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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郊野公園 (指定 )(綜合 )(修訂 )令》  
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17 年郊野公園 (指定 )(綜合 )(修訂 )
令》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郊野公園 "不包括土地 " 
 
2. 郊野公園 "不包括土地 "是指被《郊野公園條例》 (第
208 章 )所指定的郊野公園所包圍或在其毗鄰，但本身不納入該
等郊野公園範圍內的土地。部分郊野公園 "不包括土地 "同時包含
私人和政府土地。政府當局依據批地契約的條款及條件、《建築

物條例》 (第 123 章 )，以及《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 章 )所訂的
發展審批地區圖或分區計劃大綱圖 (如有 )，管制在郊野公園 "不
包括土地 "上的私人土地的發展。 1 
 
保護郊野公園 "不包括土地 " 
 
3. 2010 年 6 月，政府當局發現有人在西灣屬於西貢東郊野
公園 "不包括土地 "的私人土地及政府土地 ("西灣的 '不包括土
地 '  ")上，進行違例挖掘工程。此事引起公眾高度關注保護香港
郊野公園 "不包括土地 "的事宜。當時，本港共有 77 幅郊野公園
"不包括土地 "，其中 23 幅已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納入分區計

                                            
1  發展審批地區圖的目的，是為選定地區提供中期規劃管制與發展指引，

以待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發展審批地區圖首次在憲報刊登後，有效期

為 3 年，但獲行政長官批准延期者則作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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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大綱圖。至於其他 54 幅 "不包括土地 "，政府當局在 2010-2011
年施政報告中承諾將該等土地納入郊野公園，或透過法定規劃

程序確立該等土地的合適用途，以照顧保育和社會發展需要。

現時，在這 54 幅 "不包括土地 "中， 6 幅已經或正在納入郊野公
園 (詳見第 4 及 5 段 )，另外 29 幅則已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漁
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會繼續評估其餘 19 幅 "不包括土地 "是
否適合納入郊野公園。據政府當局表示，當漁護署物色到合適

的 "不包括土地 "，便會按情況和既定程序就有關土地納入郊野公
園的方案，徵詢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及相關持份者的意

見。  
 
4. 政府當局已物色首批 3 幅位於西灣、金山及圓墩的郊野
公園 "不包括土地 "，可分別納入西貢東郊野公園、金山郊野公園
及大欖郊野公園。當局完成《郊野公園條例》所訂的法定程序

後，在 2013 年 10 月把《2013 年郊野公園 (指定 )(綜合 )(修訂 )令》
("《 2013 年修訂令》")刊登憲報及提交立法會省覽。《 2013 年修
訂令》自 2013 年 12 月 30 日起實施，修訂了《郊野公園 (指定 )(綜
合 )令》(第 208B 章 )，以新的已予批准地圖取代原來的已予批准
地圖。在新地圖中，上述 3 幅土地已分別納入各相關郊野公園
的範圍。  
 
把位於芬箕托、西流江及南山附近一帶的 "不包括土地 "納入郊野
公園的建議  
 
5. 漁護署於 2015 年年底啟動相關的法定程序，以期把另
外 3 幅位於芬箕托、西流江及南山附近一帶的 "不包括土地 "納入
郊野公園。漁護署署長以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 ("總
監 ")的身份，按照《郊野公園條例》所訂條文，擬備船灣郊野公
園及南大嶼郊野公園的未定案地圖。兩幅未定案地圖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至 11 月 28 日供公眾人士查閱。(標示納入郊野公園部
分的已刊憲地圖載於附錄 I)。  
 
芬箕托及西流江的 "不包括土地 " 
 
6. 芬箕托屬內陸的 "不包括土地 "，位處烏蛟騰以北，完全
被船灣郊野公園包圍。西流江是一幅位於海岸岬角的 "不包括土
地 "，被東面的印洲塘海岸公園和西面的牛屎湖灣所圍繞，並與
南面的船灣郊野公園相連。據政府當局表示，總監就把該兩幅 "不
包括土地 "納入船灣郊野公園的建議進行諮詢期間，沒有持份者
就建議提出反對或負面意見，但有部分持份者提醒總監，必須

