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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的立法建議 

及政府於自然及海洋保育方面的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的立法建議諮詢委員，以及

報告政府在自然保育及海洋保育方面工作的進展。 

 

 

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  

 

背景 

 

現行管制 

2.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公約》」）規定，凡進口、

從公海引進、出口或再出口《公約》三個附錄1中列明之物種，均需受到管

制。《公約》自一九七六年起已在香港實施。《公約》藉着中央作出的外交

照會，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繼續適用於香港。自一九九零年起，除

了某些特定及嚴格規定的情況外，大象標本，特別是在《公約》條文適用

於大象後（亞洲象於一九七五年而非洲象則於一九七六年）取得的象牙（下

稱「《公約》後象牙」）的國際貿易基本上已被禁止。在一九九零年禁止象

牙國際貿易前，已有大量象牙按照《公約》條文合法進口本港。該等象牙

在進口本港時均已向當時的漁農處（現時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

登記。「《公約》後象牙」在領有管有許可證後才可於本地進行貿易。至於

在《公約》條文適用於大象前（亞洲象於一九七五年而非洲象則於一九七

六年）已取得的象牙，則是「《公約》前象牙」。這些「《公約》前象牙」

如已取得《公約》前證明書，證明該象牙是《公約》前取得，則容許進行

國際貿易；而管有或控制「《公約》前象牙」作商業用途，亦只需證明是

                                                      
1
  附錄 I 包括瀕臨絕種的高度瀕危物種。 

附錄 II 中的物種，雖未瀕臨絕種，但如對其貿易不嚴加管理，便可能變成有絕種危機。 

附錄 III 的物種為個別締約國國內管制之物種，以避免或限制過度開採，並認為需要其他締

約國合作管制其貿易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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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前象牙」，並不需要管有許可證。簡而言之，除了有限的情況例

如「《公約》前象牙」、狩獵品和某些特定的象牙雕刻品及飾物，大象標本

的國際貿易普遍已被禁止。 

 

近期《公約》決議 

3. 在二零一六年九月至十月舉行的第 17 屆《公約》締約國大會上，

通過一項決議2，建議所有締約國及非締約國，只要其司法管轄區內存在合

法的本地象牙市場，而若該等市場導致獵殺大象活動和非法象牙貿易，便

應採取一切必須的立法、規管及執法措施，力求盡快關閉該等就未加工及

已加工象牙進行商業貿易的本地市場。  

 

政府承諾 

4. 二零一六年《施政報告》訂明，政府將盡快啟動立法程序，禁止

大象狩獵品進出口，並積極研究其他適當措施，包括立法進一步禁止象牙

的進出口和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以及加重瀕危物種走私及非法貿易的

罰則。在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的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

曾向委員簡介政府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和加重瀕危物種走私及非法貿

易罰則的建議。委員普遍表示支持建議。 

 

5.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政府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已經批准一個三步計劃（「計劃」），透過修訂香港法例第 586 章《保護瀕

危動植物物種條例》（「《條例》」）於二零二一年年底前逐步淘汰本地象牙

貿易（即全面禁令將會在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為就全面禁

止象牙貿易作好準備，所有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後發出的管有

許可證，均會在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或之前期滿失效。我們亦將會加

重《條例》所訂的最高罰則，以加強阻嚇瀕危物種走私及非法貿易。我們

已於同日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有關決定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 

 

6. 二零一七年《施政報告》重申政府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和加重

瀕危物種走私及非法貿易罰則的承諾。與此同時，政府會加強與內地執法

機關合作，打擊走私瀕危物種。 

 

 

 

 

                                                      
2
 第 17 屆締約國大會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五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會上通過

關於大象標本貿易的決議 CONF.10.10 號(第 17 次會議修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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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建議 

 

計劃 

7. 政府將會推出《二零一七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修訂)條例草案》

（「修訂條例草案」），以落實以下淘汰本地象牙貿易的計劃：   

 

(a) 第一步：禁止進口及再出口現時在《公約》下仍然容許進口、

出口及再出口的所有大象狩獵品及「《公約》後象牙」3。此舉

有助遏止在狩獵運動等活動中獵殺大象，直接關乎大象的存

亡。 

 

(b) 第二步：禁止「《公約》前象牙」(古董象牙除外)的進口和再出

口，並向本地市場上為商業目的而管有的「《公約》前象牙」(古

董象牙除外)施加許可證管制，做法一如對「《公約》後象牙」

的現行管制。這一步能進一步防止或會出現的清洗非法象牙活

動，從而有助保育野生大象。此舉亦大大有助執法機關執法，

因為他們無須再驗證象牙究竟屬《公約》前抑或《公約》後的

類別，並可向國際及本地社會傳達政府決心保育大象這項清楚

信息。 

 

