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I/LEGCO 

2007/05/28 PM 03:57 To %Panel - PLW

cc &LGA[1]7

Subject Fw: Lantau Concept Plan

Dear Honourable Members,

I refer an email from a member of the public for your reference.

Best regards,
Brenda YEUNG
PIO2

----- Forwarded by PI/LEGCO on 2007/05/28 PM 03:55 -----

Martin Williams 
 

2007/05/27 PM 11:32

To pi@legco.gov.hk

cc Living Islands 

Subject Lantau Concept Plan

Dear Mr Lau Wong Fat,-Prof. Patrick Lau Sau Shing and other members of 
Legco:

I am writing to support the position of the Living Islands Movement 
regarding the Concept Plan for Lantau - which seems rather more like a 
Concrete Plan for Lantau. Indeed, an overall conservation strategy is 
required; and several planned developments - such as CT10 - are of 
doubtful economic value: we should be leery of creating more projects 
that turn out like Cyberport (remember that?)

I earlier submitted comments regarding the plan, together with an 
alternative - sustainable -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island. If you 
haven't seen this already, may be of interest, along with maps I also 
helped create: attached here.

Yours sincerely,
Dr Martin Williams
Director
Hong Kong Outdoors

CB(1)1790/06-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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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及鄰近島嶼可持續發展計劃  

(撰稿日期：2005 年 11 月 )  

 

引言  

大嶼山是香港各島中最大的島嶼，大部分地方相對來說尚未開發 (主
要例外是位於北岸的東涌和機場，以及東岸的愉景灣和香港迪士尼樂

園 )。不過，自香港政府成立的大嶼山發展專責小組公布《大嶼山發

展概念計劃》 (《概念計劃》 )後，這個情況可能會出現很大轉變。  
 
這個《概念計劃》 (應與本文一併閱讀 )勾勒了一連串將令大嶼山面貌

帶來重大轉變的可能發展：包括座落於北岸的港珠澳大橋、物流中心

及室內人工海灘，以及水療中心和木板路。一些可能進行的計劃，明

顯的如在大嶼山西北對開興建的貨櫃碼頭和索罟群島的石油氣貯存

設施，卻未列入《概念計劃》之內。  
 
《概念計劃》受到多方批評，評語包括多個計劃可能會令大嶼山的面

貌徹底改變，尤其北面沿岸地方最受影響；它對大嶼山亦缺乏清晰遠

景。  
 
因此，本「另擬概念計劃書」現就大嶼山提出一些發展計劃建議。我

提議這些發展計劃，背後所秉持的看法與「美麗大嶼山」 (一個包括

多個關注大嶼山未來發展的團體聯盟 ) 的基本看法相同，正如《概念

計劃》所提倡的可持續發展一樣，本計劃書所概述的計劃亦以達至可

持續發展為目標。《概念計劃》沒有界定何謂「可持續發展」，一些批

評者指責《概念計劃》把其意視作繼續發展。在本計劃中，可持續發

展的定義是：  
 

「在香港，可持續發展是透過社會及政府的努力，為這一代

及後世取得社會、經濟及環境上的平衡，同時達致經濟蓬勃、

社會進步和環境質素改善的目標。」  
《香港特別行政區 21 世紀可持續發展研究》  

 
在本計劃書中，我採用了「美麗大嶼山」聯盟的意見，十分強調環保

的需要 (意見包括：「環境保護必須是基本前提」 )。如能滿足這方面

的需要，則在與社會及經濟需要結合一起的情況下，有關發展將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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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這一代及後世。  
 
在此，我建議以可持續的旅遊業作為達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手

段。世界旅遊組織對可持續的旅遊業提出以下定義：  
 

「可持續的旅遊發展符合現有旅客及旅客接待地區的需求，同

時確保及增加未來繼續發展的可能。預計這會令所有資源的管

理可以滿足經濟、社會及美學的需要，同時保持文化完整、基

本的生態過程，生物的多樣化和生命的支援系統。」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旅遊計劃：   

