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灣  仔  區  議  會  

傳 閱 文 件           文件第 59/2017 號 

 
 

可持續大嶼藍圖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議員介紹《可持續大嶼藍圖》 (《藍圖》 )。
《藍圖》為策導和推展大嶼山的發展和保育計劃提供參考路線圖。   

  

 

背景 

 
2 .    大 嶼 山 是 香 港 最 大 的 島 嶼 ， 擁 有 豐 富 珍 貴 的 自 然 和 文 化 資

產。在過去二十多年來，香港國際機場及有關的運輸網絡，以及北

大嶼山的其他發展，包括東涌新市鎮、亞洲國際博覽館、昂 坪 3 60、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等，令大嶼山蛻變成為一個多元化和朝氣勃

勃的社區。  
 
3.     自從「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在 20 07 年公布後，

政府已陸 續籌劃多個策略性 基建和發展項目 1，其 中有部分正在推

展中，以發揮大嶼山的發展潛力。  
 

4 .     從 國 際層面 ， 香港 國際 機場把 香 港連 接到 全球逾 1 90個 目 的

地。亞洲主要城市大多位處在四小時航程範圍内；而約全球一半人

口則居住在五小時航程範圍内。隨著香港國際機場擴建成為三跑道

系統，其作為國際及區域航空樞紐的競爭力將進一步被提升。  
 
5 .     從區域層面，粵港 澳大灣區涵蓋廣東省九個城市，以及 香港

1 策 略 性 基 建 和 發 展 項 目 包 括 港 珠 澳 大 橋、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東 涌 新 市 鎮

擴 展、香 港 國 際 機 場 三 跑 道 系 統，以 及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 人 工 島 上 蓋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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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其鐵路、公路、航空及海上運輸網絡日趨

完善，香港可充分利用這跨境運輸網絡，推動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 ，

從而鞏固和提升其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及貿易三大中心的地位，並

促進融資、商貿、物流、專業服務、創新及科技事業、旅遊等發展 。

港珠澳大橋和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會在不久的將來通車，屆時香港

與 澳 門 和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珠 三 角 )地 區 之 間 的 交 通 連 繫 將 會 大 為 改

善。上述的最新發展，將鞏固大嶼山作為國際和區域「雙門戶」的

地位，有潛力發展橋頭經濟。  
 
6 .     另一方面，為應付香港長遠發展所需，我們有必要增加土地

供應，以配合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和社會的需求。根據《香港 2 03 0 +：
跨越 20 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香港 20 30 +》)的最新土地需求估

算，預計香港長遠仍欠缺最少 1  2 00公頃土地，才能滿足在房屋、經

濟用途、「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休憩用地，以及運輸和基建

設施等方面的預測土地需求。大嶼山的發展將可提供土地作相關用

途，同時可提供發展機會，使本港的空間發展布局更為均衡。鑑於

上述變化，我們有需要制訂《藍圖》，以更新及延續 2 00 7年的《經

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  
 
 

大嶼山發 展諮詢委員會及公 眾參與活動  
 
7 .  大 嶼 山 發 展 諮 詢 委 員 會 2 (委 員 會 )在 第 一 屆 為 期 兩 年 的 任

期 內，已為大嶼山發展制定願景、策略性定位和規劃原則，並已就

空間規劃和土地利用、保育、策略性交通運輸基建、康樂和旅遊，

以及社會發展等事宜提出初步建議。上述原則及建議已載列在 20 16
年 1月 發 表 並 以 《 全 民 新 空 間 》 為 題 的 委 員 會 第 一 屆 工 作 報 告 ， 其

後的公眾參與活動均以此為基礎。  
 
8 .     為 期 三個月 的 公眾 參與 活 動已 於 20 16年 4月 30日 完 成。 總 括

而言，公眾普遍支持擬議大嶼山發展，並歡迎「平衡並加強發展和

保 育 」 的 概 念 。 公 眾 參 與 報 告 已 於 2 01 6年 1 1月 5日 發 表 ， 並 可 於 大

嶼 山 《 全 民 新 空 間 》 網 站 ( h t t p : / /w w w . l an d a c . hk / t c /  
e n ga ge m e n t - a c t i v i t i e s )查 閱 。 在 制 訂 《 藍 圖 》 時 ， 我 們 已 充 分 考 慮

了公眾和委員會的意見。  
 
 

