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立法會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提交意見書 

 

尊貴的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我們是一群1975年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的工程師; 有人退了休，但亦有不

少仍在工作崗位上。幾個月前，三位同學在信報發表了題為「香港的填海工程」

的文章（見附件），可作参考，其中某些論點文章中也有提及，所以不打算重

覆了。  

在平均超過四十年的工作經歷中，不少同學在海事工程及填海的策劃，設計，

實際施工上，都累積了不少實戰經驗，大者有赤鱲角機場, 葵涌貨櫃碼頭, 屯

門內河碼頭, 港珠澳大橋, 東涌填海等等, 希望這些寶貴的經驗能對中部水

域人工島的工程建設有所幫助。 

  

A) 社會關於土地和相關事項的共識大概有以下幾點：  

 

1. 香港面對嚴重土地供應短缺。 

 

2. 因土地缺乏，可建住宅及工商業用地也就不足，引致樓價持續上升，已影

響到居民置業能力，工商業發展，和競爭能力等關乎香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數。 

嚴格來說, 也影響了民生, 生活質素, 甚至快樂指數。 

 

3. 而地價因土地稀少而不斷上升，也是樓價上升停不了的主要原因，要樓價

穩定甚至下調，沒有足夠的地是不可能的。  

 

4. 除了需地建屋，亦需要大量空間來建商業中心，道路，社區設施，公共和

綠化空間，交通網絡。所以增加土地供應是非常逼切的問題。  

 

 

B) 我們認同政府採取填海為解決土地問題的一個主要方式, 其理由為:  

 

1. 填海是在不消耗現有土地資源的情況下，形成大片土地的唯一途徑，其他

方法嚴格來說，只是轉換現在土地的用途，並沒有增加資源。  

 

2. 填海可取之處，在於可為大面積土地作完整規劃,容納足夠社區設施和基礎

建設，也不必加重現有例如污水處理，道路，醫院，學校等設施的負擔。 

3. 目前「搶地」發展多個小區的模式, 即使成功, 也對現有設施造成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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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 因為它們根本沒有更多的擴展空間或容量。現有的土地即使可用, 會

受到鄰近土地用途的限制, 因為發展仍需要與現有的的土地用途結合, 實際

上十分困難, 甚至不能與它們整合兼容。 

 

4. 填海也給政府提供一個和業權持有者洽購時一個上限，要是高於這上限（比

方$1,000/平方呎），政府絕對可以選擇填海，而無需為了土地不足而被迫付

出高昂的洽購地價。  

 

 

C) 坊間關注交椅洲人工島的主要疑問在於幾方面:  

 

1. 政府財力承擔方面, 會不會「掏空庫房」? 我們並不是這方面專家，政府

估算初步造價為6,240億 （ 2018年9月價格）, 近年政府投放於公務工程每年

平均的開支是1,000億 ，而這項目要十至十五年支付（即每年平均400億至500

億），足以證明香港有足夠的財務能力來推展。除非有更可靠數字出來之前，

我們傾向接受政府這方面的說法。  

 

2. 6,240億元的是預算是否準確? 如此龐大的工程，我們又是局外人，沒能力

詳細考核這數字，唯一可引作比較的，是政府說明6,240億裡, 1,800億是用來

填海。我們可以根據現時東涌東填海總承建商提供的資料，作客觀對比。  

 

a) 東涌東填海總價是125億，填出土地130公頃，即8千6百萬元一公頃。

而交椅洲人工島總面積為1,000公頃，預算是 1,800億 ，即1.8億一公頃, 

是東涌東的一倍有多。  

 

b) 目前資料顯示，東涌東填海在標價內完成工程機會極大，估計不會超

支。 那即是說交椅洲填海的預算傾向保守 (因大家都用2018年9月價格, 

因此沒有物價上升的因素),交椅洲的海床比東涌較深, 填海成本大約高

$200/平方呎, 則一千公頃貴約二百億, 這預算應該足夠的。  

 

3. 這項工程會不會超支？在未有進行詳細堪探和規劃前, 任何人都不可能保

證一個大型項目永不會超支，因為其中變數太多。如果光看填海預算而言，這

個預算是足夠。  

 

4. 值不值得這樣做？是不是太昂貴？我們並不是土地專家，只可相信政府所

介紹的數據，就是光看賣地而言，也足夠抵消工程總成本，而有其他70%土地

幾乎免費可建公屋, 那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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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是不是太昂貴, 那就要看我們拿什麼來作比較. 我們不能預測十年後的

地價, 可是拿東涌東填海地來說, 一公頃是九千萬不到, 那即是一平方呎少

於一千元, 這個代價和政府透過其他渠道拿地作個比較（當然也需要考慮地點

和性質的分別），就很明顯可以知道，在一切條件均等時，填海是較為便宜的。  

 