 
本文件並沒巨細無遺地討論所有可行的計劃，對鄰近的索罟群島只簡

略提及一項可行計劃，但若考慮任何大嶼山的發展計劃，亦應一併考

慮鄰近其他島嶼。這裏提出的亦非一成不變的計劃，提出這些計劃只

是拋磚引玉，目的在探討巿民和政府可以如何合力為這一代和後世保

護和持續發展大嶼山及鄰近島嶼。  
 
大嶼山堪稱中國最可愛島嶼之一，並且是「香港最大及最美麗的島嶼」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語 )。它曾被稱為『膜拜者之島』，在 1970 年代時

共有 135 所寺廟。今天仍有很多尚有香火供奉的寺廟，大部分依然環

境靜穆。  
 
大嶼山保存了很多小型鄉郊社群，包括漁農業社群，可讓人們深入了

解南中國的鄉村生活。  
 
大嶼山的海岸線迂迴曲折，山巒高聳，山上急流飛瀑，景色異常秀美。

它的濕地、林地及山間灌木叢孕育了豐富的動植物，其中數種更屬全

球稀有品種。  
 

規劃時須考慮的因素  

《概念計劃》提出多項計劃的建議，有些明顯異常矛盾，例如深入城

巿化，包括在旅遊發展計劃的地點  (在原先預留予發展「遊客天堂」

的一片沿海土地，見「大嶼山北岸發展計劃的可行性研究」) 附近擴

建新巿鎮和發展物流。  
 
《大嶼山保育策略書》提出在大嶼山發展 [巿區式 ]可能會帶來損害的

疑慮，那些疑慮今天仍有根據；巿區式發展對香港的其他地區較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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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尤其是九龍半島。至現時為止，仍沒有人提出論據表明這種在大

嶼山作出的發展確實是可持續的。  
 
因此，本「另擬概念計劃書」包含互相補足和前後連貫的計劃，而以

確保大嶼山除了可保存其美麗面貌之外，亦可達致持續發展為目標。

本計劃書極為強調旅遊業：  
 

1. 旅遊業  – 涉及海外旅客及港人  – 對大嶼山已是舉足輕重，

而且隨著昂平 360[纜車 ]及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必定變得更

加重要。  
 
2. 由於旅遊業不須作出大規模的城巿化發展  ─  事實上這些發

展更可能令遊客卻步  ─  故此會是該島達致可持續發展的關

鍵。但必要條件是島上環境不受損害，而且為當地社群帶來

實際利益，即有了廣義的可持續發展的旅遊業，為當地社群

帶來實際利益。  
 

3. 大嶼山有不少潛能足以作可持續的旅遊發展，包括文化、遠

足及戶外運動、自然旅遊，甚至沙灘康體活動。所有這些潛

能，或多或少都存在；只要有妥善周詳的策劃及管理以保護

環境免受損害，這一切都可以大加發展。  
 

4. 在香港其他地方的旅遊業都會從大嶼山的可持續發展受惠，

部分原因是大嶼山是通往香港的門戶，美麗的綠色大嶼山會

提升旅客對香港的印象；再者，推廣大嶼山的其他旅遊點，

將令香港成為一個更吸引旅客的地方。  
 

5. 有效的可持續旅遊業，會為大嶼山的本地社群帶來裨益，有

助扭轉諸如梅窩等地方的經濟下滑局面。  
 

6. 如大嶼山獲得良好保護，加上強勁的可持續旅遊業，亦可為

香港巿民帶來裨益，提供一個現成的遠離鬧巿繁囂的避靜之

所。尤其是在非典型肺炎疫症過後，香港巿民多了從事戶外

康樂活動，當中數個主要活動地點都位於大嶼山。  
 

7. 因珠江三角洲多處正受到急劇、考慮不周及極不可持續的發

展所害，故大嶼山亦可為珠三角其他地方的人提供度避靜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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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與旅遊業配合，可作其他可持續發展，例如發展有機種植、

