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與  
民政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  

 
在大埔龍尾提供公眾泳灘  

 
目的  
 
 本文件解釋決定在大埔龍尾興建泳灘的背景，並闡述政府

當局就近來有關工程計劃的關注所作出的回應。  
 
背景  
 
2 .  大埔區議會在二零零零年正式向政府當局建議在龍尾興建

公眾泳灘。二零零五年一月，  當時的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內提出

2 5 項優先開展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當中包括龍尾泳灘工程。政

府當局就區內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優先次序諮詢大埔區議會時，

該會一直把龍尾泳灘工程計劃列為首要的優先項目，並促請政府

盡早推行計劃。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二年期間，這項計劃在大

埔區議會大會和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上已正式討論共 1 5 次，提及

的次數更超過 7 0 次。  
 
3 .  自二零零五年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一直逐步

實施上述 2 5項優先開展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就龍尾泳灘工程計

劃而言，政府當局已遵照所有有關的法定程序，分別諮詢環境諮

詢委員會（環諮會）（審研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環評報告）的結

果 ）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審 研 「 汀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T K / 1 4」刊憲後所收到的意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核 准 「 汀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T K / 1 4」，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命令收回私人土地，並根

據《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批准填海工程）。雖然在進

行這些法定程序期間共收到 2 3份反對書，但當中有些已獲調解，

而其餘也全部在提交予有關當局審議和決定的文件內充分反映。  
 
4 .  我們在二零一二年四月就工程計劃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

員會，同年五月獲得工務小組委員會支持， 終在同年七月獲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進行計劃。建造工程的招標工作在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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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八月底開始，十月十二日結束。建造工程動工前需進行的

工作（包括遷移海洋生物）已定於二零一二年年底展開。工程計

劃預計於二零一四年年底完成，而泳灘可望於二零一五年四月開

放予公眾享用。  
 
關注和回應  
 
5 .  在投標期即將完結前，包括環保組織在內的多個關注團體

向政府當局建議在龍尾興建「海岸泳池」代替泳灘。有關政府部

門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八日與這些關注團體會晤，聽取「海岸泳池」

建議的資料，並回應團體的關注。其後，這些團體仍然質疑是否

需要和適宜在龍尾發展泳灘，以及在二零零八年獲環諮會通過的

環評報告是否可信。他們的主要論據如下：  
 

( a )  龍尾一帶水質欠佳，泳灘不適宜游泳；  
 
( b )  龍尾的生態價值很高，遷移海洋生物會損害生態環境；  
 
( c )  龍尾在潮退時水深不足以供游泳之用；以及  
 
( d )  龍尾泳灘將與屯門黃金泳灘一樣，出現沙粒流失的情況。 
 

關注團體基於上述理由，要求政府當局撤銷泳灘工程計劃，改為

考慮興建「海岸泳池」，以期既保育生態，亦滿足區內居民對增設

游泳場地的期望。他們亦問及政府當局為何沒有考慮把沙田烏溪

沙的天然海灘發展為公眾泳灘，或考慮在龍尾或區內其他地點興

建浮台或泳棚。  
 
6 .   在詳細考慮環保團體所關注的事項，以及研究有關部門提

供的 新資料和報告後，政府當局在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宣

布擬推行「汀角海岸生態保育計劃」  (「汀角+」 )，從而加強保育

三公里長的汀角海岸，同時在龍尾興建公眾泳灘，滿足新界東居

民的需求。大埔區議會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會議上討論此

事，並且通過動議，支持落實汀角海岸生態保育計劃，也要求盡

早推行龍尾公眾泳灘工程計劃。  
 
7 .  政府當局就過去數月有關工程計劃的關注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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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對泳灘設施的需求  
 
