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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行都市農場 首推現耕現賣
梁肇輝：研劃出700公頃「農業優先區」活躍農地倍增

目前，香港大部分漁農產品均依靠進口，一場新冠疫情，突顯

認可本地食品供應鏈的價值，起着穩定市場的重要作用。為支持

本地漁農業長遠發展，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上月發表的《漁農業

可持續發展藍圖》，勾畫了行業未來發展的長期願景，並制訂具體支援措施。參與籌備《藍

圖》的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梁肇輝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表示，特區政府研究劃出約

700公頃的「農業優先區」供農民耕作，使處於活躍耕作狀態的農地增加一倍，並會在馬鞍山

西沙路花園和天水圍街市推出「都市農場」，天水圍街市項目更首次引入「現耕現賣」概念，

天台種菜街市販賣，更集休閒觀光和公眾教育作用於一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文文匯匯專訪專訪

香港漁農業普遍存在從業者高齡化，吸引新血
困難等問題。《藍圖》制訂一系列措施，加強培
養年輕人才。漁護署署長梁肇輝表示，署方已經
和本地大專院校合作開辦漁農業相關的學士課
程，例如香港浸會大學生物資源及農業科學學士
課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海產及淡水養殖短期
課程等，署方亦會研究將合適漁業課程納入資歷
架構名冊。

署方同時會積極舉辦各類實習計劃，增加年輕人
對農耕、漁業的認識。例如該署與蔬菜統營處轄下
的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於去年推出「水耕種植實
習培訓先導計劃」；在東龍洲魚類養殖區示範場為
本地大專學生舉辦暑期實習計劃，同時為現職和新
入行人士提供培訓。此外，漁護署透過「農業持續
發展基金」及「漁業持續發展基金」支援業界舉辦
不同課程，以吸引新人投身行業。

活雞和活豬養殖是香港現時僅存的禽畜業，每
年產出約12萬頭豬隻和逾390萬隻雞隻，在本地
鮮活食品市場地位舉足輕重。漁護署署長梁肇輝
表示，近年禽畜業養殖場數目穩定，分別有43
個豬場及29個雞場，但隨着「北部都會區」規
劃和發展，部分農場預計會受新發展區影響須清
拆，特區政府會利用這機會，推動業界從傳統農
場轉型為環保、密封式的多層禽畜樓房。
「以往一些養殖場因為異味、污水排放等問
題，經常遭到附近居民投訴，我們希望能夠用
現代化的經營模式，改善禽畜業帶來的環境問
題，同時也能節省土地，提高養殖效率。」梁
肇輝透露，第一間試點的現代化養殖場將設於
羅湖邊境，特區政府會先在該處選址進行土地

平整，其後業界會在土地上加蓋多層式養殖
場，估計最快2030年投入運作。
扶助本地禽畜業的重要一環是建立本地品
牌。梁肇輝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與業界詳細
商討本地品牌的進一步發展，包括品種細分、
宣傳等，「如果經常逛街市的人會發現，本地
雞已發展出不同的品種、品牌，例如有嘉美
雞、泰安雞、平原雞，每種雞都有特色，這些
都是市場自己發展出來的，一併稱為本地雞又
太簡單化了。豬也是一樣，有黑毛豬、家豬
等。我們將來要考慮如何將這些品牌進一步提
升。」長遠的願景，是可以將一個細分農產品
創出香港品牌，就如日本有晴王提子、新疆有
阿克蘇蘋果等。

漁業曾是香港開埠初期的本地主要產
業，但伴隨漁業資源減少及行業轉變等
因素，香港水域的漁獲自1980年代末起
持續下降。為保護本地水域生態環境，
特區政府自2012年起禁止在本地水域進
行拖網捕魚，並設立本地漁船登記制
度，以限制捕撈力量過度發展。在近海
捕魚受限的大背景下，《藍圖》提出特
區政府將推動遠洋漁業，以開啟香港漁
業歷史的新章節，同時政府亦將積極發
展深海養殖和塘魚養殖，幫助漁民解決
養殖業投資門檻高的入門障礙，促進漁
業資源可持續發展。
漁護署署長梁肇輝在訪問中表示，香
港本地漁船以往以家庭式作業為主，捕
撈地點涵蓋香港水域及我國南海，然而
若一味發展近海捕撈，不利於長遠保障
漁業資源，特區政府需要控制各類漁船
的捕撈力量在合理水平，但捕撈漁業佔
本地漁業總產值九成以上，短期內養殖
漁業無法替代捕撈，故發展遠洋漁業是
一個可行方向。

