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坪洲填海關注組 

就 

「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維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 -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二Ｏ一三年五月 

 
1. 坪洲填海關注組簡介。關注組於去年初當局推出維港以外填海諮詢方案

時成立，鼓勵坪洲居民從社區出發表達意見，並從香港整體角度關注事

件。除透過單張和舉辦居民分享會講解實況外，關注組協助街坊撰寫意

見書及進行簽名運動，得到數百民民支持，明確提出反對和理由，這些

意見已記錄在當局第一階段的諮詢報告（下稱「報告」）。 

 

2. 「報告」清楚顯示市民反對填海。綜合「報告」結果，在六種土地供應

模式中，市民普遍反對填海。以量化意見來說，隨機抽樣的電話調查顯

示，不支持填海者高達 46.4%。非隨機抽樣的問卷調查中，反對填海意

見亦高達 42.5%。1更為重要的是，問卷調查顯示，較諸重建﹑更改土地

用途﹑使用岩洞及石礦場等選項，填海是最多人表示其為「不重要」的。
2事實上，當局公布 25 個選址「例子」後，不支持填海的問卷回答者中，

高達 63.6%人士反對所有選址，33.5%反對其中部分選址，完全不反對

的僅為 2.9%。3 此外，近三萬多條「質化意見」中，包括書面意見和由

不同社區搜集的二萬多個可識別身份的簽名等，都強烈表達對各種填海

造地方案的反對。4由此可見，民意對所謂「多管齊下」的各個方案的

取捨次序是相當清晰的。 
 

3. 當局演繹「報告」以偏概全，不盡不實。可惜，行政當局不無操弄，一

方面沒有將調研機構撰寫的英文報告完整地翻譯為中文，另一方面則由

顧問公司而非該調研機構撰寫僅有十頁的中文摘要。5行政當局毋視清

晰的反對意見，將市民對「土地供應」可「多管齊下」但同時對填海造

地持保留及反對的情況說成支持填海，因而出現以下發展局局長在 2013

年 1 月 17 日所作的以偏概全的結論：「市民普遍認同香港需要更多土

地供應、『多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是必須的，其中包括維港以外填

海及岩洞發展，以求建立土地儲備以應付不時之需。」。
6
尤有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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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說明有高達 60.8%的問卷回答者相信香港在 2039 年的人口將如

當局所說增至 890 萬。7然而，短短數月間政府已修正人口推算：即使

在 2041 年，人口亦只為 847 萬，8這又置上述百分之六十錯信當局數據

的受訪市民於何地呢？ 
 
4. 五大重點必須全盤考慮。坪洲填海關注組去年已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

會提交意見書9，今日再看，行政當局依然逃避我們的質疑重點，包括：

(1) 缺乏明確的人口政策來說明土地需要的確切性；(2) 缺乏清晰的土地

政策來規劃資源；(3) 迴避填海所得土地的用途而要求市民大眾背書；

(4) 蓄意將填海列為優先選項，沒有在今次第二階段的公眾參與諮詢文

件中詳列現有的閒置土地和棕土等的處理方案；(5) 為增加土地儲備而

急就章開發土地，有可能過猶不及，甚至為長遠種下禍根。以坪洲為例，

多幅擱置多年的土地一下子同時開發，在人口、土地和資源規劃上是否

有全盤的考慮，是相當啟人疑竇的，稍有差池，受害的是整個社區的文

化和民生！然而，過去一年，行政當局有意無意地將反對填海描繪為「阻

人上樓」，又或將填海說成是發展與環保的對立，但最新的選址大部份

是不宜或未列為基層市民的居住用途。關注組作為普通居民成立的團體，

經歷了整個「諮詢」過程，我們相信，就著行政當局對填海的衝動和執

著，我們從社區立場回應之餘，更感受到行政當局鍾情於行政方便﹑得

過且過的辦事方式。因此，我們堅持，行政當局貪圖方便的維港外填海

計劃必須煞停。 
 

－完－ 
 
坪洲填海關注組 

電郵：peng.chau.kai.fong@gmail.com  
面書：www.facebook.com/PengChau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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