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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文件  
2017年 11月 20日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小組  
文件第 05/2017號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小組  

 
鄉郊保育先導項目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小組委員介紹有關大嶼山鄉郊保育先導項

目的工作，及徵詢委員的意見。  
 
 
背景  
 
2. 政府於本年 6 月公布的《可持續大嶼藍圖》  (藍圖 )   中，

就大嶼山發展提出「北發展、南保育」的總體原則，建議大嶼山

的大部分地區 (尤其是南大嶼山 )作保育及可持續休閒康樂用途。

《藍圖》提到保育貝澳的濕地、保育泥灘及沙坪生境，以及有關

大澳自然文化歷史區和研究提供基金資源等建議。  
 

3. 行政長官於 2017 年 10 月發表的施政綱領中提及，政府會

在大嶼山選定的先導地區，例如大澳、水口和貝澳等，運用不同

資源推行一系列合適的鄉郊保育項目，以配合大嶼山的發展和保

育工作。  
 
4. 另外，小組轄下的「大嶼山保育工作小組」經討論後整理

了一份共 87 項的「與保育相關的主要項目清單」，並從中選出

11 個「首批討論項目」，當中包括保育大澳、水口和貝澳的建議。

詳情請參閱可持續發展小組文件第 02/2017 號。  
 
 
鄉郊保育先導項目工作  

 

進行生態研究  
5. 土木工程拓展署將於本年第 4 季開展《貝澳、水口、大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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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鄰近地區的生態研究》 (生態研究 )，旨在檢視及整合貝澳、

水口、大澳及其鄰近地區現有的生態資料，並為鄉郊保育政策的

先導地區（例如貝澳、水口及大澳）進行生態調查及研究不同保

育方案的可行性。預計研究於 2019 年完成。詳情請參閱可持續

發展小組文件第 06/2017 號。研究所得有關貝澳、水口、大澳及

其鄰近地區的生態資料會成為日後建立大嶼山數據庫時的重要

資料。  
 
研究基金資源  

6. 政府正積極研究運用不同資源推動大嶼山的保育工作。環

境及自然保育基金已預留款項支持南大嶼山的自然保育項目。  

 

7. 考慮到社區參與及教育是南大嶼鄉郊保育工作重要的一

環，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下的環保教育和社區參與項目今年特別

設立了「南大嶼自然保育」的主題，資助非牟利團體在大嶼山推

展自然保育工作，例如教育及宣傳項目、工作坊、展覽、考察、

培訓計劃等。我們期望參與的團體能夠應用綠色措施及資訊科技

推行創新及富創意的項目，加強市民的環保意識及知識、鼓勵市

民改變日常生活行為習慣以及盡己所能改善及保育環境。有關項

目的簡介會已於8月29日舉行 1，資助申請日期由10月27日開始至

12月18日截止。此外，我們亦會研究利用基金資源推動環保教育

以外的其他大嶼山自然保育項目。  

 

推動社區參與  
8. 除了藉基金資源鼓勵非牟利團體參與推動保育工作外，政

府亦正積極邀請相關持份者，包括環保團體、保育人士和區内居

民，參與商討大嶼山的保育事宜，例如就生態研究及牛隻保育等

議題提供意見，並共同研究及建議可行的保育措施。  
 
9. 另外，為加強保育方面的教育工作，我們正推出「學校教

育計劃」，並已發信邀請離島及荃灣區的中學參加，透過參觀大

嶼山具生態、歷史及文化傳統特色的地點，讓學生更了解大嶼山

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若計劃反應理想，我們會考慮進一步邀請

                                                       
1 簡介會包括三個主題：南大嶼自然保育、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及海岸清潔，

共有 28 個團體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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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區的學校參與。  
 
加強專家討論  
10. 為推展大嶼山的保育工作，土木工程拓展署會就多個專項

範疇成立專家小組，透過溝通討論，結合專家意見，就大嶼山不

同的保育範疇，探討切實可行的方案，以期達至實質成果。初步

建議作優先討論的專項範疇有 5 個，包括： (1)保育貝澳及水口 ; 
(2)保育大澳 ; (3)綠色交通 ; (4)土地及廢物管理；及 (5)   具自然及

文化價值地點間的連繫。預計本年底前可就部分範疇展開專家小

組討論。  

 

 

總結  

 
11.  考慮到現有資源及平衡各方面的意見，土木工程拓展署初

步建議優先推展以上鄉郊保育工作，我們亦會同步研究其他合適

的保育措施。  
   
12. 請委員就建議的優先鄉郊保育工作發表意見。  
 
 
 
土木工程拓展署  
2017 年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