妥為尊重西流江內政府土地牌照持有人的權利。郊野公園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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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公園委員會於 2017 年 2 月 13 日，就公眾查閱期內收到的一
項就船灣郊野公園未定案地圖提出的反對 2進行聆訊，並已全面

否決該項反對。  
 
南山附近一帶的 "不包括土地 " 
 
7. 南山附近一帶的 "不包括土地 "，位於二東山以東的山
坡，且被南大嶼郊野公園所環繞。在總監向持份者進行諮詢期

間，並無持份者就該幅土地納入南大嶼郊野公園的建議提出反

對或表達重大意見。應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的要求，總監就

相關政府土地牌照持有人的權利在指定程序完成後會否維持不

變的問題，作出書面澄清。在公眾查閱期內，當局沒有收到就

南大嶼郊野公園未定案地圖提出的反對。  
 
 
《 2017 年郊野公園 (指定 )(綜合 )(修訂 )令》  
 
8. 《 2017 年郊野公園 (指定 )(綜合 )(修訂 )令》("《修訂令》")
由行政長官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14 條作出。《修訂令》修訂《郊野公園 (指定 )(綜合 )令》，以船
灣郊野公園及南大嶼郊野公園新的已予批准地圖，取代原來的

已予批准地圖：  
 

(a) 船灣郊野公園：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17 年
4 月 25 日批准的 CP/PCC號圖則取代總督會同行政

局於 1978 年 3 月 21 日批准的 CP/PCB號圖則；及  
 

(b) 南大嶼郊野公園：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17 年 4 月 25 日批准的 CP/LT(S)B號圖則取代總

督會同行政局於 1978 年 4 月 4 日批准的 CP/LT(S)A

號圖則。  
 
9. 經修訂後，位於芬箕托及西流江的 "不包括土地 "將納入
船灣郊野公園，而位於南山附近一帶的 "不包括土地 "將納入南大
嶼郊野公園。有關修訂的法律效力是，在新的已予批准地圖上

所示的該兩個郊野公園，將歸總監管理和管轄。  
 
10. 《修訂令》分別於 2017 年 7 月 7 日及 12 日刊登憲報及
提交立法會省覽，並將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實施。  
 
                                            
2 該項反對所針對的用地並不屬於芬箕托及西流江的 "不包括土地 "範圍

內，亦非與該兩幅土地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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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  
 
11. 在 2017 年 10 月 6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
立小組委員會研究《修訂令》。小組委員會由陳淑莊議員擔任

主席，於 2017 年 10 月 16 日舉行了一次會議，與政府當局進行
討論。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I。   
 
12.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更充裕的時間擬備向內務委員會

提交的報告，內務委員會主席原擬於 2017 年 10 月 18 日的立法
會會議上動議一項決議案，延展《修訂令》的審議期至 2017 年
11 月 8 日的立法會會議。然而，由於該項決議案未能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處理，《修訂令》的審議期已於該立
法會會議當日屆滿。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3. 小組委員會支持把屬政府土地而位於芬箕托、西流江及

南山附近一帶的 "不包括土地 "納入郊野公園以加強保育的建
議。小組委員會在審議《修訂令》時曾討論多項事宜，包括提

出當前建議的原委、建議的影響，以及在上述 "不包括土地 "納入
郊野公園後有何措施加強保護或管理有關土地。  
  
把位於芬箕托、西流江及南山附近一帶的 "不包括土地 "納入郊野
公園的建議  
 
14. 委員詢問把該 3 幅 "不包括土地 "納入郊野公園的理由。
部分委員認為，既然新一屆政府的行政長官已於 2017 年 9 月成
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負責檢視及評估本港土地供應的其他選