爭取國家遠洋漁船配額
「國際水域（又稱公海）的捕魚權有
限制捕撈配額，香港以往並沒有這種先
例，直接爭取配額會非常困難。」梁肇
輝說，好在國家在遠洋漁業已有豐富的
經驗。翻查資料，2022年中國擁有遠洋

作業漁船2,551艘，其中公海作業漁船
1,498艘，作業區域分布於太平洋、印度
洋、大西洋公海和南極海域，而CEPA
協議亦允許香港投資從事內地遠洋漁
業，故特區政府計劃與內地相關部門商
討，爭取國家遠洋漁船身份、指標和配
額。
在合作國家的管轄海域進行捕撈亦是
發展遠洋漁業的途徑。梁肇輝指，漁護
署現時透過「漁業持續發展基金」資助
一個先導計劃，協助本地漁民到阿曼沿
海水域開展過洋性遠洋漁業，此外，有
本地漁民與內地企業合營到南太平洋，
如馬紹爾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專屬經濟
區，從事金槍魚延繩釣漁業，署方會繼
續為該些項目提供技術支援。
「如果長期進行遠洋作業，漁民就要
改變傳統的經營方式，向公司化、規模
化轉型，遠洋船通常會長期在獲批准的海
域停留，漁民可僱用員工協助作業，甚至
可在港遠程經營漁船。」梁肇輝說。

政府租借深海網箱等設施
在發展深海養殖方面，梁肇輝表示，特
區政府計劃於黃竹角海、大鵬灣、外塔門
和蒲台（東南）位置劃定新養殖區，總面
積約600公頃，是現有養殖區的3倍面
積，目標將本地養殖海魚產量在5年內增
加一倍，至1,200公噸，15年內增至約
6,000公噸，即現時10倍水平。
「深海養殖的前期投入成本偏高，一
個大型的桁架網箱魚排投資可能要2,000
多萬元，全部由私人投資比較困難。」
因此，特區政府計劃推動行業組織統籌
管理新區的養殖活動，例如由政府資助
提供深海網箱等設施予團體租用，估計
四五年可收回成本。
在塘魚養殖方面，由於涉及土地，以
往亦存在與種植業類似的問題，即土地
資源不穩定，無法讓經營者形成穩定的
預期。梁肇輝透露，特區政府會以擬建
的三寶樹濕地公園為試點，在園內劃定
魚塘範圍，並提供合適的土地及配套設
施，為養魚戶提供穩定作長遠經營。
「業界以前抱怨飼養的塘魚經常被鳥類
捕食，現在我們將魚塘規劃為濕地環境
的一部分，為鳥類提供食物成為魚塘的
一部分生態責任，剩下的魚仍然可進行
售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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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漁農業課程 設基金吸新血

推動禽畜業轉型 盼打造港產名牌

在《藍圖》中，施政報告就漁農業升級轉型提出
八大發展範疇，涵蓋基礎設施、財政、科技應

用、人力資源及培訓等，並透過一系列具體措施，
推動行業邁向規模經濟。在農業領域，土地面積
小、租地使用年期短等因素，都令本地農戶不願投
入更多資源經營農地，故特區政府將採用劃定「農
業優先區」、推展農業園以及建設「都市農場」等
方式，盡可能提高農戶用地的確定性，向高空發展
可利用土地，提高農業資源利用率。
穩定的土地資源對農業發展至關重要。梁肇輝表
示，全港適合耕作的土地約4,000公頃，目前有700
多公頃處於活躍耕作狀態，餘下大量農地被荒廢，
或成為棕地，「我們和農友去聊，他們也說，不是
不想投資（土地），但很多時候業主沒辦法提供長
期、穩定的租約，投資進去，有可能第二年就被趕
走。」
為此，特區政府正進行「農業優先區」研究，劃
出優質農地範圍，並會對有關土地進行長遠保育。
他介紹，「農業優先區」或與現有耕作中的農區
面積相若（約700公頃），如此一來不僅可保留優
質農地，亦有益其他行業發展，將非農業用途的土
地釋放出來，重新規劃，又透露有關研究將於今年
中有初步結果，其後會展開業界諮詢，預計年底前
可完成研究。

