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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日期考慮日期考慮日期考慮日期：：：： 2 0 1 4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2 8 日日日日  

 

《《《《白腊白腊白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考慮申述編號考慮申述編號考慮申述編號考慮申述編號 1 至至至至 1 0 7 7 5 及意見編號及意見編號及意見編號及意見編號 1 至至至至 3 6 6 9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  

考慮日期： 2 0 1 4年 4月 2 8日   

 

考慮考慮考慮考慮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白腊白腊白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的的的申述申述申述申述及意見及意見及意見及意見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申述地申述地申述地申述地點點點點  

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  提意見人提意見人提意見人提意見人  

1  支 持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綱草圖 (下稱「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 )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  

原居村民：  

R1 0 7 3 6  

 

大 致 反 對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 理

由 包 括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面 積 不

足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7 9 9  

 

村 代 表 及 多 名 原 居 村

民：  

R1 0 7 3 7  

 

個別人士：  

7 9 8 份 申 述 書 (R1 至

R7 9 8 )  

 

 

2  大 致 反 對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 理

由 包 括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面 積 過

大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9  9 7 5  

 

立法會議員：  

R1 0 5 4 3：：：：陳家洛議員  

R 1 0 6 0 0：：：：陳偉業議員  

R1 0 7 4 7：：：：胡志偉議員  

元朗區議員：  

R1 0 7 4 9：：：：黃偉賢先生  

環保／關注組織：  

R7 9 9：：：：創建香港  

R1 0 5 4 4：：：：西貢之友  

R1 0 5 4 5 及 R10 5 4 6：：：：

香港大學九名生態學家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3  6 6 9  

 

A 組組組組：：：：  

支持 申述書有關「 鄉

村式 發展」地帶面 積

過 大 的 反 對 意 見

( 3  6 5 9 )  

環保／關注組織：  

C3 6 4 0：：：：西貢之友  

C3 6 4 1：：：：創建香港  

 

個別人士：  

C1 至 C3639、、、、C3642

至 C3656 及 C3661  

 



-  2  -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申述地申述地申述地申述地點點點點  

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  提意見人提意見人提意見人提意見人  

R 1 0 5 7 8：：：：自然協會  

R1 0 6 0 5 ：：：： 土 地 正 義 聯

盟  

R1 0 7 3 8 ：：：： 世 界 自 然 基

金會香港分會  

R1 0 7 3 9 ：：：： 嘉 道 理 農 場

暨植物園公司  

R1 0 7 4 0：：：：綠色力量  

R1 0 7 4 1：：：：長春社  

R1 0 7 4 2：：：：環保觸覺  

R1 0 7 4 3：：：：香港觀鳥會  

R1 0 7 4 4 ：：：： 香 港 昆 蟲 學

會  

R1 0 7 4 5：：：： S e a  

S h e p h e r d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S o c i e t y  

R1 0 7 4 6：：：：海下之友  

 

個別人士：  

R8 0 0 至 R10 5 4 2、  

R 1 0 5 4 7 至 R1 0 5 7 7、

R 1 0 5 7 9 至

R 1 0 5 9 9、 R 1 0 6 0 1

至 R 1 0 6 0 4、

R 1 0 6 0 6 至

R 1 0 7 3 5、 R 1 0 7 4 8、

R 1 0 7 5 0 至 R 1 0 7 7 5  

 

B 組組組組：：：：  

反對 這份分區計劃 大

綱草圖 ( 1 0 )  

環保／關注組織：  

C3 6 5 7 ：：：： 香 港 鄉 郊 基

金  

C3 6 6 4 ：：：： 香 港 地 貌 岩

石保育協會  

 

個別人士：  

C3 6 5 8 至 C3660 及

C3665 至 C3669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 0  7 7 5  3  6 6 9  

註：  上表所列由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環保／關注組織、村民及相關團

體提交的申述書和意見書，以及一些同款的信／電郵的樣本夾附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 1 至至至至 I - 2 7。載列所有申述人及提意見人名稱及他們的申述

書和意見書的光碟夾附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V (只提供予城規會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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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 1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下 稱 「 城 規

會」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下稱「條例」 )第 5 條展示《白

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以供公眾查閱。在

為期兩個月的展示期內，共收到 1 0  7 7 5 份申述書。二零一四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城 規 會 公 布 申 述 書 的 內 容 ， 為 期 三 個 星

期 ， 讓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 公 布 期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屆

滿，共收到 3  6 6 9 份意見書。  

1 . 2  二 零 一 四年 三 月二 十 八 日， 城 規會 決 定 把申 述及意 見 分 為 兩

組考慮：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  

( a )  一併聆訊第 1 組由個別人士、村代表和多名原居村民

提 交 的 8 0 0 份 申 述 書 ( R 1 至 R 7 9 8 、 R 1 0 7 3 6 及

R 1 0 7 3 7 )的 申述 ，內容主 要是 關 於「鄉村 式發 展 」地

帶的面積不足；以及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 b )  一併聆訊第 2 組由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環保／關注

組 織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的 9  9 7 5 份 申 述 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的申述及 3  6 6 9 份

意見書 ( C 1 至 C 3 6 6 9 )的意見，內容主要是關於「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過大。  

1 . 3  本 文 件 旨在 提 供資 料 ， 以便 城 規會 考 慮 這些 申述和 意 見 。 城

規會已根據條例第 6 B ( 3 )條，邀請申述人及提意見人出席會

議。  

2 .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2 . 1  除了一份由當地村民提交的申述書 ( R 1 0 7 3 6 )表示這份分區計

劃 大 綱 草圖 可 促進 白 腊 村未 來 的發 展 而 支持 這份草 圖 外 ， 其

餘所有申述書均反對這份草圖，有關意見大致可分為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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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  

( a )  第 1 組有 8 0 0 份申述書 ( R 1 至 R 7 9 8、 R 1 0 7 3 6 及

R 1 0 7 3 7 )，由個別人士和村民提交。除 R 1 0 7 3 6 外，

所 有 申 述 人 均 反 對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認 為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不 足 應 付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 村 民 建 議 把 現

有 鄉 村 西 南 面 的 地 方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 以 便 鄉 村 擴

展 。 村 民 亦 建 議 把 現 有 鄉 村 東 南 面 的 地 方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以 便

設置公共衞生設施。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 b )  第 2 組 有 9  9 7 5 份 申 述 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 ， 由 立 法 會 議 員 、 區 議 員 、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他 們 主 要 反 對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認 為 面 積 過 大 ， 理 由 是 此 地 帶 是 根 據

未 經 核 實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而 劃 ， 有 關 數 字 根 本 並 非

實際數字。由於「鄉村式發展」地帶 4 0 %的土地由私

人 發 展 公 司 擁 有 ， 而 這 些 公 司 都 有 「 先 破 壞 ， 後 建

設 」 的 不 良 記 錄 ， 因 此 他 們 憂 慮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過 大 ， 會 立 下 不 良 先 例 ， 助 長 私 人 發 展 。 他 們 亦 擔 心

擬 議 的 小 型 屋 宇 可 能 會 為 現 有 河 道 和 白 腊 灣 帶 來 環 境

問 題 。 最 重 要 的 是 ， 當 局 應 把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以 加 強 對 這 些 土 地 發 展 的 管

制。  

2 . 2  所 提 交 的申 述 書很 多 都 是內 容 相似 的 同 款電 郵／信 ， 這 些 電

郵 ／ 信 的樣 本 連同 立 法 會議 員 、區 議 員 、環 保／關 注 組 織 及

團體所提交的申述書夾附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 1 至 I - 2 7。整套申述書和

意見書貯存在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V 的光碟，以供委員參閱。申述書所提出

的建議在圖圖圖圖 H - 1 及圖圖圖圖 H - 1 a 顯示。第 1 組和第 2 組的申述及

規 劃 署 的 回 應 ， 以 及 申 述 的 要 點 分 別 撮 述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I I I - 1 、

I I I - 2 及 I I I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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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理據申述理據申述理據申述理據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  

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  

2 . 3  由 當 地 村 民 提 交 的 申 述 書 ( R 1 0 7 3 6 ) 提 出 的 主 要 理 據 撮 述 如

下：  

( a )  村 民 支 持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 因 為 這 份 草 圖 可 促

進 白 腊 村 的 發 展 。 天 然 環 境 固 然 要 保 護 ， 但 也 要 尊 重

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的權利和土地擁有人的權利。  

( b )  白 腊 現 時 沒 有 車 路 接 達 ， 實 有 必 要 為 白 腊 闢 設 車 路 ，

這對白腊的日後發展至為重要。  

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  

2 . 4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申述書 (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7 )提出的主要理據撮述

如下：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  

( a )  所 劃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未 能 滿 足 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及 配 合 日 後 鄉 村 的 發 展 。 有 關 當 局 沒 有 考 慮 過 構 成 整

條 村 布 局 的 歷 史 文 化 及 風 水 。 原 居 民 所 住 的 舊 村 昔 日

曾 面 向 西 南 面 的 「 白 虎 山 」 ， 由 於 風 水 欠 佳 ， 所 有 男

性成年人未滿 4 0 歲就去世。因此，整條村遷到現址，

以 避 厄 運 。 當 地 村 民 想 知 道 有 關 當 局 有 否 深 入 了 解 他

們 的 情 況 ， 在 規 劃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時 體 諒 他 們 。

另 外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形 狀 不 規 則 ， 浪 費 了 可 發

展 的 地 方 ， 有 些 村 民 亦 沒 有 私 人 土 地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

因 此 實 有 必 要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擴 展 至 現 有 鄉 村

的西南部，涵蓋地帶內的政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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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不足  

( b )  該 區 沒 有 道 路 及 其 他 基 礎 設 施 和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 例 如

公 廁 、 電 視 及 ／ 或 廣 播 電 台 發 射 塔 裝 置 等 。 當 局 應 提

供這些設施。  

劃設「自然保育區」地帶  

( c )  相 關 的 部 門 (包 括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下 稱 「 漁 護 署 」 )

既 沒 有 進 行 任 何 諮 詢 工 作 ， 也 沒 有 闡 述 其 保 育 意 向 ，

評 估 報 告 亦 欠 奉 。 當 地 村 民 強 烈 要 求 漁 護 署 提 供 評 估

報告。  

「農業」地帶的可行性  

( d )  在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內 使 用 車 輛 及 農 車 受 到 限 制 ， 他 們 質

疑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如 何 能 夠 復 耕 ， 以 及 如 何 運 送 和 分 發

農 業 物 資 ／ 農 產 品 。 由 於 沒 有 復 耕 計 劃 ， 當 地 村 民 擔

心 劃 設 「 農 業 」 地 帶 ， 會 限 制 他 們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機

會；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2 . 5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申述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提

出的主要理據撮述如下：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及規劃  

小型屋宇需求  

( a )  「鄉村式發展」地帶佔地約 2 . 3 7 公頃，實在太大，更

會建 7 9 幢屋宇，但根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資料，

白腊的人口不足 5 0。政府應提出理據說明為何要劃設

如此大的「鄉村式發展」地帶。  

( b )  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無 窮 無 盡 ， 並 無 理 據 可 證 ， 亦 未 有 核

實 。 現 行 的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不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

大 部 分 申 請 都 濫 用 這 項 政 策 。 當 局 應 對 村 民 真 正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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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小 型 屋 宇 數 目 作 出 更 確 切 的 估 計 ， 並 據 之 劃 設 「 鄉

村式發展」地帶。  

( c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大 部 分 土 地 已 售 予 私 人 發 展

商 ， 村 民 擔 心 這 些 土 地 最 終 會 被 私 人 發 展 商 用 來 發 展

住宅項目。  

( d )  每 宗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都 必 須 附 有 證 明 文 件 ， 證 明 申 請 人

有 需 要 建 屋 自 住 。 此 外 ， 也 應 限 制 祖 傳 或 繼 承 得 來 的

鄉 村 土 地 的 轉 讓 ， 盡 量 使 小 型 屋 宇 仍 由 原 居 村 民 擁

有，不會售予外來人圖利。  

( e )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會 立 下 不 良 先 例 ， 影 響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 因 為 白 腊 這 個 地 區 過

去 已 經 懷 疑 有 人 圖 以 「 先 破 壞 ， 後 建 設 」 的 手 法 進 行

發展。  

對天然生境的影響  

( f )  白 腊 ( 特 別 是 其 次 生 林 地 )育 有 多 種 不 同 的 動 物 ， 在 生

態 上 與 環 繞 該 區 的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緊 密 相 連 。 白 腊 曾

錄得多種蝴蝶 ( 3 7 種 )，當中有兩種並不常見，分別是

黃 斑 弄 蝶 和 鐵 木 萊 異 灰 蝶 ； 另 外 亦 有 多 種 雀 鳥 ( 5 5

種 )，當中 1 1 種具保育價值。  

( g )  白 腊 灣 是 文 昌 魚 的 生 長 地 。 該 區 的 一 條 河 曾 發 現 中 華

花龜及虎皮蛙。  

( h )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濕 潤 荒 田 可 找 到 一 些 水 蕨

(在 中 國 內 地 列 為 二 級 保 護 植 物 ) ， 若 有 人 提 出 發 展 小

型屋宇，這種植物會受到影響。  

( i )  發 展 住 宅 可 能 要 闢 建 道 路 ， 這 樣 會 進 一 步 破 壞 自 然 環

境 。 使 用 萬 宜 路 的 車 輛 增 加 ， 亦 會 污 染 萬 宜 水 庫 的 集

水區。  



-  8  -  

 

( j )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可 能 會 帶 來 污 染 物 ， 這 些 污 染 物 會 大 大

降 低 下 游 郊 野 公 園 區 環 境 的 質 素 ， 最 終 影 響 到 白 腊 灣

生態的完整。  

對白腊灣環境的影響  

( k )  白 腊 沒 有 公 共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 區 內 小 型 屋 宇 的 污 水 只

可 由 原 地 設 置 的 化 糞 池 和 滲 水 井 系 統 處 理 。 該 區 沒 有

道 路 可 達 ， 如 何 能 妥 善 維 修 保 養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 令 人 存 疑 。 污 染 物 最 终 會 流 入 附 近 的 水 體 ， 污 染

環境。  

( l )  白 腊 地 底 表 層 的 沉 積 物 含 有 透 氣 和 高 滲 透 力 的 沉 澱

物 ， 由 沖 積 物 和 海 灘 沉 積 物 混 合 而 成 。 這 些 表 層 沉 積

物 使 污 水 流 走 得 很 快 ， 但 當 中 始 終 有 空 隙 ， 因 此 污 水

無 論 流 經 的 距 離 有 多 遠 ， 到 達 大 海 前 都 淨 化 得 不 夠 。

沒 有 進 行 地 質 評 估 ， 後 果 是 污 水 會 累 積 滲 透 入 附 近 地

區。  

( m )  根 據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 下 稱 「 環 保 署 署 長 」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提 交 立 法 會 的 一 份 由 其 擬 備 的 文 件 ，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僅 可 作 程 度 最 低 的 污 水 處 理 ， 其 排 出 的 污 水

仍 然 含 極 大 量 營 養 物 、 有 機 物 和 微 生 物 。 要 透 過 滲 水

井 系 統 有 效 減 少 這 些 物 質 ， 地 層 情 況 必 須 合 適 ， 而 有

關 地 區 的 發 展 密 度 亦 要 低 。 此 外 ， 渠 務 署 表 示 ， 若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保 養 不 足 ， 加 上 數 目 增 加 ， 長 遠 來

說，往往未能有效清除污染物。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 n )  當 局 沒 有 調 查 ／ 評 估 增 建 小 型 屋 宇 ， 在 環 境 、 排 水 、

景 觀 及 交 通 各 方 面 會 對 白 腊 有 何 潛 在 的 累 積 影 響 。 對

於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用 途 和 可 建 的 小 型 屋

宇 數 目 ， 當 局 應 作 出 負 責 任 的 決 定 ， 所 以 事 前 必 須 審

慎 研 究 個 別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承 受 力 和 西 貢 東 郊 野

公園所有「不包括的土地」的整體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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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當局也沒有定下任何計劃改善基礎設施 (例如排污和道

路 )以配合白腊的新發展和該區遊人的需要。當局應擬

備 鄉 村 發 展 藍 圖 及 定 出 公 共 工 程 計 劃 ， 改 善 白 腊 的 基

礎設施和其他設施，防止現有的鄉村污染白腊灣。  

「鄉村式發展」《註釋》  

( p )  為 免 有 人 在 申 請 更 改 土 地 用 途 前 破 壞 環 境 易 受 影 響 的

土 地 的 生 態 ( 例 如 假 意 進 行 農 業 活 動 ) ， 不 應 容 許 在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和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發 展

「 農 業 用 途 」 、 「 農 地 住 用 構 築 物 」 、 「 燒 烤 地

點 」 、 「 野 餐 地 點 」 、 「 公 廁 設 施 」 和 「 帳 幕 營

地 」 ， 或 應 把 這 些 用 途 列 於 第 二 欄 ， 規 定 要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才 能 發 展 。 有 些 申 述 人 甚 至 建 議 不 准 在

白 腊 地 區 發 展 這 些 用 途 。 此 外 ， 應 對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施 加 更 嚴 格 的 規 劃 管 制 ， 規 定 發 展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 「 食 肆 」 及 「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 ， 以 及 對

現 有 建 築 物 進 行 拆 卸 、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都 必

須先取得規劃許可。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 q )  訂 立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的 目 的 ， 是 要 保

護「不包括的土地」免因「不協調的發展」 (例如在農

地 及 樹 林 和 河 流 附 近 發 展 大 量 新 的 小 型 屋 宇 ) 而 面 臨

「 即 時 的 發 展 威 脅 」 。 可 是 ， 為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而

制 訂 的 大 部 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卻 擴 展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 使 這 些 土 地 面 臨 更 大 規 模 的 「 即 時 的 發

展 威 脅 」 ， 這 樣 不 但 違 反 當 局 所 申 明 的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 亦 不 符 國 際 性 的 《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 r )  從 生 態 、 景 觀 和 康 樂 的 角 度 而 言 ，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與 毗 連 的 郊 野 公 園 緊 密 相 連 ， 所 以 應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這 樣 ， 各 項 發 展 便 須 經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及 漁 護 署 審 批 ， 而 當 局 亦 會 着 力 管 理 ， 包

括 進 行 生 境 及 美 化 市 容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 定 期 巡 邏 和 監

察，以及採取執法行動對付違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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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人的建議申述人的建議申述人的建議申述人的建議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  

2 . 6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的建議撮述如下 (圖圖圖圖 H - 1 a )：  

( a )  當 地 村 民 建 議 把 現 有 的 白 腊 村 的 西 南 部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以便擴展該村 ( P 1 )。  

( b )  當 地 村 民 建 議 把 白 腊 南 部 的 一 塊 土 地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以 便 設

置公廁及電視及／或廣播電台發射塔裝置 ( P 2 )。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2 . 7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的建議撮述如下 (圖圖圖圖 H - 1 a )：  

( a )  應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局 限 在 現 有 的 鄉 村 地

區，並把此地帶 的面積縮減三分 之二 ( P 3 )。另應 只准

在 現 有 河 流 西 面 的 地 方 發 展 ， 東 面 的 地 方 則 應 改 劃 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  

( b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被 一 條 流 向 白 腊 灣 的 河 一 分 為

二 ， 小 型 屋 宇 的 建 築 工 程 和 排 出 的 污 水 可 能 會 影 響 該

河 。 因 此 ， 應 劃 設 緩 衝 區 ， 把 該 河 與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分 隔 開 ， 並 應 把 該 河 位 於 此 地

帶內的河段和沿河地區 (即該河兩岸最少 3 0 米的緩衝

範圍 )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設置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的位置須距離水道最少 3 0 米 ( P 4 )。  

( c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濕 潤 荒 田 有 零 星 的 水 蕨 生

長 ， 建 議 把 這 些 荒 田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 ( P 5 )。  

( d )  應 把 白 腊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 以 保 護 該 區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地方 ( P 6 )，另 應把發展審批地 區圖的有效期延 長最

少 一 年 ， 以 便 進 行 所 需 的 程 序 。 在 此 期 間 ， 應 把 「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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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及 非 保 育 地 帶 改 劃 為 「 未 決 定 用 途 」

地帶，以保護該區的天然環境。  

( e )  「 農 業 」 地 帶 所 在 之 處 是 未 成 熟 的 植 林 區 ， 亦 有 一 個

人 工 池 塘 。 該 處 的 水 文 系 統 與 流 進 白 腊 灣 的 河 相 連 ，

進 行 農 業 活 動 所 產 生 的 地 面 徑 流 會 使 該 河 及 白 腊 灣 的

有 機 物 含 量 增 加 。 因 此 ， 建 議 把 該 處 由 「 農 業 」 地 帶

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或 「 綠 化 地 帶 」 ， 防 止 水

質變差 ( P 7 )。  

3 .  對申述的意見對申述的意見對申述的意見對申述的意見  

 A 組組組組  

3 . 1  在 所 收 到 的 3  6 6 9 份 意 見 書 中 ， 有 3  6 5 9 份 ( C 1 至

C 3 6 5 6、 C 3 6 6 1 及 C 3 6 6 4 )主要由環保／關注組織及個別人

士 提 交 。他 們 表示 支 持 環保 ／ 關注 組 織 及個 別人士 提 交 的 申

述書 (即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的申述，

理 由 是 「鄉 村 式發 展 」 地帶 面 積過 大 ， 會增 加郊野 公 園 的 生

態、景觀和康樂價值受損的可能性。  

B 組組組組  

3 . 2  其餘 1 0 份意見書 ( C 3 6 5 7 至 C 3 6 6 0 及 C 3 6 6 4 至 C 3 6 6 9 )由

環 保 ／ 關注 組 織及 個 別 人士 提 交。 他 們 表示 反對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圖 ， 並認 為 「 鄉村 式 發展 」 地 帶面 積過大 ， 理 由 與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申述人所提出的相似。  

3 . 3  對申述的意見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V，而所有經

提交的意見書則貯存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V 的光碟，以供委員參閱。  

4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圖圖圖圖 H - 2 及 H - 3 )  

擬備白腊發展審批地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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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二 零 一 零年 九 月一 日 ， 發展 局 局長 行 使 行政 長官所 授 予 的 權

力，根據條例第 3 ( 1 ) ( b )條，指示城規會擬備一份草圖，把白

腊地區指定為發展審批地區。  

4 . 2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城規會根據條例第 5 條，展示《白

腊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 A / S K - P L / 1 》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根據條例第 2 0 ( 5 )條，這份發展審批地區圖的有效期為

三 年 ， 至二 零 一三 年 九 月三 十 日止 ， 除 非獲 行政長 官 會 同 行

政會議批准，才能延長。在該草圖展示期內，城規會收到 1 4

份 申 述 書， 而 其後 在 公 布申 述 書的 內 容 期間 ，則沒 有 收 到 任

何 意 見 書 。 城 規 會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考 慮 有 關 申 述

後，備悉表示支持的申述，並決定不接納表示反對的申述。  

4 . 3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四 日 ，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根 據 條 例 第

9 ( 1 ) ( a )條，核准白腊發展審批地區草圖，該核准圖其後重新

編號為 D P A / S K - P L / 2。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城規會根

據 條 例 第 9 ( 5 ) 條 展 示 《 白 腊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核 准 圖 編 號

D P A / S K - P L / 2》，以供公眾查閱。  

擬備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  

4 . 4  二 零 一 三年 一 月十 一 日 ，發 展 局局 長 行 使行 政長官 所 授 予 的

權力，根據條例第 3 ( 1 ) ( a )條指示城規會擬備涵蓋白腊地區的

分 區 計 劃大 綱 圖。 二 零 一三 年 四月 二 十 六日 ，城規 會 初 步 考

慮 白 腊 分區 計 劃大 綱 草 圖， 同 意這 份 草 圖適 宜提交 西 貢 區 議

會和西貢鄉事委員會。  

4 . 5  規 劃 署 分別 於 二零 一 三 年四 月 三十 日 和 五月 七日就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草 圖 諮詢 西 貢 鄉事 委 員會 和 西 貢區 議會。 西 貢 區 議

會 要 求 擴大 「 鄉村 式 發 展」 地 帶的 範 圍 作鄉 村式發 展 ， 以 及

在 該 區 闢設 車 輛通 道 。 西貢 鄉 事委 員 會 表示 反對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圖 ， 因為 所 劃 的用 途 地帶 會 影 響村 民的發 展 權 。 西

貢 鄉 事 委 員 會 舉 行 會 議 後 ， 白 腊 村 的 村 代 表 亦 提 交 了 反 建

議 ， 提 出把 現 時白 腊 村 西北 部 和西 南 部 由「 自然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綠 化地 帶 」 和「 鄉 村式 發 展 」地 帶，以 便 利 鄉 村

擴 展 。 當 地 村 民 建 議 把 白 腊 南 部 的 一 塊 土 地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改 劃 為「 政 府 、機 構 或社 區 」 地帶 ，以闢 設 公 廁 和

電視及／或廣播電台發射塔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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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6  另 一 方 面 ，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則 支 持 劃 設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但 認為 「 鄉村 式 發 展」 地 帶過 大 。 他們 認為， 除 劃 設 細

小 的 「 鄉村 式 發展 」 地 帶以 容 納現 有 的 鄉村 外，應 把 整 個 白

腊 指 定 為郊 野 公園 。 由 於有 一 條河 的 部 分河 段在「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內 ， 小型 屋 宇 的建 築 工程 和 排 出的 污水可 能 會 影 響

該 河 。 因此 ， 在「 鄉 村 式發 展 」地 帶 內 的那 部分河 段 及 沿 河

地區 (即該河兩岸至少 3 0 米的緩衝範圍 )應改劃為「自然保育

區」地帶。  

4 . 7  二 零 一 三年 九 月十 三 日 ，規 劃 署把 白 腊 分區 計劃大 綱 草 圖 連

同 從 西 貢區 議 會、 西 貢 鄉事 委 員會 、 環 保／ 關注組 織 及 其 他

市 民 所 收到 的 意見 ， 提 交城 規 會以 作 進 一步 考慮。 城 規 會 備

悉 有 關 的意 見 ，並 同 意 這份 分 區計 劃 大 綱草 圖適宜 展 示 予 公

眾 查 閱 。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 城 規 會 根 據 條 例 第 5

條，展示《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以供

公 眾 查 閱。 二 零一 三 年 十月 ， 規劃 署 諮 詢西 貢鄉事 委 員 會 和

西貢區議會。  

5 .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  

 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 (圖圖圖圖 H - 1、、、、 H - 2 及 H - 3 )  

5.1 申述地點遍及草圖整個規劃區 (圖圖圖圖 H - 1 a )。  

規劃區規劃區規劃區規劃區  

5.2 規劃區 (下稱「該區」 )所涵蓋的總面積約為 6 . 8 公頃，位於

西貢半島南岸，距西貢市中心東南面約 9 . 5 公里。該區三面

被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包 圍 ， 其 東 面 、 北 面 及 西 面 都 是 連 綿 山

嶺 ， 該 區南 面 有優 美 的 海岸 線 ，包 括 白 腊灣 海灘， 該 處 亦 已

被劃為西貢東郊野公園的一部分 (圖圖圖圖 H - 1 )。  

5.3 該 區 富 有 鄉 郊 田 園 特 色 ， 主 要 有 村 屋 、 灌 木 叢 、 林 地 、 草

地 、 休 耕農 地 及河 道 。 白腊 是 該區 唯 一 的認 可鄉村 ， 村 屋 大

多 高 兩 至 三 層 ， 主 要 的 村 屋 羣 位 於 中 部 。 這 些 村 屋 大 多 空

置 ， 只 有 部 分 仍 然 有 人 居 住 。 該 區 的 東 部 及 北 部 是 休 耕 農

地 ， 現 時已 演 化成 草 地 。有 一 條河 由 北 向南 穿過該 區 流 入 白

腊灣。在該區北部較遠處是萬宜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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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環 繞 該 區的 西 貢東 郊 野 公園 是 本港 的 風 景名 勝，也 是 旅 遊 及

遠 足 熱 點。 白 腊灣 是 本 港著 名 的海 灘 。 因此 ，該區 的 景 觀 價

值 高 ， 能與 附 近的 西 貢 東郊 野 公園 的 自 然美 景互相 輝 映 。 白

腊村現有的天然特色在圖圖圖圖 H - 2 顯示。  

5.5 據 漁 護 署表 示 ，該 區 及 鄰近 的 西貢 東 郊 野公 園所錄 得 的 動 植

物 大 多 屬到 處 可見 的 普 通品 種 。儘 管 該 區的 生物並 不 算 特 別

多樣化或具特別高的生態價值，但位於該區邊緣的林地 (包括

低地樹林及混合灌木叢 )與毗連的西貢東郊野公園的茂密草木

連 成 一 片， 並 與該 處 自 然生 境 的生 態 緊 密相 連。特 別 要 指 出

的 是 ， 白腊 村 附近 的 林 地曾 錄 得受 保 護 的植 物品種 香 港 大 沙

葉 ， 另 在濕 潤 的荒 田 亦 錄得 一 小羣 水 蕨 ，而 這種植 物 是 否 出

現，視乎環境狀況而定。  

5.6 該區南部有一座由當地居民建造的廟宇。  

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  

5.7 該 區 的 整體 規 劃意 向 ， 是保 護 區內 具 有 高自 然景觀 價 值 的 地

方 及 自 然鄉 郊 環境 ， 使 這些 地 方能 與 附 近西 貢東郊 野 公 園 的

整 體 自 然美 境 互相 輝 映 ；同 時 預留 土 地 ，以 供日後 白 腊 的 原

居村民發展小型屋宇之用。  

5.8 「 鄉 村 式發 展 」地 帶 的 規劃 意 向， 是 就 現有 的認可 鄉 村 和 適

宜 作 鄉 村擴 展 的土 地 劃 定界 線 。地 帶 內 的土 地，主 要 預 算 供

原 居 村 民興 建 小型 屋 宇 之用 。 設立 此 地 帶的 目的， 亦 是 要 把

鄉 村 式 發展 集 中在 地 帶 內， 使 發展 模 式 較具 條理， 而 在 土 地

運 用 及 基礎 設 施和 服 務 的提 供 方面 ， 較 具經 濟效益 。 在 新 界

豁 免 管 制屋 宇 的地 面 一 層， 有 多項 配 合 村民 需要和 鄉 村 發 展

的 商 業 和社 區 用途 列 為 經常 准 許的 用 途 。其 他商業 、 社 區 和

康樂用途，如向城規會申請許可，或會獲得批准。  

5.9 「 政 府 、機 構 或社 區 」 地帶 的 規劃 意 向 ，主 要是提 供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區 設 施， 以 配 合當 地 居民 及 ／ 或該 地區、 區 域 ， 以

至全港的需要。  

5.10 「 農 業 」地 帶 的規 劃 意 向， 主 要是 保 存 和保 護良好 的 農 地 ／

農 場 ／ 魚塘 ， 以便 作 農 業用 途 。設 立 此 地帶 的目的 ， 亦 是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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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存 在 復 耕 及 作 其 他 農 業 用 途 方 面 具 有 良 好 潛 力 的 休 耕 農

地。  

5.11 「 自 然 保育 區 」地 帶 的 規劃 意 向， 是 保 護和 保存區 內 現 有 的

天 然 景 觀、 生 態系 統 或 地形 特 色， 以 達 到保 育目的 及 作 教 育

和 研 究 用途 ， 並且 分 隔 開易 受 破壞 的 天 然環 境如郊 野 公 園 ，

以 免 發 展 項 目 對 這 些 天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帶 不 宜進 行 發 展。 大 體而 言 ， 有需 要進行 以 助 保 存

區 內 現 有天 然 景觀 或 風 景質 素 的發 展 ， 或者 絕對基 於 公 眾 利

益而必須進行的基礎設施項目，才可能會獲得批准。  

5.12 在 「 農 業」 地 帶和 「 自 然保 育 區」 地 帶 內， 如未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許 可 ，不 得 進行 任 何 河道 改 道、 填 土 ／填 塘或挖 土 工 程 ；

而 在 「 鄉村 式 發展 」 地 帶內 ， 任何 河 道 改道 或填塘 工 程 必 須

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才可進行。  

對申述及建議的回應對申述及建議的回應對申述及建議的回應對申述及建議的回應  

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  

5.13 備悉表示支持的申述 ( R 1 0 7 3 6 )。  

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及規劃  

5.14 關 於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 的 申 述 認 為 劃 作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土 地 不 足 以 應 付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 不

過，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的申述卻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太大，

因 為 有 關範 圍 是根 據 未 經核 實 的小 型 屋 宇需 求量而 劃 ， 有 關

數 字 根 本不 是 實際 數 字 。此 外 ，發 展 小 型屋 宇會對 天 然 生 境

和 排 污 方 面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 亦 會 對 環 境 帶 來 累 積 的 負 面 影

響。對於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及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所提出有關「鄉村式發展」地帶的

面積及規劃的申述，回應如下：  

( a )  在 劃 設 白 腊 地 區 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時 ， 已 特 別 關 注 到 要

保 護 該 區 具 重 要 生 態 和 景 觀 價 值 的 地 方 ， 亦 考 慮 過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更 廣 大 的 自 然 系 統 。 儘 管 如 此 ， 為 應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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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居 村 民 對 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 亦 有 必 要 在 合 適 的 地 點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 b )  白 腊 村 是 該 區 的 認 可 鄉 村 。 該 村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考 慮 過 「 鄉 村 範 圍 」 、 該 區 地 形 、 民 居 的

分 布 模 式 、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 具 有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方 及 其 他 環 境 特 點 而 劃 的 ， 只 有 適 合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土 地 才 劃 入 此 地 帶 ， 而 環 境 ／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方 及 地 形 陡 峭 的 地 方 不 會 包 括 在 內 。 在 擬 備 這 份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過程中，是考慮過相關持份者 (包

括 西 貢 區 議 會 、 西 貢 鄉 事 委 員 會 、 村 民 及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 及 政 府 部 門 的 看 法 和 意 見 ， 才 劃 定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界線。  

( c )  白 腊 完 全 被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包 圍 ， 其 東 面 、 北 面 和 西

面 山 巒 起 伏 ， 南 面 是 白 腊 灣 風 景 優 美 的 海 岸 線 。 白 腊

的 中 部 和 北 部 是 休 耕 農 地 ， 現 長 滿 雜 草 和 灌 木 ( 圖圖圖圖

H - 2 )。由於白腊中部的草地平坦，又接近現有鄉村，

面 積 亦 夠 大 ， 有 足 夠 土 地 興 建 尚 未 處 理 的 申 請 和 預 測

未 來 1 0 年 所 需的 小 型 屋宇 ， 因此 是 劃 作「 鄉 村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最 佳 地 點 。 白 腊 中 部 這 塊 預 留 作 應 付 未 來

1 0 年小型屋宇預測需求的草地 ( 1 . 8 1 公頃 )，連同現有

鄉 村 和 獲 准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及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的 土 地

( 0 . 5 6 公頃 )，合共有 2 . 3 7 公頃的土地劃為「鄉村式

發展」地帶。把白腊外圍約 3 . 4 1 公頃的林地劃為「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是 要 保 護 和 保 存 白 腊 現 有 的 天 然 景

觀 、 生 態 或 地 形 特 色 ， 以 達 到 保 育 目 的 及 作 教 育 和 研

究 用 途 ， 並 且 分 隔 開 易 受 破 壞 的 天 然 環 境 如 郊 野 公

園，以免發展項目對這些天然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 d )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僅 是 考 慮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時 所 考 慮 的 眾 多 因 素 之 一 ， 有 關 的 預 測 數 字 由 原 居

民 代 表 向 地 政 總 署 提 供 ， 或 會 隨 時 間 及 基 於 不 同 理 由

而 轉 變 ， 例 如 人 口 的 變 化 (出 生 ／ 死 亡 ) ， 以 及 現 時 居

於 村 外 (包 括 本 地 及 海 外 )的 原 居 村 民 日 後 是 否 希 望 回

白 腊 居 住 。 雖 然 在 規 劃 階 段 並 無 機 制 可 核 實 有 關 數 字

的 真 確 性 ， 但 相 關 地 區 的 地 政 專 員 審 批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時 ， 會 核 實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人 的 身 分 。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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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草圖現時所劃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佔地約 2 . 3 7 公

頃 ， 只 是 白 腊 「 鄉 村 範 圍 」 ( 6 . 8 5 公 頃 ) 面 積 的

3 4 % (圖圖圖圖 H - 1 )。  

( e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 不 論 是 私 人 擁 有 還 是

政 府 土 地 ， 其 規 劃 意 向 皆 主 要 是 供 原 居 村 民 興 建 小 型

屋宇之用。在此地帶內，雖然「屋宇」 (只限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 )是經常准許的用途，但「分層住宅」及「屋

宇 」 ( 未 另 有 列 明 者 )則 須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規 劃 許 可 。 因

此 ，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已 作 出 足 夠 的 管 制 ， 使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土地皆用作發展小型屋宇。  

( f )  關 於 村 民 提 出 要 把 該 區 西 南 部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以 擴 展 鄉

村 的 建 議 ， 漁 護 署 表 示 ， 白 腊 外 圍 的 林 區 有 相 對 不 受

干 擾 的 原 生 林 地 ， 林 中 有 多 種 植 物 ( 包 括 受 保 護 的 品

種 )生長。關於改劃為「綠化地帶」的建議，漁護署表

示 ， 所 涉 的 林 地 環 境 質 素 相 若 ， 而 擬 議 的 「 綠 化 地

帶 」 及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兩 處 的 林 地 實 際 上 延 綿 相

連 ， 與 毗 連 的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融 為 一 體 ， 所 以 在 生 態

上 ， 實 在 沒 有 充 分 理 據 對 兩 處 的 林 地 作 出 不 同 的 處

理 。 為 保 護 這 片 原 生 林 地 ， 也 使 鄉 村 地 區 與 周 邊 的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之 間 繼 續 有 一 緩 衝 區 ， 從 自 然 保 育 的 角

度 而 言 ， 漁 護 署 不 支 持 把 這 片 林 地 改 劃 作 擬 議 的 用 途

地帶。  

對白腊灣環境的影響  

( g )  由 於 該 區 現 時 沒 有 污 水 渠 ， 當 局 亦 未 有 計 劃 為 該 區 鋪

設 公 共 污 水 渠 ， 因 此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發 展 的 小

型 屋 宇 須 使 用 原 地 設 置 的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排 污 。

在地政總署處理小型屋宇的申請時，相關部門 (包括環

保署、渠務署、水務署、漁護署及規劃署 )會考慮小型

屋 宇 的 排 污 (包 括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 問 題 ， 以 確 保

排污工程的安排符合相關政府部門的規定。  

( h )  正如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說明書》第 9 . 1 . 5 段

所述，根據現行做法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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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第 5 / 2 0 0 5 號的規定，如發展計劃／方案可能影響

天 然 溪 澗 ／ 河 流 ， 負 責 批 核 和 處 理 發 展 計 劃 的 當 局 須

徵 詢 和 收 集 漁 護 署 和 相 關 當 局 的 意 見 。 根 據 《 香 港 規

劃標準與準則》第九章第 5 . 2 . 8 節，在人口少的鄉郊

地 區 使 用 化 糞 池 這 一 方 法 處 理 和 排 放 污 水 是 准 許 的 。

為 保 護 白 腊 灣 的 水 質 ， 發 展 計 劃 ／ 方 案 的 原 地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必 須 符 合 相 關 的 標 準 與 規

例 ， 例 如 環 保 署 的 專 業 人 士 作 業 備 考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須經環境保

護 署 評 核 的 排 水 渠 工 程 計 劃 」 。 環 保 署 的 《 村 屋 污 水

排放指南》亦有載述如何操作和維修保養化糞池 (例如

清除淤泥的方法 )。  

( i )  據 環 保 署 表 示 ， 在 決 定 某 地 點 是 否 適 合 建 造 化 糞 池 處

理 和 排 放 污 水 時 ， 須 考 慮 該 地 點 特 有 的 情 況 ， 如 滲 濾

試 驗 結 果 、 是 否 接 近 河 流 ／ 溪 澗 、 地 下 水 位 的 深 度 、

地 形 及 洪 泛 風 險 等 。 這 些 關 於 個 別 地 點 特 有 情 況 的 資

料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尤 其 有 些 情 況 是 ， 即 使 同 一 地 點 ，

泥 土 特 性 (例 如 泥 土 結 構 )也 有 很 大 差 異 。 滲 濾 試 驗 是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所 訂 明 的 其 中 一 項 規 定 。 認 可 人 士 必 須 按 規 定 進 行 試

驗 ， 以 確 定 泥 土 的 吸 收 力 ， 從 而 定 出 化 糞 池 可 達 的 負

荷 量 。 這 項 試 驗 可 讓 相 關 各 方 確 定 泥 土 的 情 況 是 否 合

適 ， 能 讓 化 糞 池 妥 善 運 作 ， 有 效 處 理 和 排 放 污 水 。 因

此 ， 在 評 估 擬 議 的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時，會考慮白腊個別地點的特有情況。  

( j )  除 了 滲 濾 試 驗 之 外 ， 該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 亦 訂 有 一 些 關 於 化 糞 池 的 設 計 標 準 ， 包

括 化 糞 池 與 特 定 水 體 ( 如 地 下 水 位 、 河 溪 、 海 灘 等 ) 之

間 相 隔 的 距 離 ， 以 及 建 築 物 之 間 相 隔 的 距 離 。 這 些 規

定 有 助 鑑 定 何 種 地 層 狀 況 適 宜 建 造 化 糞 池 ， 並 在 一 定

程度上限制了屋宇的密度。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 k )  城 規 會 審 議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時 ，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規 劃 因 素 ， 包 括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和 公 眾 的 意 見 。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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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運 輸 署 和 路 政 署 曾 從 交 通 運

輸基礎設施的角度考慮，但都沒有提出問題。  

( l )  地 政 總 署 在 處 理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時 ， 會 諮 詢 相 關 的 部

門 ， 包 括 環 保 署 、 漁 護 署 、 運 輸 署 、 渠 務 署 、 水 務

署 、 消 防 處 (關 於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的 問 題 )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關 於 斜 坡 問 題 )及 規 劃 署 ， 確 保 所 有 相 關 部 門 都

有 充 分 機 會 覆 檢 申 請 ， 並 就 申 請 提 出 意 見 。 地 政 總 署

會 規 定 申 請 人 要 確 保 發 展 計 劃 ／ 方 案 的 原 地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符 合 相 關 的 標 準 與 規 例 ， 例

如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第 5 / 9 3

號》。  

指定為郊野公園  

( m )  《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施 政 報 告 》 宣 布 ， 政 府 承 諾 把

其餘 5 4 幅「不包括的土地」劃入郊野公園範圍，或透

過 法 定 規 劃 程 序 確 立 合 適 用 途 ， 以 照 顧 保 育 和 社 會 發

展 需 要 。 由 法 定 圖 則 保 護 的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 其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是 保 存 區 內 的 自 然 景 觀 和 保 育

價 值 ， 以 及 保 護 區 內 的 自 然 鄉 郊 環 境 ， 同 時 容 許 現 有

認可鄉村的原居村民在區內發展小型屋宇。  

( n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建議把某個地方

納 入 為 「 郊 野 公 園 」 ， 屬 於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職 權 範 圍 ， 不 由 城 規 會 負 責 。 漁 護 署 表 示 ，

