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規劃及保育小組和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

第二次聯席會議

日期: 2015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55 分

地點: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海港政府大樓 14 字樓會議室

會議記要

出席者

林建岳博士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主席

林筱魯先生 規劃及保育小組主席

林奮強先生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副主席

劉炳章先生 規劃及保育小組副主席

陳勇先生

周玉堂先生

方舟博士

哈永安先生

余漢坤先生

劉淑嫻女士

陸瀚民先生

王福義教授

陳其鑣教授

陳志明先生(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務)2) 
黎卓豪先生(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務)5) 
黃展翹女士(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務)特別職務) 
鄧翠儀女士(發展局助理秘書長(規劃)1) 
李志苗女士(規劃署副署長／全港)

陳本標先生(土木工程拓展署港島及離島拓展處副處長) 
蘇炳民博士(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自然護理)) 
鄧建輝先生(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環境評估)) 



 

 

 
 

 
  

 
 
 
 
 
 
 
 
 
 

 

 
 

 

 
 

 
  

李炳威先生(民政事務總署離島民政事務專員) 
許柏坤先生(勞工處助理處長(就業事務)) 
詹錦秋先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高級政務主任(旅遊)2) 
陳松盛先生(房屋署高級規劃師(1)) 
仇穎君女士(發展局社區關係主任)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秘書

黃文耀先生(規劃署高級規劃統籌主任) 規劃及保育小組秘書

因事缺席者 （致歉）

林中麟先生

羅康瑞先生

王緝憲博士

何建宗教授

胡志偉議員

麥美娟議員

姚思榮議員

藍列群女士

朱國樑先生

曾永強先生（運輸及房屋局助理秘書長(運輸)3B）

列席者

葉鴻平先生(發展局助理秘書長(土地供應)1) 
姚昱女士(發展局助理秘書長  (大嶼山) 1) 
黎學舜先生(發展局高級經理(基礎建設)) 
黃珮瑜女士(發展局高級行政主任(大嶼山)) 
李發揚先生(發展局項目統籌主任) 
張綺薇女士(規劃署助理署長／全港) 
劉寶儀女士(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策略規劃) 
陳思偉先生(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策略規劃 6)
陳穎德先生(規劃署助理城市規劃師／策略規劃 11)
馬漢榮先生(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工程管理(離島發展部)) 
邱文珊女士(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 8(離島發展部)) 
周哲先生(離島民政事務處離島民政事務助理專員(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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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3 
大嶼山西北沿岸鄉區聯會代表: 
發言代表

龔學成先生(聯會主席) 
李秀梅女士(聯會秘書長) 
後排列席

梁錦興先生(聯會副行政主任) 
梁潔儀女士(聯會秘書) 

議程項目 4 

發言代表
!
ICF Consulting Services HK Ltd.代表: 

Mr. Tom CALLAHAN(首席主任顧問) 

曾劍虹女士(首席主任顧問) 

梁藝騰先生(高級顧問) 

後排列席

雅邦規劃設計有限公司(Urbis Limited)代表: 

葉倩雯女士(高級規劃師) 

蕭嘉敏女士(規劃師) 

萊坊測計師行有限公司(Knight Frank Petty Limited)代表:

馮志強先生(規劃及發展主任) 

林妍婷女士(分析員) 


議程項目 5 

發言代表

教育局代表: 

凌禮先生(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離島)2) 

林錦鴻先生(教育局助理秘書長(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1) 

杜嘉賢女士(教育局助理秘書長  (延續教育)2) 


議程項目 6 

發言代表

奧雅納工程顧問代表: 

楊詠珊女士  (董事／規劃) 

鄭玿瑋女士  (主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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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劃及保育小組主席歡迎各委員、增選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第二次規劃及

保育小組和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之聯席會議，並歡迎發展局的仇穎君女士擔任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的秘書。

議程項目1：通過上次會議記要 

2.	 規劃及保育小組主席稱規劃及保育小組於本年3月18日舉行之會議記要已於5月 

5日發送給委員察閱，並未接獲委員修改記要擬稿的要求。席上委員亦再無其他

意見，上次會議記要獲通過。 

3.	 規劃及保育小組主席續稱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於本年1月28日舉行之會議記要