5. 海浪衝擊和地球暖化 

工程師和氣象學家們合作, 會搜集充足資料和作出精準的預測, 其成果會作

為防波設計的基礎, 之後的設計,模擬,驗證和施工, 都有國際上行之有效的

設計程式和規範。 

 

6. 環保因素/土地沉降問題  

 

近年，為減少挖掘海泥工程對環境的影響，已經成功開發無需挖掘和處理海床

軟土的地基處理方法，在香港使用的，就是深層水泥拌合法（DCM）。 現時在

機場第三條跑道及東涌東大量使用，效果良好，亦沒有對水質造成任何不良影

響。  

至於土地沉降，已有大量案例参考, 以應對此類問題。現時香港有1/3人口住

在填海得出來的土地上，而幾乎所有樓宇都是打樁作為基礎，也極少發生因沉

降而引致樓宇嚴重受損或市民傷亡的案例。 

  

 

D) 我們認為政府建議中有待改良的地方如下:  

 

1.工程需時太長  

 

a) 按政府預計, 人工島需五年後才有可能動工，而工程需耗時十至十五

年 

(合共需要十五至二十年完成)。  

 

b) 我們回顧赤鱲角機場（包括填海，建造客運大樓，以及跑道和其他設

施）,迪士尼樂園, 到現在的東涌東填海, 從決定到完工，都不會超過

十年的時間, 為何現時需要二十多年？誠然規模大了, 環保要求是提

高了, 那也只會多三至四年, 沒理由長了一倍的時間。 

c) 任何填海工程或大型工程，我們都必須要進行公眾諮詢及環境影響評

估，其設計亦必須獲得批准。但是，若這樣的諮詢，評估及批准程序

最終所花的時間比實際建造該項造福社會工程項目的時間還要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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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那麼我們必須檢討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找出為何需要那麼長時間

才能夠走完流程的原因，採取措施以改善，而不是墨守成規，錯失時

機 。 

 

d) 時間即金錢 — 這句話在大型工程上最貼切不過。 如果我們用6,240

億為基數, 近幾年工程物價指數大約按每年3%-5%上升, 我們用一個

中間數4%, 那每推遲一年, 整個項目成本就以6,240億 x 0.04 = 250

億的速度增加! 亦即是每天七千萬! 如果為了可能減省很少費用或其

他一些小事而爭議良久, 又或決策拖慢, 結果發覺浪費了大量的時間, 

值不值得, 一看數字就清晰明瞭; 這個訊息也需要市民大眾知道。 

 

2. 填料的來源 - 海沙及泥土  

 

a) 海沙 – 這是個新的問題，直至兩年多前，香港填海的海沙都取之於

近香港的中國水域，而相對價格也便宜，從未遇過任何大問題。  

 

 i. 在大約兩年多前, 內地因環保問題，亦可能對海沙需求亦較大，所以

叫停所有海沙的出口。這對已承接填海工程的承建商造成極大困擾, 而代替品

產量低,嚴重影響工程進度。  

 

 ii. 價格 – 數年前海沙才$60-70/立方米(送到工地), 而現時最大量的

代替品: 人工砂產於石場, 因需求大, 大約要$130-150/立方米 (但價格隨時

浮動），國外（包括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的海/河沙，因運輸費用昂貴，

到放進工地也要$250-400/立方米 , 而一般五萬噸的貨船，十多二十天才能在

香港清倉，作為輔助則可，若單靠國外供應沙就不切實際。  

 

 iii. 可供應數量——即使承建商願付出額外金額,代替品的產量也未必

能配合。現時臨近香港水域的石場的人工砂總產量,大約為700,000立方米/月, 

再多的話,就是要往更遠的地方,當然也比較昂貴,國外海沙, 一來是昂貴,二

來也不一定有那麼多大船及相關配套,所以供應量也必然有限。  

 

b) 減少對每年用沙的需求  

黃偉綸局長透露在人工島計劃中，有超過一半填料將會採用公眾填料， （這

是一個好的開始），而剩餘的部份，可以使用機制沙或海沙。 

  

i 我們認為公眾填料和沙的用量比例仍然可以改進，舉東涌東項目為例，一

共要用上二千多萬立方的填料，原來的用沙量是六百九十萬立方米，即大約

35%，可是經多次由承建商和顧問工程師優化工程設計，沙的用量大大減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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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三百萬立方米, 結果佔總數量不到15%。 假使同樣事情可以發生在人工島, 

那我們面對的缺沙情況減少到最低是三千萬立方米(假設總量是二億立方米的

15%), 而這個是應該是可行的(當然要論證)。  

 

ii 加長填海時間 - 大家都充分認識到, 工期愈長, 生產不受太大壓力, 也

就會便宜些, 可以考慮下列方案  

  一) 加快咨詢, 環評等所花的時間，盡快開工填海, 即使其他配套項目

(如橋樑, 道路)的建設工期仍然依舊;  

