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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嶼研建「生態康樂走廊」
發展局倡設親水歷奇活動 料假日遊人達6000增逾倍

香港擁有許多寶貴的天然資源，香港特區政府正致力推展不同的深度旅遊。香港特

區政府發展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發展「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涵蓋長沙、水

口、石壁和貝澳。發展局建議在長沙及石壁以康樂活動作為主線，提供親水休閒康

樂、歷奇活動，以及適合文化歷史與拍攝愛好者的設施；具高生態價值的水口和貝澳

則會着重自然教育，讓遊人可「親親大自然」，料屆時該四個區域的假日遊人數目將

可由平均2,700人增至最多6,000人。發展局由今日起開展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包

括在東涌巴士總站及南大嶼不同地點設置街站，收集南大嶼居民和遊人的意見，並會

設立專題網頁介紹建議內容，從而優化及深化建議內容及推展模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四地點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長沙
定位：康樂樞紐
簡介：長沙鄰近東涌道，地理位置優越，且擁有長達
兩公里、全港最長的沙灘，整個地帶具有龐大的休閒
康樂發展潛力

石壁
定位：休閒康樂

簡介：石壁水塘是香港第三大水庫，擁有美麗景
色，三面環山，同時亦有石壁石刻、洪聖古廟遺
址及水塘前身的石壁鄉等豐富的歷史資源

貝澳
定位：自然教育
簡介：貝澳是南大嶼另一個極具生態價值的地方

水口
定位：自然教育
簡介：水口天然資源豐富，具高生態價值，並擁
有生物多樣性豐富、非常獨特及完整性的沙坪，
非常適合作推廣自然教育及喜愛自然生態的訪客

特區政府發展局向立法會提供文件建議發展
「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立法會發展事務委
員會今日會開會討論有關建議。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一直支持加強發展深度遊，「其實香港
自然生態資源豐富，但特區政府過去卻沒有好好
善用並加以發展，即使有都比較割裂及局限性，

很難吸引大批遊人到訪。內地的梅沙等地方卻是
發展得成功的例子。」
他認為，政府發展「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

的方向正確，但該處較遠離市區，必須有全盤
的發展計劃及做好交通、餐飲及住宿配套，期
望能吸引不論是一家大細或專業的行山客到
訪，同時促進地區經濟。

議員冀做好計劃配套 促進地區經濟

發展局就建議發展「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的文件
預計，長沙、石壁、水口及貝澳四個區域按建議發展
後，將可吸引更多本地及外地遊客，假日人流或會倍
增，因此有必要加強住宿設施及水陸交通配套。為方
便喜愛深度遊景點的訪客在大嶼山多逗留數天，該局
建議在長沙沙灘、長沙山坡及貝澳山坡分別增設配合
有關地帶屬意主題的住宿設施，例如沙灘營地、優質
度假住宿及優質營地。該些住宿服務將注重訪客融入
大自然的體驗、可持續性和與區內環境互相配合，透
過戶外體驗及生態或文化導賞等活動，讓更多訪客欣
賞到南大嶼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增加他們對保育的興
趣及支持，亦為社區創造就業機會。

文件指出，在南大嶼作為自然保育的規劃意向下，
建議前往南大嶼的訪客將主要使用公共運輸服務，並
加強往來南大嶼不同景點的公共交通連接及配套，包
括提供景點之間的巴士服務、增加私家車和旅遊巴的
泊車位連配套設施（例如電動車充電設施），以及改
善連接嶼南道至山上引水道的步行徑等。
除了陸路交通外，發展局同時建議增設水上交通
設施，包括在長沙增建碼頭，讓訪客可由市區、離
島及大嶼山其他景點乘船前往，沿途欣賞海岸一帶
的美景。同時，新碼頭亦可給予當地一個發展島嶼
旅遊的良好基地，包括遊覽大嶼山南面的石鼓洲等
地。

沙灘擬建營地 利訪客融入大自然

土木工程拓展署可持續大嶼辦事處於2020年
按《可持續大嶼藍圖》中的「北發展、南

保育」總體規劃原則，制定了《大嶼山保育及
康樂總綱圖》，當中提出構建「南大嶼生態康
樂走廊」，進一步提升南大嶼海岸一帶的生態
康樂潛力。辦事處其後進行了兩項研究，探討
及提出可善用南大嶼一帶（即長沙、水口、石
壁和貝澳四個區域）的天然和歷史文化資源作
生態旅遊及可持續康樂用途。