項，以應付不同的發展需要等，將有關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的建

議會擴大指定郊野公園的總面積，因此未必與政府政策一致。  
 
15. 政府當局表示，在決定是否把某幅 "不包括土地 "納入郊
野公園或是否進行法定規劃程序時，總監會考慮相關因素，例

如保育價值、景觀和美觀價值、康樂發展潛力、地理位置及民

居的規模。就此，將該等 "不包括土地 "納入郊野公園的建議會加
強對有關土地的保護及保育，並使之免受不協調發展或人類活

動所影響。政府當局回應委員的關注時澄清，前行政長官曾建

議研究在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物色可作非牟利用

途的土地，而現時的建議並不涉及位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的土

地。委員獲告知，發展局將會就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土地的發展

潛力進行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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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委員關注政府當局在檢視及評核擬納入郊野公園的 "不
包括土地 "方面所進行的諮詢工作。據政府當局表示，在準備將
合適的 "不包括土地 "納入郊野公園 ("納入建議 ")前，漁護署總監
會先諮詢居於 "不包括土地 "內的居民及相關的區議會和鄉事委
員會等的意見。漁護署收集到各持份者的意見後，會把納入建

議提交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作討論。部分委員 (包括劉業
強議員、陳克勤議員、何俊賢議員及葛珮帆議員 )對總監在諮詢
相關持份者時未有徵詢鄉議局的意見深表關注。這些委員認

為，位處政府土地的 "不包括土地 "的相關發展，將會對位處鄉郊
地區私人土地的其他 "不包括土地 "帶來全面的影響，總監應就如
此重要的政策事宜徵詢鄉議局的意見。  
 
17. 何俊賢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回應持份者在諮詢過程

中所提出的關注事項。政府當局解釋：  
 

(a) 芬箕托及西流江：總監於 2015 年 4 月諮詢沙頭角
區鄉事委員會。該會關注到有關西流江的建議或會

妨礙一間非政府機構推展中心項目的工作。地政總

署其後通過該非政府機構就在位於西流江的 "不包
括土地 "興建及營辦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提交的相
關申請，並由保安局提供資助；及  

 
(b) 南山附近一帶：總監於 2015 年 5 月諮詢大嶼山南

區鄉事委員會。該會對建議無大意見，但促請政府

以書面確認，相關政府土地牌照持有人的權利在指

定程序後會維持不變。總監其後於會議紀錄內作出

書面澄清，釋除該會的疑慮。  
 
郊野公園 "不包括土地 "被納入郊野公園後當中土地的管理  
 
18. 委員對郊野公園 "不包括土地 "被納入郊野公園後當中
土地的管理表示關注。據政府當局表示，一旦根據《郊野公園

條例》把郊野公園 "不包括土地 "納入相關的郊野公園，總監即會
積極管理該等土地。當局不大可能會批准在郊野公園範圍內進

行不協調的發展工程及活動。當局會加強對該等 "不包括土地 "
的保育和管理，以確保該等土地及毗鄰郊野公園的完整性及景

觀價值免受破壞。對旅客而言，當局會設置郊野公園設施，並

豎立指示標誌/告示牌提醒旅客在戶外注意安全。當局亦會展開

宣傳及教育工作，鼓勵旅客欣賞自然美景，並提醒旅客切勿破

壞自然環境。旅客亦會為當地村民帶來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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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姚思榮議員關注到，把 "不包括土地 "納入郊野公園，會
否在基礎設施及遊客設施方面，為當地村民的生活環境及其他

本土經濟活動 (例如在鄉村經營民宿 )帶來改善。  
 
20. 政府當局表示，總監會把有關土地作為郊野公園的一部

分予以管理，並會改善當中的配套設施。總監會作出管理植物

和收集垃圾的安排。此外，漁護署設有專職執法人員 (即郊野公
園護理主任 )，在郊野公園定期巡邏及監察；如有需要，他們會
針對違規或違法的情況採取行動。據政府當局表示，把 "不包括
土地 "納入郊野公園會使政府在執行郊野公園管理職責時，能為
鄉村提供更多和更好的基礎設施，以及改善當中的配套設施。  
 