(c) 第三步：禁止為商業目的管有任何象牙（古董象牙除外），包

括「《公約》前象牙」和「《公約》後象牙」。在落實這一步之

後，所有象牙（古董象牙除外）的本地貿易將會被全面禁止。  

 

生效日期 

8. 以上三步的擬議生效日期如下: 

 

(a) 第一步將於修例生效當日起生效。 

 

(b) 第二步將於第一步的禁令實施三個月後生效。 

 

(c) 第三步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生效。由政府於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公布計劃起將會有大約五年的寬限期

讓整個象牙業界可以處理他們所管有的象牙及／或進行業務

轉型。 

 

                                                      
3
  意指為非商業目的而進口、出口或再出口的納米比亞珠寶製成品中所含的 ekipa(具獨立標記

和證明)，以及為非商業目的而進口、出口或再出口的津巴布韋象牙雕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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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情況 

9. 在以上的三步實施後，現時《公約》中包括就科研、教育、執法

及個人或家庭財產（旅遊紀念品除外）的特定及嚴格規定的例外情況，均

仍適用。 

 

10. 此外，在計劃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實施後，古董象牙的貿易可以繼

續。我們建議於修訂條例草案把「古董象牙」定義為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一

日前（即《公約》於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生效的 50 年前）已從野生大象

身上移除並經加工的象牙，其形態顯著有別於象牙的自然狀態，已製成珠

寶、裝飾品、藝術品、用具或樂器，並一直以此形態由擁有者取得作既定

用途，無須再經任何雕刻、工藝或加工工序。 

 

其他許可證安排 

11. 現時，管有象牙作非商業用途獲豁免許可證的要求。如果物主想

使用象牙作商業用途，他/她必須申請管有許可證。為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全面禁止本地象牙貿易作好準備，我們將會於修訂條例草案建

議，自第一步生效起，不會批准任何把「《公約》後象牙」由非商業用途

轉至商業用途的申請，以及自第二步生效起，不會批准「《公約》前象牙」

的同類申請。除此之外，現時再出口「《公約》前象牙」需要再出口許可

證，該證有效期為六個月。為將於第二步禁止再出口「《公約》前象牙」

作好準備，我們將會縮短再出口許可證的有效期，以配合第二步的生效

日。 

 

加重罰則建議 

12. 為達至有效阻嚇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並向國際及本地社會傳達

明確的訊息，表明政府在保護瀕危物種和打擊走私野生動植物的決心，我

們建議在同一份修訂條例草案中加重《條例》所訂罰則。如果修訂條例草

案獲得通過，加重了的罰則將會適用於大象以及所有《條例》列明的物種。 

 

13.  目前，任何人如干犯非法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再出口或管

有附錄I物種的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六級罰款（即十萬元）及監禁一年。

若是為商業目的而干犯涉及附錄I所列物種標本的罪行，目前罰則會較重，

最高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兩年。至於附錄II及附錄III所列物種，任何人

如干犯非法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再出口或管有該等物種的罪行，一

經定罪，可處第五級罰款（即五萬元）及監禁六個月。如法庭信納該等罪

行所涉作為具商業目的，則該人可被處罰款50萬元及監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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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為確保《條例》的罰則對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能起所需阻嚇作用，

現建議劃一相關商業和非商業簡易罪行的罰則。我們建議涉及附錄 I 所列

物種的簡易程序罪行可處罰款 500 萬元及監禁兩年；涉及附錄 II 及 III 所

列物種的簡易程序罪行則處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一年。  

 

15. 此外，我們建議為循公訴程序定罪的罪行，另訂一套新罰則。我

們將會於修訂條例草案建議，涉及附錄 I 所列物種的可公訴罪行，罰款

1,000 萬元及監禁十年；涉及附錄 II 及 III 所列物種的可公訴罪行，則罰款

100 萬元及監禁七年。我們亦建議加重了的罰則於計劃第一步生效當日生

效。 

 

16. 《條例》所訂現行和建議罰則的摘要載於附件 A。 

 

補償事宜 

 

17. 除了以上立法建議，我們亦已從不同政策和法律角度慎重考慮補

償事宜。根據現有資料，包括漁護署在二零一六年二月至四月期間進行的

貿易調查，我們了解到象牙貿易普遍並不活躍，販賣象牙一般並非貿易商

的主要業務範疇。不少象牙貿易商早已把業務轉型，又或改為從事其他不

受《公約》管制商品（例如長毛象象牙）的貿易。鑑於我們已就計劃給予

業界預先通知（早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以及擬議修例工作及生效亦需時，

我們估計象牙業界應有充裕時間就新管制未雨綢繆，包括不作出任何會受

計劃影響的合約承擔。事實上，當全面禁止本地象牙貿易生效時（即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商早已獲給予五年的寬限期（由計劃於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公布起計），以處理他們所管有的象牙及／或進