對南大嶼不會造成不良影響
研究檢視及整合了南大嶼的生態天然資源、
休閒康樂、交通、基礎設施及其他相關資料，
並在考慮個別地點的生態價值、地理條件、天
然或歷史文化資源、休閒特色、發展限制及其
他城市的例子後，建議「南大嶼生態康樂走
廊」透過提供配合地區特色、四季皆宜的休閒
康樂設施，將該地帶打造成在香港旅遊度假的
好去處，同時藉此促進地區經濟。
研究亦已在生態、環境、交通及基礎設施等

多方面完成初步技術評估，並確定相關建議不
會為南大嶼造成不良影響。
文件根據長沙、石壁、水口及貝澳特點，作

出不同的定位及發展建議。其中，長沙具有龐
大的休閒康樂發展潛力，可打造成一個為家庭
及不同年齡層的訪客提供動靜皆宜活動設施的
康樂樞紐，例如提供多元化的親水休閒康樂活
動及不同刺激程度的歷奇設施。石壁擁有美麗

景色及豐富的歷史資源，可增添適合休閒寧
靜、文化歷史及拍攝愛好者的設施。

貝澳可連接步道 增優質營地
水口因擁有生物多樣性豐富、非常獨特及完
整性的沙坪，可增添適合探究大自然的訪客設
施，包括設立一所教育中心以推動保育工作。
至於貝澳同屬南大嶼一個極具生態價值的地
方，發展局建議提供一條連接至山坡上引水道
的步道，並在山坡上發展以自然生態為主題的
優質營地，讓喜愛深度探索大自然的訪客有多
元體驗。
文件指出，2022年進行的基線調查發現，假

日平均每天約有2,700人到訪長沙、石壁、水口
及貝澳。研究估計當擬議的設施落成使用後，
旅客數目將在假日增至每天共約4,000至6,000
人，因此必須同時增加交通配套及住宿設施以
應付需求。
發展局表示，下一步會就生態、環境及交通

等影響作詳細技術評估，並會深入探討控制遊
人數量的措施，務求滿足休閒康樂及生態旅遊
需要的同時，確保南大嶼的生態環境不受破
壞。發展局亦已就有關建議初步探討不同的推
展模式，包括評估引入私人機構參與項目的可
行性，一方面引入市場創意和資源，同時亦可
減低政府開支的負擔。經過初步接觸，有具備
相關營運經驗的私人機構表示有興趣參與推展
部分項目。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社
評