已於本年2月18日發送給委員察閱，並已按委員提出之建議作出修改，修訂本已

於早前電郵至各委員。席上委員並無其他意見，上次會議記要獲通過。

議程項目2：續議事項 

4.	 規劃及保育小組主席表示，規劃及保育小組第三次會議需要跟進之事項已完成，

並已記錄於有關事項之會後註，因此無事項需要續議。規劃及保育小組的工作

將會繼續按已同意的初步工作計劃推進。 

5.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第三次會議之事項，已完成討論，並無事項需續議。

議程項目3：「大嶼山西北沿岸鄉區聯會」對西北大嶼山發展的建議 

6.	 規劃及保育小組主席申報他有一間公司於二澳營運一農場。就此，他邀請經濟

及社會發展小組主席接替主持會議。 

7.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主席表示，邀請大嶼山西北沿岸鄉區聯會（下稱「聯會」）

出席是次會議，主要只是讓委員更深入了解聯會對大嶼山發展的意見及提供補

充資料，因此他提議而眾在席委員亦不反對讓規劃及保育小組主席繼續留席聽

取聯會的意見而不參與討論。 

8.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主席邀請聯會主席龔學成先生和秘書長李秀梅女士簡介聯

會的建議，要點如下（註：聯會的書面意見已於5月28日發放給各委員閱覽）： 

˙	 政府資源分配不均，只著重投放龐大資源於大型基建項目，而不顧民生及

當地居民對住屋和交通等的需求，政府應善用大嶼山的土地資源，以解決

上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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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嶼山眾多居民大部分仍需往返市區工作。此外，大嶼山西北沿岸各鄉村

地區昔日曾有近5萬人口（過半數為漁民），但因交通設施不足，現時常住

人口已降至2千多人，大部分為長者。因此，政府必須大力改善大嶼山對內

對外的交通及配套設施，以吸引村民回流，增加區內人口，並改善人口結

構，以配合發展大嶼山的橋頭經濟和旅遊業； 

˙ 大嶼山西北沿岸各鄉郊，長久以來交通設施不足，備受邊緣化。村民出入

非常不方便及時間冗長，現時主要倚賴「封閉道路」進出，透過嶼南路之

公共交通服務或有「封閉道路許可證」的車輛往返，來回動輒需時 2至3小
時。雖有屯門／東涌／沙螺灣／大澳之渡輪服務，但渡輪只得90座位，每

日亦只有4班及備受天氣影響，並不可靠，其服務前景亦存疑（特別是將來

的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投入運作後）； 

˙	 建議儘快興建大嶼山西北沿岸公路； 

˙ 大嶼山西北沿岸各鄉郊在沒有完善的交通配套設施前，聯會誓死反對昂坪

纜車延線至大澳； 

˙ 建議設立「復興／保育發展基金」，串連相關的保育／旅遊點，利用閒置的

土地發展多元化旅遊設施，如在海堤旁設置通道觀賞紅樹林、划艇等項目，

在其他地點提供休閒點、茶寮、特色餐飲、民宿和旅舍、慶典活動、鄉村

體驗等，及於大澳興建多層停車場，提升地方的接待能力，帶動本土居民

回流，原區就業；以及 

˙ 要求讓聯會代表加入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成為常規委

員。 

9.	 聯會代表繼續補充嶼南路之歷史背景（其原有建造目的只為配合石壁水塘的興

建）和道路改善之局限，並表示如要進一步發展大嶼山，完善的道路交通配套

設施是首要條件，不能本末倒置，發展後才研究交通設施的配合。因此，建議

的大嶼山西北沿岸公路對大嶼山的經濟和旅遊發展、帶動本土人口回流、減低

長者對護老福利設施的需求等至為重要。 

10.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主席多謝聯會代表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和建議，並表示會將

聯會的意見提交委員會考慮。如聯會有其他意見／建議，可隨時以書面形式提

交至委員會考慮；至於聯會提出容許其代表加入委員會的要求，他建議聯會正

式致函發展局作出申請。

 [聯會眾代表離開] 

