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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土地供應策略﹕填海及發展岩洞」 

第二階段諮詢意見書 

 

香港目前的土地儲備僅可興建 13 萬個住宅單位，加上動工

中的 6萬個單位，只有約 19 萬個單位應市。政府預計未來

30 年，香港將增加 140 萬人口；假設平均每戶 3人，需要

47 萬個單位。這意味將來約有 28 萬戶的房屋問題未能得到

解決。基於這個預測，港府確有必要未雨綢繆，優化土地

供應策略。 

 

維港外填海屬於去年《優化土地供應諮詢》重點之一，在首

階段諮詢期，政府已提出 25 個填海選址。發展局於今年初

公布展開「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維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

第二階段公眾諮詢，當局選定 5個近岸填海選址，包括屯門

龍鼓灘、青衣西南、沙田馬料水、大嶼山小蠔灣和欣澳，

共可填出約 600 公頃土地，面積直迫油尖旺區的 699 公頃。 

本人覺得建立長遠土地儲備，還需顧及日後民生的交通需

要，前瞻設計新土地的交通網絡，設置集體運輸鐵路網絡

尤為重要，上述的填海選址都要考慮結合現時的鐵路網

絡，按需要增加新車站或新支線，只有交通配套完善，未

來的新社區才會吸引市民安居樂業。 

 

由於香港目前並無大型土地儲備，維港外填海屬最少爭

議，不僅可為香港建立長遠土地儲備，亦可化解地區矛

盾。本人認為，填海是漫長過程，暫時不用強硬劃定填海

後的具體用途，在平衡發展和環境生態的前提下，落實好

選址，然後邊填海、邊規劃用途，日後可再因應當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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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配用途，更為靈活變通。政府提出的填海選址，暫

時先做前期研究和初步設計，在有需要時即可動工，屆時

詳細規劃可同步進行，縮短造地時間。 
 
填海造陸無疑是會影響甚至破壞海洋生態，環保團體亦不

會輕易放過當局。據了解，政府構思日後的新界西和大嶼

山 3 個填海區，不用傳統的大石作為海堤，而改為引入生態

海岸線，栽種紅樹林，希望填海後可回復生境，為白海豚

等海洋生物創造生活環境。但是，填海會改變水流方向和

速度，直接影響在該處棲息的生物生態，並非單是引入生

態海岸線便可解決填海的破壞，政府必須做更詳細評估，

更多科學化的研究，例如利用遙感測量技術結合地理資訊

系統，採集各填海選址的環境數據，再模擬填海對各選址

在海流、土地、環境氣温、交通等各方面的影響，讓社會

大眾有更堅實的討論基礎，政府的規劃有更科學的數據支

持。 
 
同樣地在 「發展岩洞」 方面，政府應多作宣傳，以減低和

避免土地業權持有人對 「發展岩洞」可能引發的憂慮和業

權爭議。 
 
本人認為，政府任何的諮詢，都要了解不同持份者的訴

求：要顧及事件的利益團體，如進行填海造地時周邊居民

的生活需要，保障社會和諧。按諮詢結果優化原有計劃，

才能令政策變得更完善、更可行。得到市民支持，亦有助

提高政府施政效能，提高政府的管治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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