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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熱心及努力，組織及提供「大嶼山發展策略建議」咨詢場合

和渠道，讓各方持份者，有幸参與此關乎香港未來發展的盛事。 
 
因當天事忙無法親臨於現場，特書現函及，隨函附上文檔 (MFP-倡
議先導科技研究-4April2016.pdf)乙份，有勞貴當事  工作人員，將 
pdf 文檔副本抄送各講者、在場觀眾聽眾、参與者及其他關注香港發
展的持份者予参閡，不勝感謝。      順祝 
 
萬事如意！ 
 
關注香港經濟發展的市民 
黄漢強  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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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大嶼山前夕：倡議先導科技研究               

四月四日,二零一六年

大嶼山的未來，是好是壞？  今天本土各持份者的舉止，相信會導致其不可逆

轉的歸宿。  究竟是福是禍？     此答案，亦，同樣地，握著香港的命運脈

門，故須慎而重之 。

故此，在芸芸紛紛咨詢進行及討論中，容以「創新思維，科技主導」角度，作

出倡議「造地科技研究中心」（ 非只關乎土木工程科技主導的純填海方法 ）

立項，若能得充份討論和認同，並，冀研究中心的成立，能早於發展局進一步

得立法局財委撥款支持顧問研究或工程措施執行， 先在創新及科技局（ 2015

年年底成立 ）的支持下，盡早確認及成事，則大嶼山的命運，更能有機會，

得到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按排。

以上的推理，補充多些「造地科技研究中心」成立的理據，如下 ：

1.   發展大嶼山，往往要在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之間，作某種妥協或「平

衡」，議題看似是零和格局，其過程，相信亦會充滿著矛盾的紛擾，是不易政

治處理的，最終，大都會演繹出，持份者間的社會分裂，或議而不決，或決而

不行，而圖勞無功，徒造成資源及機遇浪費。     唯用科技元素，令至有幸

產生的創新、協同的利益，或令困局特破，才有機會化解持份者間的矛盾或紛

争。

2.   「發展局」倡議的交椅洲填海建造新衛星城區，是針對長遠目標的舉止，

以現時弱勢的行政主導政治氣候，成事的客觀可能，是超現實的遥不可及的長

遠。    其起步是傳統的官僚程序作業，利用公帑公開招標「專家先作頭輪研

究報告」，相信不可能有超越被規範於「認許成熟科技」內的方案出現，可用

地出現的日子，相信跚跚來遲，是會超乎香港人，於有限日子裡，能等及到臨

的。    反之， 若利用「創新及科技局」操作此提議以成事，顯得更能接近

實際及能實現的可行方案。

3.   「造地科技研究中心」產出的可用地，是符合保育環境（或環保政策）

大前題又可屬於全民的資產，若能被用於大嶼山發展，亦應當能起調解，香港

獨有的環境保育及地產權霸主導市塲，困局的作用。

4.    及，將會但仍待研發成功、及時付諸應用的……合乎創新思維、科技、

多元產業、經濟效益……的成果，對中心的成立，是有脾益，亦有助強化「創

新及科技局」成立的底蘊。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