該 署 有 一 套 既 定 的 原 則 和 準 則 評 估 某 個 地 點 是 否 適 合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 有 關 的 原 則 和 準 則 包 括 該 地 點 的 保

育 價 值 、 景 觀 及 其 優 美 程 度 、 發 展 康 樂 用 途 的 潛 力 、

面 積 、 是 否 接 近 現 有 的 郊 野 公 園 、 土 地 類 別 及 現 有 土

地 用 途 。 總 監 若 建 議 把 某 個 地 點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 亦

會 就 建 議 徵 詢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因

此 ， 某 塊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應 否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是 由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決 定 。 此

外 ， 是 否 把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的 有 效 期 延 長 一 年 ， 並 不

會 影 響 把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的 程

序 ， 因 為 日 後 如 有 需 要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可 反 映 有 關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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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在 擬 備 相 關 的 法 定 圖 則 時 ， 規 劃 署 會 諮 詢 有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 包 括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地 政 總 署 、 漁 護 署 、 規 劃

署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 渠 務 署 、 環 保

署 、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及 土 力 工 程 處 等 。 在 規 劃 白 腊 的

各 個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時 ， 會 考 慮 要 保 護 該 區 具 重 要 生 態

和 景 觀 價 值 的 地 方 ， 務 求 保 存 該 區 的 天 然 景 觀 和 保 育

價 值 ， 同 時 把 小 型 屋 宇 的 發 展 集 中 在 合 適 的 地 點 ， 以

免 對 該 區 的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干 擾 ， 以 及 使 該 區 有 限

的基建設施不勝負荷。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註釋》  

( p )  由 於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是 提 供 土 地 作 興

建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之 用 ， 所 以 把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列 於 此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表 第 一 欄 ， 做 法 恰 當 。 至 於 申

述 人 所 提 出 的 其 他 改 動 ， 從 農 業 的 角 度 而 言 ， 漁 護 署

對 有 關 把 土 地 用 途 表 中 的 「 農 業 用 途 」 和 「 農 地 住 用

構 築 物 」 改 列 於 第 二 欄 的 建 議 有 所 保 留 ， 因 為 這 樣 會

對 農 業 有 所 限 制 ， 長 遠 來 說 ， 會 窒 礙 農 業 發 展 。 此

外 ， 漁 護 署 表 示 ， 任 何 涉 及 河 道 改 道 或 填 塘 的 工 程 ，

如 可 能 對 天 然 環 境 有 負 面 影 響 ， 均 須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許

可 才 能 進 行 。 因 此 ， 並 無 有 力 的 理 據 要 對 相 關 地 帶 的

土地用途表第一欄用途施加更嚴格的管制。  

( q )  「 燒 烤 地 點 」 和 「 野 餐 地 點 」 是 指 由 政 府 營 運 的 設

施 ， 不 包 括 私 人 擁 有 及 ／ 或 商 營 的 地 點 ； 「 公 廁 設

施」是指符合《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 1 3 2 章 )第 2

條 的 涵 義 的 廁 所 ， 以 及 由 政 府 保 養 、 管 理 和 監 管 並 提

供 予 公 眾 使 用 的 浴 室 ； 「 帳 幕 營 地 」 則 是 指 供 公 眾 紮

營 作 臨 時 宿 處 以 便 作 康 樂 或 訓 練 用 途 的 地 方 ， 而 此 設

施 也 是 由 政 府 指 定 的 。 漁 護 署 認 為 ， 在 這 些 設 施 進 行

的 活 動 未 必 對 易 受 影 響 的 生 境 有 很 大 的 負 面 影 響 ， 因

此 並 無 有 力 的 理 據 ， 要 從 相 關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表 第 一

欄中刪除這些用途。  

( r )  地 政 總 署 處 理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 及 有 關 「 食 肆 」 和 「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 的 申 請 時 ， 會 徵 詢 相 關 部 門 的 意 見 ，

確 保 所 有 相 關 的 部 門 均 有 充 分 機 會 覆 檢 申 請 ， 並 就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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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出意見。此外，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 3 2 章 )的規定，倘在處所內經營食物業，必須向食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申 領 食 物 業 牌 照 。 該 署 會 確 定 有 關 處 所 符

合 所 訂 明 的 衞 生 標 準 、 建 築 物 結 構 安 全 規 定 、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 契 約 條 件 和 規 劃 限 制 ， 才 發 出 牌 照 。 因 此 ，

並 無 有 力 的 理 據 要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表 中 的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 「 食 肆 」 和 「 商 店 及

服務行業」列於第二欄。  

劃設「自然保育區」地帶  

( s )  據漁護署表示，位於該區外圍的林地 (包括低地樹林及

混合灌木叢 )與毗鄰的西貢東郊野公園的茂密草木連成

一 片 ， 並 與 該 處 的 天 然 生 境 在 生 態 上 緊 密 相 連 。 記 錄

顯 示 ， 靠 近 該 村 的 林 地 有 香 港 大 沙 葉 這 種 受 保 護 的 植

物 。 漁 護 署 表 示 ， 劃 設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以 保 護

天然環境及其天然資源，做法恰當。  

把「農業」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或「綠化地帶」  

( t )  二 零 零 九 年 ， 劃 為 「 農 業 」 地 帶 的 地 方 曾 有 挖 土 工 程

進 行 。 此 地 帶 有 人 工 池 塘 及 休 耕 梯 田 。 漁 護 署 表 示 ，

這 些 休 耕 梯 田 及 池 塘 有 良 好 潛 力 恢 復 作 農 業 用 途 ， 故

應 劃 為 「 農 業 」 地 帶 ， 這 樣 才 可 保 存 和 保 護 優 質 的 農

地 ／ 農 場 ／ 魚 塘 作 農 業 用 途 。 為 確 保 在 「 農 業 」 地 帶

內 進 行 的 活 動 不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註 釋 》 已 訂 明 ， 在 「 農 業 」 地 帶 內 進 行

河 道 改 道 及 填 土 ／ 填 塘 工 程 ， 必 須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許

可 。 根 據 《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 的 規 定 ， 白 腊 的 「 農 業 」

地 帶 內 禁 止 飼 養 禽 畜 。 至 於 與 飼 養 禽 畜 無 關 的 農 業 活

動 ， 預 料 不 會 造 成 嚴 重 的 有 機 物 污 染 問 題 ， 影 響 河 流

及白腊灣。  

把 有 水 蕨 的 地 方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  

( u )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建 議 把 發 現 有 水 蕨 的 地 方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雖 然 白 腊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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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的 濕 潤 荒 田 發 現 有 零 星 的 水 蕨 ， 但 漁 護 署 認 為 數 目

不 多 ， 而 這 種 植 物 是 否 出 現 ， 視 乎 環 境 狀 況 而 定 。 因

此 ， 沒 有 理 據 要 把 這 些 地 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基礎設施不足  

( v )  根 據 二 零 一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的 資 料 ， 該 區 的 總 人 口 不 足

5 0 。 目 前 該 區 有 食 水 供 應 ， 亦 有 電 力 供 應 和 電 話 服

務 ， 但 當 局 未 有 承 諾 ／ 計 劃 進 行 任 何 工 程 項 目 ， 為 該

區 鋪 設 排 污 、 排 水 或 煤 氣 供 應 系 統 。 相 關 的 工 務 部 門

會 一 直 留 意 該 區 未 來 在 基 礎 設 施 方 面 的 需 要 ， 並 會 視

乎 有 否 資 源 而 提 供 所 需 設 施 。 此 外 ，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 註 釋 》 亦 提 供 了 彈 性 ， 使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土 力 工 程 、 地 區 小 工 程 及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可 以 進 行 。

這 些 工 程 一 般 是 為 提 供 、 保 養 、 日 常 運 作 和 緊 急 修 理

地 區 設 施 而 必 須 進 行 的 工 程 ， 目 的 是 為 公 眾 的 利 益

及／或改善環境。  

把 白 腊 村南 部 的一 塊 土 地由 「 自然 保 育 區」 地 帶改 劃 為 「政

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 w )  村 民 建 議 把 該 區 南 部 的 一 塊 土 地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以 便 設 置 公 廁

及 電 視 及 ／ 或 廣 播 電 台 發 射 塔 裝 置 。 關 於 設 置 電 視

及 ／ 或 廣 播 電 台 發 射 塔 裝 置 的 要 求 ，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會 一 直 留 意 這 方 面 的 需 要 ， 有 需 要 時 會 把 這 項

要 求 轉 達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的 機 構 。 至 於 設 置 公 廁 的 要

求 ， 現 有 鄉 村 南 部 有 一 塊 用 地 已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以 便 設 置 公 廁 及 一 個 政 府 垃 圾 收 集 站 ，

配合當地居民及遊人的需要。  

對意見的理據的回應對意見的理據的回應對意見的理據的回應對意見的理據的回應  

5.16 在 所 收 到 的 3  6 6 9 份 意 見 書 當 中 ， 有 3  6 5 9 份 ( C 1 至

C 3 6 5 6、 C 3 6 6 1 及 C 3 6 7 7 )支持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的申述，其餘 1 0 份

( C 3 6 5 7 至 C 3 6 6 0 及 C 3 6 6 4 至 C 3 6 6 9 )則沒有表明其意見

與 哪 項 申述 有 關， 但 表 示反 對 這份 分 區 計劃 大綱草 圖 。 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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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提出的主要理據及規劃署的回應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V，有關理

據與申述人所述的相似。  

6 .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6.1 規 劃 署 曾諮 詢 相關 的 政 府部 門 ，這 些 部 門的 意見已 收 錄 在 上

文。  

6.2 規 劃 署 曾諮 詢 下列 政 府 部門 ， 這些 部 門 對各 項申述 並 無 重 大

意見：  

( a )  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新界東 ( 2 )及鐵路；  

( b )  路政署總工程師／新界東；  

( c )  運輸署署長；  

( d )  機電工程署署長；  

( e )  消防處處長；  

( f )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 g )  通訊事務總監；以及  

( h )  土木工程拓展署新界東拓展處處長。  

7 .  規劃署的意見規劃署的意見規劃署的意見規劃署的意見  

 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  

7.1 規劃署備悉 R 1 0 7 3 6 表示支持的意見。  

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  

7.2 根據上文第 5 段所作的評估及下列理由，規劃署不支持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及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的申述，並認為不應順應這些申述修訂草圖：  

第第第第 1 組及第組及第組及第組及第 2 組組組組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及規劃  

( a )  為 應 付 該 區 的 認 可 鄉 村 白 腊 村 的 原 居 村 民 對 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 實 有 必 要 在 合 適 的 地 點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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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帶 。 該 村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考 慮 過

「 鄉 村 範 圍 」 、 該 區 地 形 、 民 居 的 分 布 模 式 、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 具 有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方 及 其 他

環 境 特 點 而 劃 的 。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僅 是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時 所 考 慮 的 因 素 之 一 。 只 有 適 合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土 地 才 劃 入 此 地 帶 ， 而 環 境 ／ 生 態 易

受影響的地方及地形陡峭的地方不會包括在內。  

對白腊灣環境的影響  

( b )  對 於 可 能 影 響 河 流 ／ 溪 澗 的 發 展 計 劃 及 關 於 原 地 化 糞

池系統的規定，現時已有相關的規管機制 (包括環境運

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及環保署的專

業 人 士 作 業 備 考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則第 5 / 9 3 號》 )作出規管。因此，無須把有關的支

流 及 旁 邊 的 地 方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 自 然

保育區」地帶。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  

把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及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  

( c )  該 區 西 南 部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有 相 對 未 受 干 擾 而

值 得 保 存 的 原 生 林 地 。 從 自 然 保 育 的 角 度 而 言 ， 關 於

把 該 處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及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建議不值得支持。  

把 白 腊 村南 部 的一 塊 土 地由 「 自然 保 育 區」 地 帶改 劃 為 「政

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 d )  該 區 南 部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有 相 對 未 受 干 擾 而 值

得 保 存 的 原 生 林 地 。 從 自 然 保 育 的 角 度 而 言 ， 關 於 把

該 處 改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的 建 議 不 值 得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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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把有關的河流及沿河地區剔出「鄉村式發展」地帶  

( e )  據 漁 護 署 表 示 ， 穿 過 白 腊 那 條 水 道 大 部 分 已 因 人 類 活

動 而 有 所 改 動 。 對 於 可 能 影 響 天 然 河 流 ／ 溪 澗 的 發 展

計 劃 及 關 於 原 地 化 糞 池 系 統 的 規 定 ， 現 時 已 有 相 關 的

規 管 機 制 ( 包 括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技 術 通 告 ( 工 務 ) 第

5 / 2 0 0 5 號及環保署的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環

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作出規管。

因 此 ， 無 須 把 該 河 及 沿 河 地 區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把 有 水 蕨 的 地 方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  

( f )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建 議 把 發 現 有 水 蕨 的 地 方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雖 然 白 腊 東

面 的 濕 潤 荒 田 發 現 有 零 星 的 水 蕨 ， 但 漁 護 署 認 為 數 目

不 多 ， 而 這 種 植 物 是 否 出 現 ， 視 乎 環 境 狀 況 而 定 。 因

此 ， 沒 有 理 據 要 把 這 些 地 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把非保育地帶改劃為「未決定用途」地帶  

( g )  規 劃 署 在 擬 備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時 ， 已 考 慮 白 腊

地 區 的 天 然 環 境 及 地 形 ， 亦 已 徵 詢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看

法 。 該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是 保 存 區 內 的 自 然 景 觀 和 保

育 價 值 ， 以 及 保 護 區 內 的 自 然 鄉 郊 環 境 ， 同 時 容 許 現

有 認 可 鄉 村 的 原 居 村 民 在 區 內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 基 於 以

上 所 述 ， 把 這 些 地 方 劃 為 「 未 決 定 用 途 」 地 帶 並 不 恰

當。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 h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把某地方指定為

郊 野 公 園 ， 屬 於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職

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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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是 否 把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的 有 效 期 延 長 一 年 ， 並 不 會 影

響 把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的 程 序 ， 因

為日後如有需要，分區計劃大綱圖可反映有關情況。  

把「農業」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或「綠化地帶」  

( j )  漁 護 署 表 示 ， 有 關 的 休 耕 梯 田 及 池 塘 有 良 好 潛 力 恢 復

作 農 業 用 途 。 為 確 保 在 「 農 業 」 地 帶 內 進 行 的 發 展 不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註

釋 》 已 訂 明 ， 在 「 農 業 」 地 帶 內 進 行 河 道 改 道 及 填

土 ／ 填 塘 工 程 ， 必 須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許 可 。 根 據 《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 的 規 定 ， 白 腊 的 「 農 業 」 地 帶 內 禁 止 飼 養

禽 畜 。 至 於 與 飼 養 禽 畜 無 關 的 農 業 活 動 ， 預 料 不 會 造

成 嚴 重 的 有 機 物 污 染 問 題 ， 影 響 河 流 及 白 腊 灣 。 因

此 ， 沒 有 理 據 要 把 這 些 地 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或「綠化地帶」。  

8 .  請求作出決定請求作出決定請求作出決定請求作出決定  

8.1 請 城 規 會審 議 各項 申 述 和意 見 時， 亦 考 慮在 聆訊上 提 出 的 論

點 ， 然 後決 定 建議 ／ 不 建議 順 應申 述 的 內容 ／部分 內 容 修 訂

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9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 1 至至至至 I - 2 7  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環保／關注組織及村民的

申述書及一些屬同款的信／電郵的申述書的樣本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I - 1 至至至至 I I - 6  環保／關注組織對申述的意見書及一些屬同款的

信／電郵的意見書的樣本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I I - 1  第 1 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I I - 2  第 2 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I I - 3  申述要點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V  對申述的意見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V  載列所有申述人及提意見人名稱及他們的申述書

和意見書的光碟 (只提供予城規會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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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H - 1  位置圖  

圖圖圖圖 H - 1 a  申述建議  

圖圖圖圖 H - 2  發展限制  

圖圖圖圖 H - 3  航攝照片  

 

 

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零一四年四月二零一四年四月二零一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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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號號號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I I - 1                      

第第第第 1 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申述書 (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7 )主要由村民及個別人士

提交。他們的申述理據和建議按要點分組並撮述如下：  

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申述理據申述理據申述理據申述理據   

A .  「「「「 鄉 村 式 發展鄉 村 式 發展鄉 村 式 發展鄉 村 式 發展 」」」」 地 帶 內 沒地 帶 內 沒地 帶 內 沒地 帶 內 沒

有足夠的土地有足夠的土地有足夠的土地有足夠的土地  

 

所 劃 的 「 鄉 村式發 展 」 地 帶 未

能 滿 足 小 型 屋宇的 需 求 及 配 合

日 後 鄉 村 的 發展。 有 關 當 局 沒

有 考 慮 過 構 成整條 村 布 局 的 歷

史 文 化 及 風 水。原 居 民 所 住 的

舊 村 昔 日 曾 面向西 南 面 的 「 白

虎 山 」 ， 由 於風水 欠 佳 ， 所 有

男 性 成 年 人 未 滿 4 0 歲 就 去

世 。 因 此 ， 整條村 遷 到 現 址 ，

以避厄運。  

當 地 村 民 想 知道有 關 當 局 有 否

深 入 了 解 他 們的情 況 ， 在 規 劃

「 鄉 村 式 發 展」地 帶 時 體 諒 他

們 。 另 外 ， 「鄉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形 狀 不 規 則，浪 費 了 可 發 展

的 地 方 ， 有 些村民 亦 沒 有 私 人

土 地 興 建 小 型屋宇 ， 因 此 實 有

必 要 把 「 鄉 村式發 展 」 地 帶 擴

展 至 現 有 鄉 村的西 南 部 ， 涵 蓋

地帶內的政府土地。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a )至 ( f )段。  

B .  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  

該 區 沒 有 道 路及其 他 基 礎 設 施

和 公 用 事 業 設施， 例 如 公 廁 、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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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視 及 ／ 或 廣播電 台 發 射 塔 裝

置等。當局應提供這些設施。  

5 . 1 4 ( v )段。  

C .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相 關 的 部 門 ( 包 括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下 稱 「 漁 護 署 」 ) 既 沒

有 進 行 任 何 諮詢工 作 ， 也 沒 有

闡 述 其 保 育 意向， 評 估 報 告 亦

欠 奉 。 當 地 村民強 烈 要 求 漁 護

署提供評估報告。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s )段。  

D .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地帶的可行性地帶的可行性地帶的可行性地帶的可行性   

在 郊 野 公 園 範圍內 使 用 車 輛 及

農 車 受 到 限 制，他 們 質 疑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如 何能夠 復 耕 ， 以 及

如 何 運 送 和 分發農 業 物 資 ／ 農

產 品 。 由 於 沒有復 耕 計 劃 ， 當

地 村 民 擔 心 劃 設 「 農 業 」 地

帶 ， 會 限 制 他們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機會。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t )段。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圖圖圖圖 H - 1 a )   

P 1 .  把把把把 「「「「 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 」」」」 地帶改地帶改地帶改地帶改

劃 為劃 為劃 為劃 為 「「「「 綠 化地 帶綠 化地 帶綠 化地 帶綠 化地 帶 」」」」 及及及及 「「「「 鄉鄉鄉鄉

村式發展村式發展村式發展村式發展」」」」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當 地 村 民 建 議把現 有 的 白 腊 村

的 西 南 部 由 「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化地 帶 」 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帶， 以 便 擴 展 該

村。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f )段。  

P 2 .  把把把把 「「「「 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 」」」」 地帶改地帶改地帶改地帶改

劃 為劃 為劃 為劃 為 「「「「 政 府政 府政 府政 府 、、、、 機 構 或 社機 構 或 社機 構 或 社機 構 或 社

區區區區」」」」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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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地 村 民 建 議把白 腊 南 部 的 一

塊 土 地 由 「 自然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政 府、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以 便 設 置 公 廁 及 電 視

及／或廣播電台發射塔裝置。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w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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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I I - 2                           

第第第第 2 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申述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主要

由環保／關注組織、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及個別人士提交。他

們的申述理據和建議撮述如下：  

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申述理據申述理據申述理據申述理據   

E .  「「「「 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面地 帶 的 面地 帶 的 面地 帶 的 面

積積積積及規劃及規劃及規劃及規劃  

 

E 1 .  小型屋宇需求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佔 地 約

2 . 3 7公頃，實在太大，更會建

7 9幢屋宇，但根據二零一一年

人 口 普 查 的 資料， 白 腊 的 人 口

不足 5 0。政府應提出理據說明

為 何 要 劃 設 如此大 的 「 鄉 村 式

發展」地帶。  

小 型 屋 宇 的 需求無 窮 無 盡 ， 並

無 理 據 可 證 ，亦未 有 核 實 。 現

行 的 小 型 屋 宇政策 不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大 部 分 申 請 都

濫 用 這 項 政 策。當 局 應 對 村 民

真 正 需 要 的 小型屋 宇 數 目 作 出

更 確 切 的 估 計 ， 並 據 之 劃 設

「鄉村式發展」地帶。  

「 鄉 村 式 發 展」地 帶 內 大 部 分

土 地 已 售 予 私人發 展 商 ， 村 民

擔 心 這 些 土 地最終 會 被 私 人 發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a )至 ( e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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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用來發展住宅項目。  

每 宗 小 型 屋 宇申請 都 必 須 附 有

證 明 文 件 ， 證明申 請 人 有 需 要

建 屋 自 住 。 此外， 也 應 限 制 祖

傳 或 繼 承 得 來的鄉 村 土 地 的 轉

讓 ， 盡 量 使 小型屋 宇 仍 由 原 居

村民擁有。  

劃 設 「 鄉 村 式發展 」 地 帶 ， 會

立 下 不 良 先 例，影 響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的土 地 」 ， 因 為

白 腊 這 個 地 區過去 已 經 懷 疑 有

人 圖 以 「 先 破壞， 後 建 設 」 的

手法進行發展。  

E 2 .  對天然生境的影響  

白 腊 (特 別 是 其 次 生 林 地 )育 有

多 種 不 同 的 動物， 在 生 態 上 與

環 繞 該 區 的 西貢東 郊 野 公 園 緊

密 相 連 。 白 腊曾錄 得 多 種 蝴 蝶

( 3 7 種 ) ， 當 中 有 兩 種 並 不 常

見 ， 分 別 是 黃斑弄 蝶 和 鐵 木 萊

異 灰 蝶 ； 另 外 亦 有 多 種 雀 鳥

( 5 5 種 ) ， 當 中 1 1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白 腊 灣 是 文 昌魚的 生 長 地 。 該

區 的 一 條 河 曾發現 中 華 花 龜 及

虎皮蛙。  

在 「 鄉 村 式 發展」 地 帶 內 的 濕

潤 荒 田 可 找 到 一 些 水 蕨 ( 在 中

國 內 地 列 為 二 級 保 護 植 物 ) ，

若 有 人 提 出 發展小 型 屋 宇 ， 這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a )至 ( c )段及 ( s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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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物會受到影響。  

發 展 住 宅 可 能要闢 建 道 路 ， 這

樣 會 進 一 步 破壞自 然 環 境 。 使

用 萬 宜 路 的 車輛增 加 ， 亦 會 污

染萬宜水庫的集水區。  

發 展 小 型 屋 宇可能 會 帶 來 污 染

物 ， 這 些 污 染物會 大 大 降 低 下

游 郊 野 公 園 區環境 的 質 素 ， 最

終影響到白腊灣生態的完整。  

E 3 .  對白腊灣環境的影響  

白 腊 沒 有 公 共污水 收 集 系 統 。

區 內 小 型 屋 宇的污 水 只 可 由 原

地 設 置 的 化 糞池及 滲 水 井 系 統

處 理 。 該 區 沒有道 路 可 達 ， 如

何 能 妥 善 維 修保養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 令人存 疑 。 污 染 物

最 终 會 流 入 附近的 水 體 ， 污 染

環境。  

白 腊 地 底 表 層的沉 積 物 含 有 透

氣 和 高 滲 透 力的沉 澱 物 ， 由 沖

積 物 和 海 灘 沉積物 混 合 而 成 。

這 些 表 層 沉 積物使 污 水 流 走 得

很 快 ， 但 當 中始終 有 空 隙 ， 因

此 污 水 無 論 流 經 的 距 離 有 多

遠 ， 到 達 大 海 前 都 淨 化 得 不

夠 。 沒 有 進 行地質 評 估 ， 後 果

是 污 水 會 累 積 滲 透 入 附 近 地

區。  

根 據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 下 稱

「 環 保 署 署 長 」 ) 於 二 零 零 六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g )至 ( l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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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提 交 立 法 會的一 份 由 其 擬 備

的 文 件 ， 化 糞池及 滲 水 井 系 統

僅 可 作 程 度 最低的 污 水 處 理 ，

其 排 出 的 污 水仍然 含 極 大 量 營

養 物 、 有 機 物和微 生 物 。 要 透

過 滲 水 井 系 統有效 減 少 這 些 物

質 ， 地 層 情 況必須 合 適 ， 而 有

關 地 區 的 發 展密度 亦 要 低 。 此

外 ， 渠 務 署 表示， 若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保養不 足 ， 加 上 數

目 增 加 ， 長 遠來說 ， 往 往 未 能

有效清除污染物。  

E 4 .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當 局 沒 有 調 查／評 估 增 建 小 型

屋 宇 ， 在 環 境、排 水 、 景 觀 及

交 通 各 方 面 會對白 腊 有 何 潛 在

的 累 積 影 響 。 對 於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地」 的 用 途 和 可

建 的 小 型 屋 宇數目 ， 當 局 應 作

出 負 責 任 的 決定， 所 以 事 前 必

須 審 慎 研 究 個別「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承 受 力和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所 有 「 不 包括的 土 地 」 的 整

體承受力。  

當 局 也 沒 有 定下任 何 計 劃 改 善

基 礎 設 施 (例 如 排 污 和 道 路 )以

配 合 白 腊 的 新發展 和 該 區 遊 人

的 需 要 。 當 局應擬 備 鄉 村 發 展

藍 圖 及 定 出 公共工 程 計 劃 ， 改

善 白 腊 的 基 礎 設 施 和 其 他 設

施 ， 防 止 現 有的鄉 村 污 染 白 腊

灣。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k )及 ( l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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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5 .  「鄉村式發展」《註釋》  

為 免 有 人 在 申請更 改 土 地 用 途

前 破 壞 環 境 易受影 響 的 土 地 的

生 態 ( 例 如 假 意 進 行 農 業 活

動 ) ， 不 應 容 許 在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和 「鄉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發 展 「 農業用 途 」 、 「 農

地 住 用 構 築 物 」 、 「 燒 烤 地

點 」 、 「 野 餐地點 」 、 「 公 廁

設 施 」 和 「 帳幕營 地 」 ， 或 應

把 這 些 用 途 列於第 二 欄 ， 規 定

要 向 城 規 會 取得規 劃 許 可 才 能

發 展 。 有 些 申述人 甚 至 建 議 不

准 在 白 腊 地 區發展 這 些 用 途 。

此 外 ， 應 對 「鄉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施 加 更 嚴 格的規 劃 管 制 ， 規

定 發 展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 「 食 肆」及 「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 ， 以及對 現 有 建 築 物

進 行 拆 卸 、 加建、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都 必 須 先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p )至 ( r )段  

E 6 .  指定為郊野公園  

訂 立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的 目 的 ， 是 要 保 護

「 不 包 括 的 土地」 免 因 「 不 協

調 的 發 展 」 ( 例 如 在 農 地 及 樹

林 和 河 流 附 近發展 大 量 新 的 小

型 屋 宇 ) 而 面 臨 「 即 時 的 發 展

威 脅 」 。 可 是，為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而 制 訂的大 部 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卻 擴 展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圍， 使 這 些 土 地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m )至 ( o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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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臨 更 大 規 模的「 即 時 的 發 展

威 脅 」 ， 這 樣不但 違 反 當 局 所

申 明 的 郊 野 公園「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 亦 不 符 國 際 性 的

《生物多樣性公約》。  

從 生 態 、 景 觀和康 樂 的 角 度 而

言 ，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與 毗 連 的郊野 公 園 緊 密 相

連 ， 所 以 應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這 樣 ， 各項發 展 便 須 經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公園 委 員 會 及 漁

護 署 審 批 ， 而當局 亦 會 着 力 管

理 ， 包 括 進 行生境 及 美 化 市 容

設 施 改 善 工 程、定 期 巡 邏 和 監

察 ， 以 及 採 取執法 行 動 對 付 違

規情況。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圖圖圖圖 H - 1 a )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P 3 .局 限局 限局 限局 限 「「「「 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地 帶地 帶地 帶

的範圍的範圍的範圍的範圍  

應 把 「 鄉 村 式發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局 限 在 現 有的鄉 村 地 區 ， 並

把 此 地 帶 的 面 積 縮 減 三 分 之

二 。 另 應 只 准在現 有 河 流 西 面

的 地 方 發 展 ，東面 的 地 方 則 應

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a )至 ( d )段  

P 4 .把把把把 「「「「 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地 帶地 帶地 帶 內內內內

的 河 段 和 沿 河 地 區的 河 段 和 沿 河 地 區的 河 段 和 沿 河 地 區的 河 段 和 沿 河 地 區 剔剔剔剔 出出出出 此此此此

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 鄉 村 式 發 展」地 帶 被 一 條 流

向 白 腊 灣 的 河一分 為 二 ， 小 型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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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屋 宇 的 建 築 工程和 排 出 的 污 水

可 能 會 影 響 該河。 因 此 ， 應 劃

設 緩 衝 區 ， 把該河 與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的小 型 屋 宇 發 展

分 隔 開 ， 並 應把該 河 位 於 此 地

帶 內 的 河 段 和 沿 河 地 區 ( 即 該

河 兩 岸 最 少 3 0 米 的 緩 衝 範 圍 )

改 劃 為 「 自 然保育 區 」 地 帶 。

設 置 化 糞 池 及滲水 井 系 統 的 位

置須距離水道最少 3 0米。  

5 . 1 4 ( g )至 ( j )段  

P 5 .  把 有 水 蕨 生 長 的 地 方 由把 有 水 蕨 生 長 的 地 方 由把 有 水 蕨 生 長 的 地 方 由把 有 水 蕨 生 長 的 地 方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地 帶 改 劃地 帶 改 劃地 帶 改 劃

為為為為「「「「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 鄉 村 式 發 展」地 帶 內 的 濕 潤

荒 田 有 零 星 的水蕨 生 長 ， 建 議

把 這 些 地 方 由「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u )段  

P 6 .  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應 把 白 腊 指 定為郊 野 公 園 ， 以

保 護 該 區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方 ， 另 應 把 發展審 批 地 區 圖 的

有 效 期 延 長 最少一 年 ， 以 便 進

行 所 需 的 程 序。在 此 期 間 ， 應

把 「 鄉 村 式 發展」 地 帶 及 非 保

育 地 帶 改 劃 為「未 決 定 用 途 」

地 帶 ， 以 保 護 該 區 的 天 然 環

境。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m )至 ( o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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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P 7 .  把把把把 「「「「 農 業農 業農 業農 業 」」」」 地 帶 改 劃 為地 帶 改 劃 為地 帶 改 劃 為地 帶 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自 然 保 育 區自 然 保 育 區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或地 帶 或地 帶 或地 帶 或

「「「「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  

「 農 業 」 地 帶所在 之 處 是 未 成

熟 的 植 林 區 ，亦有 一 個 人 工 池

塘 。 該 處 的 水文系 統 與 流 進 白

腊 灣 的 河 相 連，進 行 農 業 活 動

所 產 生 的 地 面徑流 會 使 該 河 及

白 腊 灣 的 有 機物含 量 增 加 。 因

此 ， 建 議 把 該處由 「 農 業 」 地

帶 改 劃 為 「 自然保 育 區 」 地 帶

或 「 綠 化 地 帶」， 防 止 水 質 變

差。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t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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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I I - 3   

《《《《白腊白腊白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 

(TPB/R/S/SK-PL/1) 

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申述書提申述書提申述書提申述書提出出出出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 

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 

(見見見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I-1及及及及 III-2) 

第第第第 1組組組組 

R1至 R798 A 

R10737 A、B、C、D [P1、P2] 

第第第第 2組組組組 

R799至 R3655 E [P3、P4、P6] 

R3656至 R10542 E [P3、P6] 

R10543 E [P3、P6] 

R10544 E [P4、P8] 

R10545及 R10546 E 

R10547 E [P3、P7] 

R10548及 R10569 E [P3、P4、P6] 

R10549 、 R10552 、 R10553 、 R10556 、 R10557 、

R10558 、 R10560 、 R10561 、 R10562 、 R10563 、

R10564 、 R10565 、 R10566 、 R10567 、 R10573 、

R10574 、 R10575 、 R10576 、 R10580 、 R10581 、

R10586 、 R10588 、 R10589 、 R10590 、 R10591 、

R10592 、 R10722 、 R10723 、 R10724 、 R10725 、

R10726、R10727、R10728、R10729、R10731及 R10732 

E 

R10550 E [P3、P4、P6] 

R10551 、 R10577 、 R10600 、 R10601 、 R10602 、

R10603、R10604及 R10734 

E [P6] 

R10554 、 R10559 、 R10568 、 R10593 、 R10594 、

R10595、R10596、R10597、R10598及 R1059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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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 

(TPB/R/S/SK-PL/1) 

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申述書提申述書提申述書提申述書提出出出出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 

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 

(見見見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I-1及及及及 III-2) 

R10555 E 

R10570及 R10572 [P6] 

R10571 E [P6] 

R10578、R10579及 R10766 E [P3、P4、P5、P6] 

R10582、R10583、R10584及 R10585 [P3、P4、P5、P6] 

R10587 E [P3、P4、P6] 

R10605至 R10721及 R10730 E [P3] 

R10733 E [P6] 

R10735 E 

R10738 E [P3、P6] 

R10739 E [P3、P4、P5、P6、P7] 

R10740 E [P3、P4、P5、P7] 

R10741 E [P3、P4、P6、P7] 

R10742 E [P3、P6] 

R10743 E [P3、P5、P6、P7] 

R10744 E [P3、P6] 

R10745、R10753、R10754、R10755及 R10756 E 

R10746 E [P3、P6] 

R10747 E [P3、P6] 

R10748 E [P3] 

R10749 E [P3、P6] 

R10750及 R10751 E [P3] 

R10752 E [P3、P4、P5、P6] 

R10757 [P5] 

R10758 E [P3、P4] 

R1075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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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 

(TPB/R/S/SK-PL/1) 

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申述書提申述書提申述書提申述書提出出出出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 

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 

(見見見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I-1及及及及 III-2) 

R10760 E 

R10761、R10762及 R10767 E [P3、P5、P6、P7] 

R10763 E [P3、P4、P5、P6] 

R10764 E [P3、P7] 

R10765 [P6] 

R10768及 R10769 E [P3、P6] 

R10770 E [P3、P5] 

R10771、R10773、R10774及 R10775 E 

R10772 [P3、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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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V   

對申述的意見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意見編號  理由  規劃署的回應  

第 1 組  

C 1 至 C3 6 5 6 及

C3 6 6 1  

(合共 3  6 5 7 份

意見書 )  

A .  這些意見書主要由環保／關注組

織 (包括西貢之友 (C3 6 4 0 )、創

建香港 (C3 6 4 1 )和香港地貌岩石

保 育協 會 (C3 6 6 4 ) )及 個別人 士

提交。他們表示支持申 述 書 編

號 R7 9 9 至 R1 0 7 3 5 及 R1 0 7 3 8

至 R1 0 7 7 5 提出的反對意見和

建議。  

B .  他 們就 白腊 分區計 劃大 綱草 圖

(下稱「草圖」 )所提出的主要意

見及建議如下：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並非

按所評估的真正需要釐定，村代

表所提供的小型屋宇需求數字根

本未經核實。因此，當局應檢討

小型屋宇政策。  

反對「農業」地帶  

「農業」地帶與流進白腊灣的

河相連，進行農業活動所產生

的地面徑流會使該河及白腊灣

的有機物含量增加。應把該處

劃為「綠化地帶」，防止水質

變差，以及在現有村屋與「自

然保育區」地帶之間劃設大小

適中的適當緩衝區。  

指定為郊野公園  

應把「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附近

的郊野公園範圍。因此，應把發

展審批發展圖的有效期延長最少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5 . 1 4 ( a )至

( e )段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5 . 1 4 ( t )段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5 . 1 4 (m )至

( o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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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編號  理由  規劃署的回應  

一年，以便當局完成把「不包括

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的程

序。  

應採用綜合全面和協調統一的方

法保護郊野公園，以免「不包括

的土地」出現不協調的發展。另

應推廣私人土地一些可提升郊野

公園的生態、農業、景觀和美化

市容價值的用途。另外，應把這

份草圖交予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委 員會 評估 。此外 ，郊 野公 園

「不包括的土地」政策必須體現

政府在《生物多樣性公約》下應

履行的保育責任。可是，為「不

包括的土地」而制訂的大部分分

區計劃大綱圖，卻大幅擴展「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使這些

土地面臨更大規模的「即時的發

展威脅」，違反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政策。  

 

 

 

 

 

 

 

 

第 2 組  

C 3 6 5 7 至

C3 6 6 0、C36 6 2

及 C3 6 6 4 至

C3 6 6 9  

(合共 1 1 份意見

書 )  

這 些意 見書 由環保 ／關 注組 織

(即香港鄉郊基金 (C3 6 5 7 )和香

港 地貌 岩石保 育協 會 (C3 6 6 8 ) )

及個別人士提交。他們並沒有指

明其意見與哪項申述有關，但大

致反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理由與上述第 1 組的理由相似。  

同上。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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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主席  

周達明先生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黃仕進教授  

陸觀豪先生  

何培斌教授  

許智文教授  

劉智鵬博士  

劉文君女士  

梁宏正先生  

李律仁先生  

馬詠璋女士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張孝威先生  

霍偉棟博士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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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展成先生  

何立基先生  

黃令衡先生  

黎慧雯女士  

林光祺先生  

劉興達先生  

李美辰女士  

梁慶豐先生  

邱浩波先生  

陳福祥先生  

葉德江先生  

雷賢達先生  

楊偉誠先生  

袁家達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2 )  

許國新先生／曹榮平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地政總署副署長 (一般事務 )  

甯漢豪女士／林潤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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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規劃署副署長／地區  秘書  

黃婉霜女士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八日、五月十二日、

五月十九日及五月二十日會議 )  

李啟榮先生 (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會議 )  

 

因事缺席因事缺席因事缺席因事缺席  

陳祖楹女士  

陳建強醫生  

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  

王明慧女士  

 

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  

規劃署助理署長／委員會  

區潔英女士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八日、五月十二日、

五月十九日及五月二十日會議 )  

龍小玉女士 (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會議 )  

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規劃委員會  

任雅薇女士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五月八日上午會議、二

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及五月十九日下午會議，以及二零一

四年五月二十日及六月四日會議 )  

顧建康先生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五月八日下午會議，以

及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及五月十九日上午會議 )  

高級城市規劃師／城市規劃委員會  

區晞凡先生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會議，以及二零一四

年五月二十日及六月四日會議 )  

鄭達昌先生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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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韻瑩女士 (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上午會議 )  

胡明儀女士 (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下午會議 )  

丁雪儀女士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上午會議 )  

何盛田先生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下午會議 )  

李健成先生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上午會議 )  

城市規劃師／城市規劃委員會  

梁偉翔先生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下午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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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下列委員及秘書出席了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的

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黃仕進教授  

陸觀豪先生  

許智文教授  

劉智鵬博士  

劉文君女士  

馬詠璋女士  

鄒桂昌教授  

何立基先生  

黃令衡先生  

黎慧雯女士  

林光祺先生  

邱浩波先生  

陳福祥先生  

葉德江先生  

雷賢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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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  

甯漢豪女士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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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 1  

[公開會議 ]  

續議事項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 ]  

1 .  秘書報告並無續議事項。  

 

沙田、大埔及北區及  

西貢及離島區  

 

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 2  

[公開會議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 ]  

考慮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  

《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及意見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9 6 4 5 及 9 6 4 6 號 )  

[會議以廣東話及英語進行。 ]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至 R 1 0 7 4 9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至 R 1 0 8 1 7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C 3 6 6 9 至 C 3 6 7 6  

《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R 1 至 R 7 9 8、 R 1 0 7 3 6 及 R 1 0 7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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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和提問部分  

2 .  秘書應主席的要求扼要講述會議的安排，並表示會議暫

定分四日舉行，分別是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八日、

五月十二日及五月十九日。每日會議都會邀請已登記的申述人

及 提 意 見 人 作 口 頭 陳 述 ， 而 口 頭 陳 述 部 分 完 成 後 會 有 答 問 環

節。由於已給予申述人及提意見人足夠時間的通知，邀請他們

出席會議，因此，委員同意在那些表示不會出席會議或沒有回

覆的申述人和提意見人缺席的情況下就有關申述進行聆訊。  

3 .  以 下 規 劃 署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下 稱 「 漁 護 署 」 ) 的 代

表、申述人及他們的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麥黃潔芳女士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西貢  

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有有有有 關關關關 《《《《 海 下海 下海 下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號號號 S / N E - H H / 1 》 、》 、》 、》 、

《《《《鎖羅盆鎖羅盆鎖羅盆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號號號 S / N E - S L P / 1》》》》及及及及《《《《白白白白

腊腊腊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號號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  

R 1 8－翁煌發  

翁煌發先生  －  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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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月明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2 5－鄭國輝  

鄭國輝先生  －  申述人  

R 2 8－陳祖旺  

陳祖旺先生  －  申述人  

R 3 2－李耀斌  

(請參閱附錄 A 所載授權 R 3 2 為代表的申述人名單。 )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鍾天生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鍾建明先生  ]   

R 1 3 3－黃來生  

黃來生先生  －  申述人  

江煌帶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1 3 6－曾漢平  

曾漢平先生  －  申述人  

張丁嬌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邱秀華女士  ]   

謝玉興女士  ]   

謝天送先生  ]   

R 2 9 9－曾玉安    

曾玉安先生  －  申述人  

R 3 0 0－李國安    

李國安先生  －  申述人  

R 4 2 9－楊進賢    

楊進賢先生  －  申述人  

R 5 1 1－温丁仁    

温丁仁先生  －  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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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5 2 1－陳惠珍    

鄭景恒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5 2 4－何偉成    

何偉成先生  －  申述人  

R 5 8 2－李明    

李明先生  －  申述人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5 9 4－梁和平    

梁和平先生  －  申述人  

R 5 9 9－梁偉傑    

梁偉傑先生  －  申述人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6 7 4－蔡進華    

蔡進華先生  －  申述人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7 9 5－李雲開    

李雲開先生  －  申述人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海下海下海下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號號號 S / N E - H H / 1》》》》的申的申的申的申

述述述述  

H H - R 1 0 7 3 8－伍嘉敏  

伍嘉敏女士  －  申述人  

王希哲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7 4 0－翁育明  

翁育明先生  －  申述人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7 4 2－劉峰  

劉峰先生  －  申述人  



-  7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H H - R 1 0 7 4 3－翁天生  

翁天生先生  －  申述人  

H H - R 1 0 7 4 6－翁清雲  

翁清雲先生  －  申述人  

梁和平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鎖羅盆鎖羅盆鎖羅盆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號號號 S / N E - S L P / 1》》》》的的的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S L P - R 1 0 7 3 6－鎖羅盆村村務委員會聯同曾家裘測量師

