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討論文件 

2014年 11月 14日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規劃及保育小組 

第 6/2014號文件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規劃及保育小組  

 

擬議大嶼山的保育措施 

 

 

1   目的 

 

1.1 本文件旨在介紹就保育大嶼山的自然生態、文化遺產及景觀方面所擬

議的措施，供本小組討論。 

 

 

2  具保育價值的地點 

 

2.1 大嶼山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歷史文化遺產及優美景觀。在 2014 年

10月 10日規劃及保育小組和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第一次聯席會議上，

已向委員介紹大嶼山在這方面的現況及具保育價值的地點(圖一至圖

四)。 

 

 

3  保育工作方向及指導原則 

 

3.1 當局一直有為大嶼山進行保育工作，隨著《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

計劃》於 2007年完成後，政府於 2008年正式劃定北大嶼山郊野公園

(擴建部分)，昂坪自然中心及由梅窩至大蠔白芒的香港奧運徑亦於同

年落成。政府亦為大澳、二澳、大蠔、鹿湖及羗山地區制定法定圖則

以保護具有保育價值的地點。此外，政府於 2008 年將舊大澳警署納

入第一期「活化歷史伙伴計劃」中，並於 2012年 2 月活化成大澳文

物酒店。而擬議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鄰近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

的海岸公園、大嶼山西南海岸公園及索罟群島海岸公園的推進工作亦

在進行中。 

 

3.2 上次小組會議上已同意，保育工作的方向是確保具保育價值地點的生

態、文物及景觀價值不會被發展所破壞，並同時加強點、線、面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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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讓社會大眾一同享受大嶼山的寶貴資產。 

 

3.3 在是次會議上，文件第 5/2014 號中，已提出大嶼山的規劃及保育指

導原則，現根據相關保育的指導原則，建議下列的保育措施： 

 

 

4 建議保育措施 

 

4.1 生態保育 

 

   在為新發展或基建進行選址或規劃時，充份考慮保護有生態保育

價值的地點，盡量避免在這些地點或周圍作大型發展，並在有需

要時進行生態影響評估； 

 

 利用植樹及植林優化計劃和提供設施和服務，提升郊野公園生態

價值； 

 

  監察擬議海岸公園的推進工作； 

 

   在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下，適度發揮自然環境帶來的教育、康

樂及旅遊發展潛力；及 

 

   在選址及進行新發展或基建時，必需充分考慮當地具重要價值的

生境及野生生物的習性。在進行城市設計時，需與周邊生境互相

配合，以減少新發展項目帶來的不良影響。 

 

4.2 文物保育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對法定古蹟和其他具有文物價值的地點

進行復修、保護和保育工作； 

 

   在為新發展或基建進行選址或規劃時，充分考慮保護具保育價值

的地點，盡量避免在這些地點或周圍作大型發展，並在有需要時

進行文物影響評估； 

 

   繼續物色適宜作活化再利用的政府歷史建築，將其納入「活化歷

史建築伙伴計劃」或其他活化再利用計劃。而現時在香港所有私

人擁有的已評級歷史建築的業主，均可以透過「歷史建築維修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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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計劃」申請資助，使他們可以自行進行小型維修工程，從而使

這些歷史建築不致因日久失修而破損； 

 

 加強有文物價值地點的串連，例如闢設郊遊徑、以歷史文物為主

題的歷史徑，或設立特定走線及提供遊人設施，串連各個文物景

點以吸引遊人，與具有獨特風貌的鄉村互相融合，在保留傳統鄉

村風貌同時，亦可推廣文化旅遊及教育；及 

 

   在文物較集中的地區，考慮如何把區內發展成一個歷史文物區，

以產生協同效應，彰顯個別設施的文物價值。 

 

4.3 景觀保育 

 

 建議在郊野公園範圍以外，一些具高價值景觀的自然地區，如山

嶺、河谷和天然海岸，劃定為景觀保護區及海岸景觀保護區，新

發展項目不可破壞現有景觀和環境，並應提供美化環境措施，以

減少新發展項目帶來的不良影響； 

 

 具有地方特色或特殊景觀的地區，例如大澳漁村及貝澳/長沙，需

保留地區獨有景觀。新發展及城市設計不可損害現有的景觀風貌，

並須充分顧及個別地區的獨有特色，及在具特色的地點設定觀景

廊，令這些地點不會受新發展遮擋；及 

 

 一些大型的建設如天壇大佛、機場、昻坪纜車和興建中的港珠澳

大橋，是大嶼山的地標，及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發展及城市

設計需考慮使這些地標相互協調，以促進新發展的景致。 

 

 

5 結論 

 

5.1 以上的保育措施有助平衡及協調大嶼山的規劃和保育需要，並透過

這些自然及文化保育措施，按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作綠色康樂、旅遊

及教育用途。請小組委員就上述擬議的保育措施作討論。 

 

 

 

規劃署 

2014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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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草床Ä

海岸保護區

石鼓洲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備註 :

(1) 東涌石門甲的自然保育區根據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
     計劃而制訂，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正制訂其土地用途

(2) 大蠔現已為發展審批地區圖覆蓋，詳細土地用途地帶
     將會在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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