經過香港文壇中人 20 載的奔走疾

呼，設立香港文學館的倡議獲特區政

府支持，並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捐助，百年香港第一間文學館昨日

舉行開幕典禮。香港文學有獨特魅

力，中外文化薈萃交融氣息濃郁，香

港文學館提供專門場所進行研究、保

育、推廣，可使香港文學的社會價值

和市場價值更好結合，發揮「撐竿起

跳」的作用，推動香港持續扮演中外

文化交流的橋樑角色，涵養人文精

神，弘揚中華文化。這是香港文學館

的初心，也是香港文學館的價值定

位。

文學和文化代表着一個國家、地

區的軟實力。香港文學具有百多年

中西文化交匯的特質，在歷史演

進、社會變遷中扮演獨特角色；香

港文壇聚集一批來自各地的文人墨

客，深刻的人生體會、敏銳的世情

觀察、高深的文字造詣，鍛造出豐

富多彩的經典篇章，形成了別樹一

格的香港文風，成為中國文學的重

要組成部分。

香港擁有強大對外聯繫網絡，音

樂和電影發展蓬勃，令許多文學作

品得到廣泛傳播。許多在香港孕育

的文學作品，例如金庸武俠小說，

被翻譯成多種外語版本，也有部分

文學作品拍成經典電影，並在國際

上奪得多個大獎，使香港文學成為

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視

窗。香港文學為香港作為繁華的國

際金融中心、商業都會增添迷人魅

力。

香港一向是聯繫中外的「超級聯繫

人」，文學也不例外。正如特首李家

超在香港文學館開幕禮視像致辭所

指，文學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象徵。香

港一直是中外文化交匯的橋樑，擁有

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從而孕育出

與別不同的香港文學。一代又一代的

香港作家，一直以文字創作，寫下無

數優秀的文學作品。每一部作品，都

讓讀者認識香港不同時期的城市面

貌、自然風光、人情趣味、文化風

俗，以筆鋒記錄香港的發展故事。香

港文學館未來的工作任重道遠，希望

能夠發揮好橋樑角色，將香港、內地

和海外的文學界人士、文學研究者、

文學愛好者，以至廣大市民連接在一

起，讓香港文學走向更廣闊的天地。

香港文學館設立的意義，不僅在於

打造一個推廣文學的基地，能夠透過

不同活動，讓大眾持續認識香港文學

的豐富面貌和文化底蘊，了解香港文

化與整體中華文化的關聯，提升文學

鑑賞能力，充實內心的人文精神和情

懷；更重要的是，透過香港文學館為

本地和內地的優秀作品進行翻譯、推

薦、發表，向海內外推廣，致力講好

香港文化故事、中國文化故事，令香

港文學枝繁葉茂，寫下更多不朽香江

名句。

期待香港文學枝繁葉茂
特區政府昨日宣布暫緩實施垃圾徵費，並會持續

檢視工作進度，明年中再向立法會匯報相關工作。

經過「先行先試」實踐，反映目前實施垃圾徵費存

在難以妥善解決的實際困難，暫緩實施實事求是、

理性務實。環保減廢是世界發展大勢所趨，儘管暫

緩實施垃圾徵費，政府仍要在推動環保上下大力

氣，尤其要發揮市場力量，大力發展垃圾處理、資

源回收產業，提升市民環保減廢意識，為未來更好

推行垃圾處置和環保產業創造有利條件。

政府從4月1日起實施垃圾徵費「先行先試」，

發現參與試行計劃的居民仍未能適應計劃，不少人

覺得擾民，商戶則認為會增加成本不利營商，大部

分意見建議暫緩實施徵費。「先行先試」的結果顯

示現行做法減廢成效不太理想，只有個別試點減少

了一兩成廢物，「三無大廈」和商場的廢棄物都無

明顯變化，七成住戶及六成商戶都表示沒有因此改

變垃圾棄置量。因此，政府暫緩實施計劃，待進一

步總結經驗、完善措施，是負責任的做法。

不過，實施環保減廢的方向正確，暫緩垃圾徵

費，並不代表永久擱置，而是爭取更多時間，為落

實計劃做更周全準備。政府會繼續推進各方面準

備，包括做好對市民的宣傳教育。由下個月起，政

府逐步向所有公共屋邨住戶，每月免費提供20個指

定垃圾袋，為期半年，借此引導居民透過用指定垃

圾袋處理垃圾，評估和減少產生垃圾量。屋邨清潔

工人亦能夠在此過程中，熟悉如何處理指定垃圾

袋，無須改變工作模式。政府、市民、物管和清潔

業界在過去幾個月的討論和參與「先行先試」，加

深對垃圾徵費的了解，進行了有益嘗試，這些經驗

不會白費。

有環保團體擔心，暫緩實施垃圾徵費可能會令本

港環保工作倒退，甚至造成「垃圾圍城」。其實，

垃圾徵費只是政府廢物資源管理的一部分，暫緩實

施垃圾徵費對整體環保減廢影響不大。環境及生態

局局長謝展寰昨日在立法會表示，政府正在加快建

設現代化的垃圾焚燒發電，確保2035年停止使用堆

填區處理垃圾。事實上，市民生活和商業活動產生
大量垃圾，僅靠堆填不可持續，垃圾焚燒發電是理

想的處理方式。隨着技術進步，現在的垃圾焚燒發

電技術十分先進，適合在本港採用、發展。

根據政府資料，本港第一座垃圾焚化爐預計於明

年投入服務，每日可處理3,000公噸固體廢物；而

籌備中的第二座焚化爐，預計每日可處理約 6,000

公噸，合共可以處理全港每天產生的1.5萬公噸垃

圾的大部分，如果再興建第三座垃圾焚化爐，就能

夠實現「零堆填」的目標，更可以通過焚燒垃圾來

發電，實現「變廢為寶」。廣東省生活垃圾焚燒佔

比已高達 81%，有 10 個地級市基本實現生活垃圾

「零填埋」，這些經驗值得本港取經學習。

另一方面，資源回收行業發展滯後亦是本港未能

實施垃圾徵費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垃圾本可循環

再造，例如紙箱、金屬、廢舊家電等，做好垃圾分

類、妥善回收再造，不僅善用資源，更是很有發展

潛力的產業。國務院辦公廳今年2月份印發了《關

於加快構建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的意見》，提出要

暢通回收管道、支持二手商品流通交易、提高資源

化利用水平等，目標是做到今年的資源循環利用產

業產值突破4萬億元人民幣。《意見》提出要發揮

好政府作用，調動企業積極性，運用市場化方式共

同努力，讓循環鏈條真正暢通起來，把垃圾變廢為

寶。本港亦應以此為目標，以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

相結合，全面支持本地資源回收業發展，增強市民

環保減廢意識，令未來實施更有效的垃圾處置體系

創造條件。

暫緩垃圾徵費理性務實 發展環保產業任重道遠

◆發展局建議發展「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涵蓋長沙、水口、石壁和貝澳。 立法會文件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