生產及展覽藝術及工藝品、文化表演及體育運動。  
 

9. 其他好處還包括大大改善有關設施，教育香港人 (尤其是學童 )
認識自己的文化遺產及本土自然歷史。  

 

可以推行的計劃  
 
以下是一些有助確保在大嶼山可持續發展的計劃例子，當中包括取自

「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船園  」、立法會議員陳偉業的意見書及其

他團體和個人的意見。  
 
提出這些例子的整體目的是為了顯示大嶼山是可以保護的，而且可以

改善環境，它亦同時可變成為香港及海外遊客提供多樣化旅遊的目的

地。不管遊客是想尋求戶外運動的刺激，還是山間寺廟的寧靜，抑或

想探索自然及文化歷史，又或想享受悠閒散步之樂、海灘逍遙一日、

鄉郊食肆的一頓美食，大嶼山都可以讓他們享受得到。另一個目的是

確保大嶼山仍然是一個美好的住處，是一個香港人引以為榮的地方。 
 
大灣保育區  
 
大河以其淡水魚種類繁多見稱，在它與其毗鄰地方生長了多種野生

生物。在環保方面來說，它在香港私有土地中位列第二，屬於 12 塊

上佳土地之一。只要作出有效管理，以達致保育和教育的目的，它便

可以成為一個無可比擬的自然保護區。  
 
為了保存大河及近河水域保持生物多樣化的特色，有關在大河口

填海的計劃應予縮減或放棄。  
 

欣澳旅遊樞紐  

 
欣澳可作遊客往來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重要樞紐。這裏可以作為運輸中

心 (不是室內綜合大樓 )，讓旅客可以就近搭乘交通工具往諸如鄰近的

九龍等巿區，享受室內娛樂、飲食、時尚物品店、主題遊覽點和室內

康樂運動設施所帶來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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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可以在這個旅遊樞紐提供資料，重點介紹香港多處 (尤其是

大嶼山 )可供戶外活動消閒的地點。  
 
鄰近的陰澳和海岬景色非常迷人，是遊客漫步的好去處，尤其是當他

們沒空遊覽大嶼山其他地方時 (迪士尼樂園除外 )。這裏可以興建一兩

間俯瞰海灣的小型鄉村式食肆。  
 

東涌  

東涌的價值可予以提升，加設供遊客 (包括乘搭空中纜車的遊客 )及當

地居民遊覽的旅遊景點及設施，同時可增加當地居民的就業機會。大

體上，巿區可以包括食肆、酒吧及商舖，但應盡量減少興建新屋苑，

以保留大量綠化土地，避免空氣污染物聚集。  
 
東涌地區的歷史名勝包括東涌堡及東涌炮臺，兩者均可改為博物館  –  
甚至加上把歷史 (例如皇家軍隊與海盜船之間的歷史 )重新展示。  
 
由於臭名遠播的海盜張保仔的艦隊在赤鱲角對開海面被打敗，東涌極

有潛質改作博物館  –  是設置「活博物館」的理想地點，可用真人打

扮成過去的邪惡人物。 (周潤發將在下一集的加勒比海盜中扮演張保

仔，儘管電影情節偏離歷史事實 [宣傳資料稱他是 15 世紀而不是 19
世紀的人 ]，但將令更多人認識張保仔。 ) 
 
候王廟亦是一個歷史景點，它是宋室為避開蒙古軍隊追捕而逃至香港

(包括大嶼山 )那段歷史的標記。這處亦可把歷史重新展示，讓香港與

大嶼山過去的一些歷史軼事重現人們眼前。  
 
鄰近候王廟是䃟頭，這是一處具特殊科學價值之地，亦是當地養殖大

閘蟹的地點之一。它與候王廟、東涌河及舊稻米田，可一起使東涌西

面包括東涌灣一帶  (這處不應填平 )變成一處吸引遊人及當地居民的

地點。這亦可成為由東涌乘搭登山纜車的人起始所見景觀。不過，為

了保護䃟頭的生物多樣化價值，必須有完善的管理。  
 

嶼南的旅遊住宿地方  

目前已有多間提供住宿的村屋分佈於大嶼山一帶，包括沿岸地方如長

沙。這些住宿地方可加以改善，又或增加其數目，但卻不需作損害環

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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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雖然它們的整體發展潛力很大，只是每所村屋都是小型房屋，