有限公司  

曾家裘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林子畦先生  ]   

葉生先生  ]   

S L P - R 1 0 7 3 7－范富財 (蛤塘村原居民村代表 )  

范富財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4 0－曾玉安  

曾玉安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4 2－張文然 (鳳坑村原居民村代表 )  

曾國強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4 3－楊玉峰 (谷埔村原居民村代表 )  

楊玉峰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4 4－鄭馬福 (谷埔村原居民村代表 )  

宋煌貴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4 5－黃國麟 (鹽灶下原居民村代表 )  

黃國麟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4 6－曾瑞文 (牛屎湖村代表 )  

曾瑞文先生  －  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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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 P - R 1 0 7 4 7－沙田角區鄉事委員會  

李冠洪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6 2－黃富、黃冠英  

黃富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8 1 2－黃慶祥  

(請參閱附錄 A 所載授權黃慶祥為代表的申述人名單。 )   

黃慶祥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8 1－黃桂寧  

黃桂寧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9 0－黃瑞清  

黃瑞清女士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9 1－黃瑞冰  

黃瑞冰女士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9 3－黃瑞芬  

黃瑞芬女士  －  申述人  

Wong Yau Man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9 4－黃瑞婷  

黃瑞婷女士  －  申述人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白腊白腊白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號號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  

P L - R 1 0 7 3 6－劉成  

江智祥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蘇志偉先生  ]   

張嘉銘先生  ]   

David Staunton先生  ]   

P L - R 1 0 7 3 7－西貢白腊村各原居民  

劉伯安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陳煌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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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火安先生  ]   

4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並解釋聆訊的程序。他表

示 會 議 會 按 「 為 考 慮 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 申 述 及 意 見 所 舉 行 的 會 議 ── 出 席 會 議 的 程 序 須 知 」 ( 下 稱

「會議程序須知」 )進行。會議程序須知在會議前已發給各申述

人／提意見人。他特別強調以下要點：  

(a) 由於收到大量申述書及意見書，而且有一百多名申

述人／提意見人表示會親身或授權代表出席聆訊，

因此有需要限制口頭陳述的時間；  

(b) 就每份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每名申述人／提意

見人會有 1 0 分鐘發言時間。不過，為了配合申述

人／提意見人的情況，會議會作出彈性的安排，容

許獲授權代表累積發言時間，也容許與其他申述人

／提意見人互換獲分配的時間及要求延長口頭陳述

的時間；  

(c) 口頭陳述應只限於涉及曾以書面申述／意見的形式

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提交的申述／

意見的理由 (即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展示期／

有關申述的公布期內提交的申述／意見的理由 )；以

及  

(d) 為確保會議順利及有效率地進行，主席可要求申述

人／提意見人不得不必要地重覆其他人在同一個會

議上陳述過的相同論點。申述人／提意見人應避免

宣 讀 或 重 覆 已 提 交 的 書 面 申 述 ／ 意 見 所 陳 述 的 內

容，因為有關的書面申述／意見已交予委員考慮。  

5 .  主席表示，除非獲延長發言時間，否則每次陳述限時 1 0

分鐘。在申述人及申述人代表獲分配的 1 0 分鐘完結前兩分鐘，

以及在 1 0 分鐘發言時間完結時，會有儀器提醒申述人及申述人

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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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主席表示，規劃署的代表會首先獲邀就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作出簡介，接着申述人／獲授權代表才會獲邀作口頭

陳述。口頭陳述結束後會有答問環節，委員可直接向與會者發

問。午膳時間大約是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二時。如有需要，

上午會有一次小休，下午則有一至兩次小休。他繼而請規劃署

的代表向委員簡介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鎖羅盆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及意見。  

無效的申述及意見  

7 .  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蘇震國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

簡介。他告知委員，如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所述，在草圖展示

期內原本收到的有關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書及意見

書的總數如下：  

分區計劃大綱圖  申述書的數目  意見書的數目  

海下  1 0  9 3 4  3  6 7 5  

鎖羅盆  1 0  8 5 8  3  6 7 7  

白腊  1 0  7 7 5  3  6 6 9  

 

8 .  蘇震國先生表示，有 1 0 9 名申述人及四名提意見人其後

去 信 城 規 會 ， 表 示 要 撤 回 申 述 書 或 表 示 不 曾 提 交 有 關 的 申 述

書，另有兩份申述書的內容相同，由同一人提交 1。因此，有效

的申述書及意見書的總數如下：  

                                                 
1
  剔 除 了 撤 回 ／ 視 為 不 曾 作 出 的 申 述 及 意 見 ， 即 申 述 編 號 R287、R751、

R752、R756、R758、R1102、R2547、R2687、R3677、R3764、R3793、R3979、

R3984、R4190、R4321、R4368、R4398、R4621、R4642、R4676、R4754、R4963、

R4983、R5064、R5093、R5145、R5215、R5234、R5238、R5287、R5433、R5436、

R5508、R5576、R5632、R5924、R6021、R6031、R6064、R6126、R6128、R6185、

R6229、R6230、R6261、R6307、R6310、R6346、R6349、R6415、R6488、R6534、

R6551、R6670、R6689、R6904、R6905、R6934、R6954、R7073、R7110、R7213、

R7302、R7322、R7571、R7632、R7642、R7800、R7837、R7903、R7911、R7968、

R7981、R8061、R8115、R8232、R8308、R8392、R8479、R8548、R8566、R8637、

R8720、R8725、R8736、R8741、R8775、R8955、R8959、R9038、R9083、R9085、

R9145、R9270、R9285、R9326、R9330、R9396、R9433、R9542、R9562、R9613、

R9962、R10217、R10227、R10330、R10392、R10509 及 R10531，以及意見編號

C631、C1060、C1472及 C3063。R32 及 R569內 容 相 同 ， 因 此 剔 除 了 後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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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計劃大綱圖  有效申述書的數目  有效意見書的數目  

海下  1 0  8 2 4  3  6 7 1  

鎖羅盆  1 0  7 4 8  3  6 7 3  

白腊  1 0  6 6 5  3  6 6 5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  

9 .  蘇 震 國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 按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4 號詳載的内容簡介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要點如下：  

背景  

(a)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城規會根據《城市規劃

條例》 (下稱「條例」 )第 5 條展示《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以供公眾查閱，結

果共收到 1 0  8 2 4 份有效的申述書及 3  6 7 1 份有效

的意見書；  

申述  

(b)  有 四 份 由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的 申 述 書 (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支持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劃

出土地作小型屋宇發展，以及不把海下納入郊野公

園範圍。除此以外，其餘全部 1 0  8 2 0 份申述書均

反對這份草圖，有關意見大致可分為兩組：  

(i)  第 1 組有 8 0 3 份申述書，主要由西貢北約鄉

事委員會、村民及個別人士提交。他們表示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不足以應付發展

小型屋宇的需求；以及  

(ii)  第 2 組 有 1 0  0 1 7 份 申 述 書 ， 由立 法 會 議

員、區議員、環保／關注組織、團體及個別

人士提交。他們主要反對擬議的「鄉村式發

展」地帶，理由是此地帶是根據未經核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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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屋宇需求量而劃，有關數字根本並非實

際數字，而且劃設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會導致林地的生境失去，同時嚴重威脅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海洋生物；  

 表示支持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 (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  

(c)  表示支持的申述書提出的主要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

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第 2 . 3 及 2 . 4 段，撮述如

下：  

( i )  天然環境固然要保護，但也要尊重原居村民

興建小型屋宇的權利及土地擁有人的權利；  

( i i )  該區大部分土地屬私人擁有，不應納入郊野

公園範圍；以及  

( i i i )  小型屋宇需求殷切，因此支持劃設「鄉村式

發展」地帶以應所需；  

(d)  第 1 組 也 有 申 述 書 表 示 支 持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認為有照顧當地村民的需要，而第 2 組則有申

述書表示支持劃設擬議的「海岸保護區」地帶，認

為劃設此地帶既可保護天然海岸線，也可作為海下

灣海岸公園和鄉村地區之間的緩衝區，另外，也有

申述書表示支持把海下村後方 (東面和南面 )的山坡

及 該 區 西 部 的 緩 坡 上 的 原 生 林 地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  

表示反對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  

(e)  第 1 組申述書所提出的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9 6 4 4 號第 2 . 5 段，撮述如下：  

「「「「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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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由於地形上的限制，「鄉村式發展」地帶內

適 合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土 地 不 足 ， 而 擬 議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也不夠大，未能滿足日

後小型屋宇的需求；以及  

( i i )  除須保護海下的環境及在該區提供相關的康

樂設施外，亦須充分顧及小型屋宇的發展，

務求在保育和發展兩者之間作出平衡；  

[劉文君女士此時到席。 ]  

(f)  第 2 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4 號第 2 . 6 段，撮述如下：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小型屋宇需求  

( i )  小型屋宇的需求無窮無盡，所謂需求數字，

並無理據可證，亦未有核實。現行的小型屋

宇政策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大部分申

請都濫用這項政策；  

( i i )  應限制祖傳或繼承得來的鄉村土地的轉讓，

盡量使小型屋宇仍由原居村民擁有；  

( i i i )  過去 2 0 年，海下只興建了七幢新屋宇，近

年該區的人口也沒大變。「鄉村式發展」地

帶內大部分土地已售予私人發展商，最終會

變成地產項目。應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面積，避免人們對發展抱有期望；  

對林地環境的影響  

( i v )  現有村落以西的擬議鄉村擴展範圍被次生林

地覆蓋，長有為數頗多的各種成齡樹，包括

細 葉 榕 和 一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香 港 大 沙

葉。該處大部分地方都未受干擾或相對未受

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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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發展小型屋宇會令這些林地的生境失去，對

該處的天然河流及潮溪更會造成干擾，這些

地方是褐魚鴞的覓食地；  

( v i )  漁護署應對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地

方進行全面的四季生態研究，評估這些地方

的 生 態 價 值 ， 以 及 應 採 取 「 防 患 未 然 」 原

則，也就是說，在確證環境不受影響前，應

假設環境要面對受破壞的威脅；  

( v i i )  政府在劃設「自然保育區」地帶以維護生物

多樣性方面，對於不同的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處理方法並不一致。白腊一些長

有香港大沙葉的未成熟原生林地劃為「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但 海 下 同 樣 的 林 地 卻 劃 為

「鄉村式發展」地帶；  

( v i i i )  為免影響現有的林地、附近的天然河流和海

下灣海岸公園的環境，以及防止這些地方的

景觀價值下降，應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範圍，並把未受干擾的林地改劃為「綠化

地帶」；  

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環境的影響  

( i x )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潮間帶和潮下帶的生物多

樣性非常豐富。若按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的規劃，興建 6 0 至 9 0 幢新的小型屋宇，必

會破壞或割裂天然生境，並會削弱生物多樣

性，長此下去，會對當地生態系統的環境構

成壓力；  

(x )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僅可作程度最低的污水

處理，其排出的污水仍然含極大量營養物、

有機物和微生物。要有效減少這些物質，地

層情況必須合適，而有關地區的發展密度亦

要低。若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保養不足，加

上數目增加，長遠來說，往往未能有效清除

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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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 )  海下地區地底表層的沉積物含有透氣和高滲

透力的沉澱物，使污水流走得很快。污水雖

然經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處理，但到達大海

前仍然淨化得不夠。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

署」 )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

守則第 5 / 9 3 號》沒有涵蓋海下這個獨特的

情況。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大量設有化

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村屋所排出的污水和廢

水 ， 會 嚴 重 威 脅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海 洋 生

物。當局沒有針對污水會累積滲透入海下灣

海岸公園／「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這個問

題進行地質評估；  

(x i i )  海下村有人居住，位處海灘／鑑定為「具特

殊科學價值地點」的海下灣旁邊，有不少康

樂活動進行。當局必須參照根據《水污染管

制條例》發出的技術備忘錄，訂定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與沿岸海域之間的法定後移距離

(例如須相距 1 0 0 米 )，並強制使用以化學劑

清理的獨立廁所和廢水處理系統，避免對土

壤 、 河 流 、 濕 地 和 海 下 灣 海 洋 環 境 造 成 污

染；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註釋》  

(x i i i )  應對「鄉村式發展」地帶施加更嚴格的規劃

管 制 ， 規 定 發 展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

「食肆」及「商店及服務行業」用途，以及

對現有建築物進行拆卸、加建、改動及／或

修改，都必須先取得規劃許可；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x iv )  當 局 沒 有 調 查 ／ 評 估 增 建 小 型 屋 宇 ， 在 環

境、排水、景觀及交通各方面會對海下灣有

何潛在的累積影響。對於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的用途和可建的小型屋宇數目，當

局應作出有根據及負責任的決定，所以事前

必須審慎研究個別「不包括的土地」的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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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西貢東和西貢西兩個郊野公園所有「不

包括的土地」的整體承受力；  

(x v )  當局沒有定下任何計劃改善基礎設施 (例如排

污、道路、泊車位及公共交通設施 )以配合海

下的新發展和該區遊人的需要。當局應擬備

鄉村發展藍圖及定出公共工程計劃，改善海

下的基礎設施和其他設施，防止現有的鄉村

污染該區及海下灣；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  

(x v i )  海下河的上游已指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的

河溪」。由於毗鄰該河下游的「綠化地帶」

也具重要的生態價值，所以應劃作「自然保

育區」地帶或「海岸保護區」地帶。「綠化

地帶」的真正規劃意向可能並非作保育，因

為 常 有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 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可能會對濕地及沿河地區造成不能挽救

的影響 ;  

(x v i i )  據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及二零一三年八月實地

觀察所見，流入那些荒廢濕農地的水來自海

下河，另有一條小河在規劃署擬備的地圖中

沒有顯示。另據最近實地視察所見，該濕地

仍然有水淹浸着，並錄得本港罕見的草本植

物雞冠苞覆花。由於該濕地的水文系統與海

下灣海岸公園相連，所以任何流入該濕地的

污染物都會流進該海岸公園，而日後進行的

任何發展，亦會影響上述的罕見植物；  

(x v i i i )  沒有劃出 3 0 米闊的地方作緩衝區，化糞池

及滲水井系統排出的污水透過地下水流入海

下河的可能性會增加，影響所及，會對該河

以至海下灣海岸公園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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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化地帶」、「自然保育區」地帶和「海岸保護

區」地帶的《註釋》  

(x ix )  為免有人在申請更改土地用途前破壞環境易

受 影 響 的 土 地 的 生 態 ( 例 如 假 意 進 行 農 業 活

動 )，不應容許在「自然保育區」地帶、「海

岸保護區」地帶和「綠化地帶」內發展「農

業用途」、「農地住用構築物」、「燒烤地

點」、「野餐地點」、「公廁設施」和「帳

幕營地」，或應把這些用途列於第二欄，規

定要向城規會取得規劃許可才能發展；  

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  

(xx )  用 以 劃 定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及海下灣海岸公園和「具特殊科學價值

地點」範圍的資料 (包括地圖 )內容不全，且

含有誤導成分。有關地圖沒有反映過去三十

年來海岸侵蝕的作用。當局應使用最新的地

圖，以高潮線來準確顯示海灘現時的範圍，

以及據之劃設「海岸保護區」地帶；  

(xx i )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和「綠化地帶」內，

有一個河流和相關濕地的網絡。網絡中各小

河流向一片濕地，再流向一大河，然後直接

流 入 海 下 灣 。 該 處 的 水 文 系 統 與 海 下 河 分

開，當局須於七月至八月間進行全面勘查，

蒐集潮濕季節的水文數據；  

(xx i i )  漁護署提供的生態資料並不足夠，特別是沒

有就「鄉村式發展」地帶和「綠化地帶」進

行妥善的調查，亦未有視海下河為天然資源

及環境易受影響的地方而予以應有的重視；  

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xx i i i )  訂 立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的 目

的，是要保護「不包括的土地」免因「不協

調的發展」 (例如在農地及樹林和河流附近發



-  1 8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展大量新的小型屋宇 )而面臨「即時的發展威

脅」。可是，為「不包括的土地」而制訂的

大 部 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卻 擴 展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範圍，使這些土地面臨大規模的

「即時的發展威脅」，這樣不但違反當局所

申明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亦

不符國際性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以及  

(xx i v )  從生態、景觀和康樂的角度而言，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與毗連的郊野公園緊密相

連，所以應納入郊野公園範圍，這樣，各項

發展便須經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及漁

護署審批，而當局亦會着力管理，包括進行

生境及美化市容設施改善工程、定期巡邏和

監察，以及採取執法行動對付違規情況；  

申述人的建議  

(g)  第 1 組申述書提出的建議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4 號第 2 . 7 段，撮述如下：  

( i )  該區西部現時劃作「自然保育區」地帶的土

地可用作水上活動康樂中心及漁護署建議的

海岸公園遊客中心，應把該處改劃為「鄉村

式發展」地帶作小型屋宇發展；  

( i i )  「海岸保護區」地帶內有大量私人土地，應

把之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以及  

( i i i )  由於「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大部分土地現時

已有村屋，把現時海下路沿路的部分「自然

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可讓村

民有機會提出規劃申請，發展小型屋宇；  

(h)  第 2 組申述書提出的建議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4 號第 2 . 8 段，撮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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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於現有

構築物所在之處／屋地，而鄉村擴展的範圍

亦 應 規 劃 在 生 態 價 值 較 低 的 地 區 。 另 應 把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西部改劃為「自然保

育區」地帶或「綠化地帶」，以保護林地及

海下灣；  

( i i )  應把現有的鄉村及建議的鄉村擴展範圍劃為

「綜合發展區」地帶，並對擬在地帶內進行

改善及發展計劃的申請作出規劃限制，確保

對環境的潛在影響得到妥善處理。另可考慮

與村民換地，使村中央的土地可騰出來闢設

配套設施 (例如遊樂場 )，而東面及南面的政

府土地則可用來發展小型屋宇；  

( i i i )  為把生態易受影響的海下河及海下灣海岸公

園與不適當的土地用途／發展分隔開，應把

「綠化地帶」改劃為最少 3 0 米闊的「自然

保育區」地帶，才能保護海下河免受可能發

展的小型屋宇的影響；而「海岸保護區」地

帶的範圍亦應涵蓋距離岸邊至少 3 0 米的地

方，作為緩衝區，保護海岸線；以及  

( i v )  應把海下指定為郊野公園，以保護生態易受

影響的地方，另應把發展審批地區圖的有效

期延長最少一年，以便進行所需的程序。在

此期間，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綠化

地帶」及非保育地帶改劃為「未決定用途」

地帶，以保護該區的天然環境；  

(i)  由海谷中心及個別人士提交的 R 1 0 9 1 1 至 R 1 0 9 2 0

申述書所載的建議是關於擴展「其他指定用途」註

明「水上活動康樂中心」地帶，把其範圍向北、南

和東面加闊五米，以便按照契約條件的規定，護理

該中心周邊的植物；以及把連接海下路與海谷中心

的行人徑改劃為「其他指定用途」地帶或「政府、

機構或社區」地帶，以方便維修保養該行人徑；  



-  2 0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意見  

(j)  在所收到的 3  6 7 1 份意見書中，有 3  6 5 4 份 ( C 1

至 C 3 6 5 5、 C 3 6 6 1、 C 3 6 6 3 及 C 3 6 6 9 )由環保／

關 注 組 織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其 中 包 括 創 建 香 港

( C 3 6 4 1 ) 、 西 貢 之 友 ( C 3 6 4 0 ) 及 海 下 之 友

( C 3 6 6 3 )。他們表示支持第 2 組申述書所提出的申

述和建議，理由與該組申述書所述的相似；  

(k)  其 餘 1 7 份 意 見 書 ( C 3 6 5 6 至 C 3 6 6 0 、 C 3 6 6 2、

C 3 6 6 4 至 C 3 6 6 8 及 C 3 6 7 0 至 C 3 6 7 5 )由環保／關

注 組 織 ( 即 香 港 鄉 郊 基 金 ( C 3 6 5 7 ) 和 香 港 地 貌 岩 石

保 育 協 會 ( C 3 6 6 8 ) )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他 們 並 沒 有

指明其意見與哪項申述有關，但大致反對海下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  

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  

(l)  申述地點遍及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整個規劃區；  

(m)  海下的規劃區 (下稱「海下地區」 )所涵蓋的總面積

約為 8 . 4 5 公頃，位於西貢半島北岸，可乘車經海

下路前往。海下三面被西貢西郊野公園包圍，餘下

的北面則向着景色宜人的海下灣。海下灣是指定的

海岸公園，亦是「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海下地

區的西北面邊界毗連一條大石澗；  

(n)  海下地區主要有林地、村屋、沙灘及休耕農地。位

於該區中部的海下村是該區唯一的認可鄉村，建有

大約 3 0 幢屋宇和兩座祠堂。當中有部分屋宇的地

面一層開設了地區士多。漁護署的海下灣海岸公園

護理員站崗設於其中一幢屋宇的地面一層，於周末

為遊客舉辦導賞團。根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資

料，海下地區的總人口約為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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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  

(o)  海下地區的整體規劃意向，是保存該區的自然景觀

和保育價值，以及保護該區的自然鄉郊環境及文化

遺產，同時預留土地，以供日後海下的原居民鄉村

發展小型屋宇之用；  

(p)  「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

境作為市區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以抑制市區範

圍的擴展，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根據一般

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  

(q)  「自然保育區」地帶的規劃意向，是保護和保存區

內現有的天然景觀、生態系統或地形特色，以達到

保育目的及作教育和研究用途，並且分隔開易受破

壞的天然環境，以免發展項目對這些天然環境造成

不良影響。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  

(r)  「海岸保護區」地帶的規劃意向，是保育、保護和

保留天然海岸線，以及易受影響的天然海岸環境，

包括具吸引力的地質特色、地理形貌，或在景觀、

風景或生態方面價值高的地方，而地帶內的建築發

展，會維持在最低水平。此地帶亦可涵蓋能作天然

保護區的地方，以防護鄰近發展，抵抗海岸侵蝕的

作用。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  

(s)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就現有的認可

鄉村和適宜作鄉村擴展的土地劃定界線。地帶內的

土地，主要預算供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設

立此地帶的目的，亦是要把鄉村式發展集中在地帶

內，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

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  

(t)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水上活動康樂中心」地帶

的規劃意向，是反映海下地區西部的土地的現有用

途，即現時位於海下路北面的一個水上活動康樂中

心 (「海谷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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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u)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發展局局長行使行政長官

所授予的權力，根據條例第 3 ( 1 ) ( a )條指示城規會

擬備涵蓋海下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二零一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城規會初步考慮海下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同意適宜把這份草圖提交大埔區議會和西貢

北約鄉事委員會進行諮詢；  

(v)  規劃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諮詢大埔區議會及西貢北

約鄉事委員會。他們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

積不足以應付未來的需求，因為地帶內的土地只能

應付未來 1 0 年約 6 7 %的小型屋宇需求，而且地帶

內可作小型屋宇發展的政府土地太少。村代表建議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向西擴展，涵蓋目前

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的部分地方；  

(w)  規劃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與村民／居民會面，另外

亦收到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區內關注組織及

個別人士的意見。村民擔心擬議用作擴展「鄉村式

發展」地帶的土地大部分屬發展商所有，未必可以

供他們興建小型屋宇。環保／關注組織及居民則支

持 劃 設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但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太大，「綠

化地帶」日後亦很可能會進行發展。他們認為「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應局限在現有村落，並應把

海下指定為郊野公園；  

(x)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規劃署把海下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連同從大埔區議會、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

村民、環保／關注組織及市民所收到的意見，提交

城規會以作進一步考慮。城規會備悉有關的意見，

並 同 意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適 宜 展 示 予 公 眾 查

閱。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城規會根據條例第

5 條 ， 展 示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以供公眾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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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二零一三年十月和十一月，規劃署分別諮詢西貢北

約鄉事委員會及大埔區議會，兩會大致反對海下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並認為政府漠視當地村民的訴求

及私人土地擁有人的權利，又認為政府應設置公共

污 水 渠 或 公 共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 以 配 合 當 地 村 民 所

需；  

對申述理據及申述人的建議的回應  

(z)  備 悉 表 示 支 持 的四 份 申 述 書 (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的意見；  

[黃令衡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aa)  對表示反對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的回應詳載於城市

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第 5 . 1 5 至 5 . 3 4 段，撮

述如下：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 i )  在擬備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及各土地用途

建議時，已特別關注到要保護海下地區具重

要生態和景觀價值的地方，亦考慮過西貢西

郊野公園和海下灣海岸公園更廣大的自然系

統 。 規 劃 署 經 徵 詢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後，已劃設保育地帶，即「自然保育區」地

帶、「海岸保護區」地帶及「綠化地帶」，

涵蓋具重要生態及景觀價值而須通過法定規

劃制度予以保護的地方 (例如原生林地、天然

海岸線及石澗 )。這三個保育地帶佔地合共約

5 . 6 公頃，佔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涵蓋

的土地約 6 6 %；  

( i i )  為應付當地村民對小型屋宇的需求，在劃出

須予保育的地方後，實有必要在合適的地點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鄉村式發展」

地帶的界線是考慮過「鄉村範圍」、該區地

形、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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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方及其他環境

特點而劃的。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僅是

考慮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時所參考的

眾多資料之一；  

( i i i )  由原居民代表向地政總署提供的小型屋宇需

求預測數字，或會隨時間而轉變。當 局 採 用

了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作小型屋宇發展，藉此把小型屋宇的發展局

限在現有村落毗鄰適當的地點。海下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所劃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其

面 積 約 有 2 . 6 公 頃 ， 較 海 下 村 的 「 鄉 村 範

圍」 (約 2 . 9 2 公頃 )小約 1 1 %，可提供土地

興建約 6 4 幢小型屋宇，滿足約 6 8 %的尚未

處理的需求和未來 1 0 年的預測需求 ( 9 4 幢

小型屋宇 )；  

對林地環境的影響  

( i v )  申述人，特別是環保／關注組織，蒐集了大

量 支 持 其 申 述 的 資 料 ， 以 證 明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西部是未受干擾的次生林地，有

為 數 頗 多 的 成 齡 樹 及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品

種 ， 而 且 與 毗 連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綠化地帶」的生態緊密相連。「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西緣更發現有一組成齡樹，包括

細葉榕，另外，該地帶還有一種具保育價值

的植物香港大沙葉。因此，他們認為該林地

應 剔 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劃 作 保 育 地

帶 ， 例 如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加以保護；  

( v )  規劃署審視過最新的證據，另根據漁護署的

意見，認為申述人提出的某些建議有可取之

處。為盡量減少對現有天然環境 (包括濕地及

海下灣 )的負面影響，可考慮順應這些申述的

部 分 內 容 ， 修 訂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剔出當中西部相對未受干擾且有具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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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值 植 物 品 種 的 林 地 ， 並 把 之 連 同 毗 鄰 的

「綠化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 v i )  建 議 劃 設 「 綠 化 地 帶 ( 1 ) 」 ， 是 為 了 對 有 關

的林地及濕農地作出更高程度的保護，同時

提供彈性，使地帶內可發展一些必要的用途

( 例 如 「 墓 地 」 及 「 鄉 事 委 員 會 會 所 ／ 鄉 公

所 」 ) ， 以 配 合 當 地 村 民 的 需 要 。 在 此 地 帶

內，只有那些有需要進行以助保存區內現有

天然景觀、生態特色或風景質素的發展，或

者基於重大公眾利益而必須進行的基礎設施

項目，才可能會獲得批准。另外，在「綠化

地 帶 ( 1 ) 」 內 ， 只 可 以 重 建 現 有 的 新 界 豁 免

管制屋宇及翻建現有的構築物，不得發展新

的小型屋宇。漁護署認為，從自然保育的角

度而言，把有關的林地及濕地劃為「綠化地

帶 ( 1 )」，做法恰當；  

( v i i )  修訂後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土地面積會

由 2 . 6 公頃縮減至 1 . 9 5 公頃，約可興建 4 0

幢新的小型屋宇，能滿足 4 3 %的預測小型屋

宇需求，而原來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則能

滿足 6 8 %的小型屋宇需求；  

( v i i i )  為應付日後的小型屋宇需求，規劃署檢視了

該區的土地，期能找到有潛力作小型屋宇發

展的合適地點。經徵詢漁護署的意見後，規

劃署在村落的東面物色到一幅政府土地。該

幅土地相對平坦，大部分地方長滿小樹、灌

木及草，面積約為 0 . 2 5 公頃，建議把之由

「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以反映其現時的景觀特色。「綠化地帶」內

並非不可以發展小型屋宇，如提出申請，城

規會可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小型屋宇需求  

( i x )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僅是考慮劃設「鄉

村式發展」地帶時所參考的眾多資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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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規劃階段並無機制可核實有關數字，

但 相 關 地 區 的 地 政 專 員 審 批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時，會核實小型屋宇申請人的身分；  

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環境的影響  

(x )  海下灣的生態價值是眾所公認的，亦是擬備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一 個 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當局已劃設根據一般推定不宜進行發展

的保育地帶，包括「綠化地帶」、「自然保

育區」地帶及「海岸保護區」地帶，涵蓋具

重要生態及景觀價值的地方，務求通過法定

規劃制度，保護海下的天然環境，以及與其

生態緊密相連的西貢西郊野公園和海下灣海

岸公園；  

(x i )  在 地 政 總 署 處 理 有 關 批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

時 ， 相 關 部 門 ( 包 括 環 保 署 、 渠 務 署 、 水 務

署、漁護署及規劃署 )會考慮小型屋宇的排污

(包括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問題。排污工程

的安排須符合相關政府部門的規定；  

(x i i )  正如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說明書》所

述，根據現行做法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

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的規定，如發展計

劃／方案可能影響天然溪澗／河流，負責批

核和處理發展計劃的當局須徵詢和收集漁護

署和相關當局的意見。根據《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第九章，在人口少的鄉郊地區使用

化糞池這一方法處理和排放污水是准許的。

為保護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發展計劃／

方案的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

造必須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包括環保署

的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

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須經環

境保護署評核的排水渠工程計劃」。環保署

的《村屋污水排放指南》亦有載述如何操作

和維修保養化糞池 (例如清除淤泥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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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 i i )  據環保署表示，在決定某地點是否適合建造

化糞池處理和排放污水時，須考慮該地點特

有的情況，如滲濾試驗結果、是否接近河流

／ 溪 澗 、 地 下 水 位 的 深 度 、 地 形 及 洪 泛 風

險。這些關於個別地點特有情況的資料是非

常 重 要 的 ， 尤 其 有 些 情 況 是 ， 即 使 同 一 地

點 ， 泥 土 特 性 ( 例 如 泥 土 結 構 ) 也 有 很 大 差

異。滲濾試驗是《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

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所訂明的其中一

項規定。認可人士必須按規定進行試驗，以

確定泥土的吸收力，從而定出化糞池可達的

負荷量。這項試驗可讓相關各方確定泥土的

情況是否合適，能讓化糞池妥善運作，有效

處理和排放污水。在評估擬議的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是否可以接受時，會考慮海下個別

地點的特有情況；  

(x iv )  該《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第 5 / 9 3 號》亦訂有一些關於化糞池的設計

標準，包括泥土滲濾試驗、化糞池與特定水

體 (如地下水位、河溪、海灘等 )之間相隔的

距離，以及建築物之間相隔的距離。這些規

定有助鑑定何種地層狀況適宜建造化糞池，

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屋宇的密度；  

累積影響的評估  

(x v )  城規會審議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已考

慮所有相關的規劃因素，包括相關政府部門

和公眾的意見。對於擬議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運輸署和路政署曾從交通運輸基礎設

施的角度考慮，但都沒有提出疑問；  

(x v i )  地 政 總 署 在 處 理 有 關 批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

時，會諮詢相關的部門，確保所有相關部門

都 有 充 分 機 會 覆 檢 申 請 ， 並 就 申 請 提 出 意

見。漁護署一直有密切監察海下灣海岸公園

的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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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圖的草圖的草圖的草圖的《《《《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x v i i )  由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提供

土地作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之用，所以把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列於此地帶的土地用途表

第一欄，做法恰當；  

(x v i i i )  從農業發展的角度而言，漁護署對有關把各

保育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的「農業用途」和

「農地住用構築物」改列於第二欄的建議有

所保留，因為這樣會對農業有所限制，長遠

來 說 ， 會 窒 礙 農 業 發 展 。 任 何 涉 及 河 道 改

道、填土／填塘或挖土的工程，如可能對天

然環境有負面影響，均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

許可才能進行。考慮到上述的因素，漁護署

認為並無有力的理據要對相關地帶的土地用

途表第一欄用途施加更嚴格的管制；  

(x ix )  「燒烤地點」和「野餐地點」是指由政府營

運的設施，不包括私人擁有及／或商營的地

點；「公廁設施」是指符合《公眾衞生及市

政條例》 ( 1 3 2 章 )的涵義的廁所，以及由政

府保養、管理和監管並提供予公眾使用的浴

室；「帳幕營地」則是指供公眾紮營作臨時

宿處以便作康樂或訓練用途的地方，而此設

施也是由政府指定的。漁護署認為，這些用

途 未 必 對 易 受 影 響 的 生 境 有 很 大 的 負 面 影

響 ， 因 此 並 無 有 力 的 理 據 要 把 「 綠 化 地

帶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中 這 些 用 途 列 於 第 二

欄；  

(xx )  地政總署處理小型屋宇的申請時，會徵詢相

關部門的意見，確保所有相關的部門均有充

分機會覆檢申請，並就申請提出意見。倘在

處所內經營食物業，必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食環署」 )申領食物業牌照。因此，

並無有力的理據要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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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用 途 表 中 的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

「 食 肆 」 和 「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 列 於 第 二

欄；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  

(xx i )  漁護署提出的意見着眼於保存保育價值高的

生境，多於個別具保育價值的物種的記錄。

重要的生境如原生的成熟林地及海下河沿河

地 區 ， 為 多 個 物 種 提 供 合 適 的 棲 息 和 生 長

地，這些地方都已劃為保育地帶。這些生境

普遍育有多樣具保育價值的物種；  

(xx i i )  漁護署認為，把有關土地劃為「綠化地帶」

是恰當的，因為該處的林地是由荒廢農地演

變而成的未成熟林地，而且相對已受干擾，

而 該 處 的 石 澗 亦 非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不過，為盡量減低對現有的天然環境

(包括濕地和海下河 )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可 考 慮 順 應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 ， 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漁 護 署 認

為 ， 從 自 然 保 育 的 角 度 而 言 ， 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擬 議 的 「 綠 化 地 帶 ( 1 ) 」 ， 做 法

恰 當 ， 因 為 新 的 「 綠 化 地 帶 ( 1 ) 」 與 林 地 可

合成一個更廣闊的緩衝區，分隔開鄉村、海

下灣海岸公園和海下河；  

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  

(xx i i i )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界線是參照高水位線而劃

的，而在劃定該海岸公園的範圍時，亦考慮

了海岸線的生態特點。為加強保護海岸的生

態，特把海下的海灘和沙丘劃入海下灣海岸

公園的範圍。海下灣海岸公園經刊憲的界線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根 據 《 海 岸 公 園 條 例 》 獲 批

准，此後一直沒有改變。海下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所涵蓋的地區，其北面的界線與海下灣

海岸公園的界線吻合，兩者之間並無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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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i v )  在擬備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及各土地用途

建議時，已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包括保育及

自然景觀、生態價值、景觀特色、交通、基

礎設施和公用事業設施，亦已徵詢各持份者

和相關政府部門的看法和意見。這份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並非依據測量圖來擬備，只是採

用其地圖數據而已；  

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xxv )  《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施政報告》宣布，政

府承諾把其餘 5 4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劃入郊野公園範圍，或透過法定規劃程

序確立合適用途，以照顧保育和社會發展需

要。由法定圖則保護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其整體規劃意向是保存區內的自然

景觀和保育價值，以及保護區內的自然鄉郊

環境，同時容許現有認可鄉村的原居村民在

區內發展小型屋宇；以及  

(xxv i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把某地

方指定為郊野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職 權 範 圍 ， 不 由 城 規 會 負

責；  

(bb)  對申述書提出的建議的回應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9 6 4 4 號第 5 . 3 5 段，撮述如下：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  

把「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及「綠化地帶」  

(i)  擬設的海下灣海岸公園遊客中心位於西貢西

郊野公園的範圍內，但在這份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的涵蓋範圍外。海下地區西部和海下路

沿路的「自然保育區」地帶有相對未受干擾

而值得保存的原生林地，這片林地與毗連的

西貢西郊野公園延綿相連。從自然保育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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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言，劃設該「自然保育區」地帶，做法

恰當；  

把「海岸保護區」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ii)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所 涵 蓋 的 地 方 有 紅 樹

林、與紅樹林伴生的植物和後灘植物，毗鄰

就 是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 劃 設 該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是 必 要 的 ， 可 以 此 地 帶 作 為 緩 衝

區，分隔開鄉村地區和海下灣海岸公園；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劃設「綜合發展區」地帶  

(iii)  在擬備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過程中，城

規會已就劃設「綜合發展區」地帶的建議進

行詳細的討論。現時在海下地區劃設的用途

地帶，是根據各不同地點在生態和景觀上的

價值及其是否適宜作小型屋宇發展而劃的，

目的是提供清晰的規劃意向及作出保護。為

加強規劃限制或保護環境而把鄉村地區劃作

「綜合發展區」地帶，做法並不恰當；  

「海岸保護區」地帶的範圍應涵蓋距離岸邊至少 3 0

米的地方  

(iv)  海下村與海下灣海岸公園之間的「海岸保護

區」地帶的闊度由 2 5 米至 3 5 米不等。如此

劃設該「海岸保護區」地帶，做法恰當，可

發 揮 緩 衝 作 用 ， 隔 開 鄉 村 與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若把「海岸保護區」地帶的範圍進一步

向內陸擴展，便會侵進現有的鄉村；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v)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應否把

某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

園範圍，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

監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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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水上活動康樂中心」

地帶的範圍  

(vi)  海谷中心的短期租約是規定須在租約涵蓋範

圍內有關用地的南面闢設一條不少於三米闊

的植樹帶。因此，以租約有規定為由而要求

把該中心的用地範圍擴大，並不合理；以及  

(vii)  該 行 人 徑 位 於 有 關 的 短 期 租 約 涵 蓋 的 範 圍

外，而且不能確定作出擬議的修訂後，如何

能方便保養該行人徑。據這份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的《註釋》說明頁所載，在「自然保育

區」地帶內，道路 (包括行人徑 )的保養或修

葺工程是經常准許的；  

對意見的理據的回應  

(cc)  意見書提出的主要理據及對這些理據的回應載於城

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附件 I V。有關的理據

和回應與上文概述的那些表示反對的申述書提出的

理據和有關回應相似；以及  

規劃署的意見  

(dd)  規劃署對各項申述的意見如下：  

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  

(i)  備悉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表示

支持的意見；  

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  

(ii)  不 反 對 申 述 編 號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的部分內容，並認為應

順應這些申述的部分內容修訂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把「鄉村式發展」地帶西部及毗

連 的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以 及 把 毗 連 該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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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保育區」地帶東部改劃為「綠化地

帶 。 有 關 的 修 訂 在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4 號附件 V I 顯示。另外，為配合擬對海

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的這些修訂，亦建

議對這份草圖的《註釋》及《說明書》作出

修訂。有關修訂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附件 V I I 及附件 V I I I；以及  

(iii )  不支持申述編號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R 1 0 7 4 0 、 R 1 0 7 4 1 、 R 1 0 7 4 3 至 R 1 0 7 4 9

及申述編號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的餘下部分內容，並認為不應順應

這些申述修訂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  

1 0 .  委員備悉，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5 號的一頁替代

頁 (圖 H - 1 a )已提交席上。蘇震國先生借助投影片，按城市規劃

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5 號詳載的內容簡介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要點如下：  

背景  

(a)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城規會根據條例第 5 條

展 示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 》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 結 果 共 收 到

1 0  7 4 8 份有效的申述書和 3  6 7 3 份意見書；  

申述  

(b)  所有申述書都反對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有關

意見大致可分為兩組：  

( i )  第 1 組 有 8 7 5 份 申 述 書 (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至 R 1 0 8 1 7 )，由村民和相關團體及

其他個別人士提交。他們主要反對「鄉村式

發展」地帶，認為面積不足以應付發展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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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宇 的 需 求 ， 並 反 對 把 大 量 私 人 土 地 劃 入

「自然保育區」地帶；以及  

( i i )  第 2 組 有 9  8 7 3 份 申 述 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8 1 8 至 R 1 0 8 5 8 )，由立法

會議員、環保／關注組織及個別人士提交。

他們主要反對「鄉村式發展」地帶，認為面

積過大，理由是此地帶是根據未經核實的小

型屋宇需求量而劃，有關數字根本並非實際

數字，而且興建小型屋宇會嚴重威脅該區的

重要生境及物種；  

申述的理據  

(c)  第 1 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5 號第 2 . 3 段，撮述如下：  

 「「「「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  

(i)  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未能滿足日後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 而 且 礙 於 地 形 上 的 限

制，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亦不足夠；  

[黃令衡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d)  第 2 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5 號第 2 . 4 段，撮述如下：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小型屋宇需求  

(i)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面 積 約 為 4 . 1 2 公

頃 ， 會 興 建 1 3 4 幢 屋 宇 ， 規 劃 人 口 達

1  0 0 0，實 在太大 。根據 二零一 一 年人口普

查的資料，鎖羅盆的人口為零，該區亦沒有

尚待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應提出理據，說

明 為 何 要 劃 設 這 樣 大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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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小型屋宇的需求無窮無盡，所謂需求數字，

並無理據可證，亦未有核實。現行的小型屋

宇政策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大部分申

請都濫用這項政策；  

(iii )  應限制祖傳或繼承得來的鄉村土地的轉讓，

盡量使小型屋宇仍由原居村民擁有；  

對區內生境和周邊地區環境的影響  

(iv)  發展鎖羅盆地區，對區內食蟹獴和豹貓的生

境會有負面影響。來自小型屋宇的光線更會

影響本地罕見的褐扁顱蝠；  

(v)  鎖羅盆沒有公共污水收集系統，區內小型屋

宇的污水只可由原地設置的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處理。該區沒有道路可達，如何能妥善

維修保養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令人存疑。

污染物會流入附近的水體，污染環境；  

(vi)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僅可作程度最低的污水

處理，其排出的污水仍然含極大量營養物、

有機物和微生物。要有效減少這些物質，地

層情況必須合適，而有關地區的發展密度亦

要低。若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保養不足，加

上數目增加，長遠來說，往往未能有效清除

污染物；  

(vii)  鎖羅盆地底表層的沉積物含有透氣和高滲透

力的沉澱物，使污水流走得很快。污水雖然

經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處理，但到達大海前

仍淨化得不夠。當局沒有針對污水會累積滲

透入附近地區這個問題進行地質評估；  

(viii)  鎖 羅 盆 外 的 吉 澳 海 位 於 大 鵬 灣 水 質 管 制 區

內，與印洲塘海岸公園和鴨洲魚類養殖區非

常接近，因此，鎖羅盆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內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對水質的影響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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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下去，會污染鎖羅盆生態易受影響的生境

及附近易受影響的地區；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註釋》  

(ix)  應施加更嚴格的規劃管制，規定在「鄉村式

發展」地帶內發展「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食肆」及「商店及服務行業」，以及對現

有 建 築 物 進 行 拆 卸 、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都必須先取得規劃許可；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x)  當 局 沒 有 調 查 ／ 評 估 增 建 小 型 屋 宇 ， 在 環