 二) 提早批出一個工程合約, 利用公眾填料在指定位置(譬如人工島填海

範圍的中部)開始填海, 甚至人工島最終設計完成之前亦可。詳細的技術層面, 

可以繼續探討。  

 

c) 填料 - 在建議的人工島，需要以數億立方米計的填料。 即使我們可以完

全不用沙（這是不可能的），也必須找到足夠合適的填料來填出一千公頃的土

地 。 

 

 i. 公眾填料 — 香港每年約有一千五百萬噸的公眾填料（從不同的工

程，拆舊樓等產生）大部份傾倒在將軍澳及屯門填料場，而這些填料因填料區

爆滿，運去台山（快10年了吧？ ）填海, 這樣安排要花政府超過$70/噸, 大

家亦看得見，越早填海，我們能用上公眾填料就越多，令工程總價也越便宜 。 

 

 ii. 光是靠公眾填料也許還不夠，我們應該考慮把交椅洲附近的小島夷平

(要注意生態環境)，所產生的物料可以作為人工島填料，而傳統的「開山填海」

所能產生的地，只要不是太遠，亦屬考慮範圍。  

 

 iii. 未來政府開發地下岩洞，所產生的石塊/填料，絕對不少，如果經過

適當處理，可以作為填海甚至部份作為沙來用來填海。  

 

d) 引入多方面的沙  

 

現在鄰近香港地區的石場, 每日產量總數不超過七十萬立方米, 有需要大大

提高, 才能應付人工島起動時的需求, 最起碼要達到每個月至少二百萬立方

米, 這個可以由下面幾個途徑達到:  

 

 i. 引入國外海沙, 這個可能是最昂貴的方式, 成本大約$300/立方米, 

大大高於其他途徑, 而運輸安排也特別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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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在內地尋找其他來源, 聽說最近有人打算往廣西取沙, 或向比較遠

的石場想辦法。 當然因為運載途程遠了, 成本也得增加, 不過還算是可控範

圍內。  

 

 iii. 新的來源 – 最近東涌東工地正在嘗試用夾碎的半風化花崗岩，如

果經檢驗樣品後合格，就表示有生力軍加入供應。以往這些半風化花崗岩石都

是廢棄物，不過因為海沙的缺乏，很多石場開始打這些廢棄物的主意，現時未

能估計生產量, 不過價格可能和現在的人工沙差不多。  

 

 iv. 如果純從工程出發，既然預料缺乏沙的問題，政府或應該提早向中央

政府提出問題所在，以尋求解決方案，光是依賴承包商自己去尋求答案，不但

費時失事，標價也可能因此更高。 又或者政府提早安排與相關石場加大產量，

以保證要用的時候不會措手不及,政府能否做到，則無從猜測了。  

 

 

E) 對工程的一些建議:  

 

1. 如果能夠盡快（這數年內）將惰性建築廢料填放到未來填海範圍中間

適當位置, 總體填海時間是能夠縮短的。  

2. 如果能夠採取下列措施, 總體建造價錢是能夠減少的:-  

a. 減少用沙 

    - 用公眾填料  

過去的填海工程也常用公眾填料，例如沙田、屯門及東涌新市鎮

的填海造地, 都曾大量利用。 建造赤鱲角機場客運大樓時, 開

挖其多層地庫取得的泥石都用於機場跑道的填海工程。  

- 由平均海平面高度至填海頂部用普通物料(例如由開山出來的泥

石)來填成。 

- 在新填海區多發展地下室, 地下城, 地下通道, 地下公共設施

供應管道涵洞。將挖出來的物料作後期填海用。 

- 用人工製沙。 

 

b. 大型填海工程所需的沙的適時供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而這會

直接及嚴重地影響到整個工程的費用及施工時間。 因為這種物料

近年在香港附近都非常缺乏，價格逐年迅速遞增，倘若可以在工程

立項初期開始陸續購買，運入及儲存以備工程一動工就可以不間斷

地應用將會有助令其價格降低及縮短工程時間。 

c. 考慮削平交椅洲,或在交椅洲開挖岩洞, 將取得的物料用於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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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做護岸的海堤也相當費時，先造海堤才能在內裡填海。總體的建造

時間是可以縮短，我們可先預製空箱式沉箱作為前期海堤護岸，再

將它們放置到填海區邊沿作為海堤。 

 

以上只是暫時想得到的, 我們十分樂意盡自己的一分力, 在涉獵了數十年的

專業範圍內提出意見。假如 貴委員會有需要, 要求澄清文章中沒說清楚的, 

或有其他相關議題需要多些了解,這篇文章的三位主筆 (顧玉燦, 黎其昌, 單

偉彪)非常樂意協助, 接受 貴會邀請, 當面解釋。 

  

 

          一群港大土木工程1975年畢業

生  

 

 

 

聯絡電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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