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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測量師學會就「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的意見 
 
行政長官在 2018 年《施政報告》中公布「明日大嶼願景」，其中一項主要建議， 是就

中部水域分階段填海興建人工島展開研究，香港測量師學會(學會)支持發展局向立法會

申請撥款。學會認為:  
 
1. 研究目標必須要非常清晰，能提供一個良好素質、綠化及有彈性的居住環境，完善的交通網絡與

及能包容不同年齡層的人口，亦要恰當地作為香港和大灣區的雙重門戶，並應在公私營房屋之間

取得適當的平衡，提供就業機會，並配合發展社區和福利設施。 

 
2. 由於「明日大嶼願景」是一項長遠而且涉及巨額投資的計劃，因此政府應在適當的階段讓公眾參

與討論，務求得出客觀、科學化而又穩妥的研究結果。香港測量師學會建議，政府可考慮實施兩

階段的研究，首階段先從廣泛的概念和願景開始，然後再進行更詳細的設計提案。 

 
3. 研究計劃必須聘請不同的專家加入研究團隊，包括建築師、工程師、測量師、規劃師及園境師等。

學會亦希望了解研究團隊的組成方式、諮詢方式和參與方法。 

 
4. 在保育與發展之間的平衡方面，學會建議，擬興建的人工島區域需保留海洋特徵和高景觀價值，

劃定一個特定區域保護生態環境。除了傳統的填海方式之外，其他土地平整方法也值得考慮，以

便在可能的情況下縮短對現有海床和海洋生物的影響期。 

 
5. 在技術層面，學會建議應充分利用新技術及考慮應用智能城市的元素，解決氣候變化的影響，提

供抵禦極端天氣的方案。 

 
6. 至於在控制成本方面，學會建議可考慮其他填海方法，減低成本；並研究與私營部門建立合作關

係，降低風險。政府亦可考慮發行債券，為發展融資。 

 
儘管「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需要龐大的開支及面對不同的挑戰，「明日大嶼願景」

是可解決當前土地不足、市區擠擁以及城市環境惡化等問題。學會期望，政府可接納創

新的思維方案，採用創新技術和各界別的恴見。香港測量師學會非常樂意在未來幾年提

供進一步的專業意見和建議，以實現願景的共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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