行業務轉型。因此，我們認為計劃不大可能對象牙業界造成重大影響或導

致業界的業務即時終止。我們亦認為，計劃的措施理據充分，旨在回應國

際及公眾對面臨迫切絕種威脅的非洲象存亡的關注，而有見於獵殺大象和

走私象牙的最新趨勢，以及國際間要求各國關閉國內象牙市場的呼聲，措

施亦實屬必要。鑑於上述原因，我們認為不應向象牙業界作出補償。象牙

工匠是專門雕刻象牙的熟練工人，可能會受到禁貿影響，政府將會為他們

探討合適的再就業培訓。漁護署現正進行調查，以確定象牙工匠的培訓需

要（估計少於一百人），亦將會與政府有關部門及其他相關組織(例如僱員

再培訓局)聯繫，以制訂合適的再就業培訓課程，協助受影響的象牙工匠轉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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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18. 自二零一五年起，漁護署一直就收緊對本地象牙貿易的管制的建

議與象牙業界緊密聯繫。漁護署在二零一五年六月向業界簡介最新的象牙

管制，並在二零一六年三月、六月及八月向業界簡介計劃和相關安排。雖

然象牙貿易商對第一步的禁令並無意見，但很多象牙貿易商反對計劃的第

二步及第三步。我們曾在二零一六年三月及四月諮詢旅遊業，確定建議禁

令不大可能對本港旅遊業造成重大影響。然而，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公布

計劃以來，象牙貿易商的反對意見持續。他們認為，象牙非法貿易的對策

應是加強管制本地貿易，以及就象牙非法貿易加強執法，而非禁止象牙貿

易。他們認為他們的象牙來源合法，其合法貿易應准予繼續。政府如欲禁

止象牙合法貿易，便應全面收購他們的象牙存貨。 

 

19. 另一方面，環保團體普遍歡迎並支持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及加

重《條例》所訂最高罰則的建議，但當中亦有一些團體認為應盡快實施全

面禁令。我們亦從學校及其他團體收到支持建議的訊息，可見社會上也普

遍支持建議。  

 

時間表 

 

20. 我們計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年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作首讀

和二讀。 

 

 

政府在自然保育及海洋保育方面工作的進展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21. 《生物多樣性公約》屬國際條約，目標是保育生物多樣性、持續

利用生物多樣性的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生物多樣性的惠益。該公

約於二零一一年適用於香港。自二零一三年起，政府已就此舉辦多項持份

者參與及提升公眾意識的活動，並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八日至四月七日進行

公眾諮詢。委員會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就諮詢文件作出討論，並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的特別會議上聽取團體/個別人士提出的意

見。 

 

22. 政府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公布香港首份城市級的《生物

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計劃》），列出未來五年的策略和行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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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本港的生物多樣性，並支持可持續發展。整份《計劃》已上載至漁護

署的網站(http://www.afcd.gov.hk/bsap)，政府亦於同日發布行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支持推行《計劃》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鑑於這是本港首份《計

劃》，其重點會著眼於將生物多樣性概念融入主流和爭取更多市民支持。

《計劃》文件闡述願景與使命，以及一個具體和可行的行動計劃。《計劃》

在四個主要行動範疇下劃分 23 個行動類別，涵蓋 67 項具體行動，相關詳

情載於附件 B。 

 

23. 政府已於二零一六至一七年至二零一八至一九年三個財政年度，

預留一億五千萬撥款，以推行《計劃》的相關項目。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亦已增撥資源，資助有關生物多樣性的教育及社區參與項目，以及與生物

多樣性相關的硏究。環境局和漁護署將作為管理單位，而政府其他政策局

及部門，以及相關的持份者，亦會共同落實《計劃》下的具體行動。我們

已成立一個包括相關政策局及部門的工作小組， 由環境局局長出任主席，

以監督、統籌和監察《計劃》的推行工作。作為相應地管理《計劃》的一

部分，政府將定期監察及檢討《計劃》的進度，以確保成果與《計劃》的

策略相符，而各負責單位和投入的資源均能取得理想的成果，並會因應推

行經驗、當時情況及可用資源，於二零二一年年底前更新《計劃》。環境

諮詢委員會會就《計劃》的推行事宜提供意見。 

 

優化郊野公園 

 

24. 二零一七年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應將更多具高生態價值的土地納

入郊野公園範圍，以增加生態保育區和郊野公園的總面積，及提高其康樂

及教育價值。其中，漁護署現正進行籌備工作（包括規劃保育/康樂發展，

公眾諮詢及法定指定程序等），以期將紅花嶺約500公頃土地指定為一個新

郊野公園。同時，漁護署正進行顧問研究，以探求提升郊野公園康樂及教

育價值的可行方案供公眾享用。有關顧問研究預計可於二零一八年年底完

成。  

 