公私營合作 減少收地程序
同時，特區政府會積極推展位於古洞南、合共約
80公頃土地的農業園運作，其中第一期園區已於
2022年底陸續投入運作，政府會加快第二期發展，
會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簡化部分程序。「以往的
園區運作是政府從私人手中收地，土地歸政府所有
後再分租給承辦商運營，但我們了解到一些農業園
土地的持有人也有意與農業組織合作，進行長遠發
展。如此就減少了收地的程序，農戶可以更快獲得
穩定的土地。」梁肇輝說。
香港土地資源始終稀缺，產量難以與內地相比，
但梁肇輝認為，本地農產品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和意
義。「最大優勢是新鮮，進口食品從採摘到來港，
一般起碼經過數天時間，本地可以做到即日上架，
此外運輸路途短、碳足跡少，也是一種優勢。」
《藍圖》的另一項政策亮點是提出都市農業概

念，梁肇輝表示，「都市農場」在密集型城市有很
高的實用性，新加坡和荷蘭都有成功先例，這類農
場不僅可以利用樓宇上蓋等閒置空間，亦具有觀賞
和教育價值。由於建設耕作系統牽涉到水電供應、
建築物的承重能力等，在籌備新市鎮時作「都市農
場」的規劃最為容易，例如「北部都會區」的公

屋、公共設施等規劃，私人發展商亦可參考有關概
念，提出申請，但若在現有樓宇加設農場，或要經
過較多審批程序。

天台種菜直送樓下街市販售
特區政府已就「都市農場」展開兩個先導計劃，
分別是位於馬鞍山西沙路花園的試驗項目，和天水
圍街市天台項目。梁肇輝表示，馬鞍山項目正在進
行招標中，對年內順利運營有信心，「農場面積有
500平方米，我們計算過，這個規模下是可以盈利
的，農場位於公園裏，也可以作為休閒觀光和公眾
教育的場所。」天水圍項目更首次引入「現耕現
賣」概念，天台上種植的菜蔬可直接運到樓下街市
販賣，該街市仍在建設中，預計2027年運營。
梁肇輝強調，保障本地食品供應更有重要的抗風

險意義，「近年極端天氣頻生，大量供應農產品的
地區也可能因為氣候減產，造成供應鏈不穩，本地
食品供應可以起到良好的補充作用。」有關情況在
禽畜產品中更為顯著，舉例目前香港100%活雞屬本
地供應，本地活豬的市場佔比亦高達約14%，疫情
期間內地供港活豬一度減少，當時本地豬農增加每
日供應量，減輕市場所受到的影響。

香港漁農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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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漁產品年消耗量

種類

海魚
淡水魚
貝介類
註：均為2022年數據

資料來源：漁護署

年消耗量

8.94萬噸
（108.5萬頭）
3,929公噸
（1.2萬頭）
7,387公噸
（392.9萬隻）
12.92萬噸
77.97萬噸
57.86萬噸

年消耗量

10.62萬噸
4.51萬噸
8.60萬噸

本地供應
佔比（%）

13.8%

0%

100%

0.02%
1.9%
0.13%

本地供應
佔比（%）
26.8%
4.6%
5.2%

◆半潛式桁架深海網箱，政府會進行前期
投資，再租給養殖漁戶用。 漁護署圖片

▲特區政府將採用劃定「農業優先區」、推展農業園
以及建設「都市農場」等方式，盡可能提高農戶用地
的確定性。圖為農業園第一期。 漁護署圖片

▼馬鞍山西沙
路花園試驗計
劃概念圖。
漁護署圖片 ◆梁肇輝表示，特區政府研究劃出約700公頃的「農業優先區」供農民耕作，使處於活躍耕作狀

態的農地增加一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