[會後註： 發展局於 2015 年 6 月 1 日及 7 月 3 日收到聯會要求加入委員會之信

件。局方已分別於 2015 年 6 月 25 日及 7 月 20 日回覆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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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總體而言，委員備悉聯會主要要求儘快興建大嶼山西北沿岸公路，以方便該鄉

區村民出入，吸引居民回流定居和就業，及促進經濟及旅遊發展。委員普遍認

為建議可交有關部門作全盤考慮，特別是建議的公路是否可達至聯會所預計的

效益（包括吸引居民回流、就業和促進經濟及旅遊發展），以及其對該鄉區固有

獨特風貌的影響。 

[會後註： 秘書處已於 2015 年 7 月 27 日將聯會提出有關交通運輸的建議，轉

交運輸及房屋局和運輸署跟進，同時亦已知會委員會轄下之交通及

運輸小組。] 

[規劃及保育小組主席接替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主席繼續主持會議。] 

議程項目4：「大嶼山綜合經濟發展策略及大嶼山主要發展上商業用地的初步市場定

位研究」的初步經濟發展概念 

(規劃及保育小組文件第03/2015號) 

12.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策略規劃首先滙報「大嶼山綜合經濟發展策略及大嶼山

主要發展上商業用地的初步市場定位研究」（下稱「研究」）的目標、範圍及進

度，並表示顧問團隊現階段的建議只屬初稿，歡迎委員提出意見。研究的顧問

團隊（ICF Consulting Services HK Limited）繼而簡介研究所提出的大嶼山經濟

發展初步概念和跟進工作： 

˙ 初步經濟發展的方向建基於大嶼山各項策略性基建與旅遊資源，利用珠三

角地區的經濟及旅遊業增長，國際及區域人流及貨物流持續增長的趨勢，

並把握機場擴建與其他交通基建及區域性和香港的各項發展所帶來的協同

效益與機遇。建議發展方向包含三個發展概念，包括構建一個蓬勃社區、

支柱產業新平台及明日之橋：

蓬勃社區 

˙ 聚焦現有及未來新遷入人口的需求，包括提供低技術或其他合適的就業機

會、誘因及支援，提供適切的房屋類型，吸引機場員工及高技術勞工遷住

大嶼山，催生經濟活動和能夠提供大量工作機會的產業，打造宜居、宜業、

宜樂及多元化的活力社區；

支柱產業新平台 

˙	 將大嶼山發展成可支援香港現有四大支柱產業(即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

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的經濟樞紐，為大嶼山及鄰近地區提供更多

就業機會；大嶼山本身及擬議中的東大嶼都會、欣澳及小蠔灣填海計劃等均

有潛力提供具規模的經濟用地，為四大支柱產業提供新的發展平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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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專業及其他服務的後勤寫字樓，

