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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剎停明日大嶼交椅洲人工島計劃

守護大嶼聯盟成員今日(2022.12.29)藉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府提交有關中部水

域人工島(明日大嶼交椅洲人工島)的研究，在會前到立法會請願，抗議明日大嶼交椅洲

人工島計劃已失去規劃理性、在香港人口及商業用地需要下降、儲備大幅下降及結構

性財赤危機下，仍強推明日大嶼交椅洲填海計劃，擔心萬億工程，倒錢落海，禍延幾

代。

一.失去規劃理性 - 人口需求的龍門被移走了

由梁振英提出的東大嶼都會，到林鄭月娥提出的明日大嶼計劃，政府都是根據《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未來人口估算達 9 百萬人作為土地發展

需求的依據，但根據統計署 2015年的推算，香港人口將增長至 2043年達 822萬的頂峰，

然後開始下降至 2064年的 781萬人。不過在 2020年統計處已一再調整，人口增至 2041

年年中的 811萬人，然後由高峰回落，到 2069年年中降至 735萬。加上近年及將來的

移民潮，人口只會持續下降，完全失去人口需求的依據，政府為甚麼還要強推明日大

嶼人工島計劃呢？

二.失去規劃理性 - 商用地皮需求下降

政府將第二個核心商業區的啟德商業用地改劃作住宅用地，於 2022年 12月 16日截收

標書，根據報導該批賣地最後由長實以逾 87億，力壓其餘五組財團投得，平均每方呎

樓面地價僅 6,138元，重返 8年前水平，不但較市場估值的下限價低約兩成三，並且較

該集團於去年 2月投得的同區住宅地，跌價逾六成一1。事實上有關土地由啟德第 2A

區 4號、5(B)號及 10號三個分散的地盤合併而成，曾於 2020年 5月以商業用地形式推

出招標，終接獲四份標書，惟入標價皆未達到政府訂定的底價，故以流標收場。商用

地皮需求下降，政府遂把地皮改劃用途，並成功劃作住宅用途重新推出市場。事實上，

啟德區此前曾推出多幅商業用地皮招標，卻均以流標收場，除今次三幅地皮外，政府

亦曾嘗試改劃另外兩幅啟德商用地作住宅用途2。

政府一方面表示商業用地，特別是甲級寫字樓用地不足，但第二個核心商業區預留作

商業用途的土地卻因商用地皮需求下降，流標收場下改劃作住宅用地出售，反映商業

用地不足是完全站不住腳，為甚麼要為只提供 100公頃商業用地而大興土木，倒錢落

海，破壞環境呢？

三.失去規劃理性 - 無底深潭

根據本土研究社的海圖分析，明日大嶼交椅洲人工島的水深 7成以上水域達 7米至 10

米水深，而機場三跑平均水深只有 3-4米。換言之，明日大嶼交椅洲人工島所需的填海

技術及填料皆較三跑為多。根據政府統計處特選建築材料平均批發價格3，以 2022年 1

月的每公噸 324元與 2012年 1月每公噸 99元相比，增幅達 227%，與 2017年 1月每公

噸 137元相比，增幅亦達 161%，與 2021年每公噸 299元相比，增幅達 8.36%，至今價

1
星島網- 長實87億「低撈」啟德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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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仍維持在每公噸 300元以上。反映砂價的成本持續上升。香港同期將會有多項大型

工程項目，屆時無論是人力或物料需求大增的情況下，成本只會有加無減。填海是一

個海上的癌細胞，尤其是在海中心填海，只要第一桶砂倒落海，癌細胞就不斷擴散，

是一條不歸路。

四.失去規劃理性 - 漠視生態環境

政府一直聲稱中部水域一帶生態價值「相對低」，但這種比較完全缺乏客觀數據，相

對低並不表示沒有生態價值，而且由於中部水域一帶的水流較急，海水比較混濁，過

去較少在該帶水域進行生態調查，資料掌握不足。不過，守護大嶼聯盟的海洋專家於

2018年曾在大小交椅洲水域進行潛水觀察，發現一些在香港其他水域罕見的生物，包

括極罕見的海筆，而且石珊瑚不多，反而軟珊瑚佔優。政府聲稱為避免影響該帶石珊

瑚而調查填海位置，但該帶佔優勢的軟珊瑚卻隻字不提，給予公眾一種企圖矇混過關

的印象。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海底聲納研究，該帶有江豚出沒，2013 年以來《瀕

危物種紅色名錄》評估現狀為極危，中國農業部於 2017年 5月通過了提升江豚為國家

一級保護動物的議案。另外中部水域一帶是棲息於周公島的白腹海鵰的主要覓食地點，

在該帶填海起橋建屋後，填海 1,000公頃勢將江豚及白腹海鵰棲息覓食之所大為減少及

破壞。

閉幕不久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大會通過《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框架》,當中

行動目標 3要求確保和促使到 2030年至少 30%的海域得到有效保護，香港卻反其道而

行，不旦沒有海洋保育的規劃，反而進一步減少海洋的空間，破壞海洋生境。

五.失去規劃理性 - 淘空儲備、借貸渡日、要下幾代承擔

過去三年的疫情，政府已耗資數千億推行各類抗疫、防疫、補就業等措施，加上經濟

下滑，制度上的改變，香港未來的經濟前景完全處於不明朗的情況下，政府明知財政

的限制，還提出種種融資方法，包括發綠債、公私合營等，在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及移

民潮的情況下，結構性的財赤將提早出現，到時債台高築，結果要香港人的下幾代為

今屆政府錯誤決定而找錯，情何以堪！

守護大嶼聯盟希望立法會議員及政府能回歸理性，剎停明日大嶼交椅洲人工島的填海

計劃。政府即將進行公眾諮詢，聯盟呼籲香港市民為我們的下一代積極表達意見。

守護大嶼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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