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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文件  
2024 年 3 月 12 日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文件第 01/2024 號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  
最新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會簡介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的最新建

議及下一步的工作。  
 
 
背景  
 
2. 土木工程拓展署可持續大嶼辦事處（辦事處）於 2023 年

12 月 8 日的會議上向委員匯報了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的建議（文

件第 02/2023 號），委員在會議中提出了寶貴的意見及關注，主要

包括 : 
 

(a) 生態康樂走廊的定位、目標遊客及計劃的特色；  
(b) 旅客的承載量、設施的規模及對生態影響的評估；  
(c) 生態保育措施及康樂設施的亮點；  
(d) 住宿設施的擬議規模及其考量要點；及  
(e) 南大嶼沿岸水體的考慮及水路交通接駁。  

 
 
最新建議  
 
3. 因應委員的意見及關注，辦事處已就建議作出調整，最新

建議載於附件一。個別委員的意見及辦事處的相關回應則表列於

附件二，供委員參考。  
 
 
下一步工作  
 
4. 辦事處計劃於今年第 2 季內展開為期兩個月的公眾參與

活動，讓離島區議會、嶼南鄉事委員會及相關持份者就建議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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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提出意見。在活動期間，辦事處會在東涌巴士總站及南大嶼不

同地點設置街站，收集南大嶼居民和遊人的意見。我們亦會設立

專題網頁，透過短片及地理信息系統，介紹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

四個區域（包括長沙、石壁、水口及貝澳）的建議內容。  
 
5. 待完成公眾參與後，辦事處會考慮收到的意見，並深化建

議，及制定項目推展時間表，及按其分階段推展各項建議。我們

計劃首階段先推展長沙、交通設施的改善工程（如泊車設施）、

興建水口的教育中心及石壁休閒活動空間，並爭取在今年年底開

展有關的工程設計工作。  
 
 
徵詢意見  
 
6. 歡迎委員就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的最新建議及下一階段

的工作提出寶貴意見。  
 
 
 
附件  
附件一  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最新建議  
附件二  就委員於 2023 年 12 月 8 日會議提出的意見及辦事處

的回應  
 
 
 
土木工程拓展署  
2024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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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最新建議  
 
 
背景  
 

土木工程拓展署可持續大嶼辦事處（辦事處）於 2020 年按

《可持續大嶼藍圖》「南保育」的總體規劃原則，制定了《大嶼

山保育及康樂總綱圖》1（總綱圖），其中提出可進一步提升南大

嶼海岸一帶的生態康樂潛力。為落實建議，辦事處在 2021 年開展

了兩項研究 2，以探討善用南大嶼一帶的天然和歷史文化資源作生

態旅遊或可持續康樂用途。  
 
2. 行政長官在 2023 年施政報告中，提出發展大嶼山南部作

生態旅遊或康樂用途，包括在長沙、水口、石壁和貝澳提供生態

康樂設施，以構建「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  
 
3. 研究先檢視及整合南大嶼的生態天然資源、休閒康樂、交

通、基礎設施及其他相關資料，再考慮個別地點獨特的地理條件、

天然或歷史文化的資源和特色、發展限制及潛力後，然後提出以

生態及自然為本的可持續休閒康樂設施，以及水陸交通連接的建

議，並就因新增設施及訪客預期帶來的影響，進行了在生態、環

境、交通、以及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初步技術評估，以確保建議的

設施不會在上述各方面為南大嶼帶來不良影響。  
 
4. 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將按「南保育」的總體規劃原則，配

合南大嶼的地區特色，提供休閒康樂設施，讓訪客在一至數天的

假期中，與大自然拉近、感受多元化的休閒康樂體驗、增加對南

大嶼天然資源及歷史文化的瞭解和加強保育意識，同時亦希望藉

此促進地區經濟。  
 
 

                                                 
1  《大嶼山保育及康樂總綱圖》將大嶼山不同景點、活動及主題地點，以行山徑、

單車徑網絡及水陸交通連接，構成五個主題，其中南大嶼沿岸一帶（涵蓋芝麻

灣半島、長沙、石壁、水口及貝澳）的主題是「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  
2  「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的兩項研究包括：（ 1）「石壁及其鄰近地區的可持續

