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烈擁護建人工島 

蘇子聰 

土地供應不足已經是香港正在面對而有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過去，我們

沒有好好去面對。造成今日這個比較嚴峻的局面。 社會已投放很多資源在

教育上，作為高級知識份子，應深入全面了解整體經濟，環境及社會訴求，

平衡各項影響、因素及持份者的訴求，提供正面解決問題的方案，以達至

社會可持續發展。不應只提出反對。在土地供應的問題上，不可能有十全

十美的方案，需要做一些妥協，甚至抉擇。我們要攜手、要有勇氣去解決

問題。今天， 我建議建造人工島以解決土地問題。 

 

中部水域沒有白海豚出沒記錄，亦不影響鄰近居民的景觀，又沒有情感或

集體回憶，我認為反對的持份者應該不多。土地用途的規劃，可考慮遷置

或安置在市區不受歡迎的設施，以便釋放市區土地做作住宅、商業、文娛

康樂，以至老人設施用途。 

 

我們亦不一定要建造巨形的人工島, 我們可以分別建造幾個比較小形的人工

島，將不受歡迎的設施 如: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骨灰龕場, 監獄, 疫症研究, 

隔離中心,國際航運中心,等設施搬到人工島上, 既可以避免市民對這些設施

的顧慮, 又可以增加可發展的土地空間, 缓解, 空气污染等问题。 

 

再者，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個事實，在過去數年，我們處置填料，要付錢

給人家，又要運輸，產生很多碳排放。運到台山，幫人填了四百多公頃土

地i。如果我們自己有合適的用途，其實這些錢可以節省，亦可以填了地方

給我們自用, 所以建造人工島的確是一個值得我們去考慮的方案。 

 

我建議政府除了短期內加快一些可行性研究，包括生態, 海流變化和交通運

輸工作，在建設人工島時，盡量減少對海洋生態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 以消

除大眾對建造人工島的疑慮。 
 

(660 words) 

外國經驗 

人工島式圍填海是目前國外的流行趨勢，而且具有十分明顯的優點：首先，採用

人工島方式圍填海，不但可以增加更多高價值的土地，還可以在人工島之間的水

道和人工島岸線上，開展海上交通、旅遊觀光、等多種海洋事業；其次，在不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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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和破壞原有自然岸線的同時，大量新增岸線，甚至港口岸線；第三，在一定程

度上仍能維持海洋生態系統，對海洋環境影響相對較小。因此，日本填海已很少

自岸線向外延伸、平推，而通常是建成人工島。神戶的港島和六甲島、東京灣內

的扇島、長崎市的香燒島、大阪市的關西機場等，都是十分知名的人工島。在荷

蘭，政府準備在北海建造一個、形狀像鬱金香的人工島，以緩解城市人口壓力。

而將舉行 2014 年冬奧會的俄羅斯索契市，在附近黑海也將建起一座仿俄羅斯版

圖形狀的超豪華人工島。 

其實建造人工島在人類的文明歷史上已經不是一個新的概念,  早在 1634 年, 日本

的江戶前時代就開始建造了一個用作收容歐洲人的人工島----出島而比較近代的

例子也有日本的關西國際機場及中部國際機場, 這 2 個世界級的機場,分別 始建於 

1986 年及 2000 年. 由於整個機場都是建在人工島上, 土地空間的控制比較容易, 所

以在營運機場配套設施上的規劃都比較完善。 

對於環保, 來到新加坡，主角是一個垃圾填埋區，事實上，這是一個人造島ii，儘

管在這個像公園一樣的人造島下面， 掩埋著 980 萬噸經焚燒後的廢棄垃圾，但

這裡就像自然保護區一樣。而且，最特別之處在於，它為新加坡處理了全國 90%

的垃圾同時，還能維持一個有完整自然生態系統的“活躍”垃圾處理場，並且因

環保做得成功而成為當地熱門旅遊景點。白天不少釣魚運動者前來這個島，而到

了晚上，天文學家將過來這邊觀天象。學生們也組團來島上的蓄潮池參觀海葵和

海星。這種參觀活動非常受歡迎，據悉，新西蘭、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環保部高

級官員們也曾參觀此島，在此學習垃圾管理經驗。在建造人工島的技術方面,以

現今技術而言, 其實已經可以全部用天然材料建造,  所用的都是沙粒和岩石, 這對

周遭的環境及生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其實不大。 

 

                                                           
i參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 

ii參考: 金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