處理以
上部分討論過的主要策略性環境問題，重點如下： 

 與香港蜆殼有限公司、雪佛龍香港有限公司、埃克森美孚香港有限公
司及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商討搬遷五個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進行全
面規劃及綜合發展填海區及附近地區，或商討其他可行措施，以解決
對生命的危害的問題； 

 與友聯船塢公司、香港聯合船塢有限公司、歐亞船廠企業有限公司及
天廚(青衣)工業中心等商討，搬遷多個鄰避 / 工業用地 地 / 設施，進
行全面規劃及綜合發展填海區及附近地區； 

 與相關政策局 / 部門商討 10號貨櫃碼頭研究建議與填海建議的配合； 

 特別需要評估的主要問題，包括因影響淨化海港計劃排放造成的水流
及水質影響，累積空氣質素影響包括船隻排放等。 

9.4 馬料水 

就此入圍選址，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特定的評估及跟進工作，以解決及處理以
上討論過的主要策略性環境問題，重點如下： 

 與水警商討搬遷水警總部 (連同直升機坪)，作全面規劃及綜合發展填
海區及水警總部現址； 

 與渠務署商討，作全面規劃及綜合發展填海區及沙田污水處理廠現址； 

 特別需要評估的主要問題，包括道路交通噪音、鐵路噪音等。  

9.5 龍鼓灘  

就此入圍選址，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特定的評估及跟進工作，以解決及處理以
上部分討論過的主要策略性環境問題，重點以下 ： 

 累積環境影響評估 – 以量化評估有潛力的選址於生態、漁業、空氣
質素及水質的整體環境影響； 

 特定地點的中華白海豚實地監察調查； 

 實地考古調查； 

 特別需要評估的主要問題，包括生態影響、與附近不同鄰避 / 工業設
施 / 用地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包括發電廠、生態園、水泥廠、鋼鐵廠、
堆填區、不同廢物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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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中部水域人工島 

就中部水域的人工島，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特定的評估及跟進工作，以解決及
處理以上討論過的主要策略性環境問題，重點如下： 

 對建議的中部水域人工島，進行工程可行性及環境可接受性的策略性
研究； 

 特別需要評估的主要問題，包括水流及水質影響、生態及漁業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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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總結 

作為本研究的一部分，我們進行了策略性環境評估，以提供環境資料於選址
過程各步驟中作考慮。策略性環境評估確認了有潛力的填海選址存在不同的
環境問題 / 限制，當中並沒有高度有利於環境的有潛力的填海選址。每一個
入圍填海選址及人工島都有不同的潛在環境問題 / 限制及機遇。於將來開展
建議計劃前，需要對填海入圍選址及人工島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 評估、法定
環境影響評估及城市規劃程序，以確認它們的環境可接受性。 

10.1 選址過程 

除其他考慮外，本研究採用策略性環境評估，以於填海選址的選址過程中，
納入環境考慮，包括： 

(a) 於全港性限制配對工作中，我們考慮到環境「禁制區」及「限制區」，
並避免禁止發展的不同重要 / 敏感環境地區，從而確認 48 個前初步
填海選址。 

(b) 篩選入圍選址過程中，根據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所諮詢與環境相關的選
址準則，包括環境影響及效益、規劃 / 土地用途考慮，我們確認了 27
個初步填海選址。 

(c) 概括技術評估階段中，我們對 27 個初步填海選址進行概括環境評估，
以確認主要環境問題 / 限制及可能的緩解措施。 

(d) 篩選入圍選址階段中，根據概括環境評估，並採納環境表現指標，我
們進一步評估及比較 27 個初步填海選址，以及比較東面、中部及西
面水域的環境表現，從而確認出 5 個近岸填海選址及中部水域人工島，
供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作諮詢。 

10.2 入圍填海選址及人工島 

5 個入圍的近岸填海選址是： 

 小蠔灣  

 欣澳 

 青衣西南  

 馬料水  

 龍鼓灘  

 

除此之外，入圍選址篩選工作中，亦發現中部水域的人工島有很大發展潛力，

值得進一步探討。關於人工島的方案，我們評估了本港東面、中部及西面水

域，東面水域具很高的生態價值，西面水域則受制於數個大型基建項目，相

對上，中部水域的生態價值就較低。我們需要從策略層面上，進一步研究其

他不同考慮因素，(例如：航道、碇泊處、渡海小輪航道、海港營運、海上

交通、水流及水質、生態、漁業等)。雖然中部水域的人工島有很大發展潛

力，人工島的適當選址及規模，亦需要作進一步研究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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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本研究的整個選址過程中，已透過策略性環境評估確認全部