休閒和康樂建議 –勘查研究」及（ 2）「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下的建議 –勘查研

究」。研究分別涵蓋大嶼山南部的嶼南道以北及南面一帶土地，當中包括 300
公頃綠化地帶。由於辦事處已在芝麻灣推展越野單車徑，因此芝麻灣半島沒有

包括在這兩項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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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原則  
 
5. 在「南保育」的總體規劃原則下，研究採取以下原則來制

訂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的建議：  
 
(a) 保護自然生態資源；  
 
(b) 強化現有地區特色和發展潛力；  

 
(c) 引入可持續性、低環境影響、配合地區環境、以生態及自

然為本、適合本地和外來遊客的康樂設施；及  
 

(d) 優化布局、加強景點的通達性和連接性。  
 
 
最新建議  
 
6. 就長沙、石壁、水口及貝澳四個地點的主要建議（附圖一）

如下：  
 
長沙  - 康樂樞紐  - 適合家庭及不同年齡層的訪客  
 
7. 長沙鄰近東涌道，是目前陸上交通到訪南大嶼的入口。長

沙地理位置優越，擁有長達兩公里屬全港最長的沙灘，從沙灘東

面及北面的山丘上可俯瞰遼闊的沙灘景觀，可見整個地帶具有龐

大的休閒康樂發展潛力。可是，由於配套設施欠奉，加上上下長

沙連通性不足，導致現時沙灘的活動只集中在下長沙一帶。  
 
8. 研究建議將長沙打造成一個康樂樞紐，為家庭及不同年齡

層的訪客提供動靜皆宜的活動設施，由刺激動感的歷奇體驗、水

上衝浪、以至沙灘漫步、親子暢泳及休閒賞景等。詳細建議包括： 
 

下長沙訪客中心：訪客聚腳點  

(a) 在下長沙近嶼南道興建一所具地標性及融合當地環境的兩層

高訪客中心，藉此給訪客留下深刻印象，亦方便訪客到訪南

大嶼其他景點。訪客中心提供全面配套設施，包括餐飲、零

售、觀景、舉辦活動的場地（例如市集），以及介紹南大嶼的

生態旅遊及地區文化歷史的資訊。由長沙至其他景點的交通

配套包括：由訪客中心至下長沙沙灘的無障礙通道、兼容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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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功能的新碼頭 3、增設停泊私家車及旅遊巴的停車場 4及接駁

