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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 

第三次會議 

 

日期: 2015年 1月 28日 (星期三) 

時間:  下午 3時至下午 5時 15分 

地點: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海港政府大樓 14字樓離島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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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奮強先生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副主席 

方舟博士  

哈永安先生  

藍列群女士  

羅康瑞先生  

余漢坤先生  

陳其鑣教授  

陸瀚民先生  

王福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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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傑銘先生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2 

詹錦秋先生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高級政務主任(旅遊)2 

李炳威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離島民政事務專員 

梁蘇淑貞女士 勞工處助理處長(就業事務) 

劉寶儀女士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策略規劃 

黃志輝先生 發展局總行政主任(政策及發展) /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秘書 

 

缺席者 (致歉) 

朱國樑先生 

劉炳章先生 

麥美娟議員 

姚思榮議員 

劉淑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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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參與議程 3  

張嘉茵女士 政府統計處統計師(社會分析及研究)1 

楊施鐘情女士 政府統計處高級統計主任(社會分析及研究) 

鮑玉如女士 衞生署高級行政主任(服務發展及策劃) 

林錦江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高級總監(行動)1 

黃偉宏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離島區環境衞生總監 

潘梁儉蓮女士 醫院管理局高級行政經理(聯網運作) 

陳松盛先生 房屋署高級規劃師(1) 

甄偉鵬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行政主任(策劃事務)2 

彭潔玲女士 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福利專員 

  

參與議程 4  

翁佩雲女士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延續教育) 

羅瑞芳女士 勞工處高級勞工事務主任(就業)(政策) 

黃慧敏女士 僱員再培訓局高級經理(課程發展) 

梁任城先生 職業訓練局副執行幹事 

 

參與議程 5 

 

陳正思女士 機場管理局商務執行總監 

湯遠敬先生 機場管理局機場物業發展總經理 

  

  

葉鴻平先生 發展局助理秘書長(土地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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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穎君女士 發展局社區關係主任 

萬映頤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離島民政事務助理專員(2) 

黃文耀先生 規劃署高級規劃統籌主任 

鄭創海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參事(策劃)1 

邱文珊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 8 (離島發展部) 

潘俊軒先生 亞洲國際博覽管理有限公司市場推廣及品牌經理 

張國文先生 香港黃金 50研究員 

 

 



3 

 

1. 主席歡迎各委員、增選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經濟及社會

發展小組第三次會議。主席表示，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務) 5盧

國華先生已於一月中調任至其他部門，其職務現由黎卓豪先生負責。

主席歡迎黎先生加入小組。 

 

議程 1: 通過上次會議記要 

 

2. 主席表示秘書處已於會前發送第二次會議記要擬稿予各委員

閱覽，在會前並無收到任何擬議修訂，而在會上亦無委員提出擬議修

訂。小組通過第二次會議記要。 

 

議程項目 2：續議事項 

 

3. 上次會議並無續議事項需要跟進。 

 

議程項目 3：大嶼山社會發展資料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文件第 01/2015號) 

 

4. 發展局助理秘書長(土地供應)1 葉鴻平先生講解離島區目前

人口和就業資料，以及大嶼山未來人口規劃和就業資料。他又概述現

時大嶼山社會發展，包括教育、房屋、醫療服務、公共衞生、長者服

務、青年發展、文娛康樂、藝術發展及社會福利各方面的情況，並指

出目前離島區的社會發展整體而言優於全港，如該區適齡的工作人口

較多，工作人口的平均年齡中位數較年輕及大嶼山申領綜援個案只佔

全港約 1.6%等。 

 

5. 主席表示由於議程 3 及議程 4 性質相近，建議委員於議程 4

簡報後一併討論相關事項。 

 

議程項目 4:為大嶼山居民提供的職業教育/培訓及就業支援服務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文件第 02/2015號) 

 

6. 勞工處助理處長(就業事務)梁蘇淑貞女士表示，按 2013年數

據顯示，離島區的失業率(3.1%)較全港整體平均失業率(3.4%)為低。 

 

7.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延續教育)翁佩雲女士表示，就職業

教育服務而言，目前職業訓練局(職訓局)在大嶼山鄰近地區包括青衣

及葵涌設有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及青年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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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不同類型的課程；並推行職業教育和就業支援先導計劃及為高級