選址的不同環境及規劃問題。由於全港的環境 / 規劃限制及其他考慮因素，

這些近岸填海選址及中部水域人工島都有不同的潛在環境問題。附表二丙項

上的填海項目和附表三下研究範圍包括 20 公頃以上或涉及總人口超過 10 萬

人的市區發展工程項目的工程技術可行性研究都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下的指定工程項目。  入圍的填海選址及人工島亦可能屬於條例內的其他指

定工程項目。重要的是，所有入圍選址及人工島都需要經過規劃及工程可行

性研究、《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法定程序、《城市規劃條例》的法定規劃

程序、進一步的詳細研究 / 評估，以及公眾參與，以確認其環境可接受性。

策略性環境評估已確認入圍選址及中部水域人工島的主要潛在環境問題： 

 

小蠔灣 

 對不同生態重要 / 敏感品種 / 地區的影響，例如中華白海豚、指定的
海岸公園、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馬蹄蟹、紅樹林等及漁業地區； 

 附近有不少鄰避 / 工業用地/ 設施，造成不同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  

 小蠔灣附近有濾水廠及氯氣轉運船塢，可能造成對生命的危害的問題； 

 附近主要道路及鐵路網絡產生的道路交通噪音、車輛排放及鐵路噪音； 

 飛機及直升機噪音。 

欣澳 

 對重要 / 敏感生態品種 / 地區的影響，例如中華白海豚、指定的海岸
公園、紅樹林及海草床等；  

 飛機及直升機噪音； 

 鄰近主要道路及鐵路網絡，可能有道路交通噪音、車輛排放及鐵路噪
音問題。 

青衣西南 

 附近有 5 個油庫 / 油站，造成對生命的危害的問題，發展選址前，有
需要重置有關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 

 附近有不少鄰避 / 工業用地  / 設施，造成不同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 

 影響淨化海港計劃的排放，造成水流及水質問題；  

 船隻排放； 

 附近主要道路網絡產生的道路交通噪音及車輛排放。 

馬料水 

 附近污水處理廠的氣味及水警直升機坪的直升機噪音，有需要一併對
選址、污水處理廠及水警直升機坪現址作綜合發展；  

 附近主要道路及鐵路網絡產生的道路交通噪音、車輛排放及鐵路噪音。 

龍鼓灘 

 對生態重要 / 敏感品種 / 地區的影響，例如中華白海豚、海岸公園及
指定的海岸公園、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馬蹄蟹等及漁業地區； 

 附近有不少鄰避 / 工業用地/ 設施，造成不同的土地用途鄰接問題；  

 船隻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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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主要道路網絡的道路交通噪音及車輛排放。 

中部水域人工島 

 對生態重要 / 敏感品種 / 地區的影響，例如江豚、珊瑚、成魚生產區、
建議的或有潛力成為海岸公園、海濱保護區等； 

 影響淨化海港計劃的排放，造成水流及水質問題。  

入圍的近岸填海選址及中部水域的人工島，會於第二階段公眾參與進行諮詢，
若將來有機會，亦可能對餘下的選址作進一步研究。 

10.3 對入圍填海選址及人工島之未來工作 

這些入圍填海選址會對環境造成潛在的累積影響。為釋除公眾的疑慮，關於
有潛力的填海選址造成的潛在累積影響、對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及其他生態 
/ 漁業敏感地區的潛在影響、多個進行中 / 指定 / 已規劃 / 建議的發展項目造
成的累積環境影響 (如第三條跑道、東涌新市鎮擴展、港珠澳大橋等)、不同
的潛在土地鄰接問題，以及其他潛在問題 / 限制，政府已委託獨立的顧問作
出評估，預早探究緩解措施： 

 監察中華白海豚於龍鼓灘、小蠔灣及欣澳淺水區的活動； 

 對香港西部水域 3 個具潛力的近岸填海在生態、漁業、空氣質素及水
質方面，進行累積性環境影響評估，量化這些填海所造成的整體環境
影響； 

 中部水域人工島策略性研究 

參考以上各獨立顧問研究及其他項目的調查結果，政府會就入圍的填海選址
及人工島進行進一步詳細的研究，包括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經過法定程
序，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及《城市規劃條例》等，以及進行公眾諮詢。
此外，政府會就制定的填海範圍、發展參數、緩解措施等，與公眾作進一步
討論。 

 



 

 

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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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法定受保護及限制地區 

圖表 2  江豚出沒熱點位置 

圖表 3  中華白海豚棲息地位置 

圖表 4  主要環境限制 

圖表 5  主要非環境海洋限制  

圖表 6  前初步填海選址 

圖表 7  初步填海選址 

圖表 8  小蠔灣的機遇及限制  

圖表 9  欣澳的機遇及限制  

圖表 10  青衣西南的機遇及限制  

圖表 11  馬料水的機遇及限制  

圖表 12  龍鼓灘的機遇及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