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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淨化海港計劃的背景資料簡介  
 
 
背景  
 
  淨化海港計劃 (前稱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 (下稱 �策略性計劃 �))
第一期的設施，包括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全長 23.6公里的深層污水隧
道，已於 2001年年底全面投入服務，使海港的水質得到改善。  
 
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  
 
2.  環境保護署於 1989年完成了《污水策略研究》，當中提出多
項建議，其中一項為推行分 4期實施的策略性計劃，利用多條深層隧道
收集來自市區主要區域的污水，於中央污水處理廠進行一級處理，然

後把經處理的污水透過位於香港以南的深海排污口排放出大海。  
 
3.  策略性計劃中與建造深層隧道、長遠的污水處理水平，以及

污水處理廠和排污口地點有關的各種環境及技術問題，均曾引起事務

委員會的關注。策略性計劃第一期自 1994年展開以來，一直問題叢生。
有關承建商於 1996年年中單方面停止隧道工程，導致當局須收回原來
的兩份工程合約，並須重新招標承辦 3份新合約。結果，策略性計劃第
一期的完工日期，由原先預定的 1997年年中推遲至 2001年年底。  
 
4.  鑒於公眾關注到策略性計劃第一期工程出現的延誤，而當局

在以往數年間所選取的污水處理水平及側重大型污水處理廠和污水排

放等安排亦一直備受批評，政府最後同意在 2000年 4月委任一個新的國
際專家小組 (下稱 �專家小組 �)，借鑒策略性計劃第一期工程所取得的經
驗，重新研究策略性計劃隨後各階段的工程。專家小組在其報告中建

議香港應採取較高的污水處理水平，以及建造短距離而稀釋度較低的

排污口，並以生物曝氣瀘池技術處理策略性計劃的所有污水。此外，

報告又提出另外 4個污水處理和排放方案 1，該等方案的分別在於使用集

                                                 
1 方案A ⎯⎯  所有污水於昂船洲污水處理廠處理  
 方案 B ⎯⎯  污水分別於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位於南丫島的新污水處理廠處理  
 方案 C ⎯⎯  污水分別於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建於沙灣附近一個人工洞穴的新

污水處理廠處理  
 方案D ⎯⎯  污水分別於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及兩個新建於沙灣附近和北角寶馬

山的人工洞穴的污水處理廠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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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分散系統處理污水，以及擬議的排污口位置。為確定專家小組提

出的 4個方案在技術上及經濟上是否可行，政府於 2001年 3月公開承諾
會先進行多項試驗和研究，然後才就該等方案作出結論。  
 
5.  為確定在香港採用生物曝氣濾池技術的可行性，事務委員會

於 2001年 4月派出考察團前往歐洲進行一次海外職務訪問，以瞭解海外
國家在污水處理方面的經驗。考察團原則上同意專家小組的意見，即

由環保的角度而言，香港應提高污水處理的水平，而由於生物曝氣濾

池技術具備結構密集、佔地少、污水處理量高及運作靈活等特點，因

此適宜在香港採用。不過，鑒於本港以海水沖廁，污水含鹽量高，考察

團因此強烈建議，在本港規劃、設計及興建生物曝氣濾池技術設施前，

當局應先進行試驗研究。當局並應進行水質測試，對經處理污水所流

入的水域的吸收能力進行評估，以確定是否確實須進行硝化／脫氮或

消毒等程序。鑒於採用生物曝氣濾池技術的污水處理廠所需用地不

多，考察團認為，將污水分散到其他地方處理較為可取，因為該處理

方式具備靈活性，可作進一步擴展以處理日後或會有所增加的污水量。 
 
6.  策略性計劃其後於 2001年 3月改稱為淨化海港計劃 (下稱 �計
劃 �)。  
 
 
各項試驗和研究的時間表  
 
7.  在 2001年 5月 25日，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7,360萬元，以便政府
當局進行多項試驗和研究，然後才選定計劃餘下各階段的最終安排。

有關的試驗和研究的目的旨在  ⎯⎯  
 

(a) 測試生物曝氣濾池技術，並在有需要時測試其他 �設備佔
地較少 �並證實有成效的污水處理技術；  

 
(b) 評估國際專家小組就計劃提出的 4個建議發展方案在環

境和工程上是否可行；及  
 
(c) 訂立實施方案的合約安排。  

 
8.  為探討計劃的未來路向，政府當局會在進行各項試驗和研究

的同時，亦以現有資源另外進行下述兩項研究  ⎯⎯  
 

(a) 計劃第一期污水流量重估研究  ⎯⎯ 根據推算的未來人
口和發展需求，評估第一期系統在旱季及雨季的表現；及  

 
(b)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量重估研究  ⎯⎯  確定該污

水處理廠第 I階段沉澱池的最高污水處理量，以及污水流
量增加對除污效能的影響。  

 
9.  政府當局在 2004年 6月發表多份主要研究報告，包括環境及工
程可行性研究的行政摘要和最後報告、獨立查核人就佔地較少污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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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術試驗提交的報告、採購方案研究中期報告、計劃第一期污水流

量重估研究報告，以及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量重估研究報告。

簡而言之，環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證實，4個方案對環境的影響皆可以
接受，而且在技術上可行。長遠而言，如要充分保護海港水質，必須

採用生物處理技術，從污水移除更多有機污染物和氨，然後才把污水

排入海港。此外，污水必須經過消毒，以消滅污水中的大腸桿菌，以

保證荃灣的泳灘可以重開。在 4個方案中，方案甲 (涉及把污水集中在昂
船洲污水處理廠處理 )是政府屬意的方案，因為該方案在成本、環境及
工程方面的整體表現最佳。環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的另一項結論指