21. 許智峯議員詢問，在該 3 幅 "不包括土地 "上有否發生違
例發展、污染或環境破壞個案。據政府當局表示，漁護署定期

在各個郊野公園 (包括 "不包括土地 ")巡邏。如在已納入郊野公園
範圍的 "不包括土地 "內發現懷疑違例發展，漁護署會根據《郊野
公園條例》採取執法行動，或按情況把該等個案轉交有關部門

按照相關法例或地契條款作出跟進。委員獲告知，漁護署未有

接獲或發現在該等 "不包括土地 "上的污染或環境破壞個案。  
 
管理協議計劃  
 
22. 小組委員會曾討論政府當局在提供財政支援以鼓勵村

民加強保育有關土地方面所進行的工作，例如協助他們發展綠

色旅遊，或取得在鄉村經營商店、食物攤檔及民宿服務等小型

企業的牌照。   
 
23. 政府當局表示，關於為鼓勵村民參與保育土地而提供的

財政支援，政府當局在 2011 年把根據新自然保育政策推行的管
理協議計劃的涵蓋範圍擴展至郊野公園 "不包括土地 "及郊野公
園內的私人土地。根據管理協議計劃，政府當局會撥款資助合

資格非牟利團體與土地業權人訂立管理協議，籌辦在郊野公園

內的私人土地或郊野公園 "不包括土地 "內的私人土地進行與郊
野公園的土地用途及目標協調的保育工作。政府當局承諾會協

助有興趣的村民在管理協議計劃下申請撥款，以進行保育活

動，以及取得在郊野公園內經營小型企業所需的牌照。  
 
24. 小組委員會察悉，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環保基金 ")已
向一個非政府機構批出約 950 萬元撥款資助，在西灣的 "不包括
土地 "進行管理協議計劃，以保育自然生境及展現西灣的文化特
色，並透過地區及市民的參與，提升西灣的宜人之處。據政府

當局表示，漁護署將繼續鼓勵非政府機構與地區合作，透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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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協議計劃在郊野公園的 "不包括土地 "進行保育項目，如有需要
它們可向環保基金申請資助。葛珮帆議員及朱凱廸議員要求政

府當局匯報自西灣的 "不包括土地 "被納入為西貢東郊野公園一
部分後的工作進展。就此，政府當局已提供在西灣管理工作小

組討論的相關事項的詳情 (附錄 III)及西灣 "不包括土地 "的管理
協議計劃的詳情 (附錄 IV)，供委員參閱。  
 
其他事宜  
 
土地業權及補償事宜  
 
25. 儘管芬箕托、西流江及南山附近一帶的郊野公園 "不包
括土地 "並沒有私人土地，但劉業強議員及梁志祥議員指出，在
1960 年代，當時的香港政府開始指定郊野公園時，為免干擾鄉
村生活並尊重私有財產權，並不會把私人土地納入郊野公園。

梁志祥議員指出，原居民非常不願意其私人土地被劃為郊野公

園，因為他們認為這將會令他們難以在這些土地上發展小型屋

宇。  
 
26. 政府當局表示，把私人土地納入郊野公園並不會剝奪任

何人的私人土地業權或令有關土地歸還政府。一般而言，在私

人土地發展小型屋宇，必須符合小型屋宇政策及相關批地契約

條款的規定，同時亦須遵守有關的法例 (例如《建築物條例 (新界
適用 )條例》 (第 121 章 ))及其他適用的政府規定。如有關申請沒
有抵觸相關法例，而且沒有相關部門 (包括漁護署 )反對，相關的
地政處可有條件批准該宗申請。擬議發展工程如涉及郊野公園

內的私人土地，須徵得總監 (即漁護署署長 )的同意。地政處在考
慮每宗在郊野公園內進行發展工程的申請時，會先諮詢總監，

然後才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決定。政府當局表示，總監已擬備

《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 "納入郊野公園後當中的土地用途或
發展的註釋》供相關持份者參閱。梁志祥議員詢問自 1997 年回
歸以來關於在郊野公園範圍內興建小型屋宇的申請情況。政府