˙ 利用香港國際機場的貨運機場地位發展現代物流業，提高香港的物流

產業鏈的價值，及

˙ 發展更全面的旅遊配套，當中包括針對會議及展覽業和商務旅遊的設

施，例如中價酒店以及零售、餐飲、休閒與娛樂，以支援旅遊業；

明日之橋 

˙ 「創新」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將大嶼山發展成為一個展示香

港及世界創新、高效及高原創性的平台，並優先讓知識型經濟相關的產業

進駐。為此，將大嶼山轉型成為一個智慧島／試驗重地，提供各項智慧型

城市系統及技術作為實況試驗場地之用。大嶼山可打造為創新科技樞紐，

吸引高科技的生產活動，並進行原型測試、試驗及生產工序，並作為島上

主要的經濟活動。

下一步工作 

˙ 顧問團隊正估算全港商業用地的需求。其後，顧問團隊會按各個主要商業

發展的特性及優勢，擬定出初步的市場定位及土地用途之分布，以避免惡

性競爭，增加協同效應，取得最大效益。 

13.	 會上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關注及討論，綜合如下： 

˙ 顧問應先決定經濟定位，然後推動發展合適的產業配合，不宜本末倒置（即

為了創建某種產業／工種，而將擬定經濟發展方向作出遷就）。顧問回應表

示會跟進委員的意見。顧問是特意建議三個聚焦不同產業的經濟發展概念

以供考慮，包括建議不同工種，以處理就業機會與工作技能錯配的問題； 

˙ 對於香港投放於科研發展的資源較周邊地區少的觀點，顧問應深入地研究

和分析箇中原因，包括其他因素的考慮如税務優惠、政府政策的支持、各

產業願意投放於科研的資源、大學科研的配合等。顧問更應作詳細的數據

分析，尤其是科研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係。顧問回應表示大致認同委員的

意見及將會作合適的跟進研究； 

˙ 有委員認為香港科研不但起步較遲，亦缺乏相關製造業把成果轉化為產品，

因此認為顧問應尋找適合大嶼山發展的獨特市場定位。科研行業長遠對香

港的經濟發展至為重要，顧問可繼續研究如何吸引科研行業進駐香港； 

˙ 小組委員未必對相關資訊科技有足夠的經驗和知識，以判斷顧問的分析及

建議，建議顧問聯絡香港投資推廣署，創新科技業及相關業界，探討他們

對建議的意見； 

˙ 顧問應繼續探討零售、旅遊，商業旅遊，物流等行業的關係，協同／群集

效應的影響，亦可參考美國佛羅里達州澳蘭多市的旅遊發展經驗； 

˙	 顧問的觀點過於狹窄，大嶼山並非缺乏就業機會，重點是如何吸引人才包

括境外人才到大嶼山就業，大嶼山的定位不應是推展後勤服務，而是加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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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行業，創新／知識型業務；以及 

˙ 期盼在類型、規模和分布的層面上，顧問可提供更實質的建議，以酒店為

例，如酒店的類型／數目、房間數目、設施、位置等。顧問回應時表示上

述的議題將會在下一步工作(包括分析市場定位)時作出考慮和建議。 

14.	 規劃及保育小組主席總結表示如委員有進一步意見，可隨時提交給規劃署／顧

問考慮，並指出顧問的研究須把願景轉化為切實可行的建議。 

[會後註： 會後收到一小組委員的書面意見，他期望顧問可交待如何落實全部

或部分的建議。] 

議程項目5：有關大嶼山的教育服務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文件第04/2015號) 

15.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離島） 2 概述大嶼山中小學的教育服務，表示在 2014
／15 學年（即本學年）大嶼山分別有 17 所小學，當中 11 所資助小學合共開辦 

173 班，共有約 4 200 名學童就讀，學校仍有七十多個空置課室；大嶼山另共有 

11 所全日制中學，當中 8 所資助中學合共開辦 179 班，共有約 5 600 名學童就

讀，學校仍有多個空置課室。 

16.	 教育局助理秘書長（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1 表示，現時大嶼山共有兩所國際

學校，在 2014／15 學年提供共 890 個小學學額和 242 個中學學額，整體入讀率

為 86.2%。教育局因應公眾意見，在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的建議發展大綱草圖

已建議預留約 4 公頃教育用地作專上學院及其他學校用途。目前，該局正進行

顧問研究，以更新本港國際學校中小學學額的最新情況及了解未來的學額需求，

並會按研究結果考慮是否撥出有關用地作為發展國際學校之用。 

17.	 教育局助理秘書長（延續教育）2 表示，專上教育以社會整體的經濟發展及人

力需求而規劃，並非以區域劃分。目前，多所專上院校於大嶼山鄰近地區提供

不同課程；而在東涌新市鎮擴展建議預留的約 4 公頃教育用地中，一幅約佔 2.5
公頃的土地建議作專上教育用途。就課程而言，全港有超過 40 個有關飛機服務

工程、零售、酒店、旅遊及款待業的全日制專上課程， 2014／15 學年所提供的

新生學額共有 4 400 多個。 

18.	 開始討論前，規劃及保育小組主席申報他為專上教育機構批地及開辦課程貸款

評核委員會（Vetting Committee for the Allocation of Sites and Start-up Loan for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Providers）之主席。

8 




 