8 .  本港對泳灘設施的需求向來殷切。二零一一年，康文署轄

下4 1個刊憲泳灘共有超過1  1 0 0萬人次使用，比同年4 1個公眾游泳

池加起來的9 5 0萬人次還要多。過去兩年，公眾泳灘的使用人次每

年均有百分之七至八的增長。市民到泳灘不只是為了游泳，還會

進行日光浴和欣賞海岸景色，而這些活動一般不可能在泳池進行。 
 
9 .  4 1個刊憲泳灘分別位於南區、離島、屯門、荃灣和西貢等

五區。至於大埔及新界東內毗鄰的沙田區和北區，雖然三區總人

口逾1 2 5萬，並擁有景色怡人的海岸線，但區內均沒有公眾泳灘。

自二零零零年起，大埔區議會一直積極爭取並多次提出早日在龍

尾興建公眾泳灘，供區內居民和遊人享用。這項工程計劃亦一直

得到大埔區議會內多個黨派，以及沙田區議會和北區區議會支

持。他們認為，龍尾泳灘全長2 0 0米，佔汀角路三公里長的海岸線

少於十分之一，而且毗鄰大美督這個熱門的單車和水上活動地

點，日後將與當地的現有設施互相配合。  
 
1 0 .  儘管政府當局並沒有特定政策為全港1 8區各設公眾泳灘，

但大埔區議會多年來提出在龍尾發展公眾泳灘，為新界東居民享

用的要求，實為合情合理，而且在技術上可行。  
 
 
( b )  關注團體建議的其他做法  
 
( i )  以「海岸泳池」代替泳灘  
 
11 .  我們根據所得的有限資料推斷，有關建議的前提是要保持

龍尾現有海岸線，並且不進行填海。在此情況下，可供發展「海

岸泳池」的土地僅約半公頃，並不足以興建一個具規模的半開放

式泳池及所需的配套設施，例如抽水／機房、更衣室、停車場、

救生和救傷設施。這個建議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大埔區議

會會議上提出。區議會重申，他們要求的是在龍尾提供泳灘，而

非「海岸泳池」。  
 
( i i )  在龍尾或大埔海濱公園建設如浮台或泳棚等簡單構築物  
 
1 2 .  在關注團體不希望在龍尾豎設任何構築物，亦不希望清理

海床的前提下，該處根本沒有土地設置供公眾安全地游泳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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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和配套設施。在大埔海濱公園設置泳棚的建議，也會引起相

同的憂慮。此外，在大埔海濱公園附近水域航行的船隻，也會危

及泳客安全。  
 
( i i i )  在沙田烏溪沙而非龍尾發展公眾泳灘  
 
1 3 .  二零零九年年底，沙田區議會轄下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

委員會首次通過把烏溪沙沿岸沙質地帶發展為公眾泳灘的構思。

鑑於在優先開展的工程計劃列表內有多項文康設施工程計劃，  沙
田區議會並未把在烏溪沙或渡頭發展公眾泳灘列為優先開展項

目。關注團體近日提出在烏溪沙發展公眾泳灘以代替龍尾的建

議，就二零零五年施政報告和環諮會於二零零八年通過的環評報

告而論，這個方案屬未經考慮。  
 
1 4 .  烏溪沙沿岸為狹窄的沙質地帶，並無任何配套設施，例如

緊急車輛通道及更衣、救生和泊車設施。由烏溪沙公眾碼頭至烏

溪沙青年新村射箭場一帶，也沒有空置的政府土地可供發展配套

設施。由於這個天然海灘缺乏配套設施，康文署不可能按刊憲泳

灘的方式管理。至於白石附近的渡頭一帶，目前劃為「自然保育

區」，內有茂密沿海林地、史前考古遺址等等，如要進行任何發展，

則必須仔細考證其生態和考古價值。假如我們考慮在這兩個地點

中選址興建公眾泳灘，需要評估多項因素，例如建議工地的位置、

海岸一帶的水質、建設配套設施的工程是否可行，以及可能對附

近居民、土地、海洋環境和史前考古遺址造成的影響，此外，還

需考慮當地社區的意見。   
  
( c )  環境方面的關注  
 
( i )  泳灘工程的生態管理  
 
1 5 .  土木工程拓展署（拓展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就工程計劃

提交環評報告，徵詢環諮會的意見。環諮會要求在獲得更多有關

龍尾生境的生態狀況資料後，才通過該份環評報告。在完成多次

額外的生態調查後，拓展署再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諮詢環諮會。

該會通過環評報告及生態調查的額外資料，並建議附加條件，其

中一項是要求縮減工程範圍以進一步減少對生態的影響。  
 
1 6 .  拓展署因應環諮會的建議，修訂泳灘設計，包括減少泳灘

填沙面積、停車場面積及工程覆蓋範圍等，並承諾在施工期間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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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緩解措施，以盡量減低對該區海洋生態帶來的影響。龍尾泳灘