它們可能沒有能力進行推廣，但當局可以協助它們向香港及海外遊客

宣傳其住宿服務 (見後面有關大嶼山旅遊推廣協會的建議 )。  
 
(見後面有關基礎建設部分 ) 
 

大嶼山博物館及花園  

如設立大嶼山博物館及花園，可以成為大嶼山遊客的一個熱門旅遊

點。館內展品可以涵蓋大嶼山的文化及自然歷史，從島的形成，至人

類登陸島上留下考古學家發現的工藝品，再至今天為止，加上島上動

植物演變的綜覽。 [雖然這個簡介大致與尖沙咀的歷史博物館相似，

但大嶼山博物館可以有所不同，可以把焦點側重在自然文化歷史及提

供予遊客的活動上。 ]  
 
這裏亦可以強調大嶼山能夠提供的活動種類，令這個中心變成在島上

探索的跳板。  
 
選址可以包括東涌（遠離東涌古堡這個本身已是名勝的地點）；或梅

窩、昂平（假設空中纜車成功架設）。  
 
這個中心可以包括景觀花園，種植島上本土的花草樹木，這些植物將

會吸引雀鳥、蝴蝶及其他野生動物到來。  
 
這裏亦可擴大至用以展示在這個地區以外地方 (諸如南中國及東南亞 )
的生物多樣化特色。  
 

大嶼山的旅遊中心  

可以在大嶼山的主要進入點 (例如梅窩及東涌 )設立遊客諮詢中心。這

些中心不須美輪美奐，例如在梅窩  – 至少初時  – 便可只增加漁農自

然護理署的資訊站所提供的資料。  
 

梅窩  

翻新  梅窩逐漸沒落；但如它再次對遊客有吸引力便可扭轉情況。梅

窩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  ─  它有一個理想環境、鄉郊特色及美麗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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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  
 