 

  

  

 

 

 
 

 
 

  

 
 

 

 
 

 

 
 

 

 
 

 

 

 

19.	 會上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關注及討論，綜合如下： 

˙	 關注政府對國際學校現行的政策及財務監管，擔心辦學團體以此牟利； 

˙ 指目前區內大部分中學畢業生未能順利進入大學，而不少居住於該區的家

長寧願選擇讓子女跨區上學，亦不選擇讓他們就讀區內的中、小學校，關

注當區的教育質素。另有委員認同區內教育質素是吸引市民到一個社區居

住的重要因素，希望在建設新市鎮時應有相關策略協助學校發展； 

˙ 認為大嶼山鄰近機場，可以採取建設航空城的概念，邀請名牌學院於區內

成立分校，吸引來自不同地區的人才就讀，並予本地團體優先辦學； 

˙ 可考慮發展與宗教相關的高等教育課程，如開辦佛教學院等，藉此吸引來

自世界各地對該宗教有興趣的人士就讀；以及 

˙	 應考慮大嶼山發展的機遇，前瞻性地規劃相關課程，以增加相關的人才供應。 

20.	 教育局助理秘書長(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1 回應，目前國際學校一般以自負盈虧

和市場主導的方式運作，並須自行籌集經費作學校發展、改善設施和基建工程

等用途。因此，學校一般須透過調撥其轄下其他私立學校的盈餘、借貸和籌集

資金計劃等形式，籌集相關經費。但獲政府提供校舍／土地，及／或發還地租

和差餉的國際學校及其辦學團體，必須是根據《稅務條例》獲豁免繳稅的非牟

利機構。此外，按現行政策，獲分配校舍／土地的國際學校須將百分之七十或

以上的學額分配予非本地學童，以滿足在香港居住和因工作或投資而來港的海

外家庭對國際學校學額的需求。 

21.	 教育局助理秘書長（延續教育）2 表示，目前本港亦有具宗教背景的專上學院

（如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提供學位程度課程；至於辦學團體是否會於大嶼山辦

學，則需按該團體本身的長遠規劃。另外，她表示，教育局亦鼓勵不同院校就

本港的長遠發展作出規劃，並配合未來不同的技能需求開辦課程。 

22.	 規劃署副署長認為，除市區的「傳統名校」外，過往亦有不少地區（如屯門、

荃灣）擁有「地區名校」；由於這些學校需時間培養，建議教育局可及早探求合

適的辦學團體，務求讓大嶼山未來亦可出現「地區名校」，吸引當區學生就讀。

她續表示，將軍澳的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成功把設計打造成當區的特色學科，認

為旅遊或相關產業等學科亦可成為大嶼山的教育重點／特色。

議程項目 6:「大嶼山康樂與旅遊發展策略可行性研究」─研究方法及初步分析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文件第 05/2015 號) 

23.	 負責研究的顧問公司團隊簡介研究的主要工作、研究方法及初步分析。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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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包括確定市場定位、分析目前趨勢與現時到訪