當局其後回應時表示，自 1997 年 7 月至今，漁護署收到 14 宗
在郊野公園內的認可鄉村興建小型屋宇的申請 (包括新建及重
建 )。 3  
 
  

                                            
3 據政府當局表示，總監在評核過申請人所提供的詳細資料後，對其中

6 宗申請表示不反對。另外 6 宗申請因其他部門的意見，最終申請地點
改為郊野公園以外，或申請人未有再提供所需資料，以致總監未能進一

步處理。目前尚有 2 宗申請仍在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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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政府當局澄清，"不包括的土地 "納入郊野公園成為其一
部分後，在 "不包括的土地 "上的私人土地按照現行批地契約批准
的用途將不受《郊野公園條例》影響。政府當局表示，總監如

認為佔用人對郊野公園內私人土地所作的建議用途，會在相當

程度上減損郊野公園的享用價值及宜人之處，佔用人會被禁止

將土地用於有關的建議用途。感到受屈的佔用人可提出反對，

如反對被駁回，可根據《郊野公園條例》所訂的程序申索補償。

政府當局在回應朱凱迪議員的詢問時表示，迄今未有收到就總

監對郊野公園土地用途所作的決定而提出的該類補償申索。  
 
28. 陳克勤議員及葛珮帆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提供機

制，補償因土地被納入郊野公園而失去土地發展機會的土地擁

有人，或設立保育基金向因政府實施保育措施而蒙受經濟損失

的土地擁有人提供補償。陳克勤議員亦指出，以往政府當局曾

有以換地方式換取具保育價值的土地的先例，並引述沙羅洞生

態保育項目的例子。   
 
29.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任何土地的擁有人或有任何土

地權益的人，不得因該土地位於郊野公園內或受郊野公園影響

而獲付補償。然而，政府當局表示，行政長官於 2017 年施政報
告中宣布，為加強保育偏遠的鄉郊地區，政府會成立跨界別的 "
鄉郊保育辦公室 "("辦公室 ")來統籌保育計劃，以保育鄉郊地區
的自然生態、活化村落的建築環境，以及保育珍貴的人文資源。

就此，委員就這範疇提出的事宜可由辦公室作進一步研究。  
 
相關的司法覆核案件  
 
30. 小組委員會提述陳嘉琳就總監把 6 幅 "不包括土地 "從建
議納入郊野公園名單中剔除的決定提出的司法覆核，法院在該

案件中裁定，總監沒有將其結論提交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

會考慮及徵詢該委員會意見的做法，沒有違反任何法律責任。

小組委員會關注到，當事人有否就該案件進一步提出上訴，因

為有關判決或對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日後的工作帶來影

響。漁護署表示，申請人已於 2017 年 7 月就法院的判決提出上
訴，漁護署會根據現正進行的司法程序的新發展，向律政司尋

求法律意見。  
 
 
建議  
 
31. 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工作，並普遍支持《修訂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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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32.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7 年 10 月 31 日  

 



 

 

 

Appendix I 
附錄 I 



 
 

 



附錄 II 
 

《 2017 年郊野公園 (指定 )(綜合 )(修訂 )令》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陳淑莊議員  

委員  陳克勤議員 , BBS, JP 
 何俊賢議員 , BBS 
 姚思榮議員 , BBS 
 梁志祥議員 , SBS, MH, JP 
 葛珮帆議員 , BBS, JP 
 尹兆堅議員  
 朱凱迪議員  
 何君堯議員 , JP 
 容海恩議員  
 許智峯議員  
 劉業強議員 , BBS, MH, JP 

 
 (合共： 12 名委員 ) 

 
 

秘書  何慧菁小姐  
 
 

法律顧問  
 

鄭喬丰女士  
 
 

 
 

 
 
 

 
 