至南大嶼不同景點的交通配套設施（如轉乘巴士站）等。  
 

長沙沙灘：多元海灘新體驗  

(b) 下長沙沙灘：優化現由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管理的沙

灘設施 5，以配合現有私人經營的小型餐廳及水上活動租賃服

務。上長沙沙灘：透過增加多元化的親水休閒康樂活動及配

套設施，讓訪客可按其喜好，參與衝浪及獨木舟等動態活動

或沙灘漫步等靜態活動。增建設施包括新水上活動及康樂中

心（提供餐飲、儲物、租借設施）6、休閒及歷奇水上活動區、

沙灘綜合活動場地、兩公里長的沙灘步道（連接上下長沙沙

灘）、休閒碼頭 7、沙灘營地、沙灘親子兒童遊樂場及具設計

特色的休息區等。  
 

上長沙山林：好玩歷奇體驗  

(c) 研究建議利用在上長沙嶼南道以北的綠化帶山坡增設不同刺

激程度的歷奇設施（例如繩索歷奇）、登山吊椅及特色優質營

舍 8等，讓不同年齡層的訪客與大自然有更多接觸，同時欣賞

南大嶼的美麗景色。  
 

石壁  - 休閒康樂  - 適合愛好休閒寧靜、文化歷史及攝影的訪客  
 
9. 石壁水塘是香港第三大水庫，擁有美麗景色，三面環山，

從羌山道的水霸北面可遠眺鳳凰山壯麗山巒及昂坪大佛，南面可

觀賞東灣及大浪灣寧靜海景，該處亦有豐富的歷史資源，包括石

壁石刻、洪聖古廟遺址及水塘前身的石壁鄉等，亦連接行山徑至

昂坪及分流等地，以及可沿水塘引水道或越野單車徑到貝澳至狗

嶺涌。   
 

                                                 
3  新碼頭長約 250 米。除讓船隻停泊外，亦給予訪客一個可以欣賞日出日落美

景的地方。  
4  將增設約 100 個包括私家車及旅遊巴的泊位。  
5  下長沙沙灘是遊客進行水上活動（衝浪及獨木舟等）的主要地方。該處現時只

有私人經營的小型餐飲及水上活動租賃服務。建議加强及改善現有康文署的

設施，例如加入餐飲和售賣小食設施，給予訪客更多選擇，以提高當區吸引力。  
6  樓高 3 層、位於上長沙中央位置的新水上活動及康樂中心，將取代西面康文

署現有的設施。  
7  休閒碼頭位於休閒及歷奇水上活動區的中央位置，設計以觀景為主。  
8  營舍作度假、康樂訓練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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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研究建議在石壁增添適合休閒寧靜、文化歷史及拍攝愛好

者的設施。建議包括：  
 

(a) 在水塘旁興建自然文化歷史步行徑，以露天博物館的設計

概念，展示搬遷石壁鄉以建造水庫的珍貴歷史，並連結附

近的古蹟如石壁石刻，讓訪客欣賞水塘景色之餘，提升對

石壁地區歷史的認識。  
 

(b) 改善現時部分訪客於水壩行車路或草坪斜坡上打卡攝影

的情況：在水壩行車路旁加建行人路／觀景徑，供訪客觀

賞草坪斜坡，以保障訪客的安全。  
 

(c) 擴闊和優化現時水塘東引水道作多元的休閒活動空間：透

過一些與環境融合的文化藝術裝置，讓喜歡休閒寧靜的訪

客觀賞及接觸大自然。  
 

(d) 在合適地點加設配套設施，如洗手間及飲用水加水站等。  
 
水口及貝澳  - 自然教育  - 適合喜愛探索大自然的訪客  
 
11. 水口及貝澳天然資源豐富，具高生態價值，非常適合喜愛

自然生態的訪客。  
 
12. 水口擁有生物多樣性豐富及非常獨特及完整性的沙坪 9，不

少訪客到水口灣的沙坪欣賞美景。研究建議在水口嶼南道旁設立

一所教育中心，介紹水口具保育價值的沙坪及馬蹄蟹等生態，以

及當地的傳統鄉村文化和習俗。中心亦可作為保育／教育基地，

舉辦自然生態及鄉村文化為本的活動，鼓勵參加者保育具生態價

值的天然資源及尊重當地的傳統習俗。此外，研究建議在沙坪靠

岸位置興建步道，讓訪客可避免直接踏進沙坪亦能欣賞水口的景

色。  
 
 

                                                 
9  根據辦事處的生態研究的調查，水口擁有多種生境，包括高生態價值的沙坪、

濕地、樹林及河溪等，生物多樣性豐富。水口沙坪是本港非常獨特的生境，

仍然保存從陸地過渡到海洋的天然生境以及自然景觀的完整性，在本港已極

少見。水口亦是瀕危中國鱟重要的繁殖和育苗場，其他潮間帶物種無論品種

及數量都非常豐富，亦可能是遷徙性鳥類的中途站，亦是兩棲動物和蜻蜓的

重要孕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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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貝澳是南大嶼另一個極具生態價值的地方 10，該處亦是沙