出，即使生物處理程序採用佔地最少的污水處理技術，但無論採用哪

個方案，也須在現時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範圍以外增撥最少 12公頃土地。 
 
10.  佔地較少污水處理技術的試驗證明，兩種生物曝氣濾池系統

能在本港的環境下發揮良好效能，並達到指定的標準，但淹沒式曝氣

濾池系統的效能則未達標準。試驗結果亦顯示，生物曝氣濾池系統的

運作是否令人滿意，很大程度上視乎即時監測及控制系統的可靠程度，

以及操作人員操控該類生物曝氣濾池系統的經驗和具備的技術知識。  
 
11.  採購方案研究選出 4個主要採購方案，包括 �設計－競投－建
造 �、�設計及建造 �、�設計－建造－營運 �，以及 �設計－營運－移交 �方
案，以便進行計劃日後各期工程。在污水輸送系統方面，研究結果建議

應採用 �設計及建造 �模式，原因是深層隧道在建成後，無須怎樣營運和
維修保養。至於興建及擴建污水處理廠方面，政府如選擇自資進行污水

處理廠工程，�設計－建造－營運 �模式會是首選方案。�設計－建造－營
運 �模式一方面能盡量發揮由私營機構進行整個項目的好處，另一方面則
能盡量減少協調問題。此外，藉應用廢水處理業的創新科技，該模式

將能減少在竣工日期、使用周期成本及設計效能方面的變數。不過，倘

政府不採用傳統的撥款安排興建污水系統基礎建設，改為考慮由私營機

構出資興建該等設施，則 �建造－營運－移交 �模式會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12.  第一期污水流量重估研究的結果顯示，現有的深層隧道能處

理計劃第一期集水區的 520萬最終預算人口所產生的所有污水。與此同
時，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量重估研究的結果顯示，沉澱池的最

高污水處理量與最高設計流量一致。  
 
 
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的未來路向  
 
13.  除各項試驗和研究的結果外，政府當局亦發表了一份諮詢文

件，藉以評估市民對計劃第二期的首選方案的意見。根據該建議，現

時位於昂船洲的污水處理廠將會擴建及改善，把整個計劃覆蓋範圍內

的所有污水集中進行化學處理。政府當局會在現有污水處理廠毗鄰興

建新的生物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的污水在經過消毒後，會由昂船洲

的排污口排入海港。  
 
14.  由於須取得土地以建造生物處理設施，所涉及的建設和經常

費用亦不菲 (分別為每年 191億元及 12億元 )，而且建造達到所需規模而



 4

佔地較少的生物處理系統也十分複雜，政府當局因此建議分兩個階段

實行計劃第二期：  
 

(a) 第二期甲  ⎯⎯  建造深層隧道，把港島其餘部分的污水
輸往昂船洲，並擴建昂船洲污水處理廠，以期最終每日

可以對 280萬立方米污水 (即該污水處理廠現時處理量的
兩倍 )進行化學處理和消毒；  

 
(b) 第二期乙  ⎯⎯  增設生物處理設施，從而提高除污率，

以應付計劃集水區內的預算人口增長。該等生物處理設

施會在昂船洲污水處理廠附近土地的地下建造，以便地

面可作其他用途。  
 
15.  事務委員會先後於 2004年 6月及 7月舉行兩次會議，討論有關
計劃第二期的試驗及研究結果和計劃第二期的未來路向，而團體代表

亦獲邀出席第二次會議陳述意見。與會者曾就污水處理方案、污泥管

理、落實計劃第二期乙的時間表以及所涉成本等事宜提出問題。  
 
16.  有關污水處理方案方面，委員關注到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在化

學處理程序中使用三氯化鐵會導致絮凝劑沉澱，因而令海床加厚，而

在消毒過程中加入氯氣會令此問題更趨嚴重。為此，委員要求政府當

局探討使用生物膜的可行性。漁農自然護理署於 1992年在滘西洲養魚
區就生物膜進行的研究結果顯示，生物膜可以透過增加溶解氧的含量

及降低大腸桿菌與懸浮固體的數量，發揮淨水的作用。  
 
17.  至於污泥管理方面，事務委員會察悉並關注到諮詢文件未能

就此方面提供資料。鑒於香港用海水沖，委員因此關注到因焚化大

量含氯量高的污泥而產生與二噁英有關的污染問題。政府當局表示會

就污泥管理進行可行性研究，而焚化污泥會是當局積極考慮的方案之

一。在制訂污泥處理的長遠策略後，政府當局將會再進行公眾諮詢。  
 
18.  有關成本的問題，委員關注到由於計劃第二期工程所涉及的

建設和經常費用高昂，排污費可能會有所增加。因此，政府當局有需

要告知公眾有關污水處理方案的成本影響以及因此而增加的排污費，

但諮詢文件並無載述該等資料。據政府當局解釋，按照污染者自付的

原則，政府不應資助污染者。此外，由於計劃第二期工程需時甚久才

可竣工，因建造第二期工程而增加的排污費並非急需處理的事情。儘

管如此，當局將會在適當時候就排污費另外進行諮詢工作。  
 
19.  鑒於原來的諮詢期在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任期剛開始後不久便

會結束，因此，委員擔心新當選的議員未必有足夠時間熟悉此事項。

因應事務委員會提出的要求，政府當局答允把計劃第二期的諮詢期的

結束期限由 2004年 10月 20日延長一個月至 2004年 11月 20日。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11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