文憑及部分中專文憑學生安排工作實習機會，支援大嶼山居民的職業

教育需要。 

 

8. 勞工處高級勞工事務主任(就業)(政策)羅瑞芳女士表示，在就

業支援方面，該處於東涌設有就業中心，又會與大嶼山區內僱主協作

舉辦招聘及培訓活動，以及推展不同青年培訓計劃和就業援助計劃，

支援當區居民就業。 

 

9. 僱員再培訓局高級經理(課程發展)黃慧敏女士表示，該局委

任的培訓機構於東涌及其鄰近地區(青衣、荃灣及葵涌)營運共 53 間

培訓中心，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涵蓋 20 個行業的課程。該局又設有服

務中心，提供各項自助及支援服務，現時約 300名大嶼山居民為該中

心會員。 

 

10. 委員對議程項目 3及議程項目 4發表不同意見，綜合如下： 

 

 憂慮大嶼山人力資源不足。目前機場已有 4至 5千個職位

空缺，加上第三條跑道及機場島北商業區的發展，屆時餐飲、

零售服務等需要大量人力資源，擔心當區沒有足夠人才應付

勞動需求。 

 

 認為大嶼山應建立地區人才庫，以解決人力資源錯配問題。

有委員指每年該區有約 1000名中學生畢業，大部份人並無繼

續升學，故這批年輕人是重要的勞動力。惟按其親身經驗，

該批年輕人並不了解該區僱主的需求，故有必要加強溝通工

作。另外，有委員表示該區不少青年希望可繼續升學考取學

位，建議可在該區設置專上學院，並提供飛機工程、旅遊等

學科供年輕人選擇。 

 

 由於該區的交通費昂貴，加上交通運輸服務不夠完善(特別是夜間

交通連繫)，令大嶼山未能吸引區外人士到該區工作，尤其是一些

基層工作。另外，區內優質的中小學數量不足、生活使費高昂(如

街市購物)等因素，亦令大嶼山未能吸引家庭入住，進一步減低該

區的人力資源。 

 

 認為政府應重視該區的房屋發展，增加居住人口以配合未

來人力資源的需求。可考慮安排專用土地興建服務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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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等方法，吸引人才於該區工作；並增建房屋及調控商品

價格，吸引於大嶼山上班的人士原區居住。有委員建議放寬

發展密度以增加住屋單位數目。 

 

 目前有不少大嶼山居民外出市區工作，有委員希望勞工處

提出措施鼓勵居民原區就業。 

 

 未來口岸人工島及機場島北商業區均設有商場，在交通及

設計上應多作溝通及協調，避免功能重疊。有委員回應指，

機場島北商業區的商場已作初步設計，待有更詳細規劃後，

可向小組作分享。 

 

 就有建議「從內地引入非技術和低技術的勞工到特定機場

區域工作」，有委員認為基於大嶼山發展的迫切性，可仿傚

國內「先行先試」的做法，設立「特別試驗區」引入外勞。 

 

 有委員提出在發展大嶼山同時，應展開相關的社會文化影

響的研究工作，以了解當地居民對發展的看法。 

 

11. 勞工處助理處長(就業事務)梁蘇淑貞女士表示，目前政府政

策是希望僱主優先聘用本地工人，僱主在本港未能聘得所需人手時，

才可申請輸入外勞。現時的輸入計劃，主要以工種及行業作為考慮，

並無地區性的劃分。處方鼓勵僱主以增加薪酬、提供適當交通安排及

讓青年人知悉晉升階梯等方法吸引人才。她續表示，從內地引入勞工

的建議具相當爭議性，涉及香港整體勞工問題，政府有需要先照顧基

層工人的需要。 

 

12. 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務)2陳志明先生表示，理解到勞工短缺是

迫切的事項，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工程預計於 2018 年竣工，相信該

道路可吸引新界西北包括屯門區的居民到大嶼山就業。  

 

議程項目 5: 機場島北商業區發展 

(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文件第 03/2015號) 

 