境、排水、景觀及交通各方面會對該區有何

潛在的累積影響。對於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的用途和可建的小型屋宇的數目，當

局應作出有根據及負責任的決定，所以事前

必須審慎研究個別「不包括的土地」的承受

力和郊野公園所有「不包括的土地」的整體

承受力；  

(xi)  當局沒有定下任何計劃改善基礎設施 (例如排

污、道路、泊車位及公共交通設施 )以配合鎖

羅盆的新發展和該區遊人的需要。當局應擬

備鄉村發展藍圖及定出公共工程計劃，改善

鎖羅盆的基礎設施和其他設施，防止現有的

鄉村污染該區；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  

(xii)  鎖羅盆河的下游已鑑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

的河溪」，毗鄰該河上游的「綠化地帶」也

具重要的生態價值，所以應劃作「自然保育

區」地帶。「綠化地帶」的真正規劃意向可

能並非作保育，因為常有擬在「綠化地帶」

發展小型屋宇的申請獲批給規劃許可，日後

可能會對濕地及沿河地區造成不能挽救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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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及及及及「「「「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地帶的地帶的地帶的地帶的《《《《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xiii)  為免有人在申請更改土地用途前破壞環境易

受 影 響 的 土 地 的 生 態 ( 例 如 假 意 進 行 農 業 活

動 )，不應容許在「自然保育區」地帶和「綠

化地帶」內發展「農業用途」、「農地住用

構築物」、「燒烤地點」、「野餐地點」、

「公廁設施」和「帳幕營地」，或應把這些

用途列於第二欄，規定要向城規會取得規劃

許可才能發展；  

生態資料生態資料生態資料生態資料  

(xiv)  鎖羅盆曾錄得共 2 4 4 種維管束植物 (其中 7

種具保育價值 )、 1 種具保育價值的蜻蜓、 1 1

種本地魚 (其中 3 種具保育價值 )、 2 種兩棲

類動物及 3 種具保育價值的哺乳類動物；  

(xv)  鎖羅盆及附近一帶曾錄得 3 8 種雀鳥，當中

1 0 種具保育價值，包括綠翅金鳩、灰樹鵲和

冠魚狗。另外，在「鄉村式發展」地帶附近

的淡水沼澤可找到水蕨，這種植物在中國內

地列為「國家二級保護」植物；此外，該處

也曾錄得青鱂這種具保育價值的魚；  

(xvi)  在吉澳海可找到管海馬，這個獲國際自然保

護聯盟列為易危的物種，現正受到村屋造成

的水污染威脅；  

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xvii)  訂 立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的 目

的，是要保護「不包括的土地」免因「不協

調的發展」 (例如在農地及樹林和河流附近發

展大量新的小型屋宇 )而面臨「即時的發展威

脅」。可是，為「不包括的土地」而制訂的

大 部 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卻 擴 展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範圍，使這些土地面臨更大規模



-  3 8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的「即時的發展威脅」，這樣不但違反當局

所申明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

亦不符國際性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以及  

(xviii)  從生態、景觀和康樂的角度而言，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與毗連的郊野公園緊密相

連，所以應納入郊野公園範圍，這樣，各項

發展便須經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及漁

護署審批，而當局亦會着力管理，包括進行

生境及美化市容設施改善工程、定期巡邏和

監察，以及採取執法行動對付違規情況；  

申述人的建議  

(e)  第 1 組申述書提出的建議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5 號第 2 . 5 段，撮述如下：  

(i)  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擴展至涵蓋

毗 鄰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的 河 谷 中 游 和 上 游 的 地 方 。 擴 展 後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面 積 應 不 少 於 7 . 1 5

公頃，亦不應涵蓋陡坡、河流或墓地；以及  

(ii)  為促進生態旅遊的發展，建議改劃「自然保

育區」地帶及部分「綠化地帶」的用途，並

劃定道路所在的地方。有關的建議如下：  

－  把濕地連同防波堤旁邊一段「具重要生

態價值的河溪」由「自然保育區」地帶

改劃為「綠化地帶」；  

－  把濕地及旁邊的地方由「自然保育區」

地帶及「綠化地帶」改劃為「康樂」地

帶，以便發展低密度康樂用途，包括郊

野學習／教育／遊客中心，推廣生態旅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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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學校舊址及旁邊的地方由「自然保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政

府、機構或社區」地帶，以便發展鄉公

所及遊客中心；  

－  把池塘及毗連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 多 個 地 方 ( 包 括 梯 田 )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農

業」地帶，以作農業用途，例如休閒耕

作；  

－  因應上述改劃建議，申述人為「鄉村式

發展」地帶、「綠化地帶」、「康樂」

地 帶 、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及

「 農 業 」 地 帶 擬 備 了 一 套 新 的 《 註

釋》。該套《註釋》載於城市規劃委員

會文件第 9 6 4 5 號附件 V I；以及  

－  在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把現有的

行 人 徑 及 旁 邊 由 防 波 堤 至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至 少 闊 2 . 5 米 的 地 方 顯 示 為

「道路」；  

(f)  第 2 組申述書提出的建議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5 號第 2 . 6 段，撮述如下：  

(i)  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於現有

構築物所在之處／屋地 (現有已成頽垣的屋宇

四周的 2 0 米範圍內 )和已獲批准興建小型屋

宇的地點；  

(ii)  為 加 強 保 護 鑑 定 為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的鎖羅盆河下游，應把該河的上游及支

流、沿河地區連該河兩岸作為緩衝區的最少

3 0 米 範 圍 內 的 地 方 ， 以 及 毗 連 的 林 地 ， 由

「鄉村式發展」地帶和「綠化地帶」改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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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把 海 草 床 連 旁 邊 的 紅 樹 羣 落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改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地

帶；以及  

(iv)  應把鎖羅盆指定為郊野公園，以保護該區生

態易受影響的地方，另應把發展審批地區圖

的有效期延長最少一年，以便進行所需的程

序。在此期間，可把「鄉村式發展」地帶、

「綠化地帶」及非保育地帶改劃為「未決定

用途」地帶，以保護該區的天然環境；  

意見  

(g)  在所收到的 3  6 7 3 份意見書中，有八份 ( C 3 6 6 9 至

C 3 6 7 6 )由村民及個別人士提交，表示支持第 1 組

的申述，理由與該組申述書所述的相似。對於第 2

組申述書有關「鄉村式發展」地帶面積過大的反對

意見，他們則表示反對；  

(h)  其餘 3  6 6 5 份意見書由環保組織／關注組織 (包括

西貢之友 ( C 3 6 4 0 )、創建香港 ( C 3 6 4 1 )和香港鄉郊

基 金 ( C 3 6 5 7 ) )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他 們 提 出 的 意 見

與第 2 組申述書所述的相似。在這些意見書中，共

有 3  6 5 3 份 ( C 1 至 C 3 6 5 5、 C 3 6 6 1 及 C 3 6 7 7 )表

示支持第 2 組的申述，而其餘 1 2 份意見書 ( C 3 6 5 6

至 C 3 6 6 0 及 C 3 6 6 2 至 C 3 6 6 8 )並沒有指明其意見

與哪項申述有關，但表示反對這份鎖羅盆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  

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  

(i)  申 述 地 點 遍 及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整 個 規 劃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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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鎖羅盆的規劃區 (下稱「鎖羅盆地區」 )所涵蓋的土

地總面積約為 2 7 . 6 8 公頃，三面被船灣郊野公園包

圍，東北面向着吉澳海優美的海岸線；  

(k)  鎖羅盆村是該區唯一的認可鄉村，現時大致無人居

住。該村的發展範圍主要集中在該區北部的山坡下

段，大部分村屋已成頹垣，只餘下數幢高一至兩層

的村屋，都是殘破及空置的；  

(l)  鎖羅盆地區的南面、西面及北面主要被林地及灌木

林覆蓋。山坡上的林地與附近船灣郊野公園的茂密

草木連成一片，與附近郊野公園的自然美景互相輝

映。位於山坡下段及低地的休耕農地大部分長滿雜

草及灌木。該區中部的平地上有一些由荒廢的濕農

田變成的淡水沼澤。該區靠海一面沿吉澳海海岸有

河口紅樹林／泥灘生境，河口紅樹林西南面則是一

個周圍長有蘆葦的池塘。有一條天然河溪由西南至

東北方向穿過鎖羅盆地區，下游部分為「具重要生

態價值的河溪」；  

(m)  根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資料，鎖羅盆地區的總

人口約為 1 1 0；  

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  

(n)  鎖羅盆地區的整體規劃意向是保護該區的高保育和

景觀價值，使其能與附近船灣郊野公園的整體自然

美 境 互 相 輝 映 。 除 環 境 和 生 態 方 面 的 因 素 要 考 慮

外，鎖羅盆地區的發展還受制於有限的交通和基礎

設 施 。 該 區 的 規 劃 意 向 亦 是 要 把 鄉 村 發 展 集 中 起

來，以免對該區的天然環境造成不應有的干擾，以

及令區內有限的基礎設施不勝負荷；  

(o)  「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

境作為市區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以抑制市區範

圍的擴展，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根據一般

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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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自然保育區」地帶的規劃意向，是保護和保存區

內現有的天然景觀、生態系統或地形特色，以達到

保育目的及作教育和研究用途，並且分隔開易受破

壞的天然環境，例如郊野公園，以免發展項目對這

些天然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

不宜進行發展；  

(q)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就現有的認可

鄉村和適宜作鄉村擴展的土地劃定界線。地帶內的

土地，主要預算供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設

立此地帶的目的，亦是要把鄉村式發展集中在地帶

內，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

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r)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發展局局長行使行政長官

所授予的權力，根據條例第 3 ( 1 ) ( a )條指示城規會

擬備涵蓋鎖羅盆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二零一三

年四月二十六日，城規會初步考慮鎖羅盆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同意這份草圖適宜提交北區區議會和沙

頭角區鄉事委員會進行諮詢；  

(s) 規劃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諮詢北區區議會和沙頭角

區鄉事委員會。兩會強烈反對「自然保育區」地帶

的規劃，因為所涉土地大都是村民的私人土地。此

外，該區只有約 9 %的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

帶，未能滿足小型屋宇的需求。這樣規劃「鄉村式

發 展 」 地 帶 會 滅 村 ， 並 剝 奪 私 人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權

利 。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只 劃 設 了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綠化地帶」和「鄉村式發展」地帶，

似乎不足以滿足村民復村的期望。當局應同時兼顧

保育和土地擁用人的發展權，使兩者之間可以作出

平 衡 ， 所 以 這 份 草 圖 應 加 入 「 農 業 」 地 帶 、 「 康

樂」地帶和「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t)  規劃署亦收到環保組織 (包括創建香港、世界自然基

金會香港分會、長春社和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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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意 見 。 這 些 組 織 大 致 支 持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因為鎖羅盆多個具重要保育價值的地方都已劃

為保育地帶；  

(u)  考慮到各方對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意見分歧，特

別是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和「自然保育區」

地帶，規劃署進一步徵詢相關部門 (包括漁護署 )的

意見後，修訂了鎖羅盆地區的土地用途地帶規劃。

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濕地綜合區和周邊的天然林地 (內

有 植 物 茂 生 的 山 坡 和 一 條 天 然 大 河 ) 建 議 繼 續 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和「綠化地帶」；另有約 1 . 6

公頃的土地 (包括該區東北部一幅土地和西南部一幅

狹長平地 )則由「綠化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

地 帶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總 面 積 因 此 而 由 約

2 . 5 2 公頃增至約 4 . 1 2 公頃 )；  

(v)  二 零 一 三 年 八 月 九 日 ， 規 劃 署 把 加 入 了 有 關 擴 展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建議的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連同從北區區議會、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村

民和環保／關注組織所收到的意見，提交城規會以

作進一步考慮。城規會備悉有關的意見，並同意該

經修訂的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適宜展示予公眾

查閱。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城規會根據條例

第 5 條 展 示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以供公眾查閱；  

(w)  二零一三年九月和十月，規劃署分別諮詢北區區議

會 和 沙 頭 角 區 鄉 事 委 員 會 。 兩 會 都 強 烈 反 對 劃 設

「自然保育區」地帶，因為所涉土地大都是村民的

私人土地，並認為當局應提供配合該村需要的相關

基礎設施；  

對申述的理據和申述人的建議的回應  

(x)  對申述書提出的理據的回應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9 6 4 5 號第 5 . 1 2 和 5 . 1 3 段，撮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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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劃設劃設劃設「「「「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i)  有關的濕地系統 (即有紅樹林和海草床的潮間

帶生境、蘆葦池、一條鑑定為「具重要生態

價值的河溪」的天然河流及淡水沼澤等 )具重

要的生態價值，曾錄得多種魚和若干具保育

價值的物種。把鎖羅盆濕地綜合區劃為「自

然保育區」地帶是恰當的，可保護和保存這

些地方豐富的生態資源和生物物種。另外，

周邊的林區及一片傳統墓地則劃作「綠化地

帶」，作為有發展的地方與自然保育區或郊

野公園之間的緩衝區；  

(ii)  不 計 那 些 環 境 易 受 影 響 而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及「綠化地帶」的地方，其餘現時

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主要都是現

有村落及毗鄰由荒廢農地演變而成的一些相

對 已 受 干 擾 的 未 成 熟 林 地 及 長 了 灌 木 的 草

地，這些地方都適宜作鄉村發展；  

(iii )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慮過「鄉村

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

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

地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  

(iv)  當局採用了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鄕村式發

展」地帶作小型屋宇發展，藉此把小型屋宇

的發展局限在現有村落毗鄰適當的地點。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所 劃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其面積約有 4 . 1 2 公頃，較鎖羅

盆 村 的 「 鄉 村 範 圍 」 ( 約 5 . 5 8 公 頃 ) 小 約

2 6 %，可建約 1 3 4 幢屋宇。佔所預測的未來

1 0 年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 2 7 0 幢 屋 宇 ) 約

5 0 %；  

小型屋宇需求  

(v)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僅 是 考 慮 擬 議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時所參考的眾多資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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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的預測數字由原居民代表向地政總

署 提 供 ， 或 會 隨 時 間 及 基 於 不 同 理 由 而 轉

變，例如人口變化 (出生／死亡 )，以及現時

居於村外 (包括本地及海外 )的原居村民日後

是否希望回鎖羅盆居住。雖然在規劃階段並

無機制可核實有關數字，但相關地區的地政

專員審批小型屋宇申請時，會核實小型屋宇

申請人的身分；  

對區內生境及周邊地區環境的影響  

(vi)  鎖 羅 盆 及 周 邊 地 區 的 生 態 價 值 是 眾 所 公 認

的，亦是擬備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一

個重要的考慮因素。當局已在該區適當的地

點劃設根據一般推定不宜進行發展的保育地

帶，包括「綠化地帶」和「自然保育區」地

帶，務求通過法定規劃制度，保護鎖羅盆的

天然環境，以及與其生態緊密相連的船灣郊

野公園及周邊地區；  

(vii)  在 地 政 總 署 處 理 有 關 批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

時 ， 相 關 部 門 ( 包 括 環 保 署 、 渠 務 署 、 水 務

署、漁護署及規劃署 )會考慮小型屋宇的排污

(包括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問題。排污工程

的安排須符合相關政府部門的規定；  

(viii)  正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說明書》

所述，根據現行做法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

術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的規定，如發展

計劃／方案可能影響天然溪澗／河流，負責

批核／處理發展計劃的當局須徵詢和收集漁

護署和相關當局的意見。根據《香港規劃標

準與準則》第九章，在人口少的鄉郊地區使

用 化 糞 池 這 一 方 法 處 理 和 排 放 污 水 是 准 許

的。為保護該區的水質，發展計劃／方案的

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必須

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包括環保署的專業

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

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須經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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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評核的排水渠工程計劃」。環保署的《村

屋污水排放指南》亦有載述如何操作和維修

保養化糞池 (例如清除淤泥的方法 )；  

(ix)  據環保署表示，在決定某地點是否適合建造

化糞池處理和排放污水時，須考慮該地點特

有的情況，如滲濾試驗結果、是否接近河流

／溪澗、地下水位的深度、地形及洪泛風險

等。這些關於個別地點特有情況的資料是非

常 重 要 的 ， 尤 其 有 些 情 況 是 ， 即 使 同 一 地

點 ， 泥 土 特 性 ( 例 如 泥 土 結 構 ) 也 有 很 大 差

異。滲濾試驗是《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

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所訂明的其中一

項規定。認可人士必須按規定進行試驗，以

確定泥土的吸收力，從而定出化糞池可達的

負荷量。這項試驗可讓相關各方確定泥土的

情況是否合適，能讓化糞池妥善運作，有效

處理和排放污水。因此，在評估擬議的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是否可以接受時，會考慮鎖

羅盆個別地點的特有情況；  

(x)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 亦 訂 有 一 些 關 於 化 糞 池 的 設 計 標

準，包括泥土滲濾試驗、化糞池與特定水體

(如地下水位、河溪、海灘等 )之間相隔的距

離，以及建築物之間相隔的距離。這些規定

有助鑑定何種地層狀況適合建造化糞池，並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屋宇的密度；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xi)  城規會審議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已

考慮所有相關的規劃因素，包括相關政府部

門 和 公 眾 的 意 見 。 對 於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運輸署和路政署曾從交通運輸基

礎設施的角度考慮，但都沒有提出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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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地政總署在處理有關批建小型屋宇申請時，

會諮詢相關政府部門，確保所有相關部門都

有充分機會覆檢申請，並就申請提出意見；  

草圖的草圖的草圖的草圖的《《《《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xiii)  由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提供

土地作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之用，所以把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列於此地帶的土地用途表

第一欄，做法恰當；  

(xiv)  從農業發展的角度而言，漁護署對有關把各

保育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的「農業用途」和

「農地住用構築物」改列於第二欄的建議有

所保留，因為這樣會對農業有所限制，長遠

來 說 ， 會 窒 礙 農 業 發 展 。 此 外 ， 漁 護 署 表

示，任何涉及河道改道、填土／填塘或挖土

的工程，如可能對天然環境有負面影響，均

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才能進行。考慮到

上述因素，漁護署認為並無有力的理據要對

相關地帶的土地用途表第一欄用途施加更嚴

格的管制；  

(xv)  「燒烤地點」和「野餐地點」是指由政府營

運的設施，不包括私人擁有及／或商營的地

點；「公廁設施」是指符合《公眾衞生及市

政條例》 ( 1 3 2 章 )的涵義的廁所，以及由政

府保養、管理和監管並提供予公眾使用的浴

室；「帳幕營地」是指供公眾紮營作臨時宿

處以便作康樂或訓練用途的地方，而此設施

也是政府所指定的。漁護署認為，在這些設

施進行的活動未必對易受影響的生境有很大

的負面影響，因此並無有力的理據要把「綠

化地帶」、「自然保育區」地帶及「海岸保

護區」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這些用途列於第

二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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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地政總署處理小型屋宇申請時，會徵詢相關

部門的意見，確保所有相關的部門均有充分

機會覆檢申請，並就申請提出意見。此外，

倘在處所內經營食物業，則須向食環署申領

食 物 業 牌 照 。 因 此 ， 並 無 有 力 的 理 據 要 把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的「新

界豁免管制屋宇」、「食肆」和「商店及服

務行業」列於第二欄；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是否足夠是否足夠是否足夠是否足夠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xvii)  漁護署提出的意見着眼於保存保育價值高的

生境，多於個別具保育價值的物種的記錄。

重要的生境如原生的成熟林地及鎖羅盆河沿

河地區和濕地，為多個物種提供合適的棲息

和生長地，這些地方都已劃為保育地帶。這

些生境普遍育有多樣具保育價值的物種；  

(xviii)  漁護署認為，把有關土地劃為「綠化地帶」

是恰當的，因為該處的林地是由荒廢農地演

變而成的未成熟林地，而且相對已受干擾，

而鎖羅盆河的上游亦非「具重要生態價值的

河溪」；  

(xix) 「綠化地帶」是自然保育地帶，根據一般推

定，不宜進行發展。在此地帶內發展小型屋

宇，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規劃署會

諮詢相關部門，確保擬議的發展在環境、生

態和景觀等方面，不會對附近地區 (包括鎖羅

盆河和濕地 )造成負面影響；  

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xx) 《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施政報告》宣布，政

府承諾把其餘 5 4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劃入郊野公園範圍，或透過法定規劃程

序確立合適用途，以照顧保育和社會發展需

要。由法定圖則保護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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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其整體規劃意向是保存區內的自然

景觀和保育價值，以及保護區內的自然鄉郊

環境，同時容許現有認可鄉村的原居村民在

區內發展小型屋宇；以及  

(xxi)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把某地

方指定為郊野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職 權 範 圍 ， 不 由 城 規 會 負

責。  

(y)  對申述書提出的建議的回應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9 6 4 5 號第 5 . 1 4 段，撮述如下：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  

把濕地連同防波堤旁邊一段「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

溪」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i)  防波堤旁邊建議改劃為「綠化地帶」的地方

是鎖羅盆濕地系統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生

態價值。該處有一段「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

溪」流經，也有濕地和紅樹林等。現時把該

處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做法恰當；  

把濕地／池塘及旁邊包括一段「具重要生態價值的

河 溪 」 的 地 方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改劃為「康樂」地帶及「農業」地帶  

(ii)  該狹長的平地有部分為濕地綜合區，該部分

應繼續劃作保育，而毗鄰的天然生境，則應

劃為「綠化地帶」。當局至今沒有收到任何

有關發展康樂用途的具體建議。因此，並無

有 力 的 理 據 要 把 該 片 濕 地 及 旁 邊 的 地 方 由

「自然保育區」地帶及「綠化地帶」改劃為

「康樂」地帶。在所有這些地帶內，農業用

途都是列於第一欄的用途，無須取得城規會

的規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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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村校舊址及旁邊的地方由「綠化地帶」及「自然

保育區」地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iii)  該區現時沒有人口，全面發展後總人口亦只

有約 1  0 0 0，故目前並無需要闢設特定的政

府、機構或社區設施；  

(iv)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鄉公所」是經

常准許的用途。至於在「綠化地帶」內發展

鄉公所及遊客中心，可向城規會申請，城規

會將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改劃建議所涉地帶的《註釋》  

(v)  申述書並沒有詳細的資料，說明建議把有關

地點改劃為「綠化地帶」、「康樂」地帶、

「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及「農業」地帶

的理據。這些地帶的《註釋》應以城規會同

意的《法定圖則註釋總表》為依據，申述人

並 未 提 供 資 料 ， 說 明 要 在 「 綠 化 地 帶 」 、

「康樂」地帶、「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及「農業」地帶加入其建議的用途的理據；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定顯示為「道路」的地方  

(vi)  當局未有提出在鎖羅盆地區興建通道的計劃

／ 承 諾 。 根 據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註釋》，由政府統籌或落實的土力工程、

地區小工程、道路工程及其他公共工程都是

經常准許的；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把鎖羅盆河的上游和支流、沿河地區及毗連的次生

林地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vii)  據漁護署表示，有一條天然河流由西南至東

北方向穿過鎖羅盆地區。該河的下游部分是

該區濕地綜合區的一部分，獲鑑定為「具重

要生態價值的河溪」。此河段已劃為「自然

保育區」地帶。不過，該河的上游部分並未

鑑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而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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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鑑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尚

要進一步研究。因此，把這條天然河流的上

游部分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並不恰當；  

(viii)  對於可能影響天然河流／溪澗的發展計劃及

關於原地化糞池系統的規定，現時已有相關

的規管機制 (包括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及環保署的《專業人士

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

作出規管；  

(ix)  沿河地區及毗連的林地在這份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上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及「綠化地

帶」。這片林地除了在村落附近適宜作鄉村

擴展之用的那部分外，其餘部分與附近船灣

郊野公園內天然林地的茂密草木連成一片，

劃作「綠化地帶」，做法恰當，可對上游地

區及這片林地作出規劃管制和保護；  

把海草床及毗連的紅樹林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

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地帶  

(x)  支持有關劃設保育地帶以保護海草床和紅樹

林的建議。不過，現有的理據不足以支持把

這些地方指定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而漁護署亦沒有計劃把這些地方指定為「具

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以及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xi)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是否把

特定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

公園範圍，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

總監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  

對意見的理據的回應  

(z)  意見書提出的主要理據及對這些理據的回應載於城

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5 號附件 I V。有關的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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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回應與上文概述的那些表示反對的申述書提出的

理據和有關回應相似；以及  

規劃署的意見  

(aa)  不支持第 1 組及第 2 組申述，並認為不應順應這些

申述修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  

1 1 .  麥 黃 潔 芳 女 士 借 助 投 影 片 ， 按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6 號詳載的內容簡介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要點如下：  

背景  

(a)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城規會根據條例第 5 條

展 示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 》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 結 果 共 收 到

1 0  6 6 5 份 有 效 的 申 述 書 及 3  6 6 5 份 有 效 的 意 見

書；  

申述  

(b)  除 了 一 份 由 一 名 當 地 村 民 提 交 的 申 述 書 ( R 1 0 7 3 6 )

表示支持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外，其餘所有申述

書均反對這份草圖，有關意見大致可分為兩組：  

(i)  第 1 組 有 7 9 5 份 申 述 書 (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7 )，由個別人士和村民提交，他們主

要反對「鄉村式發展」地帶，認為地帶內的

土地不足應付發展小型屋宇的需求；以及  

(ii)  第 2 組 有 9  8 7 0 份 申 述 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由立法

會議員、一名區議員、環保／關注組織及個

別人士提交。他們主要反對「鄉村式發展」

地帶，認為面積過大，理由是此地帶是根據

未經核實的小型屋宇需求量而劃，有關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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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並非實際數字。由於「鄉村式發展」地

帶 4 0 %的土地由私人發展公司擁有，而這些

公司都有「先破壞，後建設」的不良記錄，

因此他們憂慮「鄉村式發展」地帶過大，會

立下不良先例，助長私人發展；  

表示支持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 ( R 1 0 7 3 6 )  

(c)  表示支持的申述書提出的主要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

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第 2 . 3 段，撮述如下：  

(i)  支持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因為這份草圖

可 促 進 白 腊 村 的 發 展 。 天 然 環 境 固 然 要 保

護，但也要尊重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的權

利和土地擁有人的權利；以及  

(ii)  有必要為白腊闢設車路，這對白腊的日後發

展至為重要；  

表示反對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  

(d)  第 1 組 表 示 反 對 的 申 述 書 (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7 )提出的主要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6 號第 2 . 4 段，撮述如下：  

「「「「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地帶的面積地帶的面積地帶的面積  

(i)  所劃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未能滿足小型屋

宇的需求及配合日後鄉村的發展。有關當局

沒有考慮過構成整條村布局的歷史文化及風

水。原居民所住的舊村昔日曾面向西南面的

「白虎山」，由於風水欠佳，所有男性成年

人未滿 4 0 歲就去世。因此，整條村遷到現

址，以避厄運。另外，「鄉村式發展」地帶

形狀不規則，浪費了可發展的地方，有些村

民亦沒有私人土地興建小型屋宇，因此實有

必要把「鄉村式發展」地帶擴展至現有鄉村

的西南部，涵蓋地帶內的政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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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  

(ii)  白腊地區沒有道路及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設

施，例如公廁、電視及／或廣播電台發射塔

裝置等。當局應提供這些設施；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iii)  相關的部門 (包括漁護署 )既沒有進行任何諮

詢工作，也沒有闡述其保育意向，評估報告

亦欠奉；以及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地帶的可行性地帶的可行性地帶的可行性地帶的可行性  

(iv)  在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內 使 用 車 輛 及 農 車 受 到 限

制。由於沒有復耕計劃，當地村民擔心劃設

「農業」地帶，會限制他們發展小型屋宇的

機會；  

(e)  第 2 組 表 示 反 對 的 申 述 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提出的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委

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第 2 . 5 段，撮述如下：  

「「「「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及規劃地帶的面積及規劃地帶的面積及規劃地帶的面積及規劃  

小型屋宇需求  

(i)  「鄉村式發展」地帶佔地約 2 . 3 7 公頃，實

在太大，更會建 7 9 幢屋宇，但根據二零一

一年人口普查的資料，白腊的人口不足 5 0。

當 局 應 提 出 理 據 說 明 為 何 要 劃 設 如 此 大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  

(ii)  小型屋宇的需求無窮無盡，所謂需求數字，

並無理據可證，亦未有核實。現行的小型屋

宇政策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大部分申

請都濫用這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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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應限制祖傳或繼承得來的鄉村土地的轉讓，

盡量使小型屋宇仍由原居村民擁有；  

(iv)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大部分土地已售予私

人發展商，申述人擔心這些土地最終會被私

人發展商用來發展住宅項目；  

(v)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會 立 下 不 良 先

例，影響其他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因 為 白 腊 這 個 地 區 過 去 已 經 懷 疑 有 人 圖 以

「先破壞，後建設」的手法進行發展；  

對天然生境的影響  

(vi)  白腊 (特別是其次生林地 )育有多種不同的動

物，在生態上與環繞該區的西貢東郊野公園

緊密相連。白腊曾錄得多種蝴蝶 ( 3 7 種 )及雀

鳥 ( 5 5 種 )；  

(vii)  白腊灣是文昌魚的生長地。該區的一條河曾

發現中華花龜及虎皮蛙；  

(viii)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濕潤荒田可找到

一些水蕨 (在中國內地列為二級保護植物 )，

若有人提出發展小型屋宇，這種植物會受到

影響；  

(ix)  發展住宅可能要闢建道路，這樣會進一步破

壞自然環境。使用萬宜路的車輛增加，亦會

污染萬宜水庫的集水區；  

(x)  發展小型屋宇可能會帶來污染物，這些污染

物會大大降低下游郊野公園區環境的質素，

影響到白腊灣生態的完整；  

對白腊灣環境的影響  

(xi)  白腊沒有公共污水收集系統。小型屋宇的污

水只可由原地設置的化糞池和滲水井系統處

理。該區沒有道路可達，如何能妥善維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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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令人存疑。污染物

會流入附近的水體，污染環境；  

(xii)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僅可作程度最低的污水

處理，其排出的污水仍然含極大量營養物、

有機物和微生物。要有效減少這些物質，地

層情況必須合適，而有關地區的發展密度亦

要低。此外，若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保養不

足，加上數目增加，長遠來說，往往未能有

效清除污染物；  

(xiii)  白腊地底表層的沉積物含有透氣和高滲透力

的沉澱物，使污水流走得很快。到達大海前

淨化得不夠，後果是污水會累積滲透入附近

地區；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xiv)  當 局 沒 有 調 查 ／ 評 估 增 建 小 型 屋 宇 ， 在 環

境、排水、景觀及交通各方面會對該區有何

潛在的累積影響。對於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的用途和可建的小型屋宇數目，當局

應作出有根據及負責任的決定，所以事前必

須審慎研究個別「不包括的土地」的承受力

和郊野公園所有「不包括的土地」的整體承

受力；  

(xv)  當局沒有定下任何計劃改善基礎設施 (例如排

污、道路、泊車位及公共交通設施 )以配合白

腊的新發展和該區遊人的需要。當局應擬備

鄉村發展藍圖及定出公共工程計劃，改善白

腊的基礎設施和其他設施，防止現有的鄉村

污染該區；  

草草草草圖的圖的圖的圖的《《《《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xvi)  為免有人在申請更改土地用途前破壞環境易

受 影 響 的 土 地 的 生 態 ( 例 如 假 意 進 行 農 業 活

動 )，不應容許在「自然保育區」地帶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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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式發展」地帶內發展「農業用途」、「農

地住用構築物」、「燒烤地點」、「野餐地

點」、「公廁設施」和「帳幕營地」，或應

把這些用途列於第二欄，規定要向城規會取

得規劃許可才能發展；  

(xvii)  應施加更嚴格的規劃管制，規定發展「新界

豁免管制屋宇」、「食肆」及「商店及服務

行 業 」 ， 以 及 對 現 有 建 築 物 進 行 拆 卸 、 加

建、改動及／或修改，都必須先取得規劃許

可；  

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xviii)  訂 立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的 目

的，是要保護「不包括的土地」免因「不協

調的發展」 (例如在農地及樹林和河流附近發

展大量新的小型屋宇 )而面臨「即時的發展威

脅」。可是，為「不包括的土地」而制訂的

大 部 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卻 擴 展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範圍，使這些土地面臨更大規模

的「即時的發展威脅」，這樣不但違反當局

所申明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

亦不符國際性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以及  

(xix) 從生態、景觀和康樂的角度而言，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與毗連的郊野公園緊密相

連，所以應納入郊野公園範圍，這樣，各項

發展便須經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及漁

護署審批，而當局亦會着力管理，包括進行

生境及美化市容設施改善工程、定期巡邏和

監察，以及採取執法行動對付違規情況；  

申述人的建議  

(f)  第 1 組申述書提出的建議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6 號第 2 . 6 段，撮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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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把現有的白腊村的西南部由「自然保育區」

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及「鄉村式發展」

地帶，以便擴展該村；以及  

(ii)  把白腊南部的一塊土地由「自然保育區」地

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以便

設 置 公 廁 及 電 視 及 ／ 或 廣 播 電 台 發 射 塔 裝

置；  

(g)  第 2 組申述書提出的建議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6 號第 2 . 7 段，撮述如下：  

(i)  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現有

的鄉村地區，並把此地帶的面積縮減三分之

二。另應只准在現有河流西面的地方發展，

東 面 的 地 方 則 應 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ii)  「鄉村式發展」地帶被一條流向白腊灣的河

一分為二，小型屋宇的建築工程和排出的污

水可能會影響該河。因此，應劃設緩衝區，

把該河與「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小型屋宇

發展分隔開，並應把該河和沿河地區改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的位置須距離水道最少 3 0 米；  

(iii )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濕潤荒田有零星的

水 蕨 生 長 ， 建 議 把 這 些 荒 田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iv)  應把白腊指定為郊野公園，以保護該區生態

易受影響的地方，另應把發展審批地區圖的

有 效 期 延 長 最 少 一 年 ， 以 便 進 行 所 需 的 程

序。在此期間，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及

非保育地帶改劃為「未決定用途」地帶，以

保護該區的天然環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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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農業」地帶所在之處是未成熟的植林區，

亦有一個人工池塘。該處的水文系統與流進

白腊灣的河相連，進行農業活動所產生的地

面 徑 流 會 使 該 河 及 白 腊 灣 的 有 機 物 含 量 增

加。因此，建議把該處由「農業」地帶改劃

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或「綠化地帶」，防

止水質變差；  

意見  

(h)  在所收到的 3  6 6 5 份意見書中，有 3  6 5 5 份 ( C 1

至 C 3 6 5 6 及 C 3 6 6 1 至 C 3 6 6 3 )主要由環保／關注

組 織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他 們 表 示 支 持 第 2 組 的 申

述，理由是「鄉村式發展」地帶面積過大，會增加

郊野公園的生態、景觀和康樂價值受損的可能性；  

(i)  其餘 1 0 份意見書 ( C 3 6 5 7 至 C 3 6 6 0 及 C 3 6 6 4 至

C 3 6 6 9 ) 則 沒 有 表 明 其 意 見 與 哪 項 申 述 有 關 ， 但 表

示反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並認為「鄉村式發

展」地帶面積過大；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  

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  

(j)  申述地點遍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整個規劃區；  

(k)  白腊的規劃區 (下稱「白腊地區」 )所涵蓋的總面積

約為 6 . 8 公頃，位於西貢半島南岸，距西貢市中心

東南面約 9 . 5 公里，三面被西貢東郊野公園包圍，

其東面、北面及西面都是連綿山嶺。白腊地區區南

面有優美的海岸線，包括白腊灣海灘，該處亦已被

劃為西貢東郊野公園的一部分；  

(l)  白 腊 地 區 富 有 鄉 郊 田 園 特 色 ， 主 要 有 村 屋 、 灌 木

叢、林地、草地、休耕農地及河道。白腊是白腊地

區唯一的認可鄉村，村屋大多高兩至三層，主要的

村屋羣位於白腊地區中部。這些村屋大多空置，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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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仍然有人居住。白腊地區的東部及北部是休

耕農地，現時已演化成草地。有一條河由北向南穿

過白腊地區流入白腊灣。在該區北面較遠處是萬宜

水庫；  

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  

(m)  白腊地區的整體規劃意向，是保護區內具有高自然

景觀價值的地方及自然鄉郊環境，使這些地方能與

附近西貢東郊野公園的整體自然美境互相輝映；同

時預留土地，以供日後白腊的原居村民發展小型屋

宇之用；  

(n)  「自然保育區」地帶的規劃意向，是保護和保存區

內現有的天然景觀、生態系統或地形特色，以達到

保育目的及作教育和研究用途，並且分隔開易受破

壞的天然環境，例如郊野公園，以免發展項目對這

些天然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

不宜進行發展；  

(o)  「農業」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保存和保護良好

的農地／農場／魚塘，以便作農業用途。設立此地

帶的目的，亦是要保存在復耕及作其他農業用途方

面具有良好潛力的休耕農地；  

(p)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就現有的認可

鄉村和適宜作鄉村擴展的土地劃定界線。地帶內的

土地，主要預算供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設

立此地帶的目的，亦是要把鄉村式發展集中在地帶

內，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

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  

(q)  「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提

供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以配合當地居民及／或

該地區、區域，以至全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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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r)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發展局局長行使行政長官

所授予的權力，根據條例第 3 ( 1 ) ( a )條指示城規會

擬備涵蓋白腊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二零一三年

四月二十六日，城規會初步考慮白腊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同意這份草圖適宜提交西貢區議會和西貢鄉

事委員會進行諮詢；  

(s) 規劃署分別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和五月七日諮

詢西貢鄉事委員會和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要求

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作鄉村式發展，以

及在白腊地區闢設車輛通道。西貢鄉事委員會反對

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因為所劃的用途地帶會影

響村民的發展權。白腊村的村代表提交了反建議，

提 出 把 現 時 白 腊 村 西 北 部 和 西 南 部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和「鄉村式發展」地

帶，以利便鄉村擴展。當地村民亦建議把白腊南部

的一塊土地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政府、

機構或社區」地帶，以闢設公廁和電視及／或廣播

電台發射塔裝置；  

(t)  環保／關注組織則支持劃設「自然保育區」地帶，

但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過大。他們認為，除劃

設 細 小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以 容 納 現 有 的 鄉 村

外，應把整個白腊指定為郊野公園。由於有一條河

的部分河段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小型屋宇的

建築工程和排出的污水可能會影響該河。因此，在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那部分河段及沿河地區應

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u)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規劃署把白腊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連同從西貢區議會、西貢鄉事委員會、環保

／關注組織所收到的意見和其他公眾意見，提交城

規會以作進一步考慮。城規會備悉有關的意見，並

同意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適宜展示予公眾查閱。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 城 規 會 根 據 條 例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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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 展 示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以供公眾查閱；  

對申述的理據及申述人的建議的回應  

(v)  備悉表示支持的申述 ( R 1 0 7 3 6 )；  

(w)  對申述的理據及申述人的建議的回應詳載於城市規

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第 5 . 1 4 段，撮述如下：  

「「「「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及規劃地帶的面積及規劃地帶的面積及規劃地帶的面積及規劃  

(i)  在擬備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及各土地用途

建議時，已特別關注到要保護白腊區具重要

生態和景觀價值的地方，亦考慮過西貢東郊

野公園更廣大的自然系統；  

(ii)  為應付原居村民對小型屋宇的需求，有必要

在 合 適 的 地 點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慮過「鄉村

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

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

地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只有適合發展

小型屋宇的土地才劃入此地帶，而環境／生

態易受影響的地方及地形陡峭的地方不會包

括在內。在擬備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過

程 中 ， 是 考 慮 過 相 關 持 份 者 ( 包 括 西 貢 區 議

會、西貢鄉事委員會、村民及環保／關注組

織 )及政府部門的看法和意見，才劃定「鄉村

式發展」地帶的界線；  

(iii )  白腊的中部和北部是休耕農地，現長滿雜草

和灌木。由於白腊中部的草地平坦，又接近

現有鄉村，面積亦夠大，有足夠土地興建尚

未處理的申請和預測未來 1 0 年所需的小型

屋宇，因此是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理

想 地 點 。 白 腊 中部 這 塊 預 留 作 應付 未 來 1 0

年小型屋宇預測需求的草地 ( 1 . 8 1 公頃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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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現有鄉村和獲准發展小型屋宇及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的土地 ( 0 . 5 6 公頃 )，合共有 2 . 3 7

公頃的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iv)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僅是劃設「鄉村式

發展」地帶時所考慮的眾多因素之一，有關

的預測數字由原居民代表向地政總署提供，

或會隨時間而轉變。雖然在規劃階段並無機

制可核實有關數字的真確性，但相關地區的

地政專員審批小型屋宇申請時，會核實小型

屋宇申請人的身分。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現時所劃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佔地約 2 . 3 7

公頃，只是白腊「鄉村範圍」 ( 6 . 8 5 公頃 )面

積的 3 4 %；  

(v)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土地，不論是私人

擁有還是政府土地，其規劃意向皆主要是供

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在此地帶內，

雖然「屋宇」 (只限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是經

常准許的用途，但「分層住宅」及「屋宇」

( 未 另 有 列 明 者 ) 則 須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規 劃 許

可。因此，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已作出足

夠的管制，使「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土地

皆用作發展小型屋宇；  

對白腊灣環境的影響  

(vi)  在地政總署處理小型屋宇的申請時，相關部

門 (包括環保署、渠務署、水務署、漁護署及

規劃署 )會考慮小型屋宇的排污 (包括化糞池

及滲水井系統 )問題。排污工程的安排須符合

相關政府部門的規定；  

(vii)  正 如 這 份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 說 明

書》所述，根據現行做法及環境運輸及工務

局技術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的規定，如

發展計劃／方案可能影響天然溪澗／河流，

負責批核和處理發展計劃的當局須徵詢和收

集漁護署和相關當局的意見。根據《香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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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標準與準則》第九章，在人口少的鄉郊地

區使用化糞池這一方法處理和排放污水是准

許的。為保護白腊灣的水質，發展計劃／方

案的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

必須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例如環保署的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須經環境保護署評核的排水渠

工 程 計 劃 」 。 環 保 署 的 《 村 屋 污 水 排 放 指

南》亦有載述如何操作和維修保養化糞池 (例

如清除淤泥的方法 )；  

(viii)  據環保署表示，在決定某地點是否適合建造

化糞池處理和排放污水時，須考慮該地點特

有的情況，如滲濾試驗結果、是否接近河流

／溪澗、地下水位的深度、地形及洪泛風險

等。這些關於個別地點特有情況的資料是非

常 重 要 的 ， 尤 其 有 些 情 況 是 ， 即 使 同 一 地

點 ， 泥 土 特 性 ( 例 如 泥 土 結 構 ) 也 有 很 大 差

異。滲濾試驗是《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

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所訂明的其中一

項規定。認可人士必須按規定進行試驗，以

確定泥土的吸收力，從而定出化糞池可達的

負荷量。這項試驗可讓相關各方確定泥土的

情況是否合適，能讓化糞池妥善運作，有效

處理和排放污水。在評估擬議的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是否可以接受時，會考慮白腊個別

地點的特有情況；  

(ix)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 亦 訂 有 一 些 關 於 化 糞 池 的 設 計 標