25. 此外，為提升郊野公園的生物多樣性及生態價值，漁護署自八十

年代起開始增加種植本土樹木的品種和數量。在二零一六年，在郊野公園

內種植的樹苗約40萬棵，當中超過八成為本土品種。漁護署在郊野公園內

亦進行植林優化計劃，以加快將外來樹種為主的植林區，轉化為多樣性較

高的本土林區。計劃下的優化工作主要包括疏伐外來品種樹木、林下栽種

本土樹苗、及進行種植後的護理工作（如除草、施肥和修枝等）。 

 

26. 至今，在郊野公園內進行優化計劃的外來樹種植林區的面積共50

http://www.afcd.gov.hk/b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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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在推行優化計劃後，有關地點範圍內的植物品種變得豐富及多元化，

漁護署現邀請具經驗的非政府機構參與郊野公園內的植林優化工作，以提

升公眾對生物多樣性帶來的惠益及價值的意識。 

 

海岸公園及海洋保育 

 

27. 《海岸公園條例》（第476章）旨在就指定、管轄及管理海岸公園

及海岸保護區訂定法律條文，以保護香港的重要海洋環境及海洋生物。在

一九九六年七月制定的《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規例》訂定禁止及管制海

岸公園或海岸保護區的某些活動。目前，香港有五個海岸公園，即海下灣

海岸公園、印洲塘海岸公園、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東平洲海岸公園及

大小磨刀海岸公園（剛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指定）。此外，香港有

一個海岸保護區，乃於一九九六年指定的鶴咀海岸保護區。為了保護重要

生物及其棲息地，海岸保護區禁止除科學用途之外的所有水上運動和海岸

康樂活動。此外，漁護署會致力在未來數年在香港西部水域設立四個新的

海岸公園，包括在大嶼山西南和索罟群島附近水域建議的海岸公園，以及

為興建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和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工程項目而

補償的海岸公園，以履行政府的承諾和法定義務。  

 

28. 設立海岸公園的目的，是用作保育海洋資源、康樂用途、教育市

民愛護及善用海岸公園的珍貴資源。為了達致保育海岸公園的目的，於海

岸公園內進行的活動必須受到監察及規管。海岸公園採用了分區管理計劃

（例如設立碇泊地點及核心區）以作有效的管理。為了保護及保育海洋生

境及資源，漁護署對海岸公園內的捕魚活動實施管制。在海岸公園內不得

進行破壞性捕魚，其他捕魚作業形式則須通過許可證制度規管。漁護署將

啟動檢討海岸公園的漁業管理措施，以期在回應漁民的關注並推動漁業可

持續發展的同時，又符合設立海岸公園的保育目的。在檢討的過程，漁護

署會與持份者保持溝通，並在適當時候諮詢他們對優化方案的意見。 

 

29. 除了指定海岸公園外，亦有為減少海事工程對海洋生態的影響而

施行緩解措施的工作。附件Ｃ表列了香港西部水域的海事工程計劃的影響

及緩解措施及修復工程進度，供各委員參考。 

 

 

徵詢意見 

 

30. 請委員對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的立法建議提供意見，及備悉政

府在自然保育及海洋保育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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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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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香港法例第 586 章《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所訂 

現行和建議罰則的摘要 

 

 

 現行罰則 建議罰則 

非具商業目的 具商業目的 

 

簡易程序罪行 可公訴罪行 

附錄 I 物種 第六級罰款(即十萬元)

及監禁一年 

罰款 500 萬元 

及監禁兩年 

 

罰款 500 萬元 

及監禁兩年 

罰款 1,000 萬元 

及監禁十年 

附錄 II 及 

附錄 III 物種 

第五級罰款(即五萬元)

及監禁六個月 

罰款 50 萬元 

及監禁一年 

 

罰款 50 萬元 

及監禁一年 

罰款 100 萬元 

及監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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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下的行動及具體行動清單 