13. 機場管理局商務執行總監陳正思女士表示，目前機場管理局

正積極將機場島北商業區打造成一個香港地標式旅遊目的地，接待旅

客及本港市民。她解釋，目前大嶼山的景點主要以遊玩為主，故希望

於該區打造全港最大的零售商場和提供酒店設施，配合大嶼山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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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推動香港的旅遊業。她說，商場的獨特性、旅客的流量以及商

業區的交通連繫，將是項目成功的關鍵。首階段項目的零售發展總樓

面面積約為 20 萬平方米；該局正就首階段的零售、餐飲及娛樂發展

項目舉行設計工作坊，預計 2015 年年中可進行招標，而首階段的零

售發展暫定於 2019年啟用。 

 

14. 委員對此文件提出多項意見，綜合討論結果如下: 

 

 就機場島商業區興建大型商場設施，有委員表示贊同，認

為設施可幫助社會及經濟發展，又可與本地市場區分，接待

外來旅客，不致滋擾當區居民。亦有委員表示欣賞商場會加

入反映香港特色的設計。但有委員認為商業區不應只定位於

興建購物商場，應以打造娛樂城為目標，並配以完善的交通

配套和酒店設備，使它成為香港的新旅遊亮點。 

 

 有委員建議作社會影響評估，研究包括商業區及旅客增加

後對當地居民、社會環境及營商環境等的影響。有委員認為

當商業城成功發展後，希望其能將部分利潤回饋於當地社區。

有委員則認為大嶼山本身是一個旅客區，有信心居民對旅客

的接待能力和接受力較高。 

 

 商業區鄰近港珠澳大橋口岸人工島，有委員認為由於粵西

與粵東地區的經濟相差高達 5 倍以上，經大橋來港的粵西旅

客的人數及購買力，預計會遜於來自粵東的旅客，故認為若

機場島北商業區以粵西旅客為主要目標顧客，應把相關經濟

數據列入考慮。另有委員補充，除機場旅客、經大橋來港的

旅客和本港的居民外，粤東旅客亦可經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而來，因為該連接路可接駁深圳灣大橋，通往粵東各城鎮如

蛇口、前海、南沙、東莞、廣州。有委員則認為，該商業區

對華東的旅客亦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關注港珠澳大橋的運輸配套及商業區的連接。有委員擔心

港珠澳大橋通車後，車輛泊位是否足夠。有委員則建議應善

用土地，於口岸人工島興建多層停車場，並讓來自廣東及澳

門之車輛直接停泊。他又指，大橋原有設計預留予貨物運輸

的通關位置較多，但目前珠三角經濟轉型，估計貨物運輸的

流量將會遜於預期，因此應該相應增加預留予公共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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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及私家車的位置。有委員表示，由於商業區與口岸人工

島相距只有逾 500米，現計劃以自動行人道接連兩地。 

 

 關注大嶼山整體的交通運輸問題，因為預計旅客除到訪商

業城外，亦會遊覽大嶼山其他景點。主席認為，目前大嶼山

的交通連繫尚未完善，景點之間的連接較弱，預料日後更多

人前往大嶼山會對當地社區交通構成壓力，希望交通及運輸

小組可就此提出更多改善建議。有委員則表示，大嶼山是目

前全港可保留天然海岸線的其中之一個區域，故認為不適合

於東涌至分流沿海興建公路。不過有委員則認為，東涌至大

澳路段擴展可配合大澳活化計劃，釋放部分沿路土地，在適

當的措施配合下(如限制車速及車種使用)，應予考慮；但大

澳至分流路段則經濟效用價值較低，並不建議發展。 

 

15. 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務)2陳志明先生表示，目前發展局積極與

機場管理局進行溝通工作，由於機場島北商業區發展會較口岸人工島

上蓋發展先行，故希望機場管理局可提供相關資料，以便兩者互相配

合，避免功能重疊。而有關口岸人工島的交通運輸連接方法，發展局

已取得撥款開展研究工作，機場管理局亦會開展有關該商業區連繫性

的研究。他續道，口岸人工島本身已有預留地方作車輛停泊之用。 

 

16. 有委員建議邀請其他公共事務機構參與小组會議，提出新的

觀點及關注事項。 

 

17. 主席認為小組應整合委員建議及其次序，然後呈予政府考慮，

建議稍後與各委員舉行一非正式會議，商討有關事項。 

 

18.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五時十五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