準，包括泥土滲濾試驗、化糞池與特定水體

(如地下水位、河溪、海灘等 )之間相隔的距

離，以及建築物之間相隔的距離。這些規定

有助鑑定何種地層狀況適宜建造化糞池，並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屋宇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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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x)  城規會審議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已考

慮所有相關的規劃因素，包括相關政府部門

和公眾的意見。對於「鄉村式發展」地帶，

運輸署和路政署曾從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角

度考慮，但都沒有提出疑問；  

(xi)  地 政 總 署 在 處 理 有 關 批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

時，會諮詢相關的部門，確保所有相關部門

都 有 充 分 機 會 覆 檢 申 請 ， 並 就 申 請 提 出 意

見；  

草草草草圖圖圖圖的的的的《《《《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xii)  由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提供

土地作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之用，所以把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列於此地帶的土地用途表

第一欄，做法恰當；  

(xiii)  從農業的角度而言，漁護署對有關把土地用

途 表 中 的 「 農 業 用 途 」 和 「 農 地 住 用 構 築

物」改列於「鄉村式發展」地帶和「自然保

育區」地帶的土地用途表第二欄的建議有所

保留，因為這樣會對農業有所限制，長遠來

說，會窒礙農業發展。任何涉及河道改道、

填土／填塘或挖土的工程，如可能對天然環

境有負面影響，均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

才能進行。漁護署考慮上述因素後，認為並

無有力的理據要對相關地帶的土地用途表第

一欄用途施加更嚴格的管制；  

(xiv)  「燒烤地點」和「野餐地點」是指由政府營

運的設施，不包括私人擁有及／或商營的地

點；「公廁設施」是指符合《公眾衞生及市

政條例》 ( 1 3 2 章 )的涵義的廁所，以及由政

府保養、管理和監管並提供予公眾使用的浴

室；「帳幕營地」則是指供公眾紮營作臨時

宿處以便作康樂或訓練用途的地方，而此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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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也是由政府指定的。漁護署認為，這些用

途 未 必 對 易 受 影 響 的 生 境 有 很 大 的 負 面 影

響，因此並無有力的理據，要把這些用途改

列於相關地帶的土地用途表第二欄；  

(xv)  地政總署處理小型屋宇的申請時，會徵詢相

關部門的意見，確保所有相關的部門均有充

分機會覆檢申請，並就申請提出意見。倘在

處所內經營食物業，必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

申領食物業牌照。因此，並無有力的理據要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表 中 的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食肆」和「商店

及服務行業」列於第二欄；  

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  

(xvi)  根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資料，白腊地區

的 總 人 口 不 足 5 0。 目 前 白 腊 地 區有 食 水 供

應，亦有電力供應和電話服務。相關的工務

部門會一直留意該區未來在基礎設施方面的

需要，並會視乎有否資源而提供所需設施。

此 外 ， 這 份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 註

釋》亦提供了彈性，使政府統籌或落實的土

力工程、地區小工程及環境改善工程可以進

行。這些工程一般是為提供、保養、日常運

作和緊急修理地區設施而必須進行的工程，

目的是為公眾的利益及／或改善環境；  

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xvii)  《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施政報告》宣布，政

府承諾把其餘 5 4 幅「不包括的土地」劃入

郊野公園範圍，或透過法定規劃程序確立合

適用途，以照顧保育和社會發展需要。由法

定圖則保護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其整體規劃意向是保存區內的自然景觀和保

育價值，以及保護區內的自然鄉郊環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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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容許現有認可鄉村的原居村民在區內發展

小型屋宇；  

(xviii)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把某地

方指定為郊野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職 權 範 圍 ， 不 由 城 規 會 負

責；以及  

(xix) 漁護署表示，該署有一套既定的原則和準則

評估某個地點是否適合指定為郊野公園，有

關的原則和準則包括該地點的保育價值、景

觀及其優美程度、發展康樂用途的潛力、面

積、是否接近現有的郊野公園、土地類別及

現有土地用途。總監若建議把某個地點指定

為郊野公園，亦會就建議徵詢郊野公園及海

岸公園委員會的意見；  

(x)  對申述書提出的建議的回應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9 6 4 6 號第 5 . 1 4 段，撮述如下：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  

把「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及「綠化地帶」  

(i)  漁護署表示，白腊外圍的林區有相對不受干

擾的原生林地，林中有多種植物 (包括受保護

的品種 )生長。關於改劃為「綠化地帶」的建

議 ， 漁 護 署 表 示 ， 所 涉 的 林 地 環 境 質 素 相

若 ， 而 擬 議 的 「 綠 化 地 帶 」 及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兩處的林地實際上延綿相連，與毗

連的西貢東郊野公園融為一體，所以在生態

上，實在沒有充分理據對兩處的林地作出不

同的處理。為保護這片原生林地，也使鄉村

地區與周邊的西貢東郊野公園之間繼續有一

緩衝區，從自然保育的角度而言，漁護署不

支持把這片林地改劃作擬議的用途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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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白腊村南部的一塊土地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

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ii)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會一直留意有關的需

要，有需要時會把有關要求轉達提供有關服

務的機構。至於設置公廁的要求，現有鄉村

南 部 有 一 塊 用 地 已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地帶，以便設置公廁及一個政府垃圾收

集站，配合當地居民及遊人的需要；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現有的鄉村地

區  

(iii)  上文第 9 ( w ) ( i )至 ( i v )段所述有關對申述的

理據的回應亦適用；  

把該河及沿河地區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iv)  上文第 9 ( w ) ( v i )至 ( i x )段所述有關對申述的

理據的回應亦適用；  

把有水蕨的地方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自

然保育區」地帶  

(v)  雖 然 白 腊 東 面 的 濕 潤 荒 田 發 現 有 零 星 的 水

蕨，但漁護署認為數目不多，而這種植物是

否出現，視乎環境狀況而定。因此，沒有理

據要把這些地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vi)  應否把某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根 據 《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 ( 第

2 0 8 章 )，乃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

總監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  

把「農業」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或「綠

化地帶」  

(vii)  漁護署表示，這些休耕梯田及池塘有良好潛

力 恢 復 作 農 業 用 途 ， 故 應 劃 為 「 農 業 」 地

帶，這樣才可保存和保護優質的農地／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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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塘作農業用途。為確保在「農業」地帶

內進行的活動不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這

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註釋》已訂明，在

「農業」地帶內進行河道改道及填土／填塘

工程，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以及  

(viii)  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的規定，白腊的「農

業」地帶內禁止飼養禽畜。至於與飼養禽畜

無關的農業活動，預料不會造成嚴重的有機

物污染問題，影響河流及白腊灣；  

對意見的理據的回應  

(y)  意見書提出的主要理據及對這些理據的回應載於城

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附件 I V。有關理據和

回應與上文概述的那些申述書提出的理據和有關回

應相似；以及  

規劃署的意見  

(z)  規劃署對申述的意見是：  

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  

(i)  備悉 R 1 0 7 3 6 表示支持的意見；以及  

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  

(ii)  不支持第 1 組及第 2 組申述，並認為不應順

應這些申述修訂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會議小休五分鐘。 ]  

1 2 .  主席請那些就全部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申述的申

述人及其代表闡述他們的申述內容。  



-  7 0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R 1 8－翁煌發  

1 3 .  翁煌發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是海下村的村代表；  

(b)  他歡迎當局為海下擬備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因為良

好的規劃可使鄉村得以擴展，環境得到改善，亦可

使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  

(c)  村 民 一 直 以 客 觀 合 理 的 方 式 表 達 他 們 的 觀 點 和 訴

求。不過，對於其他申述人質疑小型屋宇需求數字

的準確性，他們感到受屈；  

(d)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數 字 是 考 慮 如 何 規 劃 法 定 圖 則 上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時必需的資料。為證明海下的

小型屋宇需求數字準確無誤，他擬備了一份載列了

海 下 男 性 原 居 村 民 人 數 和 相 關 資 料 ( 包 括 他 們 的宗

族、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和電話號碼 )的名單。該

名單已呈交席上，供城規會和規劃署參閱。從該名

單 可 見 ， 扣 除 那 些 已 離 世 和 已 行 使 其 丁 權 的 村 民

後 ， 最 新 的 小 型 屋 宇 未 來 需 求 數 字 為 9 7 幢 。 因

此，為擬備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而提供的小型屋

宇需求預測數字 ( 8 4 幢 )並沒有如其他申述人所指被

誇大，反而是被低估；  

(e)  根據在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展示的《海下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海下約有 2 . 6

公頃土地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較該區的「鄉

村範圍」的面積 (約 2 . 9 2 公頃 )少 1 1 %。雖然「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只能滿足約 6 8 %的小型屋宇

總需求，但考慮到區內污水處理設施不足，而且有

需要保育區內的林地，因此村民認為這個建議尚可

接受；  

(f)  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的圖 H - 4 所示

的規劃署最新建議，「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西部會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若 然 作 此 改 劃 ， 「 鄉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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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發展」地帶的面積便會減至約 1 . 9 5 公頃，只能

容納約 4 0 幢小型屋宇，滿足約 4 3 %的小型屋宇需

求。不單如此，村民更不能提出規劃申請，要求在

「 綠 化 地 帶 ( 1 ) 」 興 建 新 的 小 型 屋 宇 。 有 鑑 於 此 ，

海下的村民強烈反對規劃署這項最新的建議；  

(g)  由於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上劃作「鄉村式發展」

地帶的土地不足，村民之間就會因為發展小型屋宇

的土地問題而發生糾紛，令村裏不再和諧融洽；  

(h)  村民對自然保育一直採取理智和合理的態度。他們

不反對把成齡林地和「鄉村範圍」內一些起伏不平

的土地劃為「綠化地帶」，也接受把海下村以西的

地方作鄉村擴展之用，即使該處較「鄉村範圍」為

小。可是，環保組織卻把該處指為「次生林地」，

而 規 劃 署 的 最 新 建 議 更 提 出 把 該 處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他 質 疑 環 保 組

織有否提供足夠的資料和理據來證明該處確有高的

保 育 價 值 。 據 實 地 觀 察 所 見 ， 該 處 主 要 是 雜 草 叢

生、滿布瓦礫的荒置農地。如果政府認為保護保育

價值不高的林地較村民的發展需要更重要，實在對

村民極不公平；  

(i)  原 居 村 民 一 直 都 是 良 好 市 民 ， 他 們 遵 循 政 府 的 規

定，為所興建的小型屋宇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這類設施處理污水。可是，環保組織仍指排污有問

題，會影響環境，並以此為理由而要求限制鄉村的

發展。其實，海下村民一直有促請政府為他們提供

公共污水處理設施，最近該村更有一名私人土地擁

有人主動提出騰出其土地用來興建該村的污水處理

系統。村民希望該村日後的發展不會再受到污水處

理問題所掣肘；以及  

(j)  海 下 的 村 民 建 議 繼 續 把 現 有 村 落 以 西 的 地 方 劃 為

「鄉村式發展」地帶，或在該處劃設新的「鄉村式

發展 ( 1 )」地帶，並把「屋宇 (只限設有不屬化糞池

和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污 水 處 理 裝 置 的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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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而不是「屋宇 (只限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列為

第一欄用途。  

[ R 1 8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9 分鐘 ]  

R 2 8－陳祖旺  

1 4 .  陳祖旺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城規會過去拒絕了多宗要求在「綠化地帶」興建小

型屋宇的規劃申請。「自然保育區」地帶和「綠化

地帶」無止境的擴展會對房屋用地供應造成負面影

響。單位供應短缺可能引起社會動盪，在五十和六

十年代發生的暴動就是例子；  

(b)  自然保育是公眾的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時應對所

有持份者公平。若自然保育影響到私人產權，就應

考慮推出一些措施，向土地擁有人作出補償，例如

換地或提供現金補償，否則有違《基本法》；  

[劉智鵬博士此時暫時離席。 ]  

(c)  在內地，九寨溝國家地質公園的原住民獲給予在該

國家地質公園內的居所作為補償，而土地被收回作

發展的農民亦會獲政府發放補償。香港的情況卻比

內地差。如果私人土地被劃為保育地帶，土地擁有

人不會獲得任何形式的補償；  

(d)  當年政府為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都有向菜

園村的非原居村民作出補償，可是，對於土地被劃

作 保 育 地 帶 而 受 影 響 的 合 法 土 地 擁 有 人 和 原 居 村

民，政府卻不作任何補償，實在有欠公允；以及  

(e)  如有需要，他會向中國政府表達其意見。  

[ R 2 8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1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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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 2－李耀斌  

1 5 .  李耀斌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載有他口頭陳述內容的信件已提交席上；  

(b)  有大量申述書指「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過大，

主 要 是 因 為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上 沒 有 標 示 「 鄉 村 範

圍」，令人以為有關的鄉村很小，甚或不存在。正

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在當局公布這三份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時，人們才會對「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

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在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的過程

中，須充分考慮「鄉村範圍」的界線；  

(c)  有些申述人指部分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現時

的人口為零或很少，但規劃人口卻大幅上升，這說

法對村民不公平，亦有誤導公眾之嫌。以鎖羅盆為

例，過往村內曾有一百多幢屋宇。不過，自從當局

要興建水塘而把河道改道及把部分地方指定為郊野

公園後，村內的農業活動便式微，甚至闢設道路也

不行。村民在村內無以為生，便陸續搬走，出外謀

生或就學，及後大多數村民搬走後，鄉村便荒廢；  

(d)  原居村民有很強烈的歸屬感，為了他們的下一代，

他們很期望自己的鄉村得以持續發展。雖然村內沒

有人居住，但並不表示原居村民不打算復村。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須顧及復村因素；  

(e)  政府應考慮提供合適的配套設施，藉此保育和修復

鄉村，令村民可以回村居住。開闢道路和復耕十分

重要，後者更可加強食物鏈和生物多樣性，有利於

自然環境；  

(f)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合起來的面積比郊野公

園還小，把這些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不見得

有很大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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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 1 8 擬備了海下合資格可享丁權的村民的名單。由

名單可見，村代表向政府提供的小型屋宇需求數字

準確無誤，且有證據支持；  

(h)  原居村民只會按其需要和能力申請批建小型屋宇。

海下有些村民沒有行使其丁權便離世，而在過去 2 0

年，只有少數村民曾申請或獲批建小型屋宇。至於

沒有車路可達的鎖羅盆和白腊，獲批准興建小型屋

宇的申請數目更少。關於村民濫用小型屋宇政策的

說法根本不成立；  

(i)  根據 R 1 8 擬備的名單，海下村小型屋宇的實際需求

量是 9 7 幢。不過，在《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

號 S / N E - H H / 1 》 所 劃 設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可供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卻只有 1 . 6 公頃 (約

相等於 6 4 幢小型屋宇 )。按此數字計，「鄉村式發

展」地帶應擴大約 1 公頃，才能滿足小型屋宇的實

際需求；  

(j)  規劃署的最新建議是把海下村以西的地方由「鄉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這 其 實 是

限制鄉村發展的幌子。另外，建議把海下村以東的

地方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亦沒有好處，因為根本不能保證在擬議的這個「綠

化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必定會獲得批准。規劃署

這些最新的建議會令海下「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

積進一步縮減，所以村民強烈反對；  

(k)  在九十年代中期當局劃設海下灣海岸公園之前，海

下的村民已表明十分擔心這樣會對鄉村發展造成負

面影響。經政府官員再解釋，表明海下灣海岸公園

會局限於水域範圍，不會影響村民的日常生活和鄉

村發展，村民才撤回反對劃設海岸公園的意見。當

局如今以海下灣海岸公園可能會被污染為理由而限

制海下的鄉村發展，實在十分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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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政府有責任為村民提供公共污水收集和處理設施。

為盡量減低對海下灣可能造成的影響，政府應考慮

在海下闢設不損環境的污水處理設施；以及  

(m)  城規會就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決定時，須

考慮村民的需要。  

[ R 3 2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7 分鐘 ]  

[劉智鵬博士此時返回席上。 ]  

R 5 9 4－梁和平  

1 6 .  梁和平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政府規劃「綠化地帶」時，似乎有雙重標準。一方

面，政府不斷檢視「綠化地帶」，務求增加房屋用

地的供應，但另一方面，規劃署卻建議擴大海下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上劃作「綠化地帶」的地方。根據

經驗，涉及在「綠化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的規劃

申請，獲得批准的機會十分渺茫；  

(b)  鄉議局和西貢北約鄉事委員會是經過詳細討論才接

納 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的 建 議 。 可 是 ， 規

劃署最新的建議卻在毫無理據下提出縮減海下村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他身為西貢北約鄉事委員會

副主席，有責任向城規會反映該會的意見；  

(c)  環保組織以對環境造成影響、交通擠塞、污染河流

和海岸線、鄉村過於密集及人口不足為理由，阻止

鄉村發展，並不合理。村民十分認同土地是珍貴資

源，應以具效率和成效的方式加以善用。以他的鄉

村為例，在政府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鄉村是可以

井然有序地發展的；  

(d)  海下村民一直很珍惜該村，亦致力保護自然環境，

令海下的美景得以保存。不過，可作鄉村發展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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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足，導致擠迫和環境問題。因此，當局應提供

足夠的地方作鄉村發展；  

(e)  按現有人口和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數目來決定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並不恰當。鄉村的歷

史、發展需要和可否持續發展亦須予以考慮；以及  

(f)  居於海下村的外籍人士現正享受村內充裕的空間，

當他們的利益受損，便會反對該村作任何進一步發

展。  

[ R 5 9 4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鐘 ]  

R 7 9 5－李雲開  

1 7 .  李雲開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是東平洲的原居村民，也是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

的委員。他體會海下、鎖羅盆和白腊村民的感受，

因爲東平洲也面對着相同的問題；  

(b)  「環保」一詞說得漂亮，但卻未能保證村民有良好

的居住環境。既然村民承諾保護天然環境，他們的

權益亦應受到保護；  

(c)  沒有人想自己的土地被劃作保育，因爲其土地權益

會因此而被剝奪。鄉村的規劃應配合村民的需要。

政府應提供足夠的配套設施 (如道路 )，令村民得以

生活下去。可是，政府卻沒有做任何工作，以改善

村民的居住環境或促進鄉村發展。「愛國、愛港、

愛市民」的口號純屬空談；  

(d)  土地是村民的珍貴資產。在香港，把村民的土地劃

作保育卻不給予他們任何補償或好處，做法並不合

理。即使在内地，政府若收地，受影響的村民也會

獲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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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對村民的土地用途施加嚴格的規劃管制，是剝奪村

民的權利，可能有違《基本法》第四十一條；  

(f)  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已縮減，而在海下

村以東擬議的「綠化地帶」發展小型屋宇亦不保證

會獲批准；以及  

(g)  發展與保育之間的平衡點不應傾向後者。在規劃的

過程中，對村民的文化和生活應有適當的尊重。  

[ R 7 9 5 的實際發言時間： 9 分鐘 ]  

1 8 .  主席繼而請那些就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申述的申

述人及其代表闡述他們的申述内容，但各申述人及其代表表示

他們不會在會上作出口頭陳述。  

1 9 .  主席繼而請那些就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申述的

申述人及其代表闡述他們的申述内容。  

S LP - R 1 0 7 3 6－鎖羅盆村村務委員會聯同曾家裘測量師有限公司  

2 0 .  曾家裘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由 於 鎖 羅 盆 的 地 理 環 境 獨 特 ， 所 以 村 民 打 算 採 用

「環保村」的概念，一方面按人們的需要保育自然

環境，一方面以可持續發展的方式有序地發展鎖羅

盆村。村民亦打算配合新界東北發展策略，推展生

態旅遊、促進當地經濟及活化鎖羅盆村；  

(b)  從六十年代拍攝的一張照片可見，鎖羅盆昔日曾是

一條繁盛的鄉村，有許多常耕稻田，村民超過 3 0 0

人。自從當局把沙頭角劃為禁區，限制人們進出鎖

羅盆村後，村民的日常生活便受到影響，於是開始

陸續遷走，往市區甚或海外生活。據估計，現時有

超過 3 0 0 名鎖羅盆村的村民居於海外。這些村民都

非常渴望返回鎖羅盆居住，修復該村。他們亦希望

向他人展示原居村民的獨有歷史和生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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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鎖羅盆的私人土地集中在山谷，全部屬村民及其家

人所有；  

(d)  鎖羅盆的村民有三項修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的主要建議，分別是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把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部 分 地 方 改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康樂」地帶、「農業」地帶及「綠化

地帶」；以及把一個劃作「綠化地帶」的地方改劃

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e)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劃設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接近山谷北部的天然斜坡和現有村屋。那些天

然斜坡水土流失，並不穩固，存在危險，所以「鄉

村式發展」地帶內有部分地方不適合作鄉村發展，

其餘的地方則只可興建約 8 0 幢小型屋宇。因此，

建議把「鄉村式發展」地帶向南擴展至涵蓋「自然

保育區」地帶內部分地方。這樣，劃為「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地方便會由 4 . 1 2 公頃增至 7 . 1 5 公頃，

可興建約 1 8 8 幢新的小型屋宇；   

(f)  相比之下，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劃設的「自

然保育區」地帶面積更大，佔地達 8 . 0 5 公頃，更

涵 蓋 多 幅 私 人 土 地 。 不 過 ， 觀 乎 鎖 羅 盆 的 生 態 環

境 ， 劃 設 如 此 大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根 本 不 合

理。鎖羅盆那條「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是村民

食水和灌溉用水的主要來源。該河有魚塘及水閘調

控水流，以防水浸及河水流入農田。此外，「自然

保育區」地帶內的生態已受到位於東北面河口的防

波堤干擾。由於該防波堤是出入鎖羅盆及荔枝窩的

主要通道，也是遊客及遠足人士的熱門遊覽路線的

一部分，附近一帶可見的動植物種類並不豐富，也

非罕見。建議把東北部「自然保育區」地帶的部分

地方改劃為「康樂」地帶及「綠化地帶」，以便發

展低密度康樂用途，推廣生態旅遊。此外，亦建議

把毗連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的一些農地和一個

池塘由「自然保育區」地帶和「綠化地帶」改劃為

「農業」地帶，以反映這些現有用途，同時促進農

業用途 (例如休閒耕作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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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為促進生態旅遊的發展及改善村民的居住環境，建

議 把 鎖 羅 盆 東 北 部 啓 明 學 校 的 舊 址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及「綠化地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

區」地帶，以便發展鄉公所、遊客中心及其他政府

設施。啓明學校舊址是村民的集體回憶，適宜將之

改 用 作 遊 客 ／ 教 育 中 心 ， 向 港 人 展 示 鎖 羅 盆 的 歷

史；  

(h)  連接防波堤與「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通道在分區計

劃大綱圖上應顯示為「道路」；以及  

(i)  期望城規會接納上述建議，以滿足村民的需要和訴

求。  

[ S L P - R 1 0 7 3 6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2 分鐘 ]  

S L P - R 1 0 7 3 7－范富財 (蛤塘村原居民村代表 )  

2 1 .  范富財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政府不應為了保育大自然而徵用鄉村的私人土地。

鄉 村 應 有 足 夠 的 土 地 供 村 民 為 後 代 進 行 發 展 ， 否

則，或會再發生像五六十年代那樣的反政府暴動；  

(b)  其實，許多現有的自然景物是人為作用下逐漸形成

的。政府制訂政策時應以人的需要為本，原居村民

既為主要持份者，他們的意見在規劃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的過程中理應得到尊重；以及  

(c)  應把政府資源用於改善偏遠鄉村的生活條件，好讓

村民，包括那些現時僑居海外的村民，能夠回村定

居。  

[ S L P - R 1 0 7 3 7 的實際發言時間： 4 分鐘 ]  

S L P - R 1 0 7 4 0－曾玉安  

2 2 .  曾玉安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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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是沙頭角梅子林村的村代表，也是沙頭角區鄉事

委員會委員和北區區議會轄下地區小型工程及環境

改善委員會的增選委員；  

(b)  有意見認為政府政策一直側重自然保育，遏抑鄉村

發展。城規會應把村民視為主要持份者，在規劃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過程中適當考慮他們的

需要；  

(c)  香港社會的道德標準每況愈下，社會上也出現過由

於政府政策不公平而影響社會和諧的情況；  

(d)  與元朗、大埔和西貢那些建有許多小型屋宇的鄉村

不同，鎖羅盆這類鄉村位置偏遠，出入不便，而且

缺乏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設施，原居村民要行使他

們的丁權或者回村定居都十分困難。政府應考慮開

放沙頭角禁區，並採用環保的交通運輸設施為這些

鄉村服務，這樣村民的生活環境才能維持下去；  

(e)  海下村的村代表作了很好的示範，他擬備了一份海

下男性原居村民的名單，證明該村對小型屋宇的需

求。城規會大可要求其他鄉村效法，這樣便可減少

針對小型屋宇需求數字的爭論；  

(f)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的私人土地多是

農地，不應無條件地劃作保育。這些「不包括的土

地」是當年政府有意不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內，目的

是為了讓村民的生活方式和鄉村發展可持續下去；  

(g)  鎖羅盆地區的水位向來靠一個水閘調節，但水閘約

在 4 0 年 前 損 毀 ， 農 田 因 為 海 水 倒 灌 而 變 成 休 耕

地，後來漸有一些值得保育的動植物生長。若這些

休耕農田重新用作農耕，那些植物就可能要清除，

這樣，這些地方便會失去保育價值。因此，把私人

土地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其實是毫無意義的；  

(h)  政 府 把 1 2 幅 土 地 劃 為 「 須 優 先 加 強 保 育 地 點 」

後，由於當中九成以上的土地都屬私人擁有，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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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土地在保育或發展方面一直未見有進展。何東

花園被拆是另一例，證明保育私人物業在香港行不

通；  

(i)  村民普遍珍惜自然景物，對於把政府土地劃作保育

並無異議。事實上，在保育荔枝窩方面，漁護署和

村民已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以及  

(j)  村民的私人產業不應被用來達成自然保育的目標，

原居村民的需要理應得到照顧。  

[ S L P - R 1 0 7 4 0 的實際發言時間： 9 分鐘 ]  

S L P - R 1 0 7 4 4－鄭馬福 (谷埔村原居民村代表 )  

2 3 .  申述人的代表宋煌貴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鎖羅盆的情況與谷埔、榕樹凹和鳳坑相似。谷埔劃

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主要是現有村落，該

地帶內僅可多建兩幢新屋，但僑居海外的谷埔村民

卻多達 2  0 0 0 人以上；  

(b)  雖然在谷埔那條「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旁邊有

私人農地和屋地，但沒有村民獲得政府的補償。政

府應停止向公眾發放訊息，指私人土地一旦劃作保

育便會獲得補償；  

(c)  沙頭角地區日後的發展應以沙田新市鎮的模式為藍

本，通過收地填海，再以鐵路接駁，該區實可提供

大量土地用作建屋，滿足香港市民的住屋需要；以

及  

(d)  礙於缺乏交通配套和基礎設施，在沙頭角區劃設保

育地帶根本不能有效推動生態旅遊的發展。  

[ S L P - R 1 0 7 4 4 的實際發言時間： 4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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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 P - R 1 0 7 4 7－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2 4 .  申述人的代表李冠洪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沙 頭 角 區 鄉 事 委 員 會 反 對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b)  大浪西灣事件後，政府建議把部分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其他的「不包括的

土地」則為其擬備法定圖則。他們反對把這些郊野

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因為政

府在七十年代劃設郊野公園時，曾承諾不把現有鄉

村劃入郊野公園範圍；  

(c)  對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施加法定規劃管制，

並不能解決新界的發展問題。施加規劃管制往往會

剝奪私人土地擁有人的產權。當局應充分尊重鄉村

傳統及私人產權；  

(d)  村民其實比環保份子更「環保」，因為耕種對環境

有利；  

(e)  凍結鄉村發展，不但無助於保存自然環境，更會分

化社會上對立兩方。假如鄉郊地區真如環保份子主

張那樣，不得作進一步發展，相關的村民及土地擁

有人或會採取激進的行動，例如不准外人進入大浪

西灣各村；  

(f)  當 局 須 在 發 展 與 自 然 保 育 兩 者 之 間 作 出 適 當 的 平

衡。台灣阿里山是個很好的例子，該處既是自然保

護區，又是聞名的生態旅遊景點；以及  

(g)  當局在規劃過程中應考慮村民的意見。  

[ S L P - R 1 0 7 4 7 的實際發言時間： 8 分鐘 ]  

[黃仕進教授及甯漢豪女士此時暫時離席。 ]  



-  8 3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S L P - R 1 0 7 6 2－黃富、黃冠英  

2 5 .  黃富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任何發展均須有道路、基礎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配

合。假如不在鎖羅盆闢設道路及公用事業設施，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只 會 淪 為 不 能 落 實 的 假 計

劃；  

(b)  城規會應就一些事實及問題作出清楚的解釋。鎖羅

盆並無河流，只有小溪及小溝。況且，這些小溝附

近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並不適宜發展小

型屋宇，因為這些地方容易被山上沖下來的洪水淹

浸；  

(c)  他不同意 R 1 0 7 3 6 的代表所提出的建議，認為其意

見不能代表鎖羅盆村民；  

(d)  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鎖羅盆真如某些申述人所說，具

有那麼重要的生態價值。他隨世界自然基金會的人

員進行實地視察時，並沒有看到受保護的動植物品

種；  

(e)  他曾經嘗試在鎖羅盆復耕，但終告失敗，因為農作

物都被動物吃掉；以及  

(f)  政府從未曾對村民提供幫助。政府應為該村闢設道

路及公用事業設施。  

[ S L P - R 1 0 7 6 2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2 分鐘 ]  

2 6 .  會議於下午 1 2 時 5 0 分休會午膳。  

 

 



-  8 4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2 7 .  會議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十五分恢復進

行。  

2 8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陸觀豪先生  

劉智鵬博士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何立基先生  

葉德江先生  

雷賢達先生  

楊偉誠先生  

地政總署副署長 (一般事務 )  

林潤棠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 1 )  

謝展寰先生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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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2 9 .  以下規劃署、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申述

人及其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麥黃潔芳女士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西貢  

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區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 、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及及及《《《《白白白白

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  

R 1 8－翁煌發    

翁月明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3 2－李耀斌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  

鍾天生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鍾建明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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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9 9－曾玉安    

曾玉安先生    

R 5 9 9－梁偉傑  

R 6 7 4－蔡進華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4 2 9－楊進賢    

楊進賢先生  －  申述人  

R 7 9 5－李雲開    

李雲開先生  －  申述人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的的的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S L P - R 1 0 7 3 6－鎖羅盤村村務委員會聯同曾家裘測量師

有限公司  

曾家裘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林子畦先生  ]   

葉生先生  ]   

S L P - R 1 0 7 4 0－曾玉安  

曾玉安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6 2－黃富  

黃富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8 1 2－黃慶祥  

(請參閱附錄 A 所載授權黃慶祥為代表的申述人名單。 )  

黃慶祥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8 1－黃桂寧  

黃桂寧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9 0－黃瑞清  

黃瑞清女士  －  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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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 P - R 1 0 7 9 1－黃瑞冰  

黃瑞冰女士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9 3－黃瑞芬  

Wong Yau Man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9 4－黃瑞婷  

黃瑞婷女士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 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 的申的申的申的申

述述述述  

P L - R 1 0 7 3 6－劉成  

江智祥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蘇志偉先生  ]   

張嘉銘先生  ]   

David Stanton先生  ]   

P L - R 1 0 7 3 7－西貢白腊村各原居民  

劉伯安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陳煌先生  ]   

劉火安先生  ]   

3 0 .  主席請申述人和其代表闡述他們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的申述內容。  

R 1 0 8 1 2－黃慶祥  

R 1 0 7 3 8－黄子揚  

R 1 0 7 5 5－黄桂華  

R 1 0 7 6 3－黃冠新  

R 1 0 7 7 4－Wong Wai Sun 

R 1 0 7 7 6－Wong Ho Yan 

R 1 0 7 9 9－Wong Ho Yi, Yedda 

R 1 0 8 1 1－范黄綺嫻  

R 1 0 8 1 3－黃瑞强  

3 1 .  黃慶祥先生說，他本人既是申述人，也是一些身份為鎖

羅 盆 村 村 民 的 申述 人 的 代 表 。 他接 着 讀 出 黃 瑞 強 ( R 1 0 8 1 3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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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 黃 瑞 強 本 人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 但 要 求 向 城 規 會 傳 達 他 的 意

見。該信主要是指改劃鎖羅盆村的私人土地有違《基本法》，

雖然村內的屋宇無人居住，但村民未曾離棄該村，更打算將來

重建該村。  

3 2 .  接着，黃慶祥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進一步陳述，要點如

下：  

(a)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把私人土地改劃作「自然

保育區」地帶有違《基本法》，因為《基本法》訂

明，新界原居村民的傳統及權益必須得到保護；  

[劉智鵬博士此時返回席上。 ]  

(b)  鎖羅盆村在四百多年前由村民的祖先建立，現已是

第 1 1 代。六七十年代，市區迅速發展，加上鄉郊

地區缺乏基建和設施配套，於是有大批村民離村。

雖然鎖羅盆村的房屋殘破失修，但大部分村民仍希

望基礎設施有所改善，可以重建該村；  

(c)  鎖羅盆村一直遭到政府不公平對待，近年甚至連標

示鎖羅盆村的方向指示牌也移除了，令許多人 (例如

遠足人士 )不知道有鎖羅盆村；  

(d)  二零一三年八月，城規會考慮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當時有電視節目和報章報道指鎖羅盆村「鄉

村式發展」地帶由約兩頃擴大至四公頃以上，又指

該村已向城規會申請建造 1 3 4 幢村屋，但這些報道

失實，因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大小是以村屋的

預測需求量為據，而村民也沒有向城規會提交過申

請。截止二零一四年，鎖羅盆村有 2 6 9 名男丁，都

沒有向政府申建小型屋宇，不過，以上述人口計，

小型屋宇的預測需求量是正確的；  

[雷賢達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e)  改劃土地以保存郊野公園和自然環境，固然得到環

保份子支持，但此舉並沒有考慮村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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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雖 然 鎖 羅 盆 村 現 已 荒 廢 ， 但 不 表 示 村 民 已 離 棄 該

村，可任由政府改劃他們的土地作保育。事實上，

村民每年都會回村清理植物、裝飾房屋，以保持梯

田和村屋的原貌。清理植物的工作必須定期進行，

那些梯田才不會植物蔓生；  

[陸觀豪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g)  該「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近河口的一段自六十

年 代 起 已 不 存 在 ， 因 為 當 時 有 人 堵 塞 河 口 來 建 魚

塘，但那個魚塘現已荒棄。經過改動的河道在規劃

署擬備的圖則上以藍色標示。該河段既不存在，把

之劃作「自然保育區」地帶以保存該「具重要生態

價 值 的 河 溪 」 ， 根 本 毫 無 意 義 。 此 外 ， 「 綠 化 地

帶」和「自然保育區」地帶的規劃意向亦有問題值

得商榷；  

(h)  「 綠 化 地 帶 」 的 規 劃 意 向 是 要 定 下 市 區 發 展 的 界

限 ，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 但 鎖 羅 盆 村 不 近 市

區，劃設「綠化地帶」未免多餘。至於「自然保育

區」地帶，限制很多，令村民不能清理私人土地的

植物，保持鎖羅盆村的景貌，也使村民無法把私人

土地作任何有意義的用途，有如土地被充公一樣。

一旦劃設「自然保育區」地帶，村內便會再度變成

植物蔓生，原有的鄉村環境從此消失。政府應尊重

村民的權利；以及  

[陸觀豪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i)  城規會的職責應是規劃市區而非鄉郊。鎖羅盆村不

會因為這份草圖而得益，舉例說，政府並沒有為該

村闢設道路。所作規劃不是為了鎖羅盆村，只是對

私人土地的使用施加種種限制而已。  

[ R 1 0 8 1 2 的實際發言時間：約 6 0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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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0 7 8 1－黃桂寧  

3 3 .  黃桂寧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她 想 提 出 的 論 點 ， 黃 慶 祥 先 生 ( R 1 0 8 1 2 ) 已 述 及 ；

以及  

(b)  城規會對所有考慮因素都應同等重視，不應偏重自

然環境的保育。鎖羅盆村的土地屬私人擁有，改劃

這 些 土 地 以 作 保 育 ， 實 際 上 限 制 了 這 些 土 地 的 使

用，使村民無法把之作任何有意義的用途，這樣做

實是不對。  

[ R 1 0 7 8 1 的實際發言時間：約 1 分鐘 ]  

R 1 0 7 9 3－黃瑞芬  

3 4 .  Wong Yau Man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想提出的大部分論點，其他申述人已述及；以及  

(b)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鎖羅盆村的村民對香港作出

了 很 大 貢 獻 。 作 為 回 報 ， 城 規 會 應 尊 重 村 民 的 權

益，不應把他們的私人土地改劃為與保育有關的用

途地帶，此舉會限制鎖羅盆村的發展，如沒有進一

步發展，鎖羅盆村將會沒落，其歷史亦會被遺忘。  

[ R 1 0 7 9 3 的實際發言時間：約 1 分鐘 ]  

3 5 .  主席繼而請那些就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申述的申

述人的代表闡述他們的申述內容。  

R 1 0 7 3 6－劉成  

3 6 .  江智祥先生表示曾進行白腊的生態評估，定出該區的土

地用途模式。他繼而請 David Stanton 先生向城規會簡介生態評

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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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David Stanton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在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上，所有天然生境 (即次生

林地和灌木林 )都沒有劃入發展地帶，而劃作發展的

地方，其生態價值亦有限。只有水蕨這種具重要保

育價值的植物可能會受發展影響。不過，在發展地

帶內的水蕨可輕易移植到別處；  

(b)  這項生態評估與漁護署所進行的生態評估，兩者結

果一致；以及  

(c)  採納和落實這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不會對白腊及毗

鄰地區的生態價值造成任何嚴重的負面影響。  

3 8 .  江智祥先生接着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考慮到白腊的生態價值評估，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上各個用途地帶的面積和比例皆可接受；  

(b)  發展白腊時須實施合適的緩解措施，特別是在「鄉

村式發展」地帶內，村屋的位置必須遠離河岸，化

糞池的設置亦須符合《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

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的規定，以確保不會對白

腊 天 然 河 流 的 水 質 造 成 任 何 負 面 影 響 。 發 展 村 屋

時，應盡可能保留「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現存的樹

木；  

(c)  由於白腊村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只准興建 8 . 2 3

米高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而且該地帶的位置低於

西貢萬宜路，因此這些屋宇不會對附近地區造成任

何負面的視覺影響。白腊村西面一個地方將會指定

作興建垃圾收集站和公廁之用，而白腊村和西貢萬

宜路之間亦會闢設闊約 1 . 2 米的斜路，以配合這兩

項設施；以及  

(d)  對於規劃署悉心擬備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他表

示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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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1 0 7 3 6 的實際發言時間：約 1 1 分鐘 ]  

3 9 .  政府的代表、申述人及其代表陳述完畢，主席於是請委

員提問。  

4 0 .  副主席表示代表 R 1 0 7 3 6 的曾家裘先生已在上午的會議

就鎖羅盆村的規劃作出陳述。不過，黃富先生其後指出，曾家

裘先生僅代表一名鎖羅盆村村民。副主席要求曾家裘先生澄清

他是否獲鎖羅盆村村務委員會授權，並提供更多有關其提出的

鎖羅盆計劃的詳細資料。  

4 1 .  曾家裘先生作出澄清，表示他獲授權代表鎖羅盆村村務

委員會，並且一直就該村的規劃建議與規劃署及沙頭角區鄉事

委員會聯絡。雖然他不是鎖羅盆村村民，但一直為他們免費提

供服務，協助他們發展該村，希望向下一代展現新界獨特的鄉

村發展。他建議把山腳的「自然保育區」地帶一部分的地方改

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以發展更多村屋。按其建議，可容

納約 1 8 8 幢屋宇，而分區發展大綱圖上所劃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則僅可容納約 8 0 幢屋宇。他又建議闢設 2 . 5 米闊的道

路網，供零排放車輛運送貨物及日用品入村。此外，亦建議劃

設一個細小的「政府、機會或社區」地帶，以闢設更多政府、

機會或社區設施 (例如遊客中心 )，以活化該村。  

4 2 .  副主席再向黃慶祥先生了解授權曾家裘先生一事。黃慶

祥先生回應說，曾家裘先生僅代表村代表，其計劃亦只反映部

分村民的意向，不過，鄉事委員會也歡迎曾先生的計劃。曾先

生澄清，村代表曾在提交城規會的申述書上簽署。  

4 3 .  一名委員提出以下問題：  

(a)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訂的限制會否隨規劃署

人員或城規會委員的變動而改變？  

(b)  黃慶祥先生指「自然保育區」地帶內那條「具重要

生態價值的河溪」的走線有差異，此問題對「自然

保育區」地帶有沒有任何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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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就該村進行規劃，誰是主要的持份者？考慮他們的

意見時，各者應佔多大比重？  

4 4 .  蘇震國先生作出澄清，表示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

訂明的發展限制全都是法定規劃管制，並不取決於個人，亦不

受規劃署人員或城規會委員的變動影響。蘇震國先生亦表明，

規劃署已就該「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有問題的那一段的走

線諮詢漁護署。該河段為紅樹林及蘆葦池所覆蓋，其走線在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顯 示 ， 以 說 明 指 定 為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的河段，而現有的河道則在該河段的北部及南部顯示。由

於「自然保育區」地帶涵蓋的地方圍繞着該「具重要生態價值

的河溪」以往及現時的走線，所以河道會得到適當的保護。  

4 5 .  曾玉安先生回應說，主要的持份者是指直接受決定影響

的那些人。就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而言，那些私人土地被

劃作保育的土地擁有人就是主要持份者，當局應首先考慮他們

的意見。城規會審議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時，

對於主要持份者及其他／次要持份者 (例如並不直接受影響而僅

發表意見者 )，應考慮給予不同的比重。  

4 6 .  一名委員指出有部分申述人想重建鎖羅盆村，有部分則

建議在該區進行其他發展。雖然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設法作出平

衡，兼顧發展及保育環境兩方面的需要，但問題是究竟哪種發

展才是最適合。他亦詢問假如鎖羅盆村得以重建，村民會否搬

回，以及他們在村裏會如何謀生。  

4 7 .  曾玉安先生回應說，他作為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委員及

北區區議員，認為不應把村民的私人土地劃作保育，剝奪他們

的發展權利。他表示，假如村民的土地被劃為「鄉村式發展」

地帶，他們可考慮所有相關的因素，然後選擇是否進行發展。

不過，他們有些權利會被奪去，因為這個用途地帶限制了他們

的土地作某些用途。至於「自然保育區」地帶，雖然農業用途

在此地帶內是准許的，但在此地帶內不可能耕種，因為河口附

近的土地並不適宜作農業用途，那即是說，在「自然保育區」

地帶內，村民根本用不到他們的土地。至於重建鎖羅盆村的問

題，黃慶祥先生表示，村民希望回復鎖羅盆村的面貌，以展現

該村昔日的模樣及他們祖先建立該村的成果。關於發展鎖羅盆

村 這 一 點 ， 他 認 為 曾 家 裘 先 生 提 出 的 計 劃 需 要 長 時 間 才 能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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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假如該計劃能夠落實，他會歡迎。他促請政府改善該村對