行動 具體行動 負責機構 a 支持機構 a 實施時間 b 

範疇 1－保護及優化保護區的管理 

1–保護及優化保護

區的管理 

 

a) 擬備生物多樣性管理計劃，定出在郊野公園、特別地區、海岸

公園及海岸保護區保育生物多樣性的行動綱領，並予以落實。 
漁護署  中期至長期 

b) 進行植林優化計劃，以優化郊野公園內植林的生物多樣性。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持續進行 

c) 檢討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管理計劃，以改善現行的保育及監

察工作。 
漁護署  短期 

d) 檢討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的管理計劃。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中期 

e) 優化米埔自然護理區的生境管理工作。 漁護署 世界自然基金

會香港分會 

持續進行 

f) 檢討及優化香港濕地公園的生態監察及生境管理計劃。 漁護署  短期 

2–保育現有保護區

以外具重要生態價

a) 指定位於大小磨刀、索罟群島及大嶼山西南附近的水域為海岸

公園。 
環境局，漁護署  短期 

b) 指定紅花嶺為郊野公園，以及擴大郊野公園範圍至涵蓋位於適

當位置的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 
環境局，漁護署  中期至長期 



2 
 

行動 具體行動 負責機構 a 支持機構 a 實施時間 b 

值的生境 c) 在塱原建立自然公園，支持在這個重要生境的保育工作及農耕

作業。 
土木工程拓展

署 

漁護署 中期 

d) 透過與非政府機構及鄉郊社區合作，繼續落實管理協議計劃及

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積極保育由私人擁有而具重要生態價值

的地點，包括 12 個須優先加強保育地點、郊野公園的「不包括

土地」及郊野公園內的私人土地。 

環境局，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鄉

郊社區 

持續進行 

e) 探求嶄新方法，加強、支援及促進具高生態價值鄉郊地區的保

育工作。 
環境局，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鄉

郊社區 

持續進行 

3–優化天然溪澗的

保育 

 

a) 進行生態調查及整理天然溪澗(特別是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溪澗)

的生態數據庫。 
漁護署  中期 

b) 改善在天然溪澗及引水道進行小型保養及衞生工程的做法，以

期盡量減少這些工程對生態造成的影響。 
水務署，渠務

署，食物環境衞

生署，漁護署 

 短期至中期 

c) 控制未有污水設施地區的污水排放及其對溪澗造成的負面影

響。 
環境保護署  長期 

4–為野生生物維護

生境連繫 

a) 加強生境連繫，並建立跨境生態廊道。 環境保護署，漁

護署 

 持續進行 

b) 檢討並更新生物通道的設計指引。 漁護署 工程部門 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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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具體行動 負責機構 a 支持機構 a 實施時間 b 

5 –加強執法打擊

涉及野生生物的罪

案 

 

a) 保持高度警覺，加緊執法打擊非法捕獵或採集本地物種，並提

升公眾意識。 
漁護署，香港警

務處 

非政府機構，地

方社區 

持續進行 

b) 針對野生生物罪行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以加強合作和交換情

報。 
漁護署 環境局，香港警

務處，香港海關 

持續進行 

c) 加強執法並檢討罰則，以打擊非法象牙貿易。 環境局，漁護署  持續進行/ 

中期至長期 

6–為須予優先保育

的物種實施保育行

動計劃 

a) 為制訂物種行動計劃設立劃一機制。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學

者 

短期 

b) 為迫切須予保育的物種制訂行動計劃。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學

者 

短期至中期 

c) 檢討並加強現有的物種行動計劃。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學

者 

中期 

7–加強管理外來入

侵物種 

a) 提升管理外來入侵物種的能力。 漁護署 學者 中期 

b) 針對目標外來入侵物種加強監察、管理和控制計劃。 漁護署 其他管理部門 持續進行 



4 
 

行動 具體行動 負責機構 a 支持機構 a 實施時間 b 

 c) 舉辦教育活動，以提升意識，並勸諭公眾切勿把外來物種放生

到野外。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持續進行 

8–管制向環境釋出

基因改造生物 

a) 繼續管制向環境釋出基因改造生物、留意相關科技的發展，並

擴展篩檢計劃。 
漁護署  持續進行 

範疇 2－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9–在規劃及發展過

程引入生物多樣性

的考慮因素 

 

a) 更新可持續發展評估制度，以便在政府的主要政策及規劃中納

入生物多樣性的考慮因素。 
環境局 漁護署 短期 

b) 在全港性發展策略中納入生物多樣性的考慮因素。 規劃署 漁護署 持續進行 

c) 更新並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 10 章，納入有關考慮生

物多樣性的指引。 
漁護署 規劃署 中期 

d) 改良環境影響評估中，處理發展項目的生態影響的措施。 環境保護署，漁

護署 

發展局，專業團

體，業界 

持續進行 

10–提升城市環境

的生物多樣性 

 

a) 制訂城市林務策略以達至可持續的城市景觀，並讓公眾更加了

解城市生物多樣性的重要。 
綠化、園境及樹

木管理組 

漁護署，工程部

門，專業團體 

短期 

b) 推廣種植不同品種的花卉樹木，並善用原生植物，讓城市生物

多樣性更為豐富。  

綠化、園境及樹

木管理組 

漁護署，工程部

門，專業團體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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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具體行動 負責機構 a 支持機構 a 實施時間 b 