附錄 III 
 

西灣管理工作小組討論事項概要  
 
 
位於西灣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在 2013 年年底納入西貢

東郊野公園後，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轄下的郊野公園委

員會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專責討論西灣的管理及相關事宜。  
 

西灣管理工作小組於 2014 年 4 日 10 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至

現時共進行了 8 次會議。除部分郊野公園委員會委員和漁農自

然護理署 (漁護署 ) 代表參與會議，過去的會議亦曾邀請了多個

政府部門的代表出席，包括地政總署、食物及環境衞生署 (食
環署 )、環境保護署及西貢民政事務處等。此外，在工作小

組以外，漁護署亦曾多次與相關持份者會面，包括新界鄉議

局、鄉事委員會、西灣村代表及村民等，跟進個別項目。在

過往會議及會面中討論的事項可歸納如下：  
 
環境衞生  
自西灣納入西貢東郊野公園後，漁護署不斷投入資源以保持西

灣的環境衞生，包括安排清潔承辦商每日到西灣清理垃圾及為

兩個公共洗手間進行清潔工作，及安排大型清潔行動移除積存

在西灣已久的大型垃圾等。此外，漁護署現正為西灣的兩座公

共洗手間進行污水處理系统更新工程，及重建西灣的垃圾站，

以應付村民和遊人的需要。現時，漁護署及機電工程署正為污

水處理系统及垃圾站進行初步設計。  
 

樹木風險評估及移除有潛在危險的樹木  
漁護署每年都在西灣進行樹木風險評估，並移除有潛在危險的

樹木，保障村民及遊人的安全。另外，漁護署在西灣的林地進

行了植林優化工作，將一些衰老或枯萎的樹木疏伐，及補種本

地樹種，並在河邊種植紅樹，增加當地紅樹林的品種和覆蓋範

圍，以增加西灣的生物多樣性及提升整體的生活環境質素。  
 
遊客設施  
在遊客設施方面，漁護署已在西灣海濱的副灘設置一個露營場

地，並修築一條新的行山徑，亦計劃建設一個觀星地點，以提

供配合生態旅遊的設施予郊遊人士使用。在西灣管理工作小組

上，委員不時向漁護署提出遊客設施的建議，漁護署亦會按需

要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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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西灣的路徑  
西灣村民現時主要使用一條由西貢民政事務處提供的路徑出入

西灣村。西灣村村代表曾表示路徑較窄，希望可改善路徑予鄉

村車及農夫車出入，方便村民運送物資。由於該路徑是由西貢

民政事務處所建造及維修，有關工程須與西貢民政事務處商討。

漁護署在 2015 年 5 月安排西灣村代表及西貢民政事務處的代表

在該路徑上進行實地視察。村代表對路徑的設計提出意見，而

西貢民政事務處代表同意作出跟進及提出改善方案。其後，漁

護署及西貢民政事務處職 員 再 於 2 0 1 6 年 1 0 月 與 西 灣 村 代 表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及 西 貢 鄉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到 現 場 考 察，並 解 釋

改 善 西 灣 亭 至 西 灣 村 小 路 工 程 內 容；亦 根 據 西 灣 村 代 表 及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的 意 見 ， 修 訂 相 關 工 程 細 節 。  
 