外的交通，讓更多人可以前來遊覽觀賞。曾家裘先生補充說，

另外提出的那個鎖羅盆村布局設計，是經村民多番討論而構思

出來，希望可以兼顧村民的發展需要及自然保育，在兩者之間

作出平衡。  

4 8 .  一名委員表示，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已設法在發展

及自然保育兩者之間作出平衡，並維持鎖羅盆現有的吸引力。

倘闢設更多設施及改善交通，就會吸引大量遊客，令該區失去

吸引力。  

4 9 .  黃慶祥先生及曾玉安先生回應說，他們認為把私人土地

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並不恰當。黃先生重申，最恰當的做

法是把屋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以作鄉村發展，以及把

農地劃為「農業」地帶。假如把私人土地劃作保育，例如把之

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村民便不能使用他們的土地，那些

梯田亦會很快變成植物蔓生。曾家裘先生補充說，其建議有助

村民重建鎖羅盆村，長遠來說亦可以為該村提供進一步發展的

機會。黃慶祥先生表示，由於河道泛濫，劃為「自然保育區」

地帶的地方現已變成沼澤，而歸根究柢，都是相關政府部門未

有盡責治理好天然水道之故。  

5 0 .  由於出席這節會議的申述人及其代表全都陳述完畢，而

委員也再無問題要提出，主席多謝申述人、他們的代表及政府

的代表出席聆訊。他們各人此時離席。  

5 1 .  會議於下午四時休會。  

 



1 .  會議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上午九時十分恢復進行。  

2 .  下列委員及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陸觀豪先生  

黃仕進教授  

許智文教授  

劉智鵬博士  

馬詠璋女士  

鄒桂昌教授  

霍偉棟博士  

何立基先生  

黃令衡先生  

黎慧雯女士  

林光祺先生  

梁慶豐先生  

邱浩波先生  

葉德江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  

甯漢豪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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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2 )  

許國新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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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C 1 至 C 3 6 7 5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8 1 8 至 R 1 0 8 5 8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C 1 至 C 3 6 6 8 及 C 3 6 7 7  

《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C 1 至 C 3 6 6 9  

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3 .  以下政府的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

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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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偉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4 .  以下申述人或其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R 7 9 9－創建香港  

司馬文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陳嘉琳女士  ]   

H H - R 1 0 8 7 4 、 S L P - R 1 0 8 2 0 、 P L - 1 0 7 3 8 － 世 界 自 然

基金會香港分會  

(請參閱附錄 A 所載授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為代

表的申述人名單。 )  

劉惠寧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陳頌鳴先生  ]   

劉兆強先生  ]   

H H - R 1 0 8 8 3 、 S L P - R 1 0 8 2 1 、 P L - 1 0 7 3 9 － 嘉 道 理 農

場暨植物園公司  

(請參閱附錄 A 所載授權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為代

表的申述人名單。 )  

聶衍銘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趙善德先生  ]   

胡明川女士  ]   

Gary Ades 先生  ]   

Andy Brown先生  ]   

R 1 0 5 8 7－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白理桃先生  －  申述人  

R 1 0 5 4 3－陳家洛  

陳家洛先生  －  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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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 R 1 0 9 0 2、 S L P - R 1 0 8 2 5、 P L - R 1 0 7 4 7－胡志偉  

胡志偉先生  －  申述人  

R 1 9 8 0－Martin Williams 

Martin Williams先生  －  申述人  

R 6 5 9 1－李碧茜    

李碧茜女士  －  申述人  

R 6 4 0 1－ Lai Yin Mei 

陳嘉俊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5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並解釋聆訊的程序。他表

示 會 議 會 按 「 為 考 慮 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 申 述 及 意 見 所 舉 行 的 會 議 ── 出 席 會 議 的 程 序 須 知 」 ( 下 稱

「會議程序須知」 )進行。會議程序須知在會議前已發給各申述

人／提意見人。他特別強調以下要點：  

(a)  由於收到大量申述書及意見書，而且有一百多名申

述人／提意見人表示會親身或授權代表出席聆訊，

因此有需要限制口頭陳述的時間；  

(b)  就每份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每名申述人／提意

見人會有 1 0 分鐘發言時間。不過，為了配合申述

人／提意見人的情況，會議會作出彈性的安排，容

許獲授權代表累積發言時間，也容許與其他申述人

／提意見人互換獲分配的時間及要求延長口頭陳述

的時間；  

(c)  口頭陳述應只限於涉及曾以書面申述／意見的形式

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提交的申述／

意見的理由 (即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展示期／

有關申述的公布期內提交的申述／意見的理由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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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為確保會議順利及有效率地進行，主席可要求申述

人／提意見人不得不必要地重覆其他人在同一個會

議上陳述過的相同論點。申述人／提意見人應避免

宣 讀 或 重 覆 已 提 交 的 書 面 申 述 ／ 意 見 所 陳 述 的 內

容，因為有關的書面申述／意見已交予委員考慮。  

6 .  主席表示，除非獲延長發言時間，否則每次陳述限時 1 0

分鐘。在申述人及申述人代表獲分配的 1 0 分鐘完結前兩分鐘，

以及在 1 0 分鐘發言時間完結時，會有儀器提醒申述人及申述人

的代表。  

7 .  委員備悉申述人提交席上的擬議時間表，內容包括將作

口頭陳述者的姓名、陳述的內容及預計陳述所需的時間。  

8 .  主席表示，規劃署的代表會首先獲邀就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 綱 草 圖 作 出 簡 介 ， 接 着 申 述 人 ／ 獲 授 權 代 表 才 會 獲 邀 作 陳

述，發言次序以擬議時間表所定的為據。到了下午的會議，當

所有與會者陳述完畢後，會有答問環節，委員可直接向與會者

發 問 。 午 膳 時 間 大 約 是 下 午 十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至 二 時 。 如 有 需

要，上午會有一次小休，下午則有一至兩次小休。他繼而請規

劃署的代表向委員簡介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鎖羅盆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及意見。  

9 .  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蘇震國先生及西貢及離島規

劃專員鍾文傑先生借助投影片，複述在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

日的會議上所作簡介的內容，有關內容記錄在該日會議的會議

記錄第 9 至 1 1 段。  

[簡介期間，霍偉棟博士到席，葉德江先生、馬詠璋女士及甯漢

豪女士返回席上，黎慧雯女士則暫時離席。 ]  

1 0 .  主席繼而請申述人及其代表闡述申述的內容。  

R 7 9 9－創建香港  

1 1 .  司馬文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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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a)  他是創建香港的行政總裁、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

計 劃 成 員 、 Focus Group on Terrestrial Habitat 

Identification,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主 席 、 海 濱

事務委員會成員，以及區議員；  

(b)  城規會目前要決擇的是容許以逐步增加的方式在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發展，抑或向土地擁

有人發出明確的訊息，表明要保育郊野公園；  

(c)  保衞郊野公園聯盟 (下稱「聯盟」 )大約於 1 5 年前

大浪灣事件後成立，成員差不多包括香港所有環保

組織，並廣獲市民、郊野公園遊客、遠足人士及立

法會議員等支持。聯盟亦走入社羣，包括諮詢村民

及鄉議局；  

(d)  當局收到超過 1 0  0 0 0 份有關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申述書，表示強烈反對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內的農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讓人們

可以發展新的小型屋宇。這些申述的主要理據包括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會 助 長 欺 騙 及 破 壞 的 行

為；按小型屋宇政策而發展的項目與郊野公園格格

不入；以及不應出賣香港人的天然遺產。根據《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 下 稱 「 條 例 」 ) ， 只 有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才能對土地作出合理的保護，使之免受不

協調的發展及惡意破壞生態的行為所影響，亦只有

《郊野公園條例》可在管理上作出管制，因為漁護

署有護理員巡邏郊野公園；  

(e)  雖然地政總署會把小型屋宇申請的資料分送相關的

部門傳閱，讓他們提出意見，小型屋宇發展亦須遵

守環境保護署的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環保

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但小型屋宇的發展事

實上卻雜亂無章，引致排水、排污、伐樹及違例築

路等很多問題，造成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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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他展示了兩張圖則，比較蠔涌在一九九零年和二零

一 四 年 的 情 況 。 該 區 劃 設 了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後，這些年來小型屋宇發展項目所佔的面積便大幅

增加。當局不應讓同樣的情況在其他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出現；  

(g)  從生態、景觀價值及康樂價值方面而言，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是郊野公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郊野公園和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之間亦無明

確的分界。事實上，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說

明書》也分別註明，海下、白腊及鎖羅盆分別是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和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以及船灣郊野公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鎖羅盆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說明書》更註明，任何發展如

可能影響該區的鄉郊特色和生態易受影響的地方，

一概不建議進行，以及為了盡量使發展不至侵進該

區易受影響的地方，影響環境，不應在該區進行大

規模的發展；  

[此時，許國新先生暫時離席，黎慧雯女士返回席上。 ]  

郊野公園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歷史  

(h)  當 局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進 行 了 一 項 名 為 「 香 港 郊 野 保

育」的前期研究。該項研究的報告指出，鄉村零星

四散，是當局在初步規劃郊野公園系統時必須小心

考慮的問題。該報告亦指出，把鄉村納入郊野公園

中卻期望這些鄉村維持不變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這

些鄉村總會發展，範圍亦會擴大，因此必須要築建

道路，應付新增人口所需。投放資源在一個最終會

逐漸被破壞的郊野公園系統上，意義不大；  

(i)  到 了 一 九 七 七 年 左 右 ， 當 局 大 約 用 了 三 年 把 本 港

4 0 %的地方納入《郊野公園條例》的管轄範圍。在

2  5 0 0 公頃的私人土地中，有 5 0 0 公頃沒有經濟活

動的，都被納入郊野公園，另約有 2  0 0 0 公頃有農

業活動及少量屋宇的，則繼續留在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內。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涵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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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內，現有的鄉村 (即梅子林、蛤塘、荔枝窩及鳳

坑 )現時僅有數幢屋宇；  

(j)  涉及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內的私人土地，主要位於的船灣郊野公園及

西貢郊野公園。農業活動與附近的郊野公園協調，

但容許小型屋宇及鄉村逐步增加和擴大，則會產生

問題；  

(k)  二零一一年的申訴專員報告指出，政府於一九九一

年便開始在政策層面討論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的問題，但卻未有推行有關政策。二零一零

年大浪西灣事件後，政府確定要推行保護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 」的政策，並決 定由漁護署把 5 4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中 2 5 幅面積較小者

納入郊野公園 (佔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土地

總面積的 1 0 % )。該 2 5 幅面積較小的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主要為政府土地，並無發展小型屋宇

的壓力。其他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則會按

條例納入法定圖則。規劃署迅速展示了多份發展審

批地區圖，以便對那些面臨即時發展威脅的郊野公

園「不包括的土地」施加規劃管制；  

(l)  若要達到保育自然的目的，條例不及《郊野公園條

例》那麼有效。二零一三年立法會有關把大浪西灣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納 入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文 件 寫

明，規劃署或城規會不會投放資源改善生態環境和

康樂設施。不過，根據《郊野公園條例》，政府會

視有關土地為郊野公園的一部分予以管理，並會改

善當中的配套設施、進行巡邏及採取執法行動。根

據《郊野公園條例》的條文，土地擁有人如感到受

屈，可向政府申索補償；  

城規會應保留規劃管制權  

(m)  城規會把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大面積的土地劃為「鄉

村式發展」地帶，就是把其對發展的管制權交予地

政 總 署 ， 但 該 署 現 時 卻 未 能 有 效 管 制 小 型 屋 宇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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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雖然小型屋宇申請的資料會分送相關的政府部

門 傳 閱 ， 讓 他 們 提 出 意 見 ， 村 民 理 論 上 亦 須 遵 守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但排

污 及 污 水 造 成 影 響 的 情 況 在 很 多 現 有 鄉 村 都 很 普

遍，有些情況更要由政府動用公帑翻新鄉村的排污

系統；  

(n)  城規會應保留其對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的

發展的管制權。聯盟強烈反對把郊野公園內的農地

劃作小型屋宇發展，因為現有的鄉村的情況已清楚

證明，小型屋宇發展會造成環境問題；  

(o)  海下、白腊及鎖羅盆全都被郊野公園包圍，城規會

應對這些地方作出與大浪灣相同的管制。根據大浪

灣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說 明

書》，該區的規劃意向是，根據一般推定，該區內

不宜進行發展，惟現有鄉村地區，將會予以保留。

既然城規會沒有在大浪灣劃設新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或擴大該地帶的範圍，就應以相同的方法處理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以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所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來看，估計西貢東及

西貢西兩個郊野公園的人口會增加約五倍，船灣郊

野公園的人口則會增加約 2 0 倍；  

(p)  創 建 香 港 及 聯 盟 曾 向 當 局 提 出 問 題 ， 包 括 累 積 影

響、郊野公園的承受力、當局有否就可能在郊野公

園發展的小型屋宇對環境、視覺、排污、排水、基

礎設施及交通造成的影響進行評估，以及交通設施

的需求。漁護署表示，該署並不負責進行這些影響

評估，亦沒有相關的資料。在明知沒有進行累積影

響評估及欠缺有關累積影響的資料的情況下，城規

會不應容許鄉村在郊野公園逐步擴展；  

(q)  對於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運輸署及路政署

並沒有從交通及交通基建的角度提出任何問題，因

為該區並無道路、公共小輪／街渡服務，亦不能接

達公共道路。不過，村民會胡亂興建違例道路通往

自己的村屋，還會在公共道路違例泊車。此外，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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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署會發出許可證 (每幢屋宇最多六張 )，准許車輛

進入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道路。假如當局

容許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的人口增長，就

有壓力要在郊野公園興建新路，興建「白腊路」就

是一例；  

(r)  我 們 的 郊 野 公 園 景 色 優 美 ， 提 供 了 廣 闊 的 康 樂 場

地，應該予以保護。聯盟建議當局參照大浪灣的例

子，特別是要把「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改為第二欄

用 途 ， 並 把 「 屋 宇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除 外 ) 」 從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用途表刪除。此外，應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縮減至只覆蓋現有村

落 所 在 之 處 及 已 獲 批 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的 建 屋 地

點；同時應劃設「自然保育區」地帶而不是「綠化

地 帶 ( 1 ) 」 ， 對 不 協 調 的 發 展 及 惡 意 破 壞 生 態 的 行

為作出管制。另外，還要規定任何現有建築物的拆

卸、加建、改動及╱或修改均須取得規劃許可。他

促請城規會就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決定，保

護海下、白腊及鎖羅盆。  

[ R 7 9 9 的實際發言時間： 2 9 分鐘 ]  

[黃仕進教授此時離席。 ]  

[會議此時小休五分鐘。 ]  

H H - R 1 0 8 7 4、 S L P - R 1 0 8 2 0、 P L - R 1 0 7 3 8－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  

1 2 .  劉惠寧博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高級項目主管，負

責本地生物多樣性及區域性濕地方面的工作，也是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督導委員會成員、陸地

生物多樣性工作小組成員、提升意識、建立主流及

可持續利用工作小組成員、狀況和趨勢與紅色名錄

專題小組的共同負責人、國際保護自然聯盟的物種

保存專員辦事處轄下的 Tortoise and Freshwater Tur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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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st  Group Steering Committee and Red List 

Authority 成員，以及 Amphibian Specialist Group and 

Red List  Authority成員；  

(b)  香港位於世界 2 5 個生物多樣性熱點之一的「中緬

生物多樣性熱點」範圍內，也是該熱點的生物多樣

性重點地區，須優先保育的程度高；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生態價值  

(c)  郊野公園系統是保持豐富生物多樣性的關鍵所在。

香港有約四成土地劃作郊野公園，範圍涵蓋不少次

生林、灌木林、草地和山間的河溪；  

(d)  不 過 ， 郊 野 公 園 系 統 裏 有 許 多 土 地 未 有 納 入 其 範

圍。劃作郊野公園的地方主要是為保護分水嶺而納

入郊野公園範圍，以確保供水穩定。昔日礙於區內

的反對聲音，當局並沒有把現有鄉村的私人土地和

相關農地劃入郊野公園範圍。正因如此，香港大學

在二零零四年所作的研究顯示，有許多具重要生態

價值的地方，例如淡水濕地、荒廢農地和位於低地

的風水林，一直沒有納入郊野公園範圍；  

(e)  大部分低地生境如林村谷、元朗谷和錦田谷已作發

展，仍留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的沼澤和

低地河溪都有高保育價值。重要的低地生境在香港

十分稀有。舉例說，漁護署在二零零八年進行的一

項研究的數據顯示，淡水／鹹淡水濕地、天然水道

和海草床分別只佔全港具高生態價值的生境的總面

積的 0 . 4 4 %、 0 . 5 2 %和 0 . 0 1 %；  

(f)  郊野公園及其「不包括的土地」範圍的分界並不分

明，兩者在生態上一脈相承，從保育和景觀價值來

說，「不包括的土地」更是補足了郊野公園，而且

許多野生生物是同時依賴郊野公園及其「不包括的

土地」的生境而生活，例如生活在樹林的食蟹獴就

是以河溪裏的蟹為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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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淡水沼澤有獨特的野生生物羣落，是郊野公園系統

內多種為數不多的瀕危物種的生長和棲息地，例如

僅在香港和華南海岸可見的香港鬥魚和長於沼澤的

鏽色羊耳蒜這種本地瀕危蘭花；  

(h)  坡 度 平 緩 而 河 床 屬 砂 質 的 河 溪 同 樣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這些河溪是幾種不常見的蜻蜓 (如只在香港和廣

東出沒的伊中偽蜻 )的繁殖地，也是僅在香港和廣東

海岸可見的香港瘰螈等兩棲類動物的重要生長和棲

息地；  

(i)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也有直流大海的天然

河溪，這些暢流無阻的河溪對菲律賓枝牙鰕虎這種

本地瀕危迴游魚和本地罕有的褐漁鴞十分重要；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正被摧毀和受到威脅  

(j)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郊野公園『不包括土

地 』 調 查 報 告 」 指 出 ， 香 港 7 7 幅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中，有 1 2 幅已遭大規模破壞，而當中有 1 0 個

地方被破壞，是與私人發展商的利益有關。鎖羅盆

和白腊都是已遭嚴重破壞的「不包括的土地」；  

(k)  二零一零年發生大浪西灣事件後，政府決意保護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把這類土地納入郊野公

園 或 法 定 規 劃 管 制 範 圍 。 不 過 ， 自 二 零 一 零 年 至

今，已再有四幅分別位於白沙澳、黃竹洋、老鼠田

和二澳的「不包括的土地」受破壞，當中位於二澳

的那幅雖然在受破壞後很快便由當局以發展審批地

區圖涵蓋，但私人土地上的植物已被剷除；  

(l)  最近期受破壞的「不包括的土地」位於老鼠田。有

私人發展公司在二零一零至一三年間在該處購入大

量私人土地，單在二零一三年，就剷平了約 2 . 3 公

頃的土地，對成熟次生林、淡水沼澤和一段天然河

溪造成破壞。從航攝照片可清楚見到，受破壞的地

方正是該私人發展公司所擁有的土地。可是，至目

前為止，只有地政總署採取了行動，把穿過政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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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那條非法路徑的路口圍封。規劃署方面，由於在

「農業」地帶內清除植物是不受限制的，所以該署

無法採取執管行動；  

(m)  當局必須實行更嚴厲的規劃管制，例如劃設「自然

保育區」地帶，才能保護具重要生態價值的生境，

只有這樣，才可打消人們對發展的期望，減少出現

破壞生態行為的機會。當局應按大浪灣分區計劃大

綱圖這一先例進行規劃，而更長遠來說，應把保育

價值高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

範圍。城規會不應把新近受破壞的土地劃作「鄉村

式發展」地帶，嘉獎破壞生態的行為，否則，只會

鼓勵更多人在其他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行

破壞；以及  

(n)  《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開 始 適 用 於 香

港 ， 政 府 現 正 制 訂 《 生 物 多 樣 性 策 略 及 行 動 計

劃》，因此，政府有責任保護具重要生態價值的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 H H - R 1 0 8 7 4、 S L P - R 1 0 8 2 0、 P L - R 1 0 7 3 8 的實際發言時間：

2 1 分鐘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嘉道理農場暨

植物園公司  

1 3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曾以生態學家的身分擔任私人顧問和為漁護署工

作，現時是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的高級生態學

家。他是制訂《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專題

小 組 的 成 員 ， 亦 提 供 關 於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的意見；  

(b)  大浪灣的用途地帶規劃是一個很好的先例。大浪灣

完全被西貢東郊野公園包圍，在二零零零年四月刊

憲的那份原來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規劃區有 7 . 9

公頃土地 (約佔 1 6 % )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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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可建 3 7 0 幢小型屋宇，容納 1  0 0 0 人口。穿過

規劃區的那條河雖只有南部一段其後列為「具重要

生態價值的河溪」，但整條河及沿岸的地方都劃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至 於 林 區 ， 亦 是 全 部 劃 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而不是「綠化地帶 ( 1 )」；  

(c)  關於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城規會收到五份反對

書，表示「鄉村式發展」地帶太大。其中一名反對

者指出，「鄉村式發展」地帶和「自然保育區」地

帶可以共存這一想法有謬誤。發展村屋會使人口增

加，因此需要增加交通設施和基礎設施，令自然環

境受到破壞；  

(d)  城規會就反對書的意見進行聆訊後，認為相關的政

府部門應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然後向城規會提供更

多資料，證明是否值得保育大浪灣；  

(e)  當時，漁護署認為反對者所指在該區找到的動植物

只是「稀有」而不是「十分稀有」的種類，因此未

必有理由要把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改劃

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漁護署亦認為，把「大浪

灣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地帶，以及把鹹田北面的地方劃為「自然保育

區」地帶，已為大浪灣這些較重要的地方提供所需

的保護；  

(f)  另一方面，民間積極發起行動，促請政府保護大浪

灣。二零零零年十一／十二月間，民間收集到超過

2  0 0 0 個簽名，支持保護大浪灣。此外，長春社和

大浪灣之友也舉辦了一項活動，希望提高公眾對保

護大浪灣的意識，該項活動有超過 9 0 0 人參加；  

(g)  規劃署提出了三個改劃方案，讓城規會進一步考慮

反對書的意見。第一個方案是保留佔地 7 . 9 公頃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但指出這個方案不符公眾的

期望；第二個方案是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

由 7 . 9 公頃縮減至 1 . 9 公頃，只包括現有的鄉村民

居所在的地方和已批准的小型屋宇發展地點；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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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案是把大浪灣納入郊野公園範圍，但這並非城

規會的職權範圍；  

(h)  規劃署建議採用第二個方案，理由是大浪灣現有的

景觀和文物價值所受到的潛在威脅可減至最少。另

外，該區基礎設施不足，而且難以增建更多基礎設

施，因此，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是較為

務 實 的 做 法 ， 並 可 免 人 們 對 發 展 產 生 不 必 要 的 期

望；  

(i)  城規會考慮過以上的建議後，決定建議對大浪灣分

區計劃大綱圖作出以下的修訂：  

(i)  採用第二個方案，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

面積縮減至只包括現有鄉村民居所在的地方

和已批准的小型屋宇發展地點，估計可容納

的人口為 2 0 0。城規會亦認為或須在大浪灣

以外的地方物色土地以應付日後的小型屋宇

需求。因此，城規會認為沒有責任確保一條

村的小型屋宇需求全部都可以由該村範圍內

現有的土地來應付；  

(ii)  刪去「鄉村式發展」地帶《註釋》中土地用

途 表 第 二 欄 的 「 屋 宇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除

外 )」；  

(iii )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註釋》的「備註」

中 加 入 一 新 段 ， 說 明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拆

卸、加建、改動及╱或修改，都須取得規劃

許可。白沙澳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備

註」有相似的條文；以及  

(iv)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註釋》中土地用途

表第一欄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改列於第

二欄，使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亦須取得規

劃許可。作此修訂是城規會在會議上所作的

決定，並不是規劃署原有建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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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城規會亦指出，雖然有個別地點未必是最值得保育

的地方，但也要通盤考慮整體的情況，才能全面保

護大浪灣的天然美景。除了「大浪灣具特殊科學價

值地點」外，附近的郊野公園亦具有同等重要的保

育價值；  

(k)  後來城規會收到土地擁有人和發展公司的進一步反

對書，表示反對上述的改劃建議。不過，城規會決

定不接納所有這些進一步反對書的意見；  

(l)  大浪灣的規劃意向很清楚，就是保護該區的自然環

境 ， 凡 會 破 壞 這 些 自 然 環 境 的 發 展 和 不 協 調 的 用

途，當局應予以禁止。根據一般推定，該區內不宜

進行發展，惟現有鄉村地區，將會予以保留；  

(m)  自從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上述的修訂後，該區並沒

有小型屋宇申請或發展小型屋宇的規劃申請；以及  

(n)  分區計劃大綱圖所作出的限制並沒有如一些反對者

所說那樣會「滅村」。事實上，居於大浪灣的村民

仍生活得很好，更可以依賴假日遠足人士和遊客生

意維持生計；市民大眾亦仍然觀賞到大浪灣壯麗的

自然景貌，而當地的自然環境亦得以保存。由大浪

灣這個先例可見，村民、市民大眾和大自然三者都

得益。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1 3 分鐘 ]  

R 1 0 5 8 7－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1 4 .  白理桃先生問及他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提交的

申述書是否有夾附在文件內。主席回答說，所有申述書 (包括白

理桃先生的申述書 )的副本已送交各委員。白理桃先生繼而根據

已提交席上題為「 Country Park Enclaves and their better protection 

as required by policy,  using better statutory planning and eventual 

designation as country park」的文件，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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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城規會的職責是依循政府的政策，藉劃設適當的土

地用途地帶以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以

及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最終劃為郊野公園

之前，對其作出保護。這些土地需要有更佳的規劃

管制。關於他們建議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

的各項修訂，其他講者稍後會詳加解說。城規會公

布的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把「鄉村式發展」地帶

劃得這樣大，是權宜之舉，目的是迎合一些人，維

護其既有利益，根本違背事實、原則和法律；  

(b)  根據條例第 3 條，城規會須為社區的福祉、衞生、

安全和一般福利作出規劃，因此，城規會有法定職

責照顧公眾利益。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把「鄉村

式發展」地帶劃得這樣大，似是要維護私人既有利

益，而不是保障公眾利益；  

(c)  正如先前所解釋，大浪灣是個具約束力的先例，證

明規劃工作可做得更好，亦是個遏止發展期望的務

實 解 決 方 法 。 前 任 行 政 長 官 公 布 了 保 護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政 策 ， 而 城 規 會 亦 公 布 了 政

策，對付「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可是，這三

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卻似乎奉「先任由破壞，後再作

獎勵」為原則，做法與政策背道而馳，實是錯誤和

不智；  

(d)  小型屋宇申請制度被人濫用，大部分小型屋宇最終

都 賣 給 了 發 展 商 ， 根 本 不 是 村 民 自 用 。 發 展 商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已 擁 有 大 量 土 地 ， 再 擴 展

「鄉村式發展」地帶，只會令日後更易利用小型屋

宇申請制度詐騙；  

(e)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不符合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政策的要求。城規會只說劃設郊野公園不屬

其職權範圍，不肯施加任何可以影響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的規劃管制，這樣是不對的。市民大

眾 期 望 政 府 會 加 強 保 護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使自然環境不至受損，影響他們享受這些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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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當局收到 1 0  0 0 0 份反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意見書，可見市民大眾確有此訴求；  

(f)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得到法律支持。二

零一三年大浪西灣一案，高等法院裁定，保護郊區

涉及公眾利益，也是公眾的期望，所以有合法理由

要把大浪西灣指定為郊野公園。市民大眾期望加強

保護郊野公園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這一

點應較所謂的發展權或既有利益來得重要；  

(g)  至於鎖羅盆的情況，有關的背景資料已在提交席上

的文件中載述。雖然二零一三年四月的規劃報告指

出要訂下全面的規劃大綱保護鎖羅盆超凡的自然景

觀和生態價值，但其後公布的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

圖卻不見有任何關於這方面的規劃目標。區內大量

土地劃為可以准許發展小型屋宇的「綠化地帶」；

另外，「鄉村式發展」地帶也擴大至可容納 1 3 4 幢

屋宇，供 1  0 0 0 人居住 。因 估算 小型屋 宇需 求倍

升，區內人口會由基線的 0 飆升至 1  0 0 0。其實，

所謂需求，只是憑空而說，根本並非經核實的真正

需 要 。 當 局 應 以 現 時 鄉 村 民 居 的 人 口 ， 即 人 口 為

零，作為基線；  

(h)  政府聲稱發展應以逐步增加的方式進行，卻沒有考

慮發展所帶來的累積影響。政府又指現有的機制可

解決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但這些所謂的現有機制不

是 不 存 在 、 不 足 夠 ， 就 是 因 為 疏 於 執 法 而 成 效 不

彰。如讓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有「鄉村式

發展」地帶，勢必會破壞郊野公園的心臟地帶；  

(i)  眾所周知，來自化糞池的徑流會污染河道。化糞池

問題一直是法律訴訟的爭論點，但環保署未能應對

訴訟者提出的法律論點，反而繼續表示會按照《專

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行事，並沒

有採取行動執行《水污染管制條例》及該條例的技

術備忘錄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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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當局以前沒有執行進行泥土滲濾試驗的規定，如今

則 訂 明 這 是 在 海 下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一 項 規 定 。 不

過，以為泥土滲濾試驗已足以解決化糞池的問題及

其累積影響，未免不設實際；  

(k)  鎖羅盆河各河段的水文和生態系統一脈相承，單單

保護該河的下游並不合理。基於防患未然的原則及

生 態 系 統 的 情 況 ， 城 規 會 應 確 保 整 條 河 都 得 到 保

護；  

(l)  關於他們建議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各項

修訂，已提交席上，其他講者稍後陳述時會詳加解

說。簡而言之，他們建議作出的修訂有一些共通原

則，就是把樹林和濕地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把現有的鄉村地區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以及

把 鄉 村 附 近 已 受 破 壞 的 地 區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這 些 改 劃 建 議 是 以 大 浪 灣 和 白 沙 澳 這 兩 個

成功先例為依據，可使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得到很好的保護。  

[ R 1 0 5 8 7 的實際發言時間： 2 2 分鐘 ]  

[許智文教授此時暫時離席。 ]  

R 1 0 5 4 3－陳家洛  

1 5 .  陳家洛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立法會曾數次討論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政

策，議員普遍的共識是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應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一些原居村民可能說把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會

影響他們的私有財產權，違反了《基本法》，但政

府已重申現時有機制解決村民擔心財產權受到影響

的問題。聯盟認為所有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應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以加強保護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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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對規劃署劃定「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時所採

用的小型屋宇需求數據有保留和疑問。根據推算，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涉地區的人口俱會增加，

鎖 羅 盆 會 由 0 增 至 1  0 0 0 ； 海 下 會 由 1 1 0 增 至

5 9 0；白腊則由二零零六年的 0 增至目前少於 5 0，

未來會增至 2 3 0；   

(c)  據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

第 5 . 2 5 段所述，在規劃階段並無機制核實小型屋

宇 的 需 求 數 字 是 否 有 根 據 。 該 些 數 字 由 村 代 表 提

供，並無客觀依據。這根本是政府與村民之間進行

談判的「交易」，亦是一個政治決定；  

(d)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不應根據「未經核實」

的數據來劃定，以鎖羅盆為例，目前沒有小型屋宇

申請。日後如要發展小型屋宇，應按每宗申請的情

況作出考慮。城規會應該十分清楚小型屋宇發展背

後所涉及的商業利益和地產發展商的既得利益；  

(e)  根據他在大埔鄉村地區居住的個人經驗，現有的小

型屋宇申請制度明顯遭濫用。人們先把土地破壞後

才提出小型屋宇申請，這種做法司空見慣，但沒有

特定的政府部門能夠針對這類違規活動採取有效的

執法行動。因此，城規會不應依賴未經核實的不可

靠數據來把大量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f)  其中一個例子是一宗要求在西貢白水碗開設有機農

場的規劃申請經城規會覆核後獲批准，但該有機農

場最終以商業形式營運，更興建了一個私人碼頭，

方便人們從西貢前來。城規會應根據可靠的證據作

出 決 定 ， 不 然 就 會 出 現 像 這 宗 個 案 那 樣 的 濫 用 情

況，造成預料不到的破壞；以及  

(g)  城規會應確保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獲得充分

保護，否則會受到不能逆轉的破壞。城規會如作出

錯誤的決定，可能會破壞海下的珊瑚，以及鎖羅盆

和白腊的自然環境。一般來說，具生態價值的地區

應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令該地帶獲得最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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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只應局限於現有鄉

村民居所在的地方，而日後的小型屋宇申請亦應按

每宗申請的情況作出評估。他促請城規會在保育郊

野公園和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方面應作出正

確的決定，保障公眾利益。  

[ R 1 0 5 4 3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5 分鐘 ]  

H H - 1 0 9 0 2、 S L P - R 1 0 8 2 5、 P L - R 1 0 7 4 7－胡志偉  

1 6 .  胡志偉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小型屋宇政策旨在提供地方，讓村民可建屋居住。

不過，就白腊的情況來說，該村所有私人土地都已

賣給單一發展商。這表示村民自願放棄建屋自住的

權 利 。 由 此 可 見 ， 城 規 會 如 果 仍 把 大 量 土 地 劃 為

「鄉村式發展」地帶，只會令該發展商得益，並把

非法轉讓／出售興建小型屋宇的權利 (「套丁」 )這

類行為合法化；  

(b)  至於鎖羅盆的情況，現有的人口為零，該區現時亦

已有五十多幢村屋。根據現有的機制，村民如有真

正 的 需 要 ， 可 申 請 修 復 ／ 重 建 ／ 翻 建 這 些 村 屋 自

住。不過，村民沒有提出這類申請，所以沒有理由

要把額外大約 4 . 5 公頃的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

地帶。海下的情況相若，村民已於二零一零年把他

們的私人土地賣給發展商；  

(c)  一些村民聲稱他們的權利被剝削。不過，村民擁有

的私人土地原是作農業用途。劃設「鄉村式發展」

地帶，只應是滿足村民居住的真正需要，不應是滿

足他們想買賣丁權這一要求；以及  

(d)  他反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現有的機制已容許

該五十多幢現有村屋翻建，所以沒有需要把更多土

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  2 3  -  

[ H H - 1 0 9 0 2、 S L P - R 1 0 8 2 5、 P L - R 1 0 7 4 7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鐘 ]  

[馬詠璋女士此時暫時離席。 ]  

R 1 9 8 0－Martin Williams 

1 7 .  Martin Williams 先生借助投影片及短片作出陳述，要點如

下：  

(a)  問題的關鍵是發展商的利益，並不是原居村民的利

益；  

(b)  海下天然景色優美，海岸公園有很多珊瑚，即使是

非常接近行人徑的地方亦然。為下一代着想，應把

海下指定為郊野公園，予以保護；  

(c)  根據漁護署的資料，劃作村屋發展的土地為農地。

不過，從短片所見，該區是景色優美的次生林，有

很多樹木，包括老榕樹。該處的沼澤亦有多種野生

生物。應把此區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不准耕

作，因為土地一旦有農業活動，便涉及既得利益，

可能引來「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  

(d)  劃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地方亦太接近海岸線。天然海

岸線已移向內陸，以前在測量圖上顯示為農地的地

方，如今在潮漲時都已被海水覆蓋。換言之，即使

所建屋宇與以前記錄的海岸線的距離為 3 0 米，實

際上是在海岸線旁邊；  

(e)  地圖上亦未有記錄該區的一條天然河道。海下是亞

洲最重要的珊瑚區之一，該河一旦受污染，必會破

壞海下的珊瑚；  

(f)  至於白沙澳，原居村民已離開，大部分的私人土地

已被一名發展商 (新華書店的擁有人 )購下。在該處

進 行 任 何 發 展 ， 得 益 的 是 該 發 展 商 ， 不 是 原 居 村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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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研究證明，保護郊野，將之開放予市民，對市民的

身心健康非常重要。香港人生活忙碌，郊野更是他

們舒展身心的好去處。事實上，有越來越多香港人

在周末前往郊野公園；  

(h)  以開普敦為例，當地有一些鄉村保存得很好，文物

及自然景觀都能保存，村內更是生氣勃勃。可惜，

香港的郊野並沒有策略性的規劃，或許，這項工作

應由城規會來負責。現有的鄉村應該保存，讓其在

自然的環境中發展。此外，亦不應容許發展商在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發展大型房屋項目。長洲

就有這樣一個大型房屋發展項目，落成後，大部分

單位一直無人居住；  

[ R 1 9 8 0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鐘 ]  

[劉智鵬博士此時暫時離席。 ]  

R 6 5 9 1－李碧茜  

1 8 .  李碧茜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她周末大多數在郊野公園度過。郊野公園範圍大，

又靠近市中心，是香港的瑰寶，應予保存。這三份

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全部靠近郊野公園，是

生態易受影響的地區。區內村民的住屋需要固然要

照顧，但亦須保育郊野公園的自然環境，以求取平

衡；  

(b)  香港的郊區是香港人以至海外遊客參與遠足或馬拉

松活動的重要康樂資源，故郊野公園應受保護，此

事涉及重大公眾利益；  

(c)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現時交通十分不

便。鎖羅盆只能徒步前往，白腊只能從西貢萬宜路

步行前往，海下則只能經海下路前往，該路更限制

車輛出入。若准許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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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進行發展，便須考慮如何闢設道路基礎設施及

其他交通設施，應付日後遷入的居民的需求；以及  

(d)  她對所推算的小型屋宇需求量有懷疑。過去十年，

她在鎖羅盆從未見過任何新的屋宇，也未見過有人

居住，所以她難以理解為何預測該區未來十年需要

二 百 多 幢 屋 宇 。 城 規 會 把 更 多 土 地 劃 作 發 展 村 屋

前，應小心考慮有關數字是否可信。  

[ R 6 5 9 1 的實際發言時間： 5 分鐘 ]  

[此時，甯漢豪女士和何立基先生暫時離席，馬詠璋女士返回席

上。 ]  

R 6 4 0 1－Lai Yin Mei 

1 9 .  陳嘉俊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定期去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個別原居村民如有

真正住屋需要，可准其建屋。不過，眾所周知，這

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內的私人土地，大

多已被私人發展商購入作大型項目發展；  

(b)  郊區範圍大，又靠近市區，是香港的瑰寶。越來越

多人去郊野公園進行康樂活動。自二零零三年起，

政府一直推廣以香港自然資產和文物景點為賣點的

本地旅遊團。香港旅遊發展局亦一直向海外遊客推

介香港這些優美的戶外地方。我們郊野公園的自然

美景，海外媒體已有報道，本地和海外遊客亦大表

讚賞；以及  

(c)  城規會決定把更多土地劃作鄉村式發展前，應考慮

私人利益與香港的公眾利益，應以何者為先。  

[ R 6 4 0 1 的實際發言時間： 6 分鐘 ]  

2 0 .  在上午的會議發言的與會者已陳述完畢，主席多謝他們

協調彼此的發言次序，令會議可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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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會議於下午十二時三十分休會午膳。  

2 2 .  會議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下午二時十分恢復進行。  

2 3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陸觀豪先生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張孝威先生  

符展成先生  

何立基先生  

林光祺先生  

梁慶豐先生  

葉德江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地政總署副署長 (一般事務 )  

甯漢豪女士／林潤棠先生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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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2 4 .  以 下 政 府 部 門 的 代 表 、 申 述 人 及 其 代 表 此 時 獲 邀 到 席

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

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R 1 0 9 0 9－ Kevin Laurie 

H H - R 1 0 8 9 5、 S L P - R 1 0 8 2 7 及 P L - 1 0 7 4 5－  

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 

Kevin Laurie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及 P L - R 1 0 7 3 9－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請參閱附錄 A所載授權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為代表

的申述人名單。 )  

聶衍銘先生  ]   

趙善德先生  ]   

胡明川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Gary Ades 先生  ]   

Andy Brown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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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4 7 4－ John Wright 

R 1 0 5 4 4－西貢之友  

John Wright 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8 2 3－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  

R 6 1 3 8－ Verity B Picken 

P L - R 1 0 7 4 0－綠色和平  

張瑪珊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8 8 2、 S L P - 1 0 8 1 9、 P L - 1 0 7 4 3－香港觀鳥會  

Jocelyn Ho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R 1 9 9 0－ Denis Leung 

Yeung Man Yau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7 5 5、 S L P - R 1 0 8 2 2、 P L - 1 0 7 4 1－長春社  

吳希文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7 9 9－創建香港  

司馬文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陳嘉琳女士  ]   

H H - R 1 0 8 7 4、 S L P - 1 0 8 2 2、 P L - 1 0 7 4 1－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請參閱附錄 A 所載授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為代

表的申述人名單。 )  

Michael Lau先生  ]   

劉惠寧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陳頌鳴先生  ]   

劉兆強先生  ]   

R 1 0 5 8 7－白理桃  

白理桃先生  －  申述人  

2 5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繼而請申述人和其代表闡

述他們的申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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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0 9 0 9－ Kevin Laurie 

H H - R 1 0 8 9 5 、 S L P - R 1 0 8 2 7 及 P L - 1 0 7 4 5 － 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 

2 6 .  Kevin Laurie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是地質學家出身，一直任職考古學家，曾在香港

擔任警務人員 3 0 年，現已退休。他現時是澳洲國

立恐龍博物館的科學顧問及獨立海洋生態學家，專

門研究香港及東南亞的馬蹄蟹。他亦是香港生物多

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海洋生物多樣性工作小組的成

員，就人類對海洋環境的影響提供意見；  

地質上的限制  

(b)  在 海 下 、 白 腊 及 鎖 羅 盆 發 展 村 屋 ， 有 地 質 上 的 限

制。這三個地區位於河谷下層的洪氾平原，地底有

沖積層，容易出現地下水水浸。基於這些地區的地

質環境，城規會不應批准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上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c)  沖積層是鬆散、分選性良好至中等的礫石、沙、粉

土及黏土，這些物質在山上侵蝕而來，被河流帶到

山下，堆積在河床。沖積層大多出現在河谷的下游

地 區 。 由 於 沖 積 層 透 水 ， 所 以 水 可 暢 通 無 阻 地 穿

過，甚至向上下流動及從旁流過。沖積層的水位會

隨地下水水位、降雨率及海平面的影響或升或降，

因 此 有 沖 積 層 的 河 谷 容 易 出 現 水 浸 ， 變 成 洪 氾 平

原；  

(d)  地質測量圖有助規劃師及工程師找出一個地方是否

有地質風險，是合乎成本效益的控制風險方法。地

質測量圖顯示岩石的分布情況，是規劃土地用途的

主要資料來源。不運用地質圖，或不了解一個地方

的地質，可能會對土地用途帶來各種負面影響，例

如地下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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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由政府出版的《香港地質調查》有助規劃師及城規