旅客模式、個案研究、分析康樂與旅遊發展機遇，擬定大嶼山旅客接待能力及

確定總體發展主題；第二階段則就為已選定的發展項目進行初步可行性研究和

技術評估。研究成果會適時向委員會及相關小組進行諮詢及匯報。 

24.	 委員對此文件提出多項意見，綜合討論結果如下： 

˙ 認為大嶼山應推動水上活動發展。旅客於日後到達機場時，只需花約15分
鐘便能抵達大嶼山的渡假村進行水上活動。如大嶼山能發展供遊艇停泊的

港灣及提供住宿購物配套，定能吸引高消費的旅客來港。在景點開發方面，

認為不應集中改善現有的景點，而應開發一些在其他地方沒有的特色景點。

歡迎顧問日後多給委員意見及建議供參考； 

˙ 認為養生旅遊可與醫療旅遊結合。香港中西醫匯聚，醫療水準高，因此有

很強的競爭力。建議可參考台灣的醫療旅遊，提供身體檢查、交通、酒店

住宿及康樂配套。有委員回應醫療旅遊的建議，認為發展排毒或驗身假期

會較為理想。； 

˙ 認為大嶼山可以推展宗教旅遊及舉辦國際性宗教會議，吸引信眾來港。有

委員則認為舉辦宗教旅遊或會議時需考慮香港有沒有合適的宗教代表人物

或權威人士擔當主持。另外，在發展旅遊項目時，開發投資、人力資源、

當地文化及安全性也是重要的考慮； 

˙ 認為大嶼山發展應是多元化的。除了參考台灣日月潭之綠色旅遊外，應加

入其他如購物及主題公園的元素； 

˙ 認為顧問應進行問卷調查，了解旅客對大嶼山景點的認識、觀感、前往大

嶼山遊玩的人數及其逗留大嶼山的日子等。至於本地居民方面，顧問亦應

調查他們如何使用大嶼山景點及其去處； 

˙ 有委員認為平日較少旅客前往長沙的原因與交通不便有關。由於長沙是公

共交通工具的其中一個中途站，因此在長沙下車遊玩後再乘車前往其他景

點如大澳或梅窩較為困難，須關注和處理交通方面的限制； 

˙ 提出如何將旅遊轉化成一項產業是十分重要的一環。舉例若旅客只在大嶼

山進行遠足或踏單車活動，然後於市區購物，只會令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局

限於市區，不能彰顯大嶼山發展的效益；以及 

˙	 認為本地居民也是一個重要的客源，特別是年長的居民。由於人口老化，

未來十數年間長者數目會增加一百多萬位，當中部分長者仍然非常健康，

可使用長者乘車優惠前往香港各處遊玩，為本地旅遊生產值帶來一定程度

的增長。 

25.	 規劃及保育小組主席認為康樂及旅遊發展需要一個整體的配套，在發展大嶼山

景點時，當地需要一個集合點 (如旅遊中心)為旅客提供大嶼山旅遊資訊。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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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值得善用大嶼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重點旅遊項目 (如大澳遊涌)，要

求顧問補充相關的資料。主席同時申報利益，表示他是香港皇家遊艇會的會員，

並認為大嶼山是一個少有合適作國際性賽艇的地點，而舉辦賽事能帶來數以億

計的贊助費，加上安全是香港的其中一個優勢，相信賽事能吸引不少旅客來港，

為經濟帶來效益。 

26.	 顧問公司團隊回應委員關於問卷調查的建議，表示目前香港旅遊發展局並沒有

旅客前往個別地點的數據。她認為若日後進行問卷調查時，問卷的設計需要小

心考慮，應以選擇題方式進行及避免使用開放式問題，減少旅客不能即時提供

資料的情況。

議程 7: 其他事項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小組的列席安排 

27.	 規劃及保育小組主席報告當局於今年三月收到一項有關小組委員攜同其私人助

理出席會議的公眾查詢，主席提醒委員現時小組的列席安排如下： 

˙ 攜同私人助理出席小組會議須獲得小組主席的同意； 

˙ 私人助理只可列席於小組會議上旁聽，不可在會上發言或參與討論；及 

˙	 私人助理需於首次列席小組會議前，向小組秘書處提交填妥的「利益登記

表」。秘書處其後會把「利益登記表」上載至委員會網頁供公眾閱覽。 

28.	 小組委員備悉上述列席安排。

經公眾關係及參與小組於大嶼山發展公眾推廣活動時收到的意見 

29.	 公眾關係及參與小組於外展時收集的問題，小組秘書處擬備了回應。因時間緊

迫，有關回應將以電郵傳閱徵求委員意見，然後小組秘書處會把回應交予公眾

關係及參與小組秘書處。 

[會後註：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秘書處已於6月5日將擬備的回應傳閱予委員；

並於 6 月 17 日回覆公眾關係及參與小組秘書處。

規劃及保育小組已於 7 月 27 日將擬備的回應傳閱予委員；同時，獲

小組接纳的回應巳於8月4日轉介給相關政府部門考慮及／或跟進，

並於 8 月 5 日回覆公眾關係及參與小組秘書處。] 

30.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十二時五十五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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