2 委 員 會 在 2 0 1 4年 1月 成 立 ， 就 如 何 充 分 發 揮 大 嶼 山 的 地 理 優 勢 和 其 便 捷 的 運
輸 網 絡 所 帶 來 的 社 會 及 經 濟 發 展 機 遇 ， 以 及 促 進 大 嶼 山 可 持 續 發 展 和 保 育 的
相 關 政 策 、 措 施 和 建 議 ，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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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 大嶼藍圖》  
 
9 .  為實踐「北發展、南保育」的總體原則，北大嶼山計劃以

經 濟 及 房 屋 發 展 為 主 ， 東 北 大 嶼 山 則 發 展 為 休 閒 、 娛 樂 及 旅 遊 匯

點 。大 嶼山的 大部分 地區 (尤其 是南大 嶼山 )則會 作保育 、休 閒、文

化及生態旅遊用途。  
 

北發展  
 

1 0 .   北 大 嶼 山 的 主 要 發 展 建 議 對 香 港 的 未 來 發 展 具 策 略 性 意

義，所提議或規劃中的發展項目包括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上

蓋發展、機場島北商業區、東涌新市鎮擴展及小蠔灣發展。欣澳填

海和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則會令東北大嶼山成為休閒、娛樂及

旅遊匯點。上述項目均會在可行情況下實踐智慧城市概念，務求令

城市生活更便利，並減少碳足跡。  
 
1 1 .     根據《香港 20 30 +》，擬議東大嶼都會是應對香港長遠土地

需求的策略增長區之一，其定位將會是一個智慧、宜居和低碳的發

展群，以及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待有關的策略性運輸基建落成

後，東大嶼都會將可連接傳統核心商業區和現有都會區，以及經大

嶼山便捷地連接到新界西北。  
 
1 2 .  北大 嶼山除了 可供發展 外，亦 有 自然及文 物保育的 機遇，

當中包括將部分東涌河及其河岸地帶修復為河畔公園、保育大蠔谷

及馬灣涌的鄉郊特色、改善東涌自然文化歷史徑，以及在東涌建設

擬議大嶼山自然文化歷史展覽中心等。   
 

南保育  
 

1 3 .   大嶼山得天獨厚，景色秀麗，生物種類繁多，自然景觀多

變，生態和文化文物資產豐富，鄉郊風貌獨特。主要保育建議包括： 
 

( a )  保 育貝澳的 濕地、水 口的沙坪 及大澳的 紅樹林； 劃定海岸

公 園；加強 保護郊野 公園的「 不包括的 土地」； 避免在生

態敏感的地區進行發展；以及  

( b )  保 育鄉郊特 色、傳統 及文化遺 產，例如 改善古道 和石壁石

刻 的外圍地 區；以文 物步道串 連分流炮 台與石圓 環；活化

梅 窩；推廣 端午龍舟 遊涌；以 及探討在 大澳展示 鹽田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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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會 運 用 政 府 和 社 會 資 源 推 行 一 系 列 的 鄉 郊 保 育 工 作 。 作 為 開

始，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已在 20 17 / 18年度預留三千萬元，用以支持

南大嶼山的自然保育項目。  
 

1 4 .     我 們除 了推 行 多項 保 育 計劃外 ， 亦會 考慮 進一步 善 用南 大

嶼山的天然資源，供公眾享用，包括提供作可持續休閒及康樂用途

的設施，以及推廣休閒及康樂活動。為提高區內居民和訪客的居住

環境和生活質素，我們會進行地區改善和鄉村活化工程，並會考慮

提升鄉郊排污基建設施。  
 

通達度和可達性  
 

1 5 .     為 配合 可持 續 大嶼 山 發 展的交 通 需求 ，我 們必須 規 劃和 落

實結合全面運輸網絡，包括策略性鐵路和道路系統，以及新鐵路車

站，以支援北大嶼山的擬議策略性發展，以至香港的整體發展。為

維持低碳足跡，我們會進一步鼓勵使用電動巴士和電動車。為改善

大嶼山區內和對外的連繫，以配合日後發展所需，並充分考慮該區

的旅客接待能力，政府計劃進行一項全面研究，詳細探討有關議題。 
 

1 6 .   《 藍 圖 》 及 其 摘 要 可 於 大 嶼 山 發 展 網 站

( h t t p : / / w ww . l a n t au .go v . hk )內下載。  
 

 

未來路向  
 

1 7 .     我們會按照《藍圖 》所載的實施時間表，逐步推展《藍圖 》

所述的各項建議，並會繼續與市民及相關持份者保持溝通，聆聽意

見。  
 

 

意見徵詢  
 
1 8 .  請議員備悉《藍圖》的內容。  
 

 

 

土木工程 拓展署  
2 0 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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