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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 

 

東涌居民對大嶼山發展意見 

本人在過往 2 個月曾經收集區內約 40 位東涌居民的意見，綜述如下︰ 

 

被訪的會員大多支持大嶼山的發展，一方面考慮將來香港長遠發展的必要性，第

二為大嶼山周邊的地區如︰東涌、小濠灣、欣澳、大嶼南、梅窩、亦能透過發展

機遇令區內的生活質素有提升。 

 

對於大嶼山的發展為數十年的計劃，居民更關注發展對現時的生活起了什麼樣的

變化及影響。如果短期的發展項目能夠利民，他們對大嶼山長遠的發展更有信心。

以東涌為例 

 

一. 加快東涌民生設施的規劃及發展 

現時東涌地區 8 萬人口，民生設施、社區康樂場地仍然十分欠奉，晚上十時

後，區內商場關門後，食肆全都關上，想找到傾計或消夜的地方都沒有。至

於居民基本的民生素求，如︰日用品或生活必須品均需乘車跨區購買，區內

可選擇的街市只有 2 間惠康、2 間貴價百佳及 2 個領展街市，這樣高消費的

日常生活場所都未能滿足地區的需要； 

 

又例如︰東涌及大嶼山的中小學校，運動會亦需前往其他區域借場舉辦。因

此，強烈要求盡快落實興建民生基本設施如︰市政大樓、大型標準運動場及

文娛中心等。以回應居民在衣、食、住、行等問題，促進宜居宜業。 

 

建議新規劃增加街道地舖的特色，讓原居民或青年均有創業的機會，扶持本

土經濟及鼓勵青年有創業的機會。同時盡快啟動活化東涌馬灣涌的工程項目

和啟動東涌市鎮公園這些已有共識，惠及當區居民的工程項目，更可為新城

古鎮增添新的旅遊景點，也即可舒緩居民養生減壓勝景和活躍本土經濟。 

 

 

二. 「交通運輸」 

1. 加快區內交通網絡點、線、面的聯繫︰ 

政府先加快落實東涌市鎮交通網路的改善工程，並持續優化區內的交通網絡，

如︰改善或重組現時巴士服務路線，引入專線小巴循環線服務， 貫通市中心、

東涌西及東涌北、機場及人工島，讓居民及旅客有更多點的交通選擇；此外，

東涌將會為 27 萬人口及機場、港珠澳等以十萬計的流動人口，發展集體運輸

系統如高架輕軌鐵路是有需要的，將東涌市內旅遊景點，港鐵、屋苑及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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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迅速疏導繁忙時間的人流及流動旅客激增的流量。 

 

2. 增設交通配套設施，優化管理 

現時大嶼山南部的梅窩、大嶼南、大澳等道路不符安全標準，應盡快改善嶼

南路，擴闊羌山道及修建邊遠鄉村救護車路；並應擴建大澳至東涌沿岸走廊

幹線。加強交通配套設施如車位、配合鼓勵電氣化車輛，增設足夠的加油站

及充電站等。各旅遊點增設公共洗手間、加強管理旅遊車上落點及公共交通

分流等。打造南大嶼成為交通安全通達，舒適愉快的渡假勝地。 

 

 

三. 推動大學及專上教育，培育專才︰ 

我們感到欣喜係政府終於聽到在大嶼山發展專上教育的素求，但可惜的是現

時政府規劃的大專教學用地為位於仍未填海的東涌東區域，以現時規劃進度，

相信需時十至二十年，我認為這樣已錯過發展人才的機遇，部份居民建議，

政府可研究東涌西部(即石榴埔近散頭村一帶)，把現時堆滿雜草、棄置豬欄

的低生態價值的綠化地改劃為專上院校的教育用地，發展保育、綠色旅遊的

研究學院，吸引世界級的學者及人材於大嶼山發展。同時，也可將現行擬規

劃的中小學原址改為專業學院，為青少年當區升學，當區就業向上流，如大

型高端項目展覽及接待、酒店業、航空業、國際物流受金融服務等智能城市

佈局，培養人才。 

 

四.「康樂及旅遊」︰ 

   1. 大東山的環境保育︰ 

同意大東山推廣成為綠色旅遊景點之一，讓多些行山人士可享受美景。 

但礙於大東山為僅存的大自然景觀，我們希望有合理規劃，如洗手間、指示

牌等配套，但並不期望有太多人工的建設，令自然景觀受破壞，如太高太大

型的建築物，擔心會形成光害、垃圾堆積。建議參考外國國家公園的做法，

把影響大自然的因素減至最低。此外，以大東山山頂的環境(大風、危險)，

並不適宜作露營場地，故建議在周邊的安全地區，另建簡單的露營場地。 

 

2. 大濠的保育發展 
大濠與南大嶼的天然優美環境，應與全港居民一同分享，但發展的同時，亦

應考慮當地居民的意見。如部份大濠的居民建議在當區發展自然保育教育中

心，讓大眾對保育概念有更多認識等。 
 

總結︰ 
對於大嶼山發展是長遠的計劃及研究，本人建議局方設立拓展署，處理不同持份

者的素求，加強宣傳及教育，讓大家一同參與大嶼山的規劃，在過程中必須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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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目標為基礎︰一)發展要有可持續性；二) 發展與保育要得平衡；三) 發展佈

局要合理；四) 發展宏大藍圖的同時，要兼顧當區居民的民生素求和重視居民權

益；五) 已取得共識的區域，要盡快立即啟動工程，讓居民分享發展的成果。 
 
東涌安全健康城市︰劉淑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