灘露營的熱門地點，也是親子家庭體驗大自然的好去處。研究建

議在貝澳灣西面，以樹頂走廊興建一條步道 11：從貝澳沙灘、經行

山徑、連接至山坡上的引水道 12。步道可作為露天教室，展示貝澳

地區生態價值的資料，亦可讓訪客俯瞰貝澳濕地及貝澳灣的美景。

研究亦建議在山坡上發展以自然生態為主題的營舍，適合喜愛多

元體驗及深度探索大自然的訪客。  
 
交通及其他配套設施  
 
14. 為平衡交通需求及南大嶼作為自然保育的規劃意向，前往

南大嶼的訪客將主要使用公共交通設施。研究建議加強前往南大

嶼不同景點的公共交通連接及配套，包括提供景點之間的巴士服

務，增加泊車位 13，以及改善連接嶼南道至山上引水道的步行徑

等。另外，研究建議在長沙增建碼頭，讓訪客可由市區、離島及

大嶼山其他景點乘船前往南大嶼，欣賞海岸一帶的美景。同時，

新碼頭可給予當地一個發展島嶼旅遊的良好契機，包括遊覽大嶼

山南面的大鴉洲和小鴉洲等地。  
 
15. 為方便喜愛慢遊景點的訪客在大嶼山逗留數天，研究建議

在長沙及貝澳增設住宿設施 14，例如優質生態營舍／營地。這些住

宿服務將注重訪客融入大自然的體驗、可持續性和與區內環境互

相配合，以提高訪客對南大嶼的自然和文化資源的認識及興趣。  
 

推展策略  
 

16. 研究團隊正就上述建議探討不同的推展模式，包括評估引

入私人機構／投資者參與項目的可行性。經過研究團隊的初步接

觸，有具備相關營運經驗的私人機構／投資者表示有興趣參與推

展部分建議。辦事處會與潛在的私人機構／投資者繼續磋商，並

進一步考慮不同的模式及其財務可行性，為上述各建議訂定合適

的推展方案。為方便市民及訪客儘早享用南大嶼及周邊的天然文

                                                 
10  根據辦事處的生態研究調查，貝澳有多種極具生態價值的生境，包括濕地、

河溪、及樹林等，生物多樣性豐富，該地區亦為短吻果蝠、牛背鷺及越冬斑

蝶提供棲息或歇息的地點。  
11  包括沙灘步道、行山徑、及樹頂步道，全長約 1.5 公里。  
12  沿引水道旁是越野單車徑（貝澳至狗嶺涌段）。  
13  預計在南大嶼共增加超過 120 個包括私家車及旅遊巴的泊位。  
14  現時南大嶼設有由私人及團體經營的住宿設施（包括渡假屋及渡假營）及由

政府在郊野公園及沙灘營運的營地。建議在長沙及貝澳新增住宿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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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源，我們計劃短期內先推展部分設施項目 (爭取於一至兩年內

開展工程 ) ，繼而推展中長期設施 (見附表一 ) 。辦事處會繼續深化

各項目的細節，並爭取儘快展開相關的項目。  
 
17. 研究建議在下一階段推展個別項目時需就生態、環境（包

括水體）、交通等影響作詳細技術評估，另在推展生態康樂走廊的

過程中，需適時檢討相關設施的規模及走廊的接待能力，以便適

當調整建議的實施。辦事處會深入探討控制遊人數量的措施，如

透過網上預約或提供實時交通及人流等，令訪客有更好的體會，

務求滿足休閒康樂及生態旅遊需要的同時，確保南大嶼的生態環

境不受破壞。  
 
 
附件  
附圖一   長沙、石壁、水口及貝澳四個地點的主要建議  
附表一   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短期及中長期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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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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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短期及中長期設施  
 

擬議短期內推展的設施項目  
優化長沙沙灘的基本配套設施（包括沙灘親子兒童遊樂場）  
長沙停車場及泊車位  
石壁休閒活動空間  
水口教育中心  

擬議中長期推展的設施項目  
長沙碼頭   
長沙訪客中心  
上下長沙沙灘水上活動中心及相關配套設施  
環石壁水塘步行徑及相關歷史文物活化配套設施  
貝澳生態教育走廊   
擴闊引水道及增加配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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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南大嶼生態康樂走廊勘查研究  

 
就委員於 2023 年 12 月 8 日會議提出的意見及辦事處的回應  

 

委員對研究建議提出的意見及土木工程拓展署可持續大嶼辦事處的回

應歸納如下 : 

 

委員意見  辦事處回應  

1. 生態康樂走廊定位、目標遊客及計劃的特色  

 

