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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退休政府土木工程師協會前主席 

對「明日大嶼願景」（包括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的意見 

 

我們是香港特區政府土木工程師協會前任主席，在香港政府任職超過30

年而退休，當中有些退休至今已經超過10年了。我們曾經在政府不同部

門工作，參與建設香港不同大小基建項目，伴著香港成長。 

 

香港從六十年代開始，人口不斷增加，基建項目和住屋需求亦隨之增加。

我們當時作為年輕工程師，對於建設香港和參與不同的基建項目，抱着

一份使命感，將自己學到的專業知識，投入參與每一項具有挑戰的工程

項目，尤其於70年代未80年代開始，我們主要以填海造地方式使不同的

新市鎮誕生，以解決市民殷切的住屋及各類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們更以

填海方法興建了整個赤鱲角新機場，西九龍等香港的重要發展項目，為

香港繁榮作出貢獻。 

 

如今回望過去，看來我們和同事們與及業界同業共同參與興建的新市

鎮，包括沙田、荃灣、大埔、粉嶺、上水、元朗天水圍、將軍澳、屯門

等的居住承載量已經或接近飽和了。我們寄望我們的接班人，包括業界

和在政府工作的年輕一代工程師們能抱着我們當年的那份使命感，同樣

地運用學到的專業知識和工作經驗，服務香港的市民，為我們的下一代

建設新的新市鎮和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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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明日大嶼」計劃 

我們很高興看見政府現在推展的「明日大嶼」這個跨越二十多年的願景，

可以為市民和下一代確實地提供新的土地，能夠有效解決住屋需求和創

造第三個核心商業區 CBD3，增加就業機會，讓年輕人有更大發展抱負

的空間，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根據政府提交的研究報告，明日大嶼首

階段在交椅洲附近興建面積約1000公頃人工島，簡稱為「人工島」，興

建15至26萬個住宅單位，計劃於2032年讓首批人口遷入。作為上一代建

造團隊的一份子，我們十分支持些建造工作延續下去，造福社會和香港

的下一代。 

 

香港工程師有豐富填海經驗 

香港由過往至今運用的填海技術都是當時的世界級數，香港的總土地面

積中，有約6%（即約7000公傾）是由填海而成，亦即在香港已建設土地

中，有超過四分一是由填海而成。它亦已承載了27%的人口，以及70%的

總辦公室樓面面積。香港的工程師，經過幾十年（甚至過百年）參與不

同的填海做地的工程項目，當中包括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上文提到的

新市鎮、西九龍及大部分九龍/港島北沿岸、迪士尼、近期完成的廣珠澳

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以及正在動工的東涌東填海及機場三跑填海工

程，已經累積了豐富經驗和打好了穩固的根底，再加上不倦學習填海技

術新知識，我們作為長輩工程師及業界的一份子絕對有信心現政府的工

程師團隊及業界工程師，跟其他專業界別能同心協力，解決將來建造人

工島可能遇上規劃上或技術上的問題。因此坊間近期出現一些過慮的疑

問，例如因全球暖化而擔心超高的越堤浪、像日本關西機場的陸沉、人

工島變孤島，相信是有點多疑了！ 

 

填海做人工島興建新發展區是值得支持的，只要今天盡快撥款，展開
研究，對以下的關注點作出詳細探討並適當處理，我們絕對有信心當
今和未來的建造團隊可以比當年的我們做得更好。 
 

填料問題 

有些市民表示擔心香港缺乏填海用的填料。這個擔心是可以理解，因數

量龐大。但社會應該留意到，這個1000公頃的填海將會是用超過10年時

間完成的。因此需求是長時間攤開來的。填海用的填料，可來自海砂、

機砂、陸上採泥區、和公眾填料等等。海砂供應是緊張的，但不是沒有。



 

機砂的供應量現在越來越趨大量、穩定。本地採泥區則需通過環評，可

找一個遠離民居，低生態價值的地方或荒島試試。至於利用公眾填料（即

惰性拆建物料）更是一石二鳥的解決問題。我們知道政府每年需要處理

大約1500萬公噸各類大小工程產生的公眾填料。香港土地珍貴，也要撥

出地方用作公眾填料庫。香港隨着經濟發展而引致公眾填料不斷增加，

公眾填料庫是有滿瀉的一日。交椅洲人工島填海可使公眾填料得到有效

的歸宿。既可省卻建造人工島的成本，又可省卻用更多珍貴土地作儲存

公眾填料。事實上香港過往很多填海土地都有使用公眾填料，這並非新

鮮事物。 

 

土地沉降問題 

我們在60至80年代進行填海工程的確遇到一些技術問題，例如剩餘沉降

控制。因此舊式的填海很多時把海底的淤泥挖走、傾倒，然後再用砂料

回填。但現在新的填海技術，已因環境保護及減少資源耗用原因，可採

用全不浚挖的方法來填海。現在我們的主填海造陸普遍利用排水帶，加

預壓荷載，在建築期間加快沉降速度，以達至填出來的土地盡快可以被

使用，有效控制剩餘沉降於標準內。至於海堤，在21世紀的今日，已經

有新的填海工程技術解決這些問題，例如用大鋼筒插入海床並連接起來

成為海堤、用「深層水泥拌合法」以代替傳統的疏浚法和排水法加固海

床等等。因此新填海地沉降並不會是一個不能解決的問題。 

 

對環境的影響 

現今的政府工程師，均十分明白發展及保育的平衡。因此在興建人工島

和發展新市鎮發展經濟的同時，香港的工程團隊定能萬分注意保護香港

的環境和生態。香港有十分完善的環評制度。填海工程動工前，必須取

得環境許可證。我呼籲未來的工程團隊，除了定當按照及符合「環境影

響評估條例」的所有要求外，更要進一步研究及探索更先進及環保的填

海技術和設計以保障所有海洋和海岸生態，例如要保護中華白海豚，引

入生態海岸線的概念，提供近水的自然環境與市民享用。故此我們非常

支持政府在2018年施政報告中提出的10億元大嶼山保育基金，用以規劃

大嶼山、設計和落實不同的發展和保育措施，好以增強香港市民、環保

團體、保育人士和相關持份者對發展明日大嶼和建造人工島的信心。 

 

 



 

越堤浪 

對於有擔心人工島選址會需要建造很高的填海地，以應付超高的越堤

浪。事實上現在一般新的填海土地已在+6.5米或7米的標高。根據國際間

的估算，這應該足以應付直至本世紀末全球暖化帶來的影響。我們相信

未來政府的研究，定會在這方面作出更詳細的研究及計算。 

 

結語 

最後我們無論從長輩工程師或市民的角度來看，也認同明日大嶼對下一

代極具意義，不單止解決年輕人所憂心的住屋問題，還給予他們就業和

發展個人理想的願景。由於大嶼山有國際機場和港珠澳大橋，政府亦承

諾將來有高效運輸網絡連接中環商業區、人工島、大嶼山、新界西北。

這樣等同將香港核心區域和全世界連接一起。讓香港市民尤其是年輕下

一代可以更便捷走出香港，磨練經驗，發掘自己，曠闊視野及才能，從

而發展自己的潛能和事業，邁向自己的理想。這是我們長輩們最樂見到

的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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