會作出有根據的決定。該些地質圖顯示沉積物的所

在 (包括沉積物的年齡及種類 )及沉積物的截視圖。

從該些地質測量圖所見，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上的

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就在混雜沖積層、海灘沉

積物及泥石流沉積物的地方之上；白腊分區計劃大

綱圖上的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在混雜沖積層及

海灘沉積物的地方之上；而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

上 的 擬 議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則 在 混 雜 梯 狀 沖 積

層 、 泥 石 流 沉 積 物 及 海 口 和 潮 間 沉 積 物 的 地 方 之

上。由於有沖積層的緣故，所以洪氾平原容易出現

水浸；  

(f)  根據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 )的《村屋污水排

放指南》，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包括化糞池、滲水

井系統及周圍的泥土。這些泥土就是污水最終滲入

的地方。滲水井系統會排放未經處理的廢水至周圍

的 泥 土 ， 依 賴 泥 土 除 去 污 染 物 質 。 廢 水 滲 入 泥 土

後，必須經過一段相當長的路程才能達至足夠的淨

化，最後才到達大海。不過，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

綱圖涵蓋的範圍內，廢水卻可暢通無阻且快速地流

過沖積層，在到達大海前不能達至足夠的淨化；  

(g)  上述環保署的指南亦訂明，暴風雨時容易泛濫或地

下水位高的地方不適宜設置化糞池。海下、白腊及

鎖羅盆屬容易泛濫的地方。根據渠務署二零零一至

零二年度的年報，香港不時有暴雨，新界發生嚴重

水浸。水浸可發生於新界北部的天然洪氾平原和低

窪地區，即海下、白腊及鎖羅盆所在之處。這三個

地 區 曾 出 現 水 浸 ， 從 照 片 可 見 地 下 水 位 高 時 的 情

況。假如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設於地下水位高或容

易 出 現 水 浸 的 地 方 ， 化 糞 物 質 便 會 溢 流 至 鄰 近 地

區；  

[符展成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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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  

(h)  當局把海下指定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時，已

知道發展會帶來的威脅 (即污染及淤積 )，並認為日

後的發展及改變灣仔採泥區的土地用途可能會污染

海下灣的水質，令該處出現淤積的情況。當時曾有

建議，在擬備可能會影響「海下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的填海計劃時，應諮詢漁護署，但該署卻未有

對海下的發展威脅提出意見；  

(i)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可產生污染物，包括由水傳播

並影響人體健康的病原體；會增加養分的氮及磷；

殺害野生生物的有毒化學物；以及會大大改變魚類

性別的內分泌干擾物；  

(j)  為發展村屋而在洪氾平原區清理土地，會把沉積區

變為侵蝕區。此外，暴雨期間，來自建築地盤的徑

流會把浮游沉積物帶入溪澗及河流甚至大海。這是

個舉世公認十分嚴重的問題。以海下灣東岸的珊瑚

羣落為例，其之所以會消失，便是由於馬鞍山填海

取地，需要移除附近山坡的樹木及岩石，令土壤及

泥沙流入該處；  

(k)  海 下 、 白 腊 及 鎖 羅 盆 的 擬 議 發 展 項 目 位 處 洪 氾 平

原，整個河谷的地面水、地下水及河流相通，合成

一體的系統。在河谷的下游地區進行發展，會把該

處由沉積區變為侵蝕區，造成淤積的情況及污染。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各為河谷系統的

一部分，不應分開考慮；  

(l)  根據漁護署在二零零六年委聘顧問進行的海下灣海

岸公園軟岸研究，海下灣有具高生態價值的軟岸羣

落。就生態多樣性而言，該軟岸羣落是本港最重要

的軟岸羣落。不過，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產生的有

毒化學物及內分泌干擾物會影響該區的軟岸羣落。

海下灣亦是本港其中一處具豐富生物多樣性的「寶

地 」 ， 淤 積 的 情 況 及 氮 ／ 磷 會 威 脅 該 處 的 珊 瑚 羣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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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白腊灣曾發現文昌魚。文昌魚屬活化石，是國家重

點保護物種之一。根據漁護署網站及研究的資料，

文昌魚具有獨特及高度的保育價值。污水及廢水造

成的淤積情況及產生的內分泌干擾物，將會對文昌

魚造成不良影響，後者更會影響魚類性別的正常發

展；  

(n)  鎖羅盆河是「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淤積情況

及 氮 ／ 磷 ( 肥 料 的 主 要 成 份 ) 會 改 變 該 河 的 生 態 平

衡。舉例來說，鎖羅盆的海草床很易受淤積情況、

氮／磷及有毒化學物所影響；  

[張孝威先生此時到席。 ]  

對人類健康的威脅  

(o)  根據美國政府一份報告，在沖積層地區設置化糞池

及滲水井系統，對人類健康構成威脅。在一九九五

年就有超過 4 0 0 人感染與受污染地下水相關的腸胃

炎 ； 另 曾 有 多 個 州 出 現 病 毒 ， 引 發 大 量 腸 胃 炎 病

症；而且高地下水位或不合適的地質環境可把致病

細菌及病毒帶入地下水；  

(p)  據本港的微生物學家表示， H 7 N 9 禽流感可經人類

糞便傳播。此外，根據美國新聞網站 Science Daily

二零一三年的報道，抗藥性細菌遍布赫遜河，而溪

澗 及 河 流 亦 發 現 有 依 賴 防 菌 產 品 生 長 的 抗 藥 性 細

菌，污水處理廠也有超級細菌繁殖；  

[邱榮光博士此時返回席上。 ]  

(q)  人們在下游地區及海灘活動，例如挖蜆及學生進行

實地考察，已不再安全；以及  

(r)  總括而言，城規會並未獲告知有關地質、對濕地環

境的影響、淤積及污染的威脅、海下重要的珊瑚及

軟岸羣落、文昌魚是具保育價值的物種，以及公共

衞生的威脅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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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3 條，城規會的主要職能

是促進社區的衞生、安全、便利及一般福利。城規

會有責任保障社區的衞生、安全及福利；以及  

(t)  城規會應看看各項證據，拒絕接納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內所有涉及在洪氾平原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的小型屋宇發展計劃。  

[ R 1 0 9 0 9 的實際發言時間： 3 0 分鐘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嘉道理農場暨

植物園公司  

2 7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會講述兩個個案的研究，一個是龍尾，一個是馬

灣新村，證明小型屋宇數目增加可對一個地區的水

質造成嚴重的影響；  

個案研究 1－龍尾  

(b)  雖然龍尾已設有公共污水渠和污水處理設施，但根

據環保署在二零零零至一三年間收集所得的數據，

自從一九九八年開始有越來越多小型屋宇在龍尾興

建之後，龍尾泳灘的水質便變得極差 (按大腸桿菌的

數量計 )；  

(c)  從一些實地照片所見，有食肆 (在小型屋宇的地面一

層是經常准許的用途 )及小型屋宇的建築工程和之後

的使用產生污水，排放到龍尾的出水口；  

(d)  由於往往難以找出哪幢屋宇或哪家食肆非法排放污

水，因此要執行《水污染管制條例》，十分困難。

況且，那些非法鋪設的地下喉管往往有混凝土遮蓋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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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2－東涌馬灣新村  

(e)  馬灣新村在一九九八年因發展東涌新市鎮而建。有

關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在一條河旁邊，被林地包

圍，情況與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相似；  

(f)  村內現時約有 1 2 0 幢小型屋宇。早年興建的小型屋

宇 (約 4 4 幢 )有接駁公共污水渠，其餘的則使用化

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村內開設了三四家食肆；  

(g)  根據環保署的數據，二零一零至一三年，附近一條

河的大腸桿菌和糞大腸菌羣的含量分別約為每百毫

升有 1 8  0 0 0 至 3 9  0 0 0 個和每百毫升有 5 4  0 0 0

至 1 2 0  0 0 0 個 ， 而 氨 的 含 量 為 每 公 升 有 1 . 4 毫

克，遠遠超出水質指標，水質與天水圍明渠、元朗

明渠和屯門河一樣差，而且較城門河更差。如圖表

所示，隨着一九九八至二零一一年間小型屋宇的數

目大升，污染情況變得更嚴重；  

(h)  從實地照片所見，受到嚴重污染的水從穿過各小型

屋宇的 U 型排水渠經出水口排放到附近那條河。家

居污水和食肆所排出的廢水也產生可能會造成污染

的物質，雨水渠出口又常被用來排放污水。河邊的

野生青蛙死亡率高，證明河水污染的情況嚴重；  

(i)  馬灣新村是在環保署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

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實施後

興建的。不過，實際上沒有人遵從當中的規定，那

些規則亦不可行。這不只是環境的問題，也是規劃

的問題；以及  

(j)  根據規劃署的最新建議，海下會有 4 0 幢新建的小

型屋宇，而現有的小型屋宇則有 3 0 幢；白腊會有

7 9 幢新建的小型屋宇，而鎖羅盆則會有 1 3 4 幢。

海下和白腊現時的人口分別為 1 1 0 和少於 5 0，而

預 期 海 下 、 白 腊 和 鎖 羅 盆 的 人 口 將 分 別 達 3 9 3 、

2 3 0 和 1  0 0 0。這些日後發展的小型屋宇將會對這

三個地區的水質造成嚴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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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1 8 分鐘 ]  

[陸觀豪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R 2 4 7 4－ John Wright 

R 1 0 5 4 4－西貢之友  

2 8 .  John Wright 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住在香港已 3 1 年，是執業大律師，也是西貢之

友的主席。他會從土地問題和法律方面作陳述；  

(b)  「鄉村式發展」地帶位於「鄉村範圍」內，是供合

資格的男性成年原居村民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小

型屋宇 )的地方。小型屋宇政策在一九七二年開始實

施，讓原居村民可一生一次申請在其所屬鄉村內的

合適地點興建一幢小型屋宇自用；  

(c)  合資格的男性成年原居村民可申請在他本人擁有的

私人土地建屋，若他沒有私人土地，則可向政府申

請批地，興建一幢小型屋宇。非原居村民及其他各

方 (例如發展商和發展公司 )都不得申請在「鄉村式

發展」地帶內興建小型屋宇；  

(d)  任 何 人 都 可 買 賣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私 人 土

地。在許多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發

展公司已向原居村民購入大量私人土地。海下和白

腊的原居村民亦已把大部分私人土地售予發展商。

目前，海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有 9 5 %的私人土

地分別由九家公司持有，而白腊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的大部分土地則由一家公司持有。不過，這些

公司沒有資格申請興建小型屋宇；  

(e)  發展公司購入「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土地，用作

興建小型屋宇，建成後出售或出租給外人和非原居

民的人。發展公司會待建屋許可批出後，才會向原

居村民全數支付買地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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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發展商可利用各種違法的法律手段，務求在「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興建小型屋宇。發展商可簽立法律

協議，把土地的合法業權轉讓給一名原居村民，由

他 申 請 建 屋 許 可 。 其 後 ， 該 名 村 民 可 簽 署 秘 密 協

議，把該塊地和該幢小型屋宇的實益所有權轉讓給

發展商，並同時簽立信託文件、授權書和以發展商

作為受益人的遺囑，而該名原居村民則可從發展商

收取現金、一幢屋／一個住宅單位或其他一些利益

作為回報；  

(g)  上述這些法律手段是違法的，因為申請書是蓄意作

出的失實陳述，向政府謊報小型屋宇的申請人申請

許可，是興建一幢小型屋宇自用。已有多宗訴訟案

件的判辭證實了這一點。以民事上訴案件 2 0 0 1 年

第 2 0 號為例，案中有一名發展商與一名原居村民

訂 立 了 發 展 計 劃 ， 按 該 計 劃 ， ( i ) 發 展 商 會 提 供 土

地 ， 並 承 擔 興 建 一 幢 小 型 屋 宇 的 建 築 費 及 其 他 費

用； ( i i )由該名村民向府申請免費建屋牌照，以興

建該幢小型屋宇；以及 ( i i i )該名村民在該塊地或該

幢將要興建的小型屋宇上並無利益。該名村民亦簽

立了以發展商為獲授權人的授權書以及委任該發展

商為唯一執行人的遺囑，把該塊地遺贈給該名發展

商；  

(h)  在上述的上訴案件判辭中，法庭認為：  

(i)  有關協議是不合法的，其目的是作出失實陳

述，指該名村民是真正的擁有人，務求發展

商獲得小型屋宇政策本來只給予個別原居村

民而發展商不能取得的建屋牌照，以優惠條

件建屋；  

(ii)  該名村民對政府所說的是，他本人就是他根

據小型屋宇政策所提出的批建申請所涉土地

的合法實益擁有人。基於制訂小型屋宇政策

的目的，若一名原居村民以純粹代名人的身

分保有該塊地，他通常不合資格申建小型屋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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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該等小型屋宇建成後，會屬於土地擁有人或

發展商，而非申請人。換言之，申請人不會

是建成的屋宇的擁有人；以及  

(iv)  基於公共政策的理由，明顯不能強制履行該

份契約，因為若要按契約的條款執行契約，

必會涉及宣誓作出虛假聲明和向政府作出失

實陳述；  

(i)  鎖 羅 盆 有 二 百 多 幅 私 人 土 地 由 黃 氏 宗 族 的 後 人 擁

有，不過，那些原居村民有可能會與發展商訂立發

展計劃，讓發展商獲得小型屋宇政策本來只給予個

別原居村民而發展商不能取得的建屋牌照，以優惠

條件建屋；  

(j)  原居村民和發展商若訂立違法計劃，根據《盜竊罪

條例》 (第 2 1 0 章 )第 1 6 A ( 1 )條，或會干犯刑事罪

行；以及  

(k)  違法的計劃極為常見，在新界鄉村和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十分普遍。現時一個丁權的售價約為

港幣 4 5 0  0 0 0 元。凡牽涉入違法計劃的各方都要負

上刑事法律責任。  

[ R 2 4 7 4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6 分鐘 ]  

[何立基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嘉道理農場暨

植物園公司  

2 9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繼續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雖然規劃署表示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已有足夠

的管制，因爲「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只會用作

發展小型屋宇，但一些研究個案顯示，事實並非如

此；  



-  3 8  -  

個案研究 1－汀角  

(b)  在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間，有多宗涉及在汀

角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及「綠化地帶」發展小型

屋宇的規劃申請獲城規會批准。以一宗在二零零六

年 四 月 七 日 獲 城 規 會 批 准 的 申 請 ( 申 請 編 號 ：

A / N E - T K / 2 0 4 )為例，該宗申請提出興建 3 7 幢小

型屋宇供原居村民居住但結果那些小型屋宇卻成爲

豪 宅 。 二 零 一 三 年 ， 每 幢 屋 宇 的 售 價 高 達 港 幣

1 , 4 0 0 萬元左右；  

個案研究 2－八鄉  

(c)  在二零零一年至零六年期間，有多宗涉及在八鄉闢

設停車場的規劃申請獲城規會批准。在「鄉村式發

展」地帶發展小型屋宇，是無須提出規劃申請的。

結果，在八鄉興建的小型屋宇同樣成為豪宅，每幢

售價約達港幣 1 , 0 5 0 萬元。假設首期支付樓價三成

(港幣 3 1 5 萬元 )，以還款期 2 5 年計，每月按揭供

款便約達港幣 3 4 , 8 5 5 元。不過，二零一二年香港

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只有港幣 2 0 , 7 0 0 元。由

此可見，那些屋宇根本不是原居村民及普羅市民可

以負擔的；  

(d)  發展商為圖利而把小型屋宇建成豪宅，是偏離了小

型屋宇政策的原意。該政策原本的目的是要滿足原

居村民的住屋需要。當局實有必要檢討小型屋宇政

策；  

(e)  未來擬在海下、白腊和鎖羅盆興建的新小型屋宇數

目分別為 4 0 幢、 7 9 幢及 1 3 4 幢，這個數量是以村

代表提供的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為據。從這些屋

宇可得的收益總值分別為港幣 4 億元、 7 . 9 億元及

1 3 . 4 億元。不過，鎖羅盆的村代表卻告知傳媒，鎖

羅盆未來的人口有 1  0 0 0 只是猜估出來；  

(f)  二零零八年，有人在鎖羅盆村大範圍砍伐樹木。當

時鎖羅盆村村務委員會主席告知傳媒，砍伐樹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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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活 化 該 村 ， 此 舉 不 單 可 滿 足 原 居 村 民 後 代 的 需

要，同時亦可開發該處的發展潛力。倘政府批准填

土 ， 該 處 便 可 興 建 4 0 幢 類 似 在 愉 景 灣 所 見 的 豪

宅。從村民最近提交的圖則所見，擬建的 1 8 8 幢屋

宇涵蓋鎖羅盆整個山谷；  

(g)  白腊的村代表也告知傳媒，所預測的未來 1 0 年小

型屋宇需求日後未必會全部出現。此外，原居村民

會與發展商合作發展小型屋宇，而究竟會否把小型

屋宇賣給發展商，由村民自行決定。雖然地政總署

表示發展商與原居村民之間任何有關發展小型屋宇

的秘密交易都是違反小型屋宇申請的規則，但實際

上卻難以查證；  

(h)  二零一零年，有日本發展商計劃在海下發展豪宅。

事件顯示原居村民把丁權賣給發展商這種有違小型

屋宇政策原意的做法非常普遍；  

(i)  東丫村 (另一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的村代表

告知傳媒，他誇大了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這是

因為政府不會同意全數給予村民所要求的土地，所

以他開出一個較大的數目，期望討價還價後，最終

可獲得多些土地。所謂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根

本毫無意義；  

(j)  傳媒的資料顯示，興建一幢小型屋宇的純利超過港

幣 6 0 0 萬元。發展小型屋宇已成 爲房地產投資項

目，而非滿足原居村民的真正住屋需要；以及  

(k)  除了保育地帶外，分區計劃大綱圖現時所劃的其他

用途地帶未能充分保護天然環境和生境。金錢的誘

因實在太大，只會引來更多人破壞環境。當局不應

任由發展商為了賺錢而侵損自然遺產及公眾利益。  

3 0 .  聶衍銘先生及陳嘉琳女士繼而播出一套六分鐘的短片，

該短片是剪輯自兩套關於海下、白腊和鎖羅盆的記錄片，內有

相關的村代表、地政總署前助理署長及海下之友的訪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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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會五分鐘。 ]  

[林潤棠先生此時離席。 ]  

3 1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繼續作出關於海下的陳述，要

點如下：  

(a)  海下三面被西貢西郊野公園包圍，餘下的一面則向

着景色宜人的海下灣。海下灣是指定的海岸公園，

亦是「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該區風景優美，景

觀價值高，與周遭西貢西郊野公園和海下灣海岸公

園 的 自 然 美 景 互 相 輝 映 。 該 區 也 具 很 高 的 生 態 價

值；  

(b)  他強烈反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因為該圖所劃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涵蓋茂密林地和河流，又在濕

地旁邊，其範圍更侵進了海岸公園；  

(c)  所有林地、濕地和季節性河流都應劃為「自然保育

區」地帶，加以保護；而「鄉村式發展」地帶亦應

遠離濕地。那些濕地和河流的水文系統和生態都與

海岸公園相連，而濕地內還有一種罕見的濕地草本

植物雞冠苞覆花；  

(d)  規劃署考慮過申述的內容後，建議把原來的「綠化

地 帶 」 和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其 中 一 部 分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並 把 原 來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其 中 一 部 分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 新 的 「 綠 化地

帶」 )。不過，兩項改劃建議都有問題；  

(e)  首 先 ， 就 保 育 的 作 用 而 言 ， 「 綠 化 地 帶 ( 1 ) 」 與

「自然保育區」地帶極為不同。根據《環境影響評

估條例》 (下稱「《環評條例》」 )，在「自然保育

區」地帶內或附近進行治河及雜項工程，須進行環

境影響評估 (下稱「環評」 )，但在「綠化地帶」和

「 綠 化 地 帶 ( 1 ) 」 內 則 無 須 進 行 。 另 外 ，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註 釋 》 ， 在 「 綠 化 地 帶 ( 1 ) 」 內 ，

「農業用途」是第一欄用途，而在「自然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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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內，「農業用途 (植物苗圃除外 )」則是第一欄

用途，即是在「自然保育區」地帶內，植物苗圃是

不 獲 准 許 的 用 途 。 此 外 ， 在 「 綠 化 地 帶 ( 1 ) 」 內 ，

「度假營」是第二欄用途，但在「自然保育區」地

帶則不然。從一些西貢屋頭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照片所見，該處有一大片土地被人清理，闢

作所謂的「植物苗圃」，但只種有幾棵樹。同樣，

在「海岸保護區」地帶內亦有一個獲批准發展的度

假營地進行了大型建築工程；  

(f)  其 次 ， 該 原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的 新 「 綠 化 地

帶」，其範圍侵進了漁農署認可的風水林。據規劃

署 表 示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有 條 文 規 定 可 提 出 在 新

「綠化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的規劃申請。規劃署

徵詢漁護署的意見後認為，「綠化地帶」內的土地

相 對 平 坦 ， 大 部 分 地 方 為 小 樹 、 灌 木 和 綠 草 所 覆

蓋，故該「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是反映現時的景

觀特色。不過，從等量線圖和實地照片所見，該新

的「綠化地帶」其實位於一個地勢傾斜的地方，又

有林木覆蓋，更有河流穿過。一直以來，漁護署和

環保組織都認為該處是個未受干擾的風水林，林內

更有罕見的生態環境和植物品種。當局建議把部分

的 地 方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並不合理；  

(g)  第三，「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雖然縮減了，但

仍然太大，對海下灣海岸公園會有負面影響。海下

灣是個被包圍的海灣，位於另一個被包圍的海灣大

鵬灣內。該處的水流強度不足以沖走小型屋宇排出

的廢水。根據環保署收集所得的數據顯示，貝澳和

銀鑛灣那些情況相若的被包圍海灣，其水質都是普

通至欠佳，原因就是受到小型屋宇的廢水所污染；  

(h)  海下灣是海岸公園，在水上康樂活動地區內，亦是

個 非 常 熱 門 的 泳 灘 ， 但 並 非 憲 報 公 布 的 泳 灘 。 不

過，在海下灣附近數個地點量度到的大腸桿菌數量

已 超 出 憲 報 公 布 泳 灘 的 水 質 指 標 。 從 實 地 照 片 所

見，康樂活動現有的淋浴設施、食肆的營運和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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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洗車活動全都產生廢水，污染了附近的河流和海

水；  

(i)  正如先前所述的東涌馬灣新村的個案研究顯示，由

於 小 型 屋 宇 的 數 目 增 加 ， 附 近 河 流 的 水 質 變 得 很

差。同一情況會在日後海下灣出現。根據城規會會

議有關田夫仔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記錄，環境保護

署副署長曾表示化糞池不能過濾所有大腸桿菌。海

下將興建 4 0 幢新的小型屋宇，再加上現有的 3 0 幢

小型屋宇，化糞池會增多 4 0 個，屆時，海下灣海

岸公園的大腸桿菌數量必定會增加，影響有大量珊

瑚生長的地方；  

(j)  興 建 了 新 的 小 型 屋 宇 後 ， 對 泊 車 位 的 需 求 亦 會 增

加，有人或會把車輛非法停泊在「海岸保護區」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 ( 1 ) 」 的 政 府 土 地 ， 影 響 自 然 環

境；  

(k)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應依照大浪灣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的通盤規劃方式，即把具保育價值和緩

衝作用的地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縮減「鄉

村式發展」地帶，只涵蓋現有的鄉村民居；把「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的「新界豁免管制

屋宇」用途從第一欄改移去第二欄；刪除「鄉村式

發展」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的「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

屋宇除外 )」用途；以及規定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拆

卸、加建、改建及／或改動工程必須取得規劃許可

才可進行；  

(l)  城 規 會 應 加 強 保 護 海 下 的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小型屋宇由 4 0 幢突然增至 7 0 幢並非逐步增

加的方式。他建議：  

(i)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應只局限於現有

的鄉村民居或已批准興建小型屋宇的地點；  

(ii)  原來的「綠化地帶」和擬議劃為「綠化地帶

( 1 )」的大部分地方 (涵蓋淡水濕地和與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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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在生態上緊密相連的次生林地 )應改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  

(iii )  擬議「綠化地帶 ( 1 )」有部分 (涵蓋現有鄉村

民居附近的經改動林地 )可予保留；以及  

(iv)  擬議的「綠化地帶」 (涵蓋與郊野公園在生態

上 緊 密 相 連 的 風 水 林 ) 應 還 原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  

3 2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繼續作出關於白腊的陳述，要點

如下：  

(a)  白腊位於西貢東郊野公園，風景優美，是進行康樂

活 動 的 熱 門 地 點 。 白 腊 灣 被 視 為 「 香 港 的 馬 爾 代

夫」，以往有很多濕地，但到了二零零九年左右，

有人築路、大規模清除林地和植物，又建造人工池

塘，破壞了該處的自然環境和濕地。二零一一年，

該處再次受到大規模破壞，傳媒亦有廣泛報道。錄

影片段顯示有人用躉船把挖土機和推土機運到白腊

灣，用以清理該地；  

(b)  根據一個本土研究社所編製的白腊土地歷史記錄，

有一家發展公司在一九九三至九六年間向村民買入

白腊的土地。到了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間，規劃

署就新界東南進行策略檢討，當時該發展公司的其

中一名東主趁着規劃署進行公眾諮詢，建議政府把

西貢發展作生態旅遊和教育用途，同時放寬發展限

制並與當地人合作發展。二零零四至零七年間，該

名東主成為西貢區議會轄下一個委員會的委員，要

求政府修復白腊的碼頭。二零零七至零九年間，有

人在白腊村進行大規模的挖土和清除植物行動。二

零一零年三月，一家由該名東主擔任教育總監的教

育機構向發展局求助，要求在白腊開辦一所國際學

校。二零一零年九月，憲報公布白腊發展審批地區

圖。同年十月，政府拒絕這項在白腊開辦國際學校

的建議，理由是擬建的學校與周邊環境不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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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白腊進行的非法活動包括砍伐樹木、非法佔用政

府土地、築路、挖土、填土和把河道改道。這些活

動 違 反 相 關 的 各 項 條 例 ， 例 如 《 林 區 及 郊 區 條

例 》 、 《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 、 《 土 地 ( 雜 項 條 文 ) 條

例》、《城市規劃條例》和《廢物處置條例》；  

(d)  白腊的生態價值高，有多種雀鳥出沒，根據記錄，

當中有些更是稀有品種。此外，區內還餘下片片長

有水蕨的濕地。水蕨收錄在漁護署的《香港稀有及

珍貴植物》一書內，在中國內地更列為「國家二級

保 護 」 的 野 生 植 物 。 白 腊 有 水 蕨 覆 蓋 的 範 圍 並 不

小，面積大約相當於兩個半籃球場。水蕨的生長取

決於環境狀況，並不適宜移植。把該區劃為「鄉村

式發展」地帶以發展小型屋宇，這些剩下的濕地便

會完全消失；  

(e)  香港教育學院科學學系在二零零四年向漁護署提交

了一份報告，建議把白腊灣闢作海岸公園／海岸保

護區。白腊灣的魚類品種多樣化，也是馬尾藻的生

長地，加上所見的物種和生境獨特，生態價值高；  

(f)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生 物 及 化 學 系 曾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進 行

「香港文昌魚的生態及生物學研究」，認為白腊灣

是文昌魚的重要生長地。文昌魚已在地球上存在五

億年，堪稱活化石。這種魚要在水質極佳的環境中

才能生長。該項研究顯示，以白腊灣的海水所含的

懸 浮 固 體 、 氨 和 大 腸 桿 菌 的 數 量 計 ， 水 質 可 算 極

佳，近乎無污染，是香港四個文昌魚數量極多的地

方之一；  

(g)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發展的小型屋宇會污染水

質，對白腊灣造成嚴重的影響。正如先前所述的東

涌 馬 灣 新 村 個 案 的 研 究 所 示 ， 小 型 屋 宇 的 數 量 增

加，有更多污水由化糞池排出，會令附近河道的水

質變得極差。白腊日後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鄉

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小型屋宇所產生的污水和污染

物全都會排入河流和白腊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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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當局不應任由白腊和白腊灣因為分區計劃大綱圖所

劃設的用途地帶不當而受到影響。如果城規會通過

分區計劃大綱圖，擬建的海岸公園和白腊的活化石

文昌魚都會消失；  

(i)  城規會在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的新聞公報中表示不

會容忍任何「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不過，現

時的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卻採取「先任由破壞，後

再作獎勵」的做法。發展商破壞自然環境，然後在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興建小型屋宇，可享有龐大

的金錢利益。因此，他促請城規會遵守承諾，不要

容忍任何「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  

(j)  現時在白腊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會助長欺詐

活動和濫用小型屋宇政策的行為。「鄉村式發展」

地帶內大部分的土地都是由一家發展公司所擁有。

白腊的村代表也承認誇大了小型屋宇的需求量，而

且可能會與發展商合作發展小型屋宇，這樣違背了

政府要預留土地以供日後白腊的原居村民發展小型

屋宇這個規劃意向；  

(k)  城規會考慮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基於大浪灣

的基礎設施不足，故同意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面積，認為這樣更切合實際的情況，亦有助避免

人們對發展有不必要的期望。即使當時漁護署表示

進 一 步 反 對 意 見 所 指 的 地 點 並 非 最 值 得 保 育 的 地

方，城規會仍認為應保護大浪灣整體的天然美景，

而 漁 護 署 亦 應 考 慮 更 大 地 區 的 保 育 價 值 。 既 然 如

此，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亦應如大浪灣分區計劃大

綱圖那樣，採用通盤規劃的方法；  

(l)  城規會應為白腊和白腊灣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提供更佳的保護。白腊灣是泳灘，而且擬闢為

海岸公園。突然增建 7 9 幢小型屋宇並非逐步增加

的方式，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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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於現有的

鄉村民居所在之處或已獲批准興建小型屋宇

的地點；  

(ii)  繼續把在生態上與郊野公園緊密相連的次生

林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iii )  把餘下的水蕨生長地和河流的河岸帶 (連河流

本身 )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自然保

育區」地帶；以及  

(iv)  把草地和受破壞後重生而成的灌木叢／草地

由「農業」地帶和「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以 免 造 成 「 先 任 由 破

壞，後再作獎勵」的情況。  

[會議小休三分鐘。 ]  

[邱榮光博士此時暫時離席。 ]  

3 3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繼續就鎖羅盆的情況作出陳述，

要點如下：  

(a)  有 記 錄 顯 示 ， 鎖 羅 盆 在 六 十 年 代 曾 有 一 些 鄉 村 民

居，當時的人口約為 1 7 0。自八十年代始，該村的

農地便一直荒廢，到二零零七年，這些鄉村民居消

失，土地變成草木叢生。二零零八年，有人在區內

砍伐並焚燒大片林木，摧毁了原有的茂密林地。當

時傳媒報道指此為天然生境的災難，不過，鎖羅盆

村的村務委員會主席卻向傳媒表示，砍樹復村可為

日後在鎖羅盆發展好像愉景灣和黃金海岸那樣的蠔

吧和度假別墅鋪路；  

(b)  二零零八年，鎖羅盆約有 4 0 0 棵樹被砍掉，當中有

一些是在政府土地。當時漁護署向鎖羅盆村的村務

委員會主席 (被告人 )發出傳票，但律政司檢控人員

決定不提證供起訴，被告人因而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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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二零一零年，鎖羅盆遭受更多破壞，有些紅樹林和

林地被毁掉，而政府土地亦有非法挖土活動，結果

要由地政總署進行修復。同年，政府把鎖羅盆發展

審批地區圖刊憲，以遏止進一步的破壞活動。城規

會亦在二零一一年承諾不會姑息任何「先破壞，後

建設」的活動。可是，現在這份鎖羅盆分區計劃大

綱圖卻顯示，城規會是在「先任由破壞，後再作奬

勵 」 ， 竟 把 受 破 壞 的 林 地 劃 作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d)  鎖羅盆地區的生態價值十分高，有濕地、海草床、

紅樹林、林地、河溪和河谷。區內曾錄得 2 4 4 個維

管植物品種 (例如刺桫欏、土沉香、水蕨、金毛狗、

矮大葉藻 )，以及其他一些稀有物種，包括蜻蜓 (例

如斑灰蜻 )、魚類 (例如日本鰻鱺、青鏘魚和弓斑多

紀魨 )、兩棲類動物 (例如大頭蛙 )、鳥類 (例如冠魚

狗 ) 和 哺 乳 類 動 物 ( 例 如 食 蟹 獴 、 筆 尾 獴 和 褐 扁 顱

蝠 )；  

(e)  現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所作的規劃，對自然環

境會有負面影響，不單會造成嚴重的水污染、河道

渠化、光害和屏障效應問題，也會令生境割裂，並

帶來人為干擾，使植物被剷除；  

(f)  正如先前講述的東涌馬灣新村個案研究所示，發展

小型屋宇會造成水污染。按建議，鎖羅盆的「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將興建 1 3 4 幢小型屋宇，所以將來

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  

(g)  現時所劃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就在濕地旁邊，隨

各 支 流 而 來 的 污 染 物 全 部 會 流 入 主 河 ， 再 流 進 濕

地，結果會令該處稀有的水生物種死亡，而污染物

和垃圾，因為不會被波浪帶走，所以會在紅樹木和

海草生長的地方堆積下來；  

(h)  日本鰻鱺在香港的分布範圍極為有限，只在七個地

點可見其蹤影。鑑於在鎖羅盆找到日本鰻鱺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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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所以申述人原已建議把鎖羅盆劃為「具特殊科

學價值地點」地帶；  

(i)  鎖 羅 盆 有 一 條 季 節 性 河 流 穿 過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日後村民發展小型屋宇，考慮到有洪泛威脅，

很可能會築渠治河，可是，由於這樣做不算是把河

流改道，所以規劃署不能採取執管行動；  

(j)  日後發展小型屋宇，「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植物

必 會 被 清 除 ， 不 過 ， 該 地 帶 毗 鄰 就 是 「 綠 化 地

帶 」 ， 有 一 片 在 生 態 上 與 郊 野 公 園 緊 密 連 繫 的 林

地，實在不能保證村民不會連該「綠化地帶」的植

物也一併清除；  

(k)  規劃署規劃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內的

林地的用途地帶時，取態不一。雖然三區的林地在

生態上都與毗鄰的郊野公園緊密連繫，而且都有受

保 護 的 植 物 品 種 及 ／ 或 稀 有 的 野 生 哺 乳 類 動 物 品

種，但白腊的林地和海下大部分林地劃作「自然保

育 區 」 地 帶 ， 鎖 羅 盆 的 林 地 卻 只 劃 作 「 綠 化 地

帶」。鎖羅盆的林地有 1 7 1 種植物 (白腊有 2 5 至

1 2 1 種，海下有 1 1 4 至 1 3 0 種 )、三個受保護植物

品種 (白腊有一個，海下有幾個 )、三個稀有的野生

哺乳類動物品種 (海下有一個，白腊沒有 )。鎖羅盆

的林地的生態價值高，應把之劃作「自然保育區」

地帶；  

(l)  把鎖羅盆河上游劃作「綠化地帶」，保護不足夠，

將來流入該河上游的所有污染物亦會影響該河已指

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的下游和濕地。根

據 漁 護 署 的 資 料 ， 該 河 上 游 最 近 發 現 有 青 鏘 魚 出

沒，該署現正考慮把該河段也指定為「具重要生態

價值的河溪」；  

(m)  鎖羅盆如有任何新發展，都會嚴重影響該區現有的

稀有哺乳類動物，包括豹貓、褐扁顱蝠、黃腹鼬和

食蟹獴，尤其是鎖羅盆是香港唯一發現有褐扁顱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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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而黃腹鼬和食蟹獴亦只見於新界東北，包

括鎖羅盆；  

(n)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發展的小型屋宇會造成光

害，也會影響在夜間活動的動物，例如褐扁顱蝠；  

(o)  小型屋宇發展會構成屏障效應，使生態系統中的生

境割裂，影響動物的生活。另外，區內人口增加，

亦會帶來嚴重的人為干擾和噪音；  

(p)  將來小型屋宇的建築廢料會在附近的濕地傾倒，但

從錦田和白腊先前一些個案所見，即使規劃署發出

恢復原狀通知書，也於事無補，修復後的人工草地

畢竟與原有的濕地有別；  

(q)  當局建議把該區人口定為 1  0 0 0，所根據的是鎖羅

盆的村代表猜估出來的未來小型屋宇需求數字。擬

議的 1 3 4 幢小型屋宇永不能滿足 土地擁有人的需

求。若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獲得核准，將成為一

個經典研究個案，說明鄉村發展可如何摧毁生態熱

點；  

(r)  根據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該區的整體規劃意向

是保護該區的高保育和景觀價值，使其能與附近船

灣郊野公園的整體自然美境互相輝映，因此，不建

議在該區進行任何可能會影響該區鄉郊風貌和生態

易受影響地區的發展。另外，也不應在該區進行大

規模發展，以盡量減少侵擾易受影響的環境，並保

障和加強保育生態。可是，在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

圖所劃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興建 1 3 4 幢小型屋

宇，正正是違反了上述的規劃原則；  

(s) 當局制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應如規劃大浪

灣的土地用途那樣，通盤考慮各種規劃因素；以及  

(t)  城規會應更好地保護鎖羅盆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突然加 建 1 3 4 幢小型屋宇，使人口多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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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0 人，並不是所謂的逐步增加的發展方式，故

建議：  

(i)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現有的

鄉村民居所在的地方或已獲批准發展小型屋

宇的地點；  

(ii)  把所有淡水濕地、蘆葦叢、海草床、紅樹林

和河流的河岸帶 (連河流本身 )由「鄉村式發

展」地帶及「綠化地帶」改劃作「自然保育

區」地帶；  

(iii )  繼續把那些與郊野公園在生態上緊密連繫的

次生林和風水林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以及  

(iv)  把那些毁掉後再生的草地由「鄉村式發展」

地 帶 改 劃 作 「 綠 化 地 帶 ( 1 ) 」 ( 以 免 變 成 是

「先任由破壞，後再作奬勵」 )。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和 P L - R 1 0 7 3 9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8 7 分鐘 ]  

S L P - R 1 0 8 2 3－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  

R 6 1 3 8－ Verity B Picken 

P L - R 1 0 7 4 0－綠色和平  

3 4 .  張瑪珊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城規會決定批准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 行

更多鄉村式發展時，須考慮有關發展對額 外 基 礎 設

施的需求，以及對附近地區可能造成的影響；以及  

(b)  現 時 北 潭 涌 設 有 關 閘 ， 限 制 了 人 車 進 入 海 下 和 白

腊，若要進入閘後的地方，必須先取得許可證。海

下 和 白 腊 兩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劃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內可發展超過 1 0 0 幢小型屋宇，這些新建

小型屋宇的居民日後會要求加設基礎設施，包括道



-  5 1  -  

路和污水收集系統，可能因此而要擴闊通往海下和

白腊的道路。如果人口急增而要開放北潭涌關閘，

情 況 會 更 加 惡 劣 ， 勢 將 進 一 步 影 響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不包括的土地」，包括白沙澳、大灘、高塘和下

洋，因為現時進入這些地區的人車也受北潭涌關閘

限制。  

[ S L P - R 1 0 8 2 3、 R 6 1 3 8 及 P L - R 1 0 7 4 0 的實際發言時間： 3

分鐘 ]  

[甯漢豪女士此時返回席上。 ]  

H H - R 1 0 8 8 2、 S L P - R 1 0 8 1 9 及 P L - R 1 0 7 4 3－香港觀鳥會  

3 5 .  Jocelyn Ho女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雀鳥是顯示生物多樣性的有效指標，因為不同種類

的雀鳥對生境都有獨特的要求，對環境轉變亦十分

敏感；  

(b)  海下有多樣化的生境，經顧問鑑定的天然生境有八

種 之 多 。 根 據 香 港 觀 鳥 會 的 記 錄 ， 海 下 曾 發 現 水

鳥、海鳥、林鳥、猛禽和開闊地帶鳥類，可見海下

的海岸線、林地和濕地情況很好。海下的 褐 魚鴞 數

目 穩 定 ， 因 為 牠 們 喜 歡未受干擾和沒有污染的低地

河流和潮溪。除海下外，褐 魚鴞只在其他六個地點

出現，包括大灘、榕樹澳、北潭涌和貝澳的「具重

要生態價值的河溪」；  

(c)  白腊亦曾錄得水鳥、陸棲鳥類、林鳥和猛禽出沒，

由此亦可見白腊的林地和濕地情況很好；  

(d)  鎖羅盤同樣可看到水鳥、林鳥、猛禽和河畔雀鳥，

當中更包括在區域內屬稀有品種的冠魚狗。冠魚狗

亦喜歡在有天然河流的不受干擾林地棲息；以及  

(e)  香港觀鳥會要求城規會留意該會所提供的那些證明

海下、白腊和鎖羅盤重要性的科學證據，並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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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十章「自然保育及文物保護

的原則」作出規劃，以及接納「保衞郊野公園」聯

盟就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提出的改劃建議。  

[ H H - R 1 0 8 8 2、 S L P - R 1 0 8 1 9 及 P L - R 1 0 7 4 3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4 分鐘 ]  

R 1 9 9 0─ Denis Leung 

3 6 .  Yeung Man Yau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來自綠色和平，他同意「保衞郊野公園」聯盟作

出的申述；  

(b)  《施政報告》關於「保育」的部分曾提及要保護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因此，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的規劃管制必須作出規限，才能達致保

育的目的，防止不必要的發展；以及  

(c)  他促請城規會接納「保衞郊野公園」聯盟就這三份

分區計劃大綱圖提出的改劃建議。  

[ R 1 9 9 0 的實際發言時間： 2 分鐘 ]  

H H - R 1 0 7 5 5、 S L P - R 1 0 8 2 2 及 P L - R 1 0 7 4 1─長春社  

3 7 .  吳希文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鎖羅盤、海下和白腊的生態和景觀價值極高。分區

計劃大綱圖應以保育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為

重點。劃設面積過大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會令

村民誤以爲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適合作大規

模 的 發 展 ， 而 當 局 亦 會 增 設 基 礎 設 施 配 合 這 些 發

展；  

(b)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應採用大浪灣的處理方式。

長春社早於二零零一年已參與民間保護大浪灣的運

動。扼要而言，當局應作出通盤規劃，並把重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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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保育方面，同時應大幅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面積，以及把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改列為第二欄用

途，規定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才能發展；以

及  

(c)  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會減低村民對在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進 行 大 規 模 發 展 的 期

望。事實上，很多私人土地已賣給發展商，村民根

本並非真正有需要發展小型屋宇。如規定發展新界

豁免管制屋宇必須取得規劃許可，城規會便可繼續

作出管制，以確保新的發展與鄉村格局和附近環璄

協調，而公眾亦有機會就有關在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發展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規劃申請提出意

見。  

[ H H - R 1 0 7 5 5、 S L P - R 1 0 8 2 2 及 P L - R 1 0 7 4 1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5 分鐘 ]  

R 2 4 7 4－ John Wright 

R 1 0 5 4 4－西貢之友  

3 8 .  John Wright 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假如城規會通過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就等於通

過在郊野公園內破壞法治。假如准許發展，便會永

遠失去郊野公園的天然美景；  

(b)  在郊野公園進行這樣規模的發展是前所未見的。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會 令 村 屋 的 數 量 增 加 四 至 五

倍。當局批准在鎖羅盆興建 1 3 4 幢屋宇，但該處現

時既無人居住，亦無路可達；以及  

(c)  城規會守護的是無價的公共遺產，不應通過這三份

只會對發展商有好處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 R 2 4 7 4 的實際發言時間： 2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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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7 9 9－創建香港  

3 9 .  司馬文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城規會不單要就鎖羅盆的規劃作出決定，更要連同