定位、目標遊客  

 

 支持以南大嶼生態及自然為本的可持

續休閒康樂設施，要有清晰的目標，尤

其是建議設施是以本地還是外地旅客

為主、抑或兩者兼顧、是否適合親子旅

遊，一日遊／留宿等，符合不同年齡及

階層的旅客使用及體驗。  

 

計劃的特色  

 

訂定具前瞻性和標誌性的旅遊特點，

加入保育、教育、康樂、資訊及冬夏天

不同活動旅遊的元素，突顯康樂設施

的各自特色、設計及主題。善用生態環

境及資源元素包裝成旅遊產品，包括

南大嶼的保育、優質的海岸水質、海

灘、康樂設施等，甚或展示香港如何應

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環保設施。提倡南

大嶼深度旅遊發展，以帶動整體香港

旅遊經濟。  

 

 

因應委員的意見，辦事處

已進一步清楚訂明建議

的目標（附件一第 4 段）、

規劃原則（附件一第 5

段），以及四個區域的特

色和目標遊客（附件一第

7 至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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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辦事處回應  

2. 旅客的承載量、設施的規模及對生態影響的評估  

 

 於保育的大前提下，增加地區的旅客接

待能力，讓更多人享用。  

 

 另一方面，亦關注設施的規模、各景點

承載旅客的容量、控制過量的人流和車

流的措施的需要。應考慮對環境的影

響，包括現有生態環境的生物多樣性、

其功能性和承載量、人為活動干擾，亦

應長期監察生態系統的需要，特別是水

口地區。長遠可納入海岸保護區。  

 

 發展規模與品質應取得平衡，欣賞大自

然已可以做到教育保育。  

 

辦事處同意委員的意見，

經 參 考 同 類 型 設 施 的 運

作情況，辦事處會就建議

進行環境影響、交通影響

等技術評估。辦事處亦會

探 討 透 過 網 上 預 約 或 提

供 實 時 交 通 及 人 流 資 訊

等 有 助 控 制 遊 人 數 量 的

措施，令訪客有更好的體

會，務求滿足休閒康樂及

生態旅遊需要的同時，確

保 南 大 嶼 的 生 態 環 境 不

受破壞。（詳情見附件一

第 3 及 17 段）。  

 

3. 生態保育措施及康樂設施的亮點  

 

生態保育措施  

 

 要優先考慮該區的生態保育，包括現有

生態環境的生物多樣性、其功能性和承

載量，投放適當的資源，提出一系列保

育措施，配合長期監察，應付日後當觀

光旅客增加，避免破壞已有的生態環

境。  

 

 

 

 

 

 

 

辦 事 處 參 考 了 委 員 的 意

見，在建議中進一步強化

現有地區特色作亮點，針

對 不 同 類 型 的 訪 客 注 入

不同元素（詳情見附件一

第 5 至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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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辦事處回應  

康樂設施的亮點  

 

 長沙的遊客中心，除了資訊，可考慮提

供一站式預訂服務。水上活動中心可容

納不同類型的水上活動，例如龍舟、風

帆、小艇及其配套設施等，供公眾及團

體使用。  

 

 長沙另外的特點是當地的寧靜環境，讓

市民減壓和作休閒活動，若提供太多刺

激歷奇活動，可能令其天然的寧靜環境

構成負面影響。  

 

 水口灣及貝澳建步道可向遊客展示其

生態價值，加強保育意識，可設計生態

活動以配合保育工作，讓公眾可直接參

與保育工作。水口沙坪步道的設計宜融

入水口灣的自然環境。  

 

 水口的教育中心除了有大眾化教育外，

可加入保育知識、資訊及教育元素，及

一些沉浸式的體驗活動，亦可發展成教

研中心，與大學或環保團體合作進行更

長遠及深入的環境研究工作，並發放和

展示部門項目和研究成果。  

 

 鼓勵觀光船業務，碼頭可供南大嶼小島

的水上遊覽及水上活動，例如大小鴉

洲、茶果洲，模式可參考東南亞的水上

遊覽，推廣綠色旅遊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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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辦事處回應  