工程計劃於二零一零年四月獲環璄保護署署長發出環境許可證。  
 
1 7 .  根據環境許可證的規定，承建商在展開工程前會清理現有

潮間帶上的石塊和硬物，每次清理的面積只限於 1 0平方米，並把

已清理的範圍立即妥善圍封。清理石塊的工作將在合資格的魚類

專家監督下進行，而魚類專家在圍封前將視察有關範圍，以免任

何具保育價值的三個品種的魚類被困於已圍封的範圍內，有關搬

遷工作只會在低潮時進行。  
 
1 8 .  在發展龍尾公眾泳灘時，拓展署一直採取「先保育，後建

造」的原則。拓展署於今年初委託顧問公司就着海洋生態緩解措

施作進一步研究及設計，包括詳細的生態調查、尋找合適的接收

地、訂定合約細則、進行實地測試，以及培訓監督人員等。  
 
1 9 .  顧問公司在本年度的旱季及雨季期間在龍尾及汀角東進行

了詳細的生態調查。經細心評估，確認汀角東為一個合適的接收

地。主要原因是汀角東與龍尾同位於吐露港，以及當地海洋生態

環境相若。汀角東比龍尾大上數倍，具備足夠的生態條件接收從

龍尾遷移過來的海洋生物。拓展署亦特別為搬遷海洋生物工作制

訂了指引和標準，包括規定搬遷工作須在合資格的魚類專家監督

下進行。在搬遷前，會預先在接收地爲不同物種劃定不同生態區。

此措施有助遷移物種適應新的環境，亦方便於生物遷移後進行生

態監察。除了具保育價值的三個品種的魚類外，在工地範圍內潮

間帶的棘皮動物，如海星、海胆、海參等，將一併遷移至合適接

收地點。  
 
2 0 .  拓展署在本年7月為遷移海洋生物進行了三天的試演，並在

預備階段邀請環保團體提供意見。試演期間的觀察所得，移動性

較高的生物大部分在清理石塊和圍封過程中都迅速離開。其間，

並沒有發現三種具保育價值的魚類（即雙斑舌鰕虎魚、賴氏蜂巢

鰕虎魚和星點多紀魨）。在試演中，拓展署成功把約2 0尾其他品種

魚類和棘皮動物遷往汀角東的接收地。從試演的經驗，我們預期

只有少量的物種需要採捕及遷移往汀角東。  
 
2 1 .  搬遷生物在香港並非首次進行，一些位於西貢北丫及東涌

的珊瑚及魚類都曾成功遷移，以便原址進行建設工程。拓展署會

加強培訓監察工程的前線員工，以配合魚類專家、漁農自然護理

署（漁護署）專業人員、環保小組及獨立的環境審查機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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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搬遷工作。在建造期間，拓展署會與環保團體保持溝通，並

