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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明知東大嶼計劃造價貴、破壞環境等的弊處，仍堅持一意孤行落實計劃實在是反智；但更令人

感到悲哀的是，政府拋出受影響者較少又有實質成效的方案，嘗試轉移戰線避開各種不公義和勾結

的爭議，這是一種卑劣的管治態度。 

東大嶼都會填海1700 公頃，遠超過《香港2030+ 》指香港欠缺的1200 公頃。只要政府把東大嶼包

裝成為解決土地問題的終極方案，便可以大條道理地說土地問題已解決，市民毋須要再就發展丁

地、郊野公園、高爾夫球場等等的其他方案爭論。由學術界組成的民間土地資源小組和本土研究社

多次指出香港不是沒有地，而是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正當民間團體以理性主義綜觀分析土地資源

問題時，政府卻採用漸進主義的思考模式，大幅度、無中生有地製造土地供應，想市民把集中力聚

焦在多了出來的「邊際供應」上，哄市民「袋住先」。可是難道這樣就可解決丁權過大的問題嗎？

難道這樣私人會所霸地的不公義就冇存在嗎？並沒有。說到底，政府只是在轉移視線，掩耳盜鈴地

用一個爭議較少、更有效率的方案「塞住市民把口」，以粉飾太平，逃避社會間種種的不公義，任

由官商繼續勾結，任由資本勢力繼續壯大。 

更卑劣的是，政府其實一早已對東大嶼都會有定案，只是虛偽地自編自導自演一場大龍鳳假裝聽取

公眾意見。在施政報告中，明明上一段（第三章61段）才提到要等待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詳細分

析，下一段（62段）已經宣佈「明日大嶼願景」。再加上「智庫」團結香港基金月前公佈倡議

「強化東大嶼」，政府背後的計算已經呼之欲出：東大嶼都會計劃早在2015 年公佈《香港2030+
長遠發展策略》時已有定案，所謂的公眾參與，什麼什麼「土地大辯論」，一切都只是安撫大眾的

虛偽公關技倆。 

為了爭取市民支持，又為了不得罪土地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政府並沒有正視土地資源分配的不公義

，卻不擇手段地推行「明日大嶼」，務求把爭議及阻力減到最少，盡快做出政績並收割成果。因為

對官員而言，看得到實質成效，箍住支持者，往往遠比程序公義重要。如果政府繼續採取這樣卑劣

的施政態度，不單無法妥善地完全解決社會問題，更助長不公義的毒瘤，製造社會撕裂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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