c) 在城市景觀設計中推廣「地方生態」的概念。 綠化、園境及樹

木管理組 

工程部門，專業

團體 

中期 

d) 促進公私營機構之間增進及分享有利於可持續城市生態系統的

最新景觀概念、設計及科技的知識。 

綠化、園境及樹

木管理組，工程

部門 

專業團體，業界 中期至長期 

e) 探求機會提升市區公園在保育和推廣生物多樣性教育方面的價

值。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漁護署 中期 

f) 在進行大型排水改善工程，以及為新發展區規劃排水網絡時，

採用活化水體的概念。 

渠務署，土木工

程拓展署 

 持續進行 

11–促進漁業持續

發展 

 

a) 指定及管理漁業保護區，以保護重要的魚類產卵及育苗場。 食物及衞生

局，漁護署 

 長期 

b) 繼續在香港水域進行漁業監察計劃。 漁護署 學者，非政府機

構 

持續進行 

c) 提供資助，以鼓勵本地漁民採用可持續漁業作業方式。 漁護署  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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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具體行動 負責機構 a 支持機構 a 實施時間 b 

d) 研究措施防止鷺鶿在后海灣一帶的商營魚塘捕食。 漁護署 漁塘經營者 短期 

12–促進農業持續

發展 

a) 在新農業政策下促進本地農業的現代化及可持續發展。 食物及衞生

局，漁護署 

 持續進行 

範疇 3－增進知識 

13–進行生物多樣

性調查 

a) 改善就主要類別的陸棲及淡水物種所進行的全港生物多樣性調

查。 

漁護署 學者，非政府機

構 

持續進行 

b) 就須予優先保育的海洋生境及物種進行基線及長期調查。 漁護署 學者，非政府機

構 

持續進行 

14–進行物種評估 a) 編製本港受威脅物種名冊，以便為保育行動提供指引。 漁護署 學者，非政府機

構，其他硏究人

員 

中期至長期 

15–整理陸地及海

洋生境的資料 

a) 編製與海洋生境相關的資料，為保育海洋生境提供指引。 漁護署 學者，非政府機

構 

中期至長期 

b) 檢討及制訂本港生境類別的標準分類法，並擬備以地理信息系

統為基礎的生境地圖。 
漁護署 學者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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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具體行動 負責機構 a 支持機構 a 實施時間 b 

16–加強知識分享 a) 建立網上資訊樞紐，為本港生物多樣性資訊提供一站式服務。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學

者，教育界 

中期 

b) 建立以地理信息系統為基礎的平台，方便不同組別的使用者分

享數據。 

漁護署 學者，非政府機

構，其他硏究人

員 

長期 

17– 認識必要的生

態系統服務 

a) 就本港主要生境類型所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進行研究。 漁護署 學者，非政府機

構 

中期 

18–加深對傳統知

識的了解 

a) 鼓勵對保育和可持續使用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傳統知識進行研

究。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支

助機構 

長期 

b) 鼓勵(特別是透過管理協議計劃)運用傳統知識善用天然資源。 漁護署 環境及自然保

育基金 

持續進行 

19–資助研究 a) 進行對保護生物多樣性有直接及顯著幫助的研究。 漁護署 學者 持續進行 

b) 藉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資助，鼓勵進行研究以填補本地生物

多樣性方面的重要資訊不足。 

環境保護署，漁

護署 

學者，非政府機

構，其他硏究人

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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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具體行動 負責機構 a 支持機構 a 實施時間 b 

員 

c) 支持有關農業和漁業可持續作業和管理的研究。 漁護署  持續進行 

範疇 4－推動社會參與 

20–提升對生物多

樣性的意識 

a) 檢討並加強漁護署所舉辦用以推廣生物多樣性的教育活動。 漁護署  中期 

b) 透過公民科學監察計劃，提升意識並推動社會參與。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教

育界 

中期 

c) 透過舉辦年度節目，提供平台讓合作伙伴和相關持份者參與向

市民推廣生物多樣性的工作。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教

育界，社區合作

伙伴 

持續進行 

d) 就市民對香港生物多樣性的認識和態度進行調查。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學

者 

短期 

e) 鼓勵商界成為政府就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合作伙伴。 漁護署 商界 中期 

f) 藉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資助，鼓勵進行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

的教育和社會參與活動。 

環境保護署，漁 本地的非牟利 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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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具體行動 負責機構 a 支持機構 a 實施時間 b 