不過，梅窩有些地方看來破敗，混凝土已變得灰白：在小輪碼頭附近

尤其如此，給予小輪乘客一個不良印象。這裏有很大的改善餘地，例

如可以植樹或加設花床，取代大片混凝土。另外，亦可以豎立指示牌，

提示遊客值得參觀或遊樂的好去處。  
 
名勝古跡  梅窩有一些差不多已坍塌的舊瞭望塔可以重修。本來已有

一些小徑穿過這個地區，但豎立一些較清晰的指示牌，可指引遊客如

何穿過這些建築、果園、田野及小村莊，然後到銀礦灣瀑布，這個瀑

布景色優美，而且容易前往，只是未有加以推廣。大可以增加一些適

合人們步行及乘腳踏車前往的史蹟徑。  
 
可以開放銀礦灣作 (導賞式 )遊覽用途；如真的開放，可以設置展覽

品，介紹這裏及香港其他地方的採礦歷史。  
 
其他可以考慮設置的設施包括水上運動中心，或者住宿地方，而有關

運動可以包括龍舟競渡，讓遊客有機會一試划龍舟和在舟上擂鼓的滋

味。  
 
梅窩濕地保護區  梅窩的沼澤和魚塘受到冷待，渠務工程及逐漸填平

濕地都對它帶來不良影響。不過，它們仍然吸引野生生物，這裏有白

鷺等雀鳥。這一帶可以隨時改成小型濕地保育區，並加上遊客設施，

例如隱藏觀賞處 (隱蔽處 )及小徑制度。人們可以在這裏輕易觀賞到大

型水鳥，例如白鷺及鷺鳥。這裏亦會有罕見品種，這點亦會令大嶼山

更吸引遊客。  
 
昂平：土生林地及茶園  
隨著昂平 360 遊客景點的出現，昂平勢將成為遊客不可不遊的地點。 
 
昂平環境優美，本身有茶園、林地和樹木研習徑。這裏可以種植更多

土生樹木，開闢類似昔日覆蓋大嶼山及香港大部分地區的亞熱帶林

地。在改善了林地及增添野生生物品種之後，將有助突出佛教教義中

對自然的崇敬，以及道教與自然並行不悖的思想。  
 
茶園近年已有些受到忽略，大可稍為協助茶園重修部分地方，以及售
賣當地生產的茶葉。紫背天葵曾是這區的名産，可予以種植。  
 
大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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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村  大澳已是旅遊景點，只要再加推廣，以及受惠於遊客被吸引前

往昂平，可以大幅提高整體的遊客數字  －  但為了取得平衡，以免在

任何時候這條村被遊客擠得水泄不通 (周六及周日及公眾假期的高峰

期人數可能已達或接近最高可容客量；星期一至五或許尚能容納多些

遊客 )。減少擠塞或許有方法，例如延長遊客的旅遊路線、設置指示

牌等方法，使大部分遊客朝一個方向行走，諸如作順時針方向環行。 
 
在基建可能需要改善之餘，亦須向有意經營酒樓、咖啡館、商舖及小

型文物博物館或提升其質素的本地人提供協助，令社區從旅遊業受

惠，但同時保留吸引遊客的環境及氣氛。  
 
濕地  除了大澳，還有紅樹林及小沼澤和昔日的鹽田。這些地方都獲

得一些保護，另外更在進行種植紅樹林的工作。持續的積極管理可以

使這些濕地獲得更大改善。  
 
特別是，假如在梅窩設立濕地保育區而又證明有成效，那麼便可以改

善大澳的濕地，亦增設一些如隱藏觀賞處的遊客設施。  
 
民族文物館  可以建立民族文物館介紹大澳的傳統生活方式，包括捕

魚及抽鹽的方法。這至少部分可以作為活的博物館  ─  例如有人賣魚

乾，像當地人一代一代的做法。 [這個館可以由現有的小型文物館發

展而成，或者乾脆向目前的文物館持有人提供經濟援助。 ]  
 

悟園  悟園是香港一處獨一無二的地方  ─  也可能在全球獨一無

二。它或許可算是香港的愚昧之處：它是一個中國式的景觀園林，築

有鯉魚池，位置遠離道路 (但旁有一條主要遠足徑 )，環境怡人，最適

合遊覽。  
 
其建築雖然有些破敗，但若加協助，當可加以修葺。這處有很大可能

變得更加吸引遊客，比如設置茶室  ─  如中式茶室，或者住宿地方，

並且改善園林，在園內集中種植大嶼山及華南的植物群。這些發展應

是小規模進行的，並作出一些保護措施，確保環境不受損害 (包括確

保河水不受污染 )。  
 

分流  – 鄰近大浪灣  

分流村已經差不多荒廢，然而卻是香港的一個美妙地方，附近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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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堡壘和神秘的石圓環，可以步行或乘船前往。這裏亦可以加以改

