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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分目下的大嶼山總綱圖開支的提問 
(文件 IDC 7/2021 號) 

 
發展局和土木工程拓展署可持續大嶼辦事處的綜合書面回覆 

 
 

有關大嶼山保育和康樂總綱圖的提問 
經廣泛諮詢後，政府在 2017 年制訂了以「北發展、南保育」為總體

規劃原則的「可持續大嶼藍圖」(下稱《藍圖》)，力求在大嶼山的發

展與保育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本處於 2020 年根據《藍圖》內有關保育和可持續休閒康樂的建議，

具體整合了大嶼山不同地區的特色，制定了《大嶼山保育和康樂總綱

圖》(下稱《總綱圖》)，為推動大嶼山的保育和可持續休閒康樂措施

提供指引框架，以協調政府與私人的落實相關項目。 
 
《總綱圖》是按三大目標而制訂:即(1)保護環境及加強保育；(2)加強

社區參與及教育；及(3)提供可持續休閒康樂予公眾享用。《總綱圖》

按點-線-面方式，將不同景點、活動及主題地點，以行山徑、單車徑

網絡及水陸交通連接，構成五大主題，包括(1)北大嶼康樂走廊；(2)西
北大嶼生態文化走廊；(3)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4)鄉鎮地區改善；以

及(5)遠足樞紐。相關建議概念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及確立，個別建議的

可行性將按既定程序進行研究和探討，如有需要，會適時諮詢相關持

份者。本處亦會向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匯報大嶼山發展與保育的工

作進度，當中包括《總綱圖》及其相關建議。 
 
就你來信提及的其他議題，本處回應如下： 
 
保育工作 
政府一直按「北發展、南保育」的原則推動大嶼山的工作。除了推出

大嶼山保育基金資助保育項目外，本處正分階段收集大嶼山的生態資

料，探索合適的保育措施。貝澳、水口和大澳的生態研究快將完成，

第二批地點，即䃟頭至深屈、二澳及十塱的生態研究亦會相繼開展。

此外，本處亦正分階段研究大嶼山村落的鄉郊文化和歷史，以設立文

化及歷史資料庫，物色可進行鄉村活化工作的優先地點及具體保育措

施。 
 
此外，我們亦會根據《總綱圖》的相關建議，積極推動大嶼山的保育

措施，並希望創造機遇，讓大嶼山成為匯聚各樣自然生態康樂和文化

活動的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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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保育基金 
政府已於 2020 年 10 月成立了大嶼山保育基金，該基金旨在推動和落

實在大嶼山的保育工作，以及在一些偏遠鄉村和社區進行小型改善工

程，以支援保育措施。基金涵蓋多方面的保育措施，包括自然保育、

文化保育、活化村落、環境教育和社區參與等，並已於 2020 年 12 月

28 日公開邀請第一輪保育和有關項目的申請。凡符合申請資格的非

政府機構均可提出申請。 
 
為善用大嶼山保育基金，務求批出的保育項目可產生協同效應，以提

升保育效益，我們建議優先資助(1)位於南大嶼具生態價值的大澳、貝

澳或水口的保育項目 1；和(2)符合《總綱圖》所概述的規劃意向的項

目。然而，大嶼山保育基金諮詢委員會 2會根據既定的評審標準，包

括擬議項目能否達致保育目標、項目的質素和可持續性、項目財務預

算、申請者的技術和管理能力以及其過往籌辦相關活動的經驗等因

素，處理所有項目的申請。 
 
交通及運輸 
來信提及的《檢視大嶼山的交通運輸基建網絡及旅客接待能力的研

究》仍在進行中。為改善大嶼山區內和對外的連繫，該研究會審視改

善大嶼山區内道路及碼頭設施的需要和可行方案。礙於在研究期間的

多個內外因素的影響，例如 2019 年社會運動及新冠肺炎疫情等，我

們需要額外時間檢視研究數據的可用性，以及持份者於研究期間提出

的意見，包括綠色交通運輸方式和如何改善大嶼山的交通運輸基建網

絡等。預計整項研究於 2021 年下半年完成。 
 
政府一直按「北發展、南保育」的原則推動大嶼山的工作。政府在推

展個別項目時，會根據上述原則考慮南大嶼交通需求和承載能力等因

素，並提供合適的交通配套設施。 
 
 
2021 年 2 月 
 

                                                      
1 「大嶼山保育工作小組」(分別來自環保團體、地區團體及可持續發展小組的成員)經過詳細討

論，揀選首批討論項目以進行跟進工作，當中均提及保育具生態價值地點，包括大澳、貝澳及

水口。《可持續大嶼藍圖》亦提出了保育貝澳濕地、水口的天然沙坪或泥灘生境，及大澳的濕地

及紅樹林。政府在2017年1月《施政報告》中公布將以大澳、水口和貝澳等作為鄉郊保育政策的

先導地區。 
2 大嶼山保育基金諮詢委員共有 14名非官方成員及 4名官方成員，任期兩年，由 2020年 10月 1日

至 2022年 9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