護署 機構 

21–在教育層面推

廣生物多樣性 

a) 把生物多樣性的概念納入學校課程。 漁護署，教育局 教育界 中期 

b) 鼓勵非政府機構參與，提升教師在教導生物多樣性課題方面的

能力。 

漁護署，教育局 非政府機構，教

育界 

長期 

c) 優化有關自然保育的幼兒教育資源。 漁護署，教育局 大專院校 短期至中期 

22–推廣可持續使

用資源 

a) 推行社會參與活動，並探討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的相關措

施。 

環境局 漁護署，非政府

機構，商界，相

關政府部門 

短期 

23–優化生物多樣

性教育和研究設施 

a) 在香港科學館內設立和營運一個以生物多樣性為題的常設展

廳。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漁護署，非政府

機構 

短期 

b) 支持設立生物多樣性中心。 漁護署 大專院校 中期 

c) 探索長遠設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機會。 環境局，漁護署 商界，非政府機

構，相關政府部

門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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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漁護署 – 漁農自然護理署 

b 持續進行 – 繼續推行現有項目或措施；短期 – 目標在首兩年達成；中期 – 目標在第三至五年達成; 長期 – 預計至少須五年或更長

時間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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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香港西部水域的海事工程計劃 

 

項目名稱 已規劃之香港西部水域的海事工程的影響/累

積影響 

緩解措施及修復工程進度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 1 期(鄰近

石鼓洲) 

本擬議項目是於鄰近石鼓洲建造包括約 16 公

頃填海及防波堤的人工島以及興建綜合廢物

管理設施第 1 期。 

 

透過實施載於右欄的緩解措施，將不會出現不

可接受的水質影響。 

已在 2016 年 11 月邀請 4 個通過投標資格預審的申請

者承投合約，我們預計在 2017 年底/ 2018 年初批出「設

計、建造及運營」合約，並預計設施於 2024 年投入運

作。 以下詳述的緩解措施將在「設計、建造及運營」

合約批出之後分階段實施。 

 

緩解措施的資料載列如下 – 

1. 防波堤及海堤須採用圍堰或預製混凝土建造，以減

少佔地面積及被挖出海洋沉積物的數量。 

 

2. 填海工程須在圍封式海堤內進行，填土工程時須採

用隔泥幕包圍圍堰/預製混凝土構件，以防止沉積

物的流失。 

 

3. 在不可移植的珊瑚群落附近 16 米範圍內，不得進

行任何挖泥工程。 

 

4. 為保護江豚，可能產生水底聲音滋擾的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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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已規劃之香港西部水域的海事工程的影響/累

積影響 

緩解措施及修復工程進度 

須在 6 月至 11 月期間進行，以避開江豚出沒的高

峰期。 

 

5. 實施漁業強化計劃來增加工程項目鄰近範圍的漁

業資源。 

 

6. 在索罟群島及石鼓洲之間的水域劃定一個面積約

700 公頃的海岸公園，以補償生態影響及增加漁業

資源。 

 

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 根據已獲核准的「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爲三跑

道系統」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環評報告），預

計三跑道項目於施工及運作期間，水質將不會

受到負面剩餘影響。 

倡議三跑道系統項目的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

需履行於環評報告中所作出的承諾，並符合環境許可

證所載的相關條件。各方面的具體進展載列如下： 

 

首先，機管局已於三跑道系統填海工程展開前，按環

境許可證規定提交所需的文件，包括但不僅限於海岸

公園建議、工程船隻的海上交通路綫及管理計劃、海

天客運碼頭高速船的海上交通路綫及管理計劃、海洋

哺乳動物觀察計劃、珊瑚移植計劃、淤泥屏障敷設計

劃及深層水泥拌合法的詳細計劃，並獲環境保護署署

長批准。以上的文件、以及每月環境監察及審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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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已規劃之香港西部水域的海事工程的影響/累

積影響 

緩解措施及修復工程進度 

和所有環境監察數據載於專題網站

（http://env.threerunwaysystem.com/tc/index.html）供公

眾查閱。另外，改善海洋生態基金及漁業提升基金已

成立，總注資額為 4 億港元。兩個基金於 2016

年 12 月接受申請，成功申請者預期於 2017 年年中

收到通知。 

 

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 

 

工程涉及於香港國際機場東面海岸進行填海

工程 

 

填海區面積約為23公頃。 

 

已實施的緩解措施(相關的工序已完成)： 

 

1. 禁止使用水底撞擊式打樁 

 

2. 除機場航道外，於 5 月和 6 月的中華白海豚主要

繁殖季節時，停止進行鑽孔樁鑽入岩層工序。 

 

3. 在安裝隔泥幕及鑽孔樁外殼的施工點周圍 250 米

範圍內設定為海豚管制區。若在管制區內發現有

中華白海豚則停止相關的工作。 

 

正在進行中的建築工程及相應的緩解措施： 

 

1. 以非疏浚施工方法建造海堤及填海，這種方法可

大幅減少疏浚量和傾倒淤泥，同時亦減少所需的

填海物料。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工程涉及於香港國際機場東北面的水域進行

填海工程和建造海堤。填海區面積約為130公

頃。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工程涉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海底隧道南北