善，以增加對遊客的吸引力，比如加設可容納少數人的住宿設施，供

欲在一個恍若遠離城巿繁囂的幽靜地度宿一宵的人入住。  
 

單車徑   

大嶼山實在可以建設一個出色的單車網絡；事實上，山上已有單車

徑。新的單車徑可以開闢，但只能容許對環境造成微小傷害。現有的

路線可以推廣，尤其是嶼南集水區，這裏既能令人享受到輕鬆踏單車

之樂，亦是一條可讓一家享受踏單車之樂的理想單車徑。不過，新建

的山上單車徑很可能會與遠足人士有衝突 (遠足應較踏單車優先 )。  
 

極限運動  

大嶼山除了可成為本港極限運動的主要中心外，亦有極佳潛力發展單

車徑。它可以發展成山上單車徑、歷險賽道、攀山徑及諸如皮艇等水

上活動的目的地。這些設施對初學者至專家都適合，並可為在國際上

代表香港的運動員提供訓練設施。  
 
設立一個「大嶼山極限運動中心」，可以作為這些活動的中心。這個

中心可以為本地及海外參賽者提供住宿設施、固定訓練場地、體育

館、岩石場、訓練場、修理裝備工場、帆傘商店、食堂、體育用品店

等等。選址可以是長沙的嶼南醫院和十塱。  
 

長沙  

長沙是香港最美麗的海灘之一  ─  由於它正位處一條大路旁，故更為

突出。不過，它的使用率相對不足，原因或許是差不多很少人認識。 
 
可以做些推廣長沙的工作，在路邊設置指示牌，為坐巴士前來的遊客

指示路徑。  
 
長沙西面一帶應保持現有狀況，潮汐線上繼續長有自然植物，並容許

人們在沙上沿途漫步。  
 
長沙東面一帶已有遊客設施，包括村屋的食肆和設有遊客住宿地方的

水上運動中心。經過為該區進行較大的推廣後，這些設施可在星期一

至五 (目前在這些日子較為淡靜 )吸引多些遊人；或許可把更多度假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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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裝成非干擾式遊客設施，主要讓遊客享受海灘及南中國海景色和水

上運動。  
 
貝澳水牛田  
 
貝澳濕軟的荒廢田野是野生水牛的生活地，這加上當地景色、海灘及

鄉郊特色，將可令貝澳成為一處重要的遊客景點。  
 
水牛和「牠們」的田野應受到保護，如有需要，可改善控制水牛數目

的方法。這區可在社區的協助下加以改善，在一些受到相當破壞的地

方種植花草樹木。  
 
正如大嶼山大部分地方，推廣工作不可或缺：現下遊客很容易乘巴士

穿過貝澳村而毫不察覺是否有些值得遊覽的地方。這裏可以拓展一條

水牛徑，包括從大路開闢一條環迴道路穿過田野去到海灘，然後返回

道路。如果遊客增多，便可以多開設些小型商店和咖啡店、住宿地方

(避免在海岸保護區興建樓宇 )。  
 
建議興建北大嶼郊野公園 (擴建部分 ) 
 
這個郊野公園擴建部分實在不應在本計劃中出現；該擴建部分規劃已

久，在 2001 年已刊憲，現在應已成事實。  
 
該郊野公園擴建部分似乎沒有藉口繼續延誤興建，這個擴建部分一旦

建成，可成為開闢新遠足徑 (及山上單車徑 )和保育活動的中心。  
 
其他重要天然地區的保護  
 
其他珍貴的地區，例如海岸線、山溪、濕地及風水林都應給予正式區

劃以保護。  
 
索罟群島  
 
有建議把索罟群島闢為海岸公園；這可對大嶼山四周的海岸保護有重

要貢獻。  
 
索罟群島有潛力發展成生態旅遊目的地，它有珊瑚群落、再生林地及

舊農地和小沙灘。遊客可以來此作日間旅行，因此可以在這裏興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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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地方，讓少數人可在此度宿。  
 