休憩地點及觀星地點  
漁護署委托香港大學建築學院的學生為擬議於西灣建設的休憩

地點及觀星地點提供設計方案，並在 2015 年 6 月在香港大學舉

行了一個設計研討會，邀請建築界的專業人士及相關的持份者

（如行山組織代表，西灣管理工作小組的代表）提供意見。於

2015 年 9 月至 10 月，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在西貢的北潭涌遊客中

心舉行了一個公眾展覽，展出各種的設計方案，收集公眾意見。

漁護署亦曾邀請西灣村代表到現場參觀展覽，並收集其意見。

現時，建築署正參考相關的設計方案及意見為觀星地點進行詳

細設計及安排建造的工作。  
 
餐飲及民宿  
由於西灣村現時有村民居住和經營食肆，因此透過當地村民參

與，促進生態旅遊是西灣管理的一個主要目標。雖然現有的村

屋有潛質轉型成配合生態旅遊的便餐之所，但有關轉型需要在

合法及在合乎環境可持續性的方式下進行，不應減損西灣的整

體特色。  
 
西灣管理工作小組多次亦就在西灣經營食肆及所需的牌照事宜

作出深入的討論，並邀請有關部門的代表出席會議提供意見，

以尋求合適的方案。總括而言，如符合構築物 /土地的准許使用

用途，可向食環署申請合適的食肆牌照。若茶座不設堂食，只

供外賣，可考慮申請食品製造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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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使用村屋供旅遊人士留宿的建議，當中涉及村民所擁有村

屋的轉型及其他政策考慮。西灣管理工作小組認為政府應繼續

與村民研究可行的方案。  
 
在西灣推行「管理協議計劃」  
西灣管理工作小組曾就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環保基金 )申請

撥款、以資助在西灣進行的「管理協議計劃」進行討論，以期

有效管理西灣的私人土地，同時保留西灣的歷史、文化及生態

價值。西灣管理工作小組認同土地擁有人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推

行保育計劃做法可取，可透過推行管理協議計劃及地區參與，

推廣西灣的生態旅遊。  
 
於 2015 年年底，西貢區社區中心向西灣管理工作小組介紹有關

西灣復育的「管理協議計劃」，並就委員的提問及建議作出回

應。在聽取西灣村民的意見後，西貢區社區中心聯同新界鄉議

局向環保基金提交一份名為「西灣地區復育計劃」的修訂「管

理協議計劃」申請，並在 2016 年年底獲批。有關「管理協議計

劃」現正進行中。  
 
跟進西灣違例構築物的情況  
地政總署及漁護署一直向西灣管理工作小組報告西灣違例構築

物的最新情況及跟進工作。工作小組贊同政府就違規構築物採

取執法行動，同時建議政府應透過鄉議局與村民溝通，協商理

順有關問題。  
 
 
 

 



附錄 IV 
 

西灣管理協議計劃  
 

背景  
 
位於西灣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於 2013 年 12 月被指定

為西貢東郊野公園的一部分。在為指定郊野公園的事宜進行諮

詢期間，有意見認為可由非政府機構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環
保基金 )申請撥款，資助在西灣進行管理協議計劃，以期有效管

理西灣的私人土地，同時保留西灣的歷史、文化及生態價值。

西灣管理工作小組認同土地擁有人與有關非政府機構合作推行

保育計劃做法可取，而他們可透過推行管理協議計劃及地區參

與，推廣西灣的生態旅遊。  
 
就此，西貢區社區中心（中心）聯同新界鄉議局，向環保基金

提交一份名爲「西灣地區復育計劃」(「計劃」)的管理協議計劃

申請書。此「計劃」旨在透過有關持份者與鄉郊社區通力合作

保育生態環境，展現西灣的文化特色，以及通過區內村民和市

民參與提升郊野公園地區的宜人之處，藉以活化西灣。  
 
於 2016 年 10 月，環保基金批出撥款約 950 萬以進行「計劃」。

「計劃」由 2017 年 2 月 15 日開始，為期 36 個月。  
 
「計劃」內容  
 
按照「計劃」，中心將進行以下活動以推行管理協議：  
 
(i) 向村民租用農田復耕；  
(ii) 翻新一所村屋後作遊客資訊中心及舉辦工作坊之用；  
(iii) 修復村內的古井；  
(iv) 進行生境管理工作以提升西灣的保育價值及宜人之處；  
(v) 舉辦教育活動包括工作坊及導賞團服務，以及宣傳活動

供市民參加；  
(v) 邀請西灣村民協助「計劃」的管理及保育工作。  
 
有關復育工作現正進行中。  
 
按照審批條件，中心已於 2017 年 2 月成立督導委員會，督導「計

劃」的工作，成員包括新界鄉議局代表、兩位西灣村村民、環

保團體代表、專家及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