連接路的填海工程及建造海上高架橋工程。  

 

位於屯門南部的填海區面積約為16.5公頃，以

及在香港口岸填海區旁邊的填海區面積約為

2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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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已規劃之香港西部水域的海事工程的影響/累

積影響 

緩解措施及修復工程進度 

 

 

 

 

 

2. 在工程船上的高噪音設備加設消音設施，以盡量

減少水下噪音干擾。  

 

3. 工程船舶離開和進入工地需按照預定的航線，並

避開海豚熱點。 

 

4. 施工船隻在工地內，沙洲、龍鼓洲和大小磨刀洲

海岸公園範圍內航速限制在 10 海哩內。 

 

5. 在填海施工範圍四周使用隔泥幕以阻隔工程產

生的懸浮物飄離施工範圍。 

 

6. 提供對工程船隻船長的訓練以增強他們對中華

白海豚及江豚的認識及了解船隻遇到牠們時需

跟從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工作指引。 

 

7. 實施海豚觀察計劃：定期檢查隔泥幕及其圍封區

域範圍。如在圍封區域範圍內發現有中華白海豚

則停止相關的工作。 

 

8. 定期監測香港西部水域的中華白海豚。 

 

已完成的修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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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已規劃之香港西部水域的海事工程的影響/累

積影響 

緩解措施及修復工程進度 

1. 所有受影響的珊瑚已於 2013 年 10 月進行遷移。 

 

2. 於 2016 年 12 月 30 日將大小磨刀洲一帶水域指

定為海岸公園。 

 

計劃中的修復工作 

 

1. 在大小磨刀洲海岸公園投放人工魚礁的工程將

在法定程序完成之後進行。工程計劃暫定於 2017

年年底展開。 

 

2. 在大小磨刀洲海岸公園投放人工魚礁後進行流

放魚苗，計劃暫定於 2018 年年中展開。 

 

西部水域的填海項目 (包括龍

鼓灘、小蠔灣及欣澳) 

 

土木工程拓展署在 2015 年完成了累計性環境

影響評估及中華白海豚實地調查。這兩項研究

針對四個主要範疇，即空氣質素、水質、生態

及漁業，評估這三個填海計劃對環境的整體影

響。研究結果顯示就以上四個環境範疇的評

估，三個填海建議不會構成重大問題。 

 

研究並指出採用環保施工方法、適當規劃土地

用途，以及探討不同的策略性緩解方案，是構

為了避免佔用中華白海豚慣常出沒的海域，擬議的小

蠔灣填海範圍將由 100-150 公頃減至 60-80 公頃。為了

顯示對保護中華白海豚的承諾，政府已將被放棄的填

海範圍納入於 2016 年 12 月指定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

覆蓋範圍內。 

 

為了收集更多中華白海豚於近岸淺水區活動的資料，

土木工程拓展署自 2016年2月開始在龍鼓灘及小蠔灣

進行再進行一項為期一年的中華白海豚實地調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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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已規劃之香港西部水域的海事工程的影響/累

積影響 

緩解措施及修復工程進度 

劃環境可接受的填海建議的重要元素，相關事

項會在隨後更詳細的研究中跟進。 

作。 

 

將來為填海項目展開詳細研究時會進行法定的環境影

響評估，以研究及建議所需的緩解措施及改善方案。 

 

中部水域人工島 在中部水域興建人工島大體上能避開具高生

態價值的海岸線。 

 

然而，當發展有關項目時，我們需要對一些潛

在的環境議題作出探討，包括對水流、海洋生

態、海洋景觀及濕地的影響 (例如對交椅洲及

喜靈洲的珊瑚區，以及位於梅窩邊緣具高生態

價值的濕地和水道的影響)。 

 

擬議的中部水域人工島策略性研究將就項目對環境的

影響作概括性評估。緩解措施將會在未來較詳細的技

術研究中擬定。 

東涌新市鎮擴展 

 

填海造地約 129 公頃 有關緩解措施之資料如下： 

 

1. 以橋樑設計跨越大蠔出水口，防止阻塞。 

 

2. 填海不會侵佔泥灘及紅樹林。 

 

3. 詳細設計時已採用免挖式填海設計。 

 

4. 隔泥幕部署計劃將於施工前三個月遞交予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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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已規劃之香港西部水域的海事工程的影響/累

積影響 

緩解措施及修復工程進度 

護署署長審批。 

 

5. 所有填海工程須在至少 200 米的前緣海堤內進

行，以減低對水質的影響。 

 

6. 興建生態海岸線，以減低海洋生境的損失。生態海

岸線實施計劃將於其施工前三個月遞交予環境保

護署署長審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