基礎建設  
 
要確保大嶼山的發展真的可以持續將是一項挑戰。這方面可以引發一

連串問題；不過，有些問題是可以預計得到，以及可以預先減輕或解

決的：  
1. 個別地方的承受能力。評估承受能力是困難的事，也有些主

觀。不過，必須小心確保遊客不會蜂擁至有關地方，破壞原

本吸引遊客的自然美景。這對那些易受影響的地方，例如建

議興建的自然保育區及悟園，尤其重要；這些地方或許需要

購票入場。  
2. 污水處理及排污設施必須足夠。  
3. 交通需要考慮。必須強調使用最少量交通工具來滿足遊客及

當地人的需求，小輪可以擔當有用的角色。除了車輛外，小

輪可以提供方便又景色優美的交通工具；沿岸鄉村的小型碼

頭可以帶遊客進來使這些社區增加生氣。增添較佳的巴士  
(或者小型旅遊巴士之類 )較增添的士為宜。  

4. 在鄉郊地區的住宿地方應屬小型地方，以與環境配合，並且

可以確保留宿者真正享受到鄉郊環境之樂  ─  可以與小島渡

假勝地 (例如在泰國的 )相比，不同之處是大嶼山的建築物可以

有一種地方特色。另外，亦可以用一些地方物料 (例如竹子 )
來興建住宿地方。  

 
推廣是成功的關鍵  
 
這份並非一份討論詳盡的文件，但清楚說明大嶼山現有很多吸引遊客

的景點，而島上可作旅遊景點的地方亦很多，大可改善這些景點和創

造新景點。  
 
不過，這些景點只有很少宣傳或完全沒有宣傳  ─  很多甚至鮮為香港

人認識。因此，可以為大嶼山紛繁多樣的景觀加強宣傳。我建議成立

一個大嶼山旅遊推廣協會  ─  或離島旅遊推廣協會；這可有助商業機

構改善遊客服務 (例如令小型食肆提供的餐牌中英文兼備；確保宿舍

至少達至最起碼的住宿標準 )，以及可宣傳景點，包括透過互聯網的

途徑。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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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寫本計劃書時，我使用了以下資料：  
 
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諮詢摘要    大嶼山發展專責小組  
船園  ─  大嶼山可持續發展構想  
大嶼山保育策略   綠色大嶼山協會、長春社、地球之友、綠色力量、

香港海洋環境保護協會、世界自然 (香港 )基金會  
美麗大嶼山   包括「綠色大嶼山協會」、「爭氣行動」、「保護海港協會」

等團體  
 
另外有個別人士 (包括來自非政府組織的人士 )對本計劃書的初稿提

供了寶貴意見。不過，這裏不會公開其姓名，因為至少其中兩人擔心

有人會把「提供意見」視作「全面支持 /贊同意見」。儘管如此，他們

的意見卻令本計劃書更充實；我在此謹衷心向他們致謝。  
 
作者  
 
Martin Wil l iams 博士  
「香港戶外遊踪」的創辦人，www.hkoutdoors.com 
martin@drmartinwil l iams.com，電話： 2981 3523 
 
保育局總監 James Lazell 致南華早報的信件內容：  
 
我最近得以細讀 Martin Wil l iams 為大嶼山構寫的保育及環保旅遊發

展的計劃。相對於政府目前的計劃來看，他構想的是個可供選用的出

色計劃，而政府的計劃我相信反會導致不能持續，並且破壞生態的發

展。  
 
我本身是一個保育生物學家，自從 1979 年開始便每年探訪大嶼山及

周遭島嶼。我通常帶同一團一團的專業生物學家、研究生、大學本科

生和一些業餘自然學家踏足這些島上。我們發現了一些新品種爬行動

物和昆蟲，而且記錄了大批罕有野生生物品種的新發現地點及棲息

地。我們與本地大學的同事、漁農自然護理署、野生動物基金、嘉道

理農場及植物公園，以及其他香港機構合作，我們認識大嶼山及周遭

島嶼，像坪洲、喜靈洲、周公島、石鼓洲和索罟群島，它們都是自然

生物多樣化的寶庫。但是，歷經歲月之後，我們失掉了很多瑰寶。  
 
赤鱲角大部分土地受到消耗性破壞、東涌地區城巿化、竹篙灣興建迪

士尼樂園，以及嶼南沿岸持續興建屋苑，都破壞了一些重要的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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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和自然棲息地。農業的消失亦令稻田變回灌木林，令沼澤及稻田獨

有的多個生物品種失去了一些棲息地。雖然水牛和普通牛群可以幫助

我們維持這些開放式生態系統，但活性農業亦有需要。  
 
上述所有這些因素在該份另擬計劃書中都曾加考慮。我謹此促請大嶼

山的居民和所有關心這個問題的巿民仔細閱讀這個計劃，並希望他們

協助我們實現這個計劃的構想。  
 
 
大嶼山水口  
James Lazell 博士  
 
www.theconservationagency.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