4. 住宿設施的規模計劃及其考量要點  

 

 在南大嶼適當的地點提供更多不同類

型的住宿設施選擇 (例如酒店、車中泊、

優質住宿及民宿 )。住宿設施的設計應

與大自然融合，仔細考慮其規模，並提

供更多相關配套例如餐飲、市集、親子

學習體驗等。  
 

辦 事 處 會 參 考 委 員 的 意

見，在公眾諮詢後訂定住

宿的類型及規模。  

5. 南大嶼沿岸水體的考慮及水路交通接駁  

 

 長沙的水上活動中心可以容納不同類

型的水上活動，例如龍舟、風帆、小

艇及其配套設施等，供公眾及團體使

用。  

 

 增建長沙碼頭，提供水路交通的選擇，

有助紓緩南大嶼陸路交通的壓力。亦提

供機會發展島嶼旅遊，方便遊覽大嶼山

南面的大鴉洲、小鴉洲等地，以及欣賞

海岸美景，令旅客有豐富的旅遊體驗。 

 

 深化利用南大嶼對出的海域及島嶼例

如茶果洲，提供更多不同種類的水上活

動。南大嶼水質非常好，惟水質較混濁，

不適合潛水活動。  

 

 

 

 

 

 

辦事處認同委員的意見，

並已優化建議內容（詳情

見附件一第 7、 8 及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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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辦事處回應  

6. 其他  

交通  

 宏觀考慮整個大嶼山的陸路及水路交

通配套  (例如泊車及充電設施 )，評估

相關的交通道路承載量，滿足南大嶼旅

遊發展的需求，改善不同景點的通達性

和連接性，亦便利當地居民往來南大

嶼。亦可考慮推動智能停車場、建設單

車徑及單車泊車位等配套設施連接長

沙、石壁、水口和貝澳。  

 

營運  

 除政府營運外，政府可研究公私營合作

模式，規定營運者將部份收入用於當地

的保育和營舍營運工作，亦可考慮私人

參與和小心挑選營運者以提供完善的

配套設施，達致商業平衡以及考慮如何

豐富當地旅遊經濟。  

 

 創造更多機會與當地居民或團體溝通

協作，達致平衡各方的解決方案，讓當

地漁民參與綠色旅遊所帶來的經濟效

益。  

 

推行時間  

 分階段提供有關康樂設施，能盡早讓市

民及遊客享用。若有關設施須分階段完

成，期望政府考慮一些中期措施，包括

增強計劃的靈活性，及後可再優化及完

成項目。  

 

 

 

辦事處同意委員的意見，

並 已 在 建 議 中 優 化 了 地

區 及 對 外 的 水 陸 交 通 配

套包括泊車設施，便利訪

客及當地居民（詳情見附

件一第 14 段）。  

 

 

 

 

辦事處同意委員的意見，

會 探 討 不 同 營 運 方 式 推

展計劃（詳情見附件一第

16 段）。  

 

 

 

辦事處會與當地居民、相

關團體及漁民等溝通，以

創 造 更 多 合 作 空 間 及 就

業機會。  

 

 

辦 事 處 考 慮 了 委 員 的 意

見，爭取盡早分階段開展

計劃，並在推展過程適時

檢討計劃（詳情見文件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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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辦事處回應  

科技  

 構建資料庫平台以涵蓋關於南大嶼的

生物多樣化研究資料。  

 

 利用更多新科技和智能化先進管理，優

化道路基建及相關設施，提升接待旅客

的能力。  

 

辦 事 處 考 慮 了 委 員 的 意

見，會探討透過網上預約

或 提 供 實 時 交 通 及 人 流

資 訊 等 有 助 控 制 遊 人 數

量的措施，令訪客有更好

的體會，務求滿足休閒康

樂 及 生 態 旅 遊 需 要 的 同

時，確保南大嶼的生態環

境不受破壞（詳情見附件

一第 17 段）。辦事處亦將

在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資 料

庫 平 台 分 享 南 大 嶼 生 物

多樣化的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