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有關「環境影響評估機制檢討」 

召開特別會議所提交的意見書 
 

特區政府在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官司中敗訴，法庭裁定環保署長違法批准

環評報告，沒有要求項目倡議人嚴格遵守全力以赴減低污染的原則。裁決

不但突顯出環評制度的漏洞，更反映出目前基建規劃的機制，未能充份照

顧 市 民 保 護 環 境 和 公 共 健 康 的 期 望 。 很 多 大 型 基 建 ， 例 如 機 場 第 三 條 跑

道，正在公眾諮詢的階段。因此，改革基建規劃機制和堵塞環評制度的漏

洞，實在刻不容緩。  

 

因此，公民黨建議，現時香港的環境評估制度應作出以下檢討：  

 

(1)  改革環境諮詢委員會架構及委任制：  

  環境諮詢委員會應改組為法定機構「環境委員會」，擁有環評報告審批

權，改變政府兼任球員與球證的角色衝突；  

  環境委員會多數成員由大學、環保團體和專業團體推薦產生，主席由非

官方委員擔任，成立獨立秘書處並擁有獨立資源。  

 

(2)  增加環評制度的透明度和獨立性：  

  設立公聽會制度，讓市民、持份者與項目倡議人有直接對話的平台；  

  設立「環評報告顧問註冊制度」；  

  在成立後，環境委員會可聘請獨立顧問審核環評報告；  

  延長環評報告的公眾諮詢期；  

  強制提供整份環評報告中文版本；  

  由倡議人安排居民解說會；  

  環境諮詢委員會的環境影響評估小組委員在審議環評報告時，應有獨立

的專家提供意見，以使各委員能聽取其他範疇  (或其認知範疇以外 ) 的

意見。  

 

(3)  建立策略性環評機制：  

所有大型基建項目應在可行性研究階段同時進行策略性環評，對項目引致

的累積環境和社會影響作出評估，並對紓緩措施作出框架建議，供社會一

併討論，作為是否進行項目和選擇方案的決策工具。  

 

(4)  改革外行領導內行的文官體制：  

  專業部門例如環保署的主管應恢復由專業官員出任，加強專業操守和決

策的要求，減低政治干預的渠道；  

  在環境評估過程期間，或有「吹哨人」揭露項目倡議人不願透露，但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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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大公眾利益的資料，建議研究設立「吹哨人保護制度」，以維護公

眾利益。  

 

(5)  為公民社會充權：  

  確立公民參與基建規劃和環評的守則，向民間團體提供資源，資助專業

研究和社區調查，增加凝聚共識的空間；  

  目前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資助範圍應擴展到與環評審批和鼓勵一般市

民參與程序相關的社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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