邀請他們參與從龍尾搬遷物種至汀角東的工作。  
 
( i i )  水質  
 
2 2 .  為改善龍尾一帶的水質，政府當局已在龍尾及附近地區提

供新的污水收集網絡，有關工程將大致於二零一三年完成。龍尾

泳灘工程計劃環評報告採取了一個較保守的估計，假設當龍尾灘

附近四條村（包括蘆慈田、龍尾、黃竹村及大美篤）內約6 0 %的住

戶在泳灘啟用前已完成接駁污水收集系統，泳灘的水質將會達到

適合游泳的水質標準。從大埔區內其他村渠工程項目的經驗顯

示，可接駁至污水網絡地區的接駁率可達至9 0 %至9 5 %。就龍尾一

帶，政府當局亦已取得相關的鄉事委員會合作，會竭盡所能讓該

區有 多數目的住戶接駁至建成的污水收集網絡。故此我們相信

在泳灘工程於二零一四年底完成之前將會有 少 8 0 %住戶可接駁

至污水網絡，當局會繼續努力游說住戶接駁至污水收集網絡，務

求把接駁率進一步提升至逾9 0 %。  
 
2 3 .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一直監測龍尾的水質。隨著住戶逐

步接駁至污水網絡，龍尾一帶的水質 近亦已有明顯的改善，由

二零一二年中的第四級（極差）提升至近期的第二級（一般）。

當越來越多住戶接駁至污水收集網絡時，龍尾的水質便會進一步

改善。因此，政府當局有信心當龍尾泳灘於二零一五年開放予公

眾使用時，水質定必符合水質標準，而環保署亦會繼續進行水質

監測工作及定期發表監測結果。  
 
2 4 .   海水中的重金屬和三丁基錫水平一般都很低，不會對泳灘

使用者構成影響，海外的泳灘水質監測標準都不包括重金屬和三

丁基錫。雖然如此，龍尾項目的環評報告已評估建造泳灘會否導

致海水重金屬及其他污染物（包括三丁基錫）水平上升，並且在

泳灘範圍9個不同地點取樣和進行淘洗測試。結果顯示在擬建泳灘

的工程範圍，疏浚沉積物不會對附近海水釋出達不能接受水平的

污染物。環保署在船灣龍尾灘附近的海水水質監測站所收集的水

質數據，亦顯示該區水中重金屬和三丁基錫水平甚低，部分樣本

甚至低於可檢測水平。  
 
2 5 .  在一九七五至二零零六年期間，大美督附近水域（包括龍

尾）共記錄了5次紅潮，引起紅潮的藻類品種均對魚類沒有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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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至今，本港共錄得 9 4宗紅潮，當中 2 1宗（ 2 2 %）在吐

露港及赤門海峽。這2 1宗紅潮均沒有影響龍尾。  
 
( i i i )  「管海馬」  
 
2 6 .  就有環保團體在龍尾發現「管海馬」一事，擔心會否因進

行有關工程而危害該種珍貴生物。根據漁護署及珊瑚礁普查基金

合作統籌每年一度的珊瑚礁普查顯示，在二零零一至二零一二年

期間曾在印洲塘、海下灣、吉澳、橋咀、果洲、東平洲、赤洲、

沙塘口山等水域錄得 1 0 3隻「管海馬」。另外，根據漁護署於二零

一二年期間的紀錄，「管海馬」的分布範圍主要在本港東北面水

域，例如吐露港的海下灣及大美督、塔門、赤洲、吉澳、滘西及

橋咀等。在拓展署委托顧問在龍尾泳灘進行多次的生態調查中，

均沒有發現「管海馬」。由於「管海馬」一般棲息於海藻或珊瑚茂

盛的海灣。我們相信龍尾及其水域並非「管海馬」主要棲息或繁

殖地。  
 
( i v )  水深   
 
2 7 .  在設計龍尾泳灘時，拓展署已考慮到不同時間的潮汐情

況。在潮汐漲退期間，深水區（水深1 . 3米以上）的長度將大多介

乎5 0米至1 2 5米。在泳季內任何時間，深水區均足以供泳客海浴。

龍尾泳灘的水深及在潮汐退潮期間可供游泳的面積，將與康文署

轄下一些如青山灣等泳灘相若。有關龍尾泳灘深水區的其他資

料，請參閱附件。  
 
( v )  沙粒流失    
 
2 8 .  受到水流、潮汐、海浪和地理位置等天然因素影響，天然

或人工沙灘均有機會出現沙粒流失的情況。一些受到外海海浪沖

擊的沙灘會在颱風吹襲後出現較明顯沙粒流失現象。關注團體提

及較易受沙粒流失影響的黃金泳灘，本由私營機構興建，在一九

九零年代才交予康文署管理。由於地理環境因素及泳灘兩端沒建

造護沙堤，黃金泳灘在猛烈風暴過後較易受海浪及水流沖擊，以

致沙粒流失。反之，龍尾泳灘受到地形的遮擋，不容易受猛烈波

浪的侵襲，加上泳灘的兩端將建造護沙堤，因此預計泳灘不會出

現明顯的沙粒流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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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角海岸生態保育計劃」  
 
2 9 .   政府當局知悉汀角、船灣海一帶以至吐露港及赤門海峽有

相當高的生態價值，而且自然景色優美。為回應市民對生態保育

的關注，我們定會加強保育汀角東及汀角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在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們已公布推出「汀角海岸生態保

育計劃」（「汀角+」），作為長遠保育這個地區的方案。環境局會

牽頭統籌跨部門合作，制訂實施細則，並會徵詢有興趣團體及專

家小組的意見。環境局將於本年十二月與有興趣團體會晤，探討

汀角及其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保育計劃。  
 
徵求意見  
 
3 0 .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民政事務局  
環境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土木工程拓展署  
環境保護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Deep water zone of the beach (>1.3m) 
泳灘深水區(>1.3米)

50m
米

125m
米

150m米

Shallow Water Zone
淺水區

Deep Water Zone ranging 
from 50 to 125m in length
深水區介乎50至125米長

Enclosure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