船灣郊野公園一併作出全盤的規劃。城規會若容許

該 區 的 人 口 由 3 0 0 增 加 至 1 3  0 0 0 ， 實 在 不 可 接

受；  

(b)  負責管理郊野公園的漁護署向城規會表示，從保育

的角度而言，擬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並

不 是 那 麼 有 價 值 。 不 過 ， 人 口 增 加 ， 便 得 增 加 供

水、排污、道路及緊急通路這些基礎設施。要在郊

野公園內闢設此等基礎設施，根本並不可能；  

(c)  當局未有評估對郊野公園造成的累積影響。沒有關

於累積影響的資料，城規會絕不可作出決定，這樣

是不可接受和不智之舉；  

(d)  現行的小型屋宇政策及申請制度並不能有效地管控

小型屋宇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依賴《專業人士環保

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顯然只會造成現有鄉

村常見的排污及污染問題。城規會必須面對現實，

考慮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劃設大片「鄉村

式發展」地帶的真正影響；以及  

(e)  城規會應依照處理大浪灣個案的手法，相應地修改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為三區的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提供更佳的保護。  

[ R 7 9 9 的實際發言時間： 5 分鐘 ]  

H H - R 1 0 8 7 4、 S L P - R 1 0 8 2 2 及 P L - R 1 0 7 4 1－世界自然基金

會香港分會  

4 0 .  劉惠寧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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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從事自然保育工作已有一段長時間。在 1 2 幅已

被破壞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之中，他到過

其中 1 1 幅，當時這些土地尚未被破壞。二零一零

年發生大浪西灣事件後，人們希望當局可加強保護

這些「不包括的土地」。於是，不單《施政報告》

提出了保護這些「不包括的土地」的政策，漁護署

亦修訂了該署的政策，以便把私人土地納入郊野公

園範圍。不過，二零一零年至今，已再有四幅「不

包括的土地」遭破壞；  

(b)  圍繞鎖羅盆、海下及白腊的郊野公園及海岸線的保

育價值極高，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劃設大片「鄉

村式發展」地帶，做法並不恰當，因為所涉及的土

地，有些已由私人發展商購下，亦有些在數年前才

被破壞；以及  

(c)  城規會就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決定時，有責

任保護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 H H - R 1 0 8 7 4、 S L P - R 1 0 8 2 2 及 P L - R 1 0 7 4 1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2 分鐘 ]  

R 1 0 5 8 7－白理桃  

4 1 .  白理桃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建議對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修訂  

(a)  非政府機構提出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修

訂反映了有關地點的情況和在會議上所陳述的科學

證據。提出有關的修訂，主要目的是保存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的生態價值，以防止小型屋宇的

發展對這些土地造成負面影響；  

(b)  概括來說，建議作出的修訂包括把河流和林地改劃

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

範圍局限於現有的鄉村民居，以及把已受破壞的地

方劃為「綠化地帶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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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另建議修訂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包

括依照處理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時的立場修訂規

劃意向的字眼、刪去「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用

途表中的「公共交通交匯處」和「公眾停車場」等

用途、對「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發展施加更嚴格

的 規 劃 管 制 ， 以 及 修 訂 「 綠 化 地 帶 ( 1 ) 」 的 《 註

釋》，訂明不准進行新的發展；  

(d)  此外，應修訂《說明書》，使之更為清晰，並更詳

盡 地 說 明 關 於 保 育 的 規 劃 意 向 ， 而 當 中 第 8 . 1 段

(這段在提交席上的文件中建議刪去 )應予保留；  

(e)  所公布的分區計劃大綱圖關於海下的規劃意向有不

足之處，並沒有提到該區的海岸公園；  

城規會有責任加強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f)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土地用途地帶規劃不切實

際，而且沒有處理重要的問題。非政府機構所提出

的修訂已提供解決方案，而且這些方案與政府的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環境局的政策、香

港在《生物多樣性公約》下要盡的國際義務、規劃

原則、有關法例和處理大浪灣的方式一致；  

(g)  城規會不能只推說這方面的事宜不由其負責。城規

會有責任落實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加

強保護這些「不包括的土地」和郊野公園。考慮到

公眾利益，城規會應以處理大浪灣的方式，修訂這

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h)  向發展壓力屈服並非不偏不倚的決定，當局有必要

認清鄉村式發展會造成污染這個問題。專業人士環

保事務諮詢委員會並非防止污染的有效措施。劃為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最終會售給發展商，可

見村民根本沒有真正需要興建小型屋宇自用，而且

為準備發展而在有關地點非法進行的各項工程會破

壞環境。須注意的是，郊野公園涉及 1  3 0 0 萬名遊

客的公眾利益。香港的郊野公園是全球其中一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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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熱 點 ， 政 府 有 政 策 保 護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 而 且 香 港 在 《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 下 有 應 盡 的 義 務 。 城 規 會 有 責 任 維 持 規 劃 管

制，不應把責任推給其他部門／團體；  

(i)  關於申述人提出的事宜，當局並未有給予城規會任

何回應。例如 Kevin Laurie先生提供了詳盡的科學證

據，這些證據更得到香港大學的教授和專家認同，

但 有 關 文 件 卻 沒 有 回 應 。 既 然 政 府 提 供 的 證 據 不

足，城規會就應依賴環保組織的專家在會議上提供

的證據；  

(j)  城規會在處理大浪灣的個案時採用了通盤規劃及顧

全生態系統的方法。漁護署在沙羅洞的第二次司法

覆核案中也主張採用顧全生態系統的方法來保護沙

羅洞。城規會應採用同樣的方法處理這三塊郊野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 這 樣 才 是 務 實 和 良 好 的 規

劃 ， 亦 有 良 好 的 生 態 意 識 ， 也 符 合 防 患 未 然 的 原

則；以及  

(k)  小型屋宇的需求並不真實，但對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造成破壞的風險卻是真實和可以想像的。

城規會有責任作出合法和理性的規劃，並應依據相

關的原則、政策、先例、法律和證據作出決定。  

[ R 1 0 5 8 7 的實際發言時間： 9 分鐘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嘉道理農場暨

植物園公司  

4 2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o)  倘採用通盤規劃及顧全生態系統的方法，規劃制度

其實可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城規會在

考慮大浪灣的個案時，知道該處並無現成的基礎設

施，日後如要在郊野公園闢設這些設施會很困難。

因此，唯一務實的路向，是縮減「鄉村式發展」地

帶，此舉亦可減低人們對日後發展的期望。當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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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會亦認為漁護署應從更宏觀的角度考慮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的價值；  

(p)  城規會應以四個簡單直接的方法修訂分區計劃大綱

圖，即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圖縮減至只包括

現有鄉村民居所在的地方和已批准興建小型屋宇的

地點；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用途表第一欄

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改列於第二欄；刪去「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的「屋宇 (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除外 )」用途；以及規定任何現有建築物的

拆 卸 、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都 須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q)  由於白腊、鎖羅盆及海下面臨被破壞的危機，所以

三者是首批納入發展審批地區圖的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公布這三地的發展審批地區圖時的共

識是對其作出保護，可是，所公布的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卻似乎在獎勵作出破壞的行為，有違當初擬

備三份發展審批地區圖的原意、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政策和《生物多樣性公約》，也不符相關

的申訴專員報告及審計報告的要求；  

(r)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分別

會令海下、白腊及鎖羅盆增加 4 0、 7 9 及 1 3 4 幢小

型屋宇 (雖然鎖羅盆現時無人居住 )。當局必須堅守

原則，施加嚴格的規劃管制以保護這三塊郊野公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 否 則 會 為 日 後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立 下 不 良 先

例，引發大量的鄉村發展及破壞；  

(s) 為了興建落成後未必有人入住的豪宅而清除郊野公

園「不包括的土地」內的濕地／林地，並不符合公

眾利益。倘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已被或

最終會被發展商購下，不是用來應付村民真正的住

屋需要，這樣並不符合公眾利益。真正合乎公眾利

益的做法是保存郊野公園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的天然環境，讓香港人可在這些地方進行康樂

／消閒活動，滿足他們這方面的需要。事實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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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就大浪西灣個案所作裁決已肯定了把大浪西灣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以 作 保 護 ， 是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的 做

法。  

4 3 .  趙善德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規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時，應遵照「三個

尊重」的原則，即尊重傳統權利、尊重大自然及尊

重公眾利益。處理大浪灣的方式便做到這三點，應

採用之，才能達到雙贏；  

( b )  應尊重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自用的傳統權利。假

如他們能證明有真正的需要，可批准他們在郊野公

園興建小型屋宇的申請及為興建小型屋宇而提出的

改劃申請。逐一個案考慮，然後才決定是否批給許

可，才真正是逐步增加的方式，這樣比一次過把大

片土地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方法好得多；以

及  

( c )  應尊重大自然。雖然小型屋宇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但污水只是滲到附近其他野生物種賴以生存

的生境。因此，發展小型屋宇無可避免會影響水質

及破壞生物多樣性，所造成的影響是永久及無法挽

回的。  

4 4 .  聶衍銘先生補充說，城規會先前曾批准涉及在「自然保

育 區 」 地 帶 ( 例 如 企 嶺 下 老 圍 )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而 提 出 的 改 劃 申

請，甚至涉及濕地保育區及濕地緩衝區的申請，只要申請人能

證明有真正的住屋需要，也予批准。只有逐一個案考慮，然後

才決定是否批給許可，才真正是逐步增加的方式。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1 2 分鐘 ]  

4 5 .  編排在這節會議作出陳述的所有申述人及其代表陳述完

畢，主席於是請委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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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問題  

4 6 .  一名委員詢問如何防止一些申述人聲稱發展小型屋宇所

造成的污水處理問題。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蘇震國先生

回答說，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涉的三個地區現時沒有污水渠，當

局亦未有計劃為這三區鋪設公共污水渠。要處置小型屋宇的污

水，須使用原地設置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在地政總署處理

小型屋宇的申請時，相關部門 (包括環保署、渠務署、水務署、

漁護署及規劃署 )會考慮小型屋宇的排污問題。排污設施的設計

及安排須符合相關政府部門的規定。  

4 7 .  蘇震國先生又解釋，根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工

務 )第 5 / 2 0 0 5 號 的規定，如發展計劃／方案可能影響天然溪

澗／河流，負責批核和處理發展計劃的當局須徵詢和收集相關

部門 (包括漁護署 )的意見。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在

人口少的鄉郊地區使用化糞池這一方法處理和排放污水是准許

的。為保護這三區的水質，發展計劃／方案的原地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必須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例如環保

署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環

保署的《村屋污水排放指南》亦有載述如何操作和維修保養化

糞池 (例如清除淤泥的方法 )。  

4 8 .  由於有部分申述人關注水污染的問題，主席詢問如何可

防止非法把廢水排入雨水渠的情況。蘇震國先生說，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是用來處置由小型屋宇排出的廢水，而雨水管則用

作排走雨水，兩個系統應分隔開。環保署副署長謝展寰先生補

充說，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把家居廢水或商業廢水排入

雨水管而造成污染屬犯罪行為，環保署會對之採取執法行動。  

地質限制  

4 9 .  一名申述人指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涉及的三個地區都被沖

積土覆蓋，擔心這樣的地質並不適宜使用化糞池。蘇震國先生

說，據環保署表示，在決定某地點是否適合建造化糞池處理和

排放污水時，須考慮該地點特有的情況，例如滲濾試驗結果、

是否接近河流／溪澗、地下水位的深度、地形及洪氾風險等。

這些關於個別地點特有情況的資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有些情

況 是 ， 即 使 同 一 地 點 ， 泥 土 特 性 ( 例 如 泥 土 結 構 ) 也 有 很 大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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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 滲 濾 試 驗 是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第

5 / 9 3 號》所訂明的其中一項規定。認可人士必須按規定進行試

驗，以確定泥土的吸收力，從而定出化糞池可達的負荷量。這

項試驗可讓相關各方確定泥土的情況是否合適，能讓化糞池妥

善運作，有效處理和排放污水。因此，在評估擬議的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是否可以接受時，會考慮這三區的特有情況。除了

滲 濾 試 驗 之 外 ，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第

5 / 9 3 號》亦訂有一些關於化糞池的設計標準，包括化糞池與特

定水體 (如地下水位、河溪、海灘等 )之間相隔的距離，以及建

築物之間相隔的距離。這些規定有助鑑定何種地層狀況適宜建

造化糞池，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屋宇的密度。  

5 0 .  Kevin Laurie 先生說，在洪氾平原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

統並不可行。根據環保署的指引，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不應在

地 下 水 位 高 及 暴 風 雨 期 間 容 易 發 生 洪 氾 情 況 的 地 方 使 用 。 因

此，以這三區的情況而言，滲濾試驗並不適用，亦毫不相干。  

5 1 .  一名委員詢問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有百分之幾的地方是在沖積土層上。 Kevin Laurie 先生說，

所有「鄉村式發展」地帶都在洪氾平原的河谷中，地底是沖積

土層，所以容易發生洪氾情況。這名委員說，海下灣的「鄉村

式發展」地帶位於升高了的沙積泳灘上。 Kevin Laurie 先生回應

說，即使海下灣及鎖羅盆在升高了的泳灘上，其位置始終是在

河谷底部，地底依然是沖積土層。這名委員又指洪氾平原的沖

積土層深度不一。 Kevin Laurie 先生回應說，雖然這些沖積土層

可能深度不一，但始終是相連，會造成洪氾情況。  

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規劃原則  

5 2 .  兩 名 委 員 詢 問 擬 備 這 三 份 涵 蓋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有甚麽規劃原則，而政府又有甚麽政策

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他們其中一人並指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在《郊野公園條例》下並非「受保護區」。

蘇 震 國 先 生 說 ， 正 如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說 明 書 》 所

述，這三區的整體規劃意向是要保存自然景觀和保育價值，以

及保護自然鄉郊環境，同時預留土地，以供原居民鄉村日後發

展小型屋宇之用。在劃設各個土地用途地帶時，規劃署考慮到

漁護署及其他相關部門的意見，已特別留意要把那些具重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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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和景觀價值而不適合發展的地方劃作「自然保育區」地帶、

「海岸保護區」地帶和「綠化地帶」，加以保護。不計那些環

境易受影響而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海岸保護區」地帶

和「綠化地帶」的地方，規劃署只考慮餘下的地方是否適合發

展。這個做法符合政府要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自

然環境和具生態價值生境的既定政策。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5 3 .  一名委員指出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上現時劃為「鄉村

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無法滿足未來的小型屋宇需求 (包括尚未處

理 的 需求 和 未 來 1 0 年 的 預 測需 求 ) ， 並 詢問 劃 設「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依據。蘇震國先生表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

是考慮過若干因素而劃的，包括「鄉村範圍」、該區地形、現

有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

價值的地方及其他環境特點。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由村代表

向地政總署提供，僅是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時所考慮的眾

多因素之一。只有適合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才劃入此地帶，而

環境／生態易受影響的地方及地形陡峭的地方不會包括在內。

由於村代表提供的小型屋宇需求數字可能隨時間而轉變，當局

採 用 了 逐 步 增 加 的 方 式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發 展 小 型 屋

宇，「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土地面積不會一開始就完全滿足

小型屋宇用地需求，目的是把這類發展局限在現有村落旁邊適

當的地點。  

5 4 .  這名委員又詢問以什麼準則來釐定一開始要滿足多少小

型屋宇需求。蘇震國先生表示，以鎖羅盆的情況而言，根據村

代表提供的原本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要興建約 2 7 0 幢小型

屋宇才能應付未來的需求。不過，在評估所有相關的規劃考慮

因 素 後 ， 規 劃 署 認 為 如 果 要 不 影 響 環 境 ／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方，可用的合適土地就只可興建 1 3 4 幢小型屋宇。「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面積是平衡過保育和發展兩者需要後而定的。在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時 ， 亦 已 徵 詢 各 持 份 者 ( 包 括 相 關 區 議

會、鄉事委員會、村民、環保／關注組織 )及政府部門的看法和

意見。  

5 5 .  另一名委員得知鎖羅盆的村代表曾向傳媒表示，他向地

政總署提供的預測人口 ( 1  0 0 0 人 )只是猜估出來的數字。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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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詢問規劃署擬備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是否知道此事。

蘇震國先生稱，鎖羅盆現時沒有人居住，而 1  0 0 0 人這數字是

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可興建的新小型

屋宇數目 ( 1 3 4 幢 )計算出來。  

改善基礎設施  

5 6 .  一名委員關注是否有需要提供新的基礎設施配合「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未來的小型屋宇發展。蘇震國先生回應說，城

規會審議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已考慮所有相關的規劃

因素，包括相關政府部門和公眾的意見。對於「鄉村式發展」

地帶，運輸署和路政署曾從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角度考慮，但

都沒有提出問題。現時當局並無計劃為這三區發展新運輸基礎

設施。未來的居民將依賴行人徑和水路運輸等現有的設施。其

他如供水和供電等基礎設施也沒有問題。相關的工務部門將密

切留意日後對基礎設施的需要，如資源許可，便會提供有關設

施。  

生態資料  

5 7 .  一名委員詢問規劃署是否有就申述人在聆訊上陳述的生

態 資 料 徵 詢 漁 護 署 的 意 見 。 蘇 震 國 先 生 表 示 ， 在 草 圖 展 示 期

內，申述人曾在其提交的申述書中提供過該些生態資料，當時

規劃署已把資料分送各相關政府部門 (包括漁護署 )傳閱，請他

們提出意見。大體上，當局對有關稀有物種的生態資料並無反

對意見。不過，漁護署認為其中一些稀有物種在郊野公園也能

找到，不局限於所指的各個在分區計劃大綱圖範圍內的地點。

Kevin Laurie 先生明確表示，他陳述的生態資料全摘錄自科學報

告和漁護署網站，均真實無誤。  

河流的土地用途地帶規劃  

5 8 .  一名委員詢問為何分區計劃大綱圖把同一條河的不同河

段劃作不同的土地用途地帶。蘇震國先生表示，規劃署擬備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時，漁護署提出的意見較着重保護具高保育價

值的生境，而並非具保育價值的個別物種或樣本的記錄。就鎖

羅盆而言，重要的生境，例如成熟天然林地和濕地系統 (包括紅

樹林、海草床、蘆葦池、「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和淡水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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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 )提供合適的生境，孕育多類物種，因此這些地方劃為「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鎖 羅 盆 河 的 上 游 並 非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 」 ， 而 且 該 處 的 未 成 熟 林 地 和 灌 木 林 是 由 荒 廢 農 地 演 變 而

成，並沒有特殊的生態價值，無須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因此，漁護署認為該處適宜劃作「綠化地帶」。他表示，根據

一般推定，「綠化地帶」不宜進行發展，若要發展小型屋宇，

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  

土地業權  

5 9 .  一名委員指出，據一名申述人所說，白腊分區計劃大綱

圖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大 部 分 由 一 家 發 展 公 司 擁

有，故詢問規劃署在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時有否考慮這一

點。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鍾文傑先生回答說，規劃署知道有土

地屬私人所有，但土地業權會隨市況而變，因此劃設「鄉村式

發展」地帶時，土地業權並非一項重大的規劃考慮因素。「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慮過「鄉村範圍」、該區地形、民

居的分布模式、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

地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他補充說，在考慮白腊分區計劃

大綱圖時，城規會曾再檢視所收到的有關白腊發展審批地區圖

的申述。此外，規劃署亦曾就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諮詢有關的區

議會、鄉事委員會、區內村民和環保／關注組織，並在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刊憲前，把他們的意見向城規會匯報。  

6 0 .  對於委員和規劃署的意見，司馬文先生作出回應，要點

如下：  

(a)  根據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如獲得城規會的規劃許

可，便可在「綠化地帶」發展小型屋宇，可見設立

此地帶並非純為保護環境；  

(b)  從申述人所提供的證據可見，雖然《專業人士環保

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已沿用多年，但小型屋

宇發展不斷增加的地區，水質仍然繼續惡化。該專

業守則只有助減少污染，不能防止污染。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應該是零污染。單靠村民興建中

央污水處理系統排污，根本不設實際，而日後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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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型屋宇與公共污水收集系統亦距離太遠，難以

接駁該系統；  

(c)  規劃署忽略了日後小型屋宇的發展對毗鄰具高生態

和保育價值的地方 (例如濕地 )的影響；  

(d)  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並不真確，不代表原居村民

的實際需要。村民只是利用「鄉村式發展」地帶的

土地來圖利；  

(e)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並非如「具特殊科學價

值地點」或郊野公園一樣是受保護區，亦正是這個

原因，政府才要考慮其他方法以保護這些土地免被

破 壞 。 這 亦 是 政 府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 政 府 應 履 行 承

諾，保護這些地方；  

(f)  發展小型屋宇對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影響

有別於其他鄉郊地區 (例如八鄉 )。這些不包括的土

地毗鄰船灣郊野公園和西貢西郊野公園，政府須予

以保護；  

(g)  城規會把白腊大部分由一個發展商以單一業權擁有

的私人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將會受到批

評，因為日後這些土地並不會由村民所使用；  

(h)  城規會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設「鄉村式發

展」地帶，卻沒有任何計劃闢設新的基礎設施以配

合日後的發展需要，做法既不合理，亦不負責任；

以及  

(i)  城規會應保護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非

常獨特的低地生境。這些珍貴生境曾發現稀有的雀

鳥品種，不應遭到破壞。  

6 1 .  白理桃先生作出補充，要點如下：  

(a)  規劃必須依據原則及政策進行，不是可以討價還價

的事，這樣並不科學。城規會不應爲發展商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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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進 行 規 劃 。 在 規 劃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時，應採用大浪灣的處理方法；  

(b)  城規會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供小型屋宇發展之

用，卻又沒有提供新的基礎設施以作配合，是不負

責任的做法；  

(c)  環境局訂有政策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但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卻沒有參考；  

(d)  申述人已向城規會提供了明確的證據，指出按這三

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建議規劃土地用途地帶，會污

染及破壞三區的天然生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

詢委員會專業守則》有不足之處，而且無法執行；

以及  

(e)  城規會應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及國際原則作出規

劃，保障公眾利益。  

6 2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再作補充，要點如下：  

(a)  正如剪報上所述，城規會在二零一零年爲海下、白

腊和鎖羅盆擬備發展審批地區圖，得到公眾和傳媒

支持。這三區都不屬「受保護區」，亦正是這個原

因，城規會才須對這三區施加法定管制，使其免受

破 壞 。 可 是 ， 容 許 在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劃 為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進行擬議的小型屋宇發

展，會破壞天然環境，有違當初擬備發展審批地區

圖以保護這三區的原意，而這樣亦非規劃署所說的

逐步增加做法；  

(b)  公 眾 的 意 見 非 常 清 晰 ， 反 對 劃 設 那 些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申述書大約有 3 0  0 0 0 份，但支持的則

只有 3  0 0 0 份；  

(c)  河流的各個河段在生態上是連為一體的，河中的魚

可以從上游游到下游。就大浪灣的個案而言，該區

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是採用通盤規劃及顧全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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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來劃定河流的用途地帶。整條河及沿岸的地

方都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加以保護，並不是

依賴任何「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系統的評級。

因此，現在把鎖羅盆及海下的河流的不同河段劃作

不同地帶，實在毫無理由可言。香港的河流又小又

短，應作單一系統看待；  

(d)  規劃署和漁護署表示，所錄得的稀有物種並非只有

這三塊「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某些生境中才有，

也在其他地方生長及棲息。這個説法完全錯誤。鎖

羅盆的海草床，在香港整個海岸線就只有七個地點

才有，而褐扁顱蝠亦是鎖羅盆獨有。在白腊灣發現

的文昌魚也同樣只在香港的四個海灣才找到。這些

動植物全部都具有很高的生態價值，值得作出高度

的保護；  

(e)  這 三 塊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交 通 十 分 不

便 ， 實 在 無 理 由 不 規 劃 任 何 新 的 基 礎 設 施 ( 例 如道

路、排污系統及緊急車輛通道 )，以配合日後「鄉村

式發展」地帶内的小型屋宇發展；以及  

(f)  現 有 的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引 致 廢 水 和 污 染 問 題 ， 可 見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根本毫

無效用。實際上，當局處理小型屋宇申請時，未必

經常諮詢環保署。地政總署也可根據内部指引批准

一些申請，無須經環保署同意。  

6 3 .  主席提醒申述人及提意見人答問環節是讓委員提問。在

這 個 環 節 ，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應 只 就 規 劃 署 所 述 論 點 作 出 回

應，不要重複之前陳述過的內容。  

諮詢過程  

6 4 .  副主席留意到，在發展審批地區圖憲刊後，規劃署曾為

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而諮詢相關的持份者，包括區議會、鄉事

委員會、村代表及環保組織，可是，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土地用

途地帶建議卻仍未能達到環保組織和村民的期望。由於日後還



-  6 8  -  

要 為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擬 訂 更 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他詢問規劃署，諮詢過程是否有可改善的地方。  

6 5 .  蘇震國先生說，把發展審批地區圖刊憲是權宜措施，目

的是使城規會的執管權能擴展至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使這些土地免受進一步破壞，同時讓城規會有時間擬備分區計

劃大綱圖，訂定詳細的土地用途地帶。規劃署在制訂圖則的過

程中，是考慮過政府部門、相關持份者和相關各方的意見，然

後才劃定適當的土地用途地帶，以保護這些土地，務求能同時

兼顧保育和村民發展小型屋宇的需要，在兩者之間作出平衡。

在城規會考慮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規劃署亦向委員講述了持

份者和相關各方的意見。至於在草圖展示期間收到的申述和意

見，規劃署亦有考慮，並把之提交城規會考慮。  

大浪灣的處理方式  

6 6 .  司馬文先生詢問當局何以不按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

方式處理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據一份審計報告所述，規劃

署和漁護署曾於二零一零年十月開會，制訂須予法定保護的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名單。他認同政府決定制止發展以防

這 些 土 地 受 破 壞 ， 做 法 正 確 。 不 過 ， 到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除了要依從小型屋宇政策外，並沒有清晰指示讓規劃署知

道應如何保護這些土地。另外，據一份立法會文件所述，當局

曾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和十一月與鄉議局舉行了兩次會議，但由

於會議記錄沒有公開，所以不能肯定該兩次會議是否關於政府

改變政策，在這些地區提供土地發展新的小型屋宇，做法有別

於二零零四年大浪灣的處理方式。他促請城規會依從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政策，保護這三塊「不包括的土地」，防止

出現不協調的發展和污染。  

6 7 .  主席要求規劃署澄清是否確如司馬文先生所稱，擬備這

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唯一的指示是要依從小型屋宇政策。蘇

震國先生說，小型屋宇政策並不是擬備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出發點。擬備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時，首要考慮的反而是保護這些土地的重要生態和景觀

價值。不過，也有考慮要為日後小型屋宇發展提供土地，照顧

原居村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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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  一名委員要求規劃署確切證明大浪灣的小型屋宇發展是

否只局限在現有的鄉村地區內。鍾文傑先生說，大浪灣分區計

劃大綱圖劃定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是要反映大浪灣現有認可

鄉村的範圍，任何發展或現有小型屋宇的重建，都要取得城規

會的規劃許可才可進行。他又表示，大浪灣的舊村屋極具文物

價值，尤其是鹹田村和大浪村均屬一級歷史村落。正如大浪灣

分區計劃大綱圖 (在實物投影機上展示 )的《說明書》第 8 . 1 . 2

和 8 . 1 . 3 段所述，為了保護大浪灣的自然景物和文化遺物，並

盡量減輕人們的活動對易受破壞的寧靜環境造成的滋擾，「鄉

村式發展」地帶只涵蓋現有的鄉村地區。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說明書》亦訂明，若要提出任何會影響具歷史價值地點

的發展或重建建議，必須盡早徵詢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意見。  

6 9 .  司 馬 文 先 生 以 大 浪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說 明 書 》 第

7 . 1 段 (在實物投影機上展示 )作說明，表示大浪灣地區的規劃

意向主要是保育具生態價值的景物、自然景觀和鄉郊風貌，藉

此保護未受破壞的優美自然環境，而保存大浪灣地區的歷史和

考古價值是次要的規劃意向。他又借助一些照片作說明，指位

於這三個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內的鄉村，例如梅子林、

蛤塘和荔枝窩，其環境與大浪灣那些村落無異。  

7 0 .  白理桃先生和應說，大浪灣的規劃意向是保護具生態價

值的生境和自然景觀，並非僅是保護文物。城規會有責任依照

大浪灣的處理方式規劃這三個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  

7 1 .  劉惠寧先生補充說，大浪灣是一個很好的先例。當年擬

備 大 浪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 環 保 組 織 和 村 民 的 意 見 亦 是 對

立。當年村民對發展小型屋宇的需求殷切，不過，他懷疑過去

1 0 年間到底有多少原居村民確實在區內興建了小型屋宇。他認

為，既然海下、白腊和鎖羅盆日後的土地狀況不變，也不會闢

設新的基礎設施，當局假設這三區的小型屋宇發展會急增，實

在不合理。  

7 2 .  由於委員再無提問，主席多謝所有申述人、申述人的代

表和政府部門的代表出席會議。  

7 3 .  會議於晚上七時十分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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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會 議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上 午 九 時 十 五 分 恢 復 進

行。  

2 .  下列委員及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陸觀豪先生  

劉智鵬博士  

梁宏正先生  

馬詠璋女士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張孝威先生  

符展成先生  

何立基先生  

林光祺先生  

劉興達先生  

李美辰女士  

梁慶豐先生  

邱浩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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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福祥先生  

袁家達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 1 )  

謝展寰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總工程師 (工程 )  

曹榮平先生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申報利益  

3 .  副主席黃遠輝先生告知委員，在上次二零一四年五月八

日的會議中，其中一名申述人展示了「保衞郊野公園」聯盟的

投影片。由於地球之友是該聯盟的其中一名成員，而他是地球

之友董事局的其中一名成員，他想就此申報利益，並表示地球

之 友 本 身 並 無 就 現 在 考 慮 的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提 交 申 述

書。委員表示備悉此事。  

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4 .  以下規劃署及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的代表

和申述人及其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

劃專員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  

新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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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 護 署 高 級 自 然 護 理 主 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  漁 護 署 高 級 自 然 護 理 主 任

(北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 護 署 郊 野 公 園 主 任 ( 特 別  

職務 )  

 R 8 8 3－ Hoi Yee Chan 

 H H - R 1 0 8 6 9－ Ann Davy-Hou 

 H H - R 1 0 9 0 4－侯翰生  

 侯翰生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R 6 2 8 3－黎凱玲  

 黎凱玲女士  －  申述人  

R 1 0 5 4 5－梁美儀、 David Dudgeon、Yvonne Sadovy、Gray 

A. Will iams、David Baker、Tim Bonebrake、侯智恆、Leszek 

Karezmarski、Vengatesen Thiyagarajan                        

 梁美儀教授  ]  

 David Dudgeon教授  ]   

 Gray A. Williams教授  ]  申述人  

 David Baker博士  ]  

 Tim Bonebrake博士  ]  

 侯智恆博士  ]   

 Vengatesen Thiyagarajan博士  ]  

 R 1 0 5 8 8－Mercedes Vazquez 

 Mercedes Vazquez 女士  －  申述人  

 R 1 0 5 8 9－劉威倫  

 劉威倫先生  －  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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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1 0 6 4 1－譚國新  

 譚國新先生  －  申述人  

 H H - R 1 0 8 7 1、 S L P - R 1 0 8 4 8 及 P L - R 1 0 7 5 1－鄭杏芬  

 鄭杏芬女士  －  申述人  

 HH -R 1 0 8 8 5、SLP -R 1 0 8 1 8 及 PL -R 1 0 7 4 2－環保觸覺  

 何嘉寶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8 9 7、 S L P - R 1 0 8 5 4 及 P L - R 1 0 7 7 2－何嘉寶  

 何嘉寶女士  －  申述人  

 H H - R 1 0 7 6 9－ Judith Mackay 

 H H - R 1 0 7 8 6－ John Mackay 

 John Mackay醫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8 0 3－ Stephen Ortmann 

 Stephen Ortmann先生  －  申述人  

 H H - R 1 0 8 3 6 及 P L - R 1 0 7 5 0－趙國章  

 趙國章先生  －  申述人  

 H H - R 1 0 8 6 3－ David O’Dwyer 

 H H - R 1 0 8 6 4－李偉新  

 李偉新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8 7 0－ Robin Bradbeer 

 H H - R 1 0 8 8 0－公共專業聯盟  

 Robin Bradbeer女士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Paul Hodgson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吳永輝先生  ]  

 H H - R 1 0 9 0 5－ Lam Chiu Ying 

 何沛琳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9 1 2－海谷中心  

 林寶珠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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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並解釋聆訊的程序。他表

示 會 議 會 按 「 為 考 慮 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 申 述 及 意 見 所 舉 行 的 會 議 ── 出 席 會 議 的 程 序 須 知 」 ( 下 稱

「會議程序須知」 )進行。會議程序須知在會議前已發給各申述

人／提意見人。他特別強調以下要點：  

( a )  由於收到大量申述書及意見書，而且有一百多名申

述人／提意見人表示會親身或授權代表出席聆訊，

因此有需要限制口頭陳述的時間；  

( b )  就每份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每名申述人／提意

見人會有 1 0 分鐘發言時間。不過，為了配合申述

人／提意見人的情況，會議會作出彈性的安排，容

許獲授權代表累積發言時間，也容許與其他申述人

／提意見人互換獲分配的時間及要求延長口頭陳述

的時間；  

( c )  口頭陳述應只限於涉及曾以書面申述／意見的形式

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提交的申述／

意見的理由 (即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展示期／

有關申述的公布期內提交的申述／意見的理由 )；以

及  

( d )  為確保會議順利及有效率地進行，主席可要求申述

人／提意見人不得不必要地重覆其他人在同一個會

議上陳述過的相同論點。申述人／提意見人應避免

宣 讀 或 重 覆 已 提 交 的 書 面 申 述 ／ 意 見 所 陳 述 的 內

容，因為有關的書面申述／意見已交予委員考慮。  

6 .  主席表示，除非獲延長發言時間，否則每次陳述限時 1 0

分鐘。在申述人及申述人代表獲分配的 1 0 分鐘完結前兩分鐘，

以及在 1 0 分鐘發言時間完結時，會有儀器提醒申述人及申述人

的代表。  

7 .  主席表示，規劃署的代表會首先獲邀就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作出簡介，接着申述人／獲授權代表才會獲邀作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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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口頭陳述完畢後會有答問環節，委員可直接向與會者發

問。午膳時間大約是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二時。如有需要，

上午會有一次小休，下午則有一至兩次小休。他繼而請規劃署

的代表向委員簡介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鎖羅盆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及意見。  

8 .  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蘇震國先生及西貢及離島規

劃專員鍾文傑先生借助投影片，複述在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

日的會議上所作簡介的內容，有關內容記錄在二零一四年四月

二十八日會議的會議記錄第 9 至 1 1 段。  

[簡介期間，謝展寰先生、梁慶豐先生、馬詠璋女士及邱榮光博

士返回席上，梁宏正先生及李美辰女士到席，曹榮平先生暫時

離席。 ]  

9 .  主 席 繼 而 請 申 述 人 及 其 代 表 闡 述 申 述 的 內 容 。 主 席 表

示，所作陳述應只限於闡述書面申述的內容，而為確保會議順

利及有效率地進行，他可要求申述人或其代表不得不必要地重

覆其他人在同一個會議上陳述過的相同論點。  

1 0 .  林 寶 珠 女 士 ( H H - R 1 0 9 1 2 ) 及 John Mackay 醫 生

( H H - R 1 0 7 8 6 )要求在午膳時間前作出陳述。主席詢問其他出席

者的意見，他們均不反對，因此接納他們二人的要求。  

R 8 8 3－ Hoi Yee Chan 

H H - R 1 0 8 6 9－ Ann Davy-Hou 

H H - R 1 0 9 0 4－侯翰生  

1 1 .  侯翰生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政府以往的政策目標，是保護和改善郊野公園範圍

的環境，現在卻對政策作出極大的改變，容許在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發展；  

( b )  小型屋宇政策的目標，是協助原居村民發展小型屋

宇，申請建屋牌照的土地應以申請人的名義註冊。

不過，海下和鎖羅盆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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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農地都賣給了發展商。這種做法與小型屋宇政策

的目標不符；  

( c )  政府誤導廣大市民，令他們相信有需要發展郊野公

園「不包括的土地」，才能解決本港房屋用地不足

的問題。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大部分都沒有

道路或公共交通工具到達，而且缺乏基本的基礎設

施 ， 難 以 為 遷 入 的 人 口 提 供 合 適 的 居 所 。 另 外 ，

「鄉村式發展」地帶只准興建三層高的房屋，無法

滿足廣大市民的房屋需求。  

( d )  海下、鎖羅盆和白腊風景優美且近海，發展商很可

能會在這些地方興建附有私人花園的豪宅。這些住

宅發展項目與小型屋宇政策不符，而且只能令一小

撮人受惠；  

( e )  他特別指出最近大浪西灣司法覆核個案的裁決以下

幾點︰  

( i )  發展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可能損害郊

野公園整體的美觀、景觀價值，以及其完整

性；  

( i i )  個人或團體的期望須與公眾利益和需要作出

平衡；以及  

( i i i )  把「不包括的土地」納入法定圖則不能完全

達到保育目的；以及  

( f )  他促請城規會考慮根據這宗司法覆核個案的裁決，

把海下、鎖羅盆、白腊以及其他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  

[ H H - R 1 0 9 0 4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2 分鐘 ]  

R 6 2 8 3－黎凱玲  

1 2 .  黎凱玲女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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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她是普通市民，反對任何會破壞海下的發展計劃；  

( b )  《 南 無 妙 法 蓮 華 經 》 指 出 ， 「 我 觀 一 切 ， 普 皆 平

等」。人類和其他眾生一樣擁有生存的權利。破壞

一 種 生 物 的 生 境 ， 實 際 上 就 會 破 壞 地 球 的 整 體 系

統；  

( c )  從多份關於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申述書可見，市

民大眾都決意要保護郊野公園免被侵佔。為了廣大

市民的利益，應同時保護郊野公園和「不包括的土

地」，不應容許在這些地方進行發展；  

( d )  海下有河流、林地、濕地和荒廢農地，而海下灣海

岸公園則是「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該處所見的

珊 瑚 品 種 超 過 6 4 種 ， 兩 者 皆 具 有 重 要 的 生 態 價

值。當局應把海下和海下灣納入郊野公園和海岸公

園的範圍，讓這些地方獲得漁護署適當保護，供市

民享用；  

( e )  政府應遵守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原則，保護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加強其可持續性；  

( f )  目前的全球碳排放量比一個世紀前增加了約一半。

破壞城市的自然景觀和環境，可能會導致城市走向

滅亡，有損當地動植物物種的多樣性，其中一些更

具有重要的科學和醫學價值。對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的環境和珍貴的生境所造成的破壞，是不

可挽回的；  

( g )  大部分原居村民都把丁權售予發展商，所以政府應

廢 除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 此 外 ，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無 窮 無

盡，將會對自然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海下的地質以

沙質沉積物為主，小型屋宇的化糞池與海下灣之間

相 距 只 3 0 米 ， 並 不 足 以 防 止 海 下 灣 的 海 水 受 污

染 。 如 准 許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 兩 者 之 間 最 少 要 相 距

1 0 0 米，才能減少污染的影響；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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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淡水生境既罕有又珍貴，對水文循環和食物鏈相當

重要，應得到適當保護。因此，她支持世界自然基

金會香港分會、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和海下之

友提交的建議，當中清楚列明小心保護海下的動植

物、景觀和水文系統的需要。  

[ R 6 2 8 3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2 分鐘 ]  

R 1 0 5 4 5 － 梁 美 儀 、 David Dudgeon、 Yvonne Sadovy、 Gray A. 

Williams 、 David Baker 、 Tim Bonebrake 、 侯 智 恒 、 Leszek 

Karezmarski、 Vengatesen Thiyagarajan 

1 3 .  David Dudgeon 教授首先介紹他的同事，指他們都是生態

學家或海洋生態學家，然後表示他們的陳述會以村屋發展對這

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涵蓋地區的陸地生態和濕地生態所造成

的影響為主，再利用有關海下的數據加以說明。他接着作出陳

述，要點如下︰  

( a )  支持規劃署作出建議的修訂以減少海下分區計劃大

綱圖內准許興建村屋的數目。不過，現時海下已有

3 0 幢村屋，在此「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發展令區內

村屋的數量增加，會對海岸公園構成風險。生態易

受影響的海岸公園，其保育價值高，是香港市民下

一代的重要教育資源；  

( b )  環保組織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的聆訊上所陳述的

資料，正好表達了科學界的共識，那就是這些「不

包括的土地」十分重要，若根據現時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土地用途建議進行發展，可能會對生態造成種

種影響；  

( c )  政府正在擬備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在現階段公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分區計

劃大綱圖，肯定會破壞這些地方的環境，有損其生

物多樣性；  

( d )  環保組織提出加強保護這些具重要生態價值地區的

建議，其理據充分，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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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一如大浪西灣的做法那樣才

可以更有效保護這些「不包括的土地」。  

( e )  必須考慮郊野公園的連繫，特別是沿河一帶土地之

間 的 連 繫 。 從 生 態 的 角 度 而 言 ， 把 獲 漁 護 署 列 為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 」 的 鎖 羅 盆 河 下 游 劃 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上游卻劃為「綠化地帶」，

並不合理；以及  

( f )  淡水濕地是香港現時生態最易受影響的生境，也是

現行郊野公園體系中最被忽略的生境。海下和鎖羅

盆的淡水濕地大體上仍完整無損，實有迫切需要加

以保護，才能保護香港生物的多樣性。分區計劃大

綱圖必須考慮這些淡水濕地的重要性。  

1 4 .  David Baker 博士借助顯示海下灣珊瑚羣落的錄影片段作

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是科學家，也是珊瑚生態及品種多樣性的專家。

他代表因發展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而面臨多

種威脅的近岸珊瑚發言；  

( b )  在區內進行發展是一大難題，因為既涉及原居村民

的權利，又要顧及市民對可負擔房屋日益殷切的需

求，而且我們有責任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保護

本地物種的多樣性；  

( c )  他的研究顯示，香港的珊瑚相當特別，能夠在變化

極大且嚴重污染的環境下生存。海岸公園的珊瑚數

量 多 ， 品 種 多 樣 化 ， 所 以 格 外 特 殊 ， 值 得 悉 力 保

育 。 如 容 許 在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進 行 發

展，海下灣海岸公園其中幾個重要的海洋生物羣落

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 d )  海下的珊瑚羣落種類豐富，絢麗多姿，市民前往參

觀探索相當方便。珊瑚礁提供一個結構十分複雜的

生境，是地球上最多樣化的生態系統，孕育着多種

對人類具有商業或文化價值的稚魚和貝介類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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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能夠通過吸收海浪和暴風雨的能量，以及減少

海岸侵蝕，保護海岸線。珊瑚能夠促進旅遊和經濟

增長。最近剛剛發現，珊瑚也蘊藏着豐富的遺傳資

源 和 化 學 資 源 。 因 此 ， 必 須 保 持 珊 瑚 羣 落 健 康 生

長；  

( e )  沿海地區發展迅速，令世界各地的珊瑚和賴以生存

的生物羣落持續減少。香港也出現同樣情況，其中

南丫島深灣豐富多樣的珊瑚羣落就因九十年代末的

污染問題而消失。據漁護署表示，香港的珊瑚覆蓋

範圍在兩年間由 6 4 %跌至 5 %；  

( f )  二零一四年四月，他記錄了東平洲約有三成的「天

堂」珊瑚死亡，其中有些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東

平洲只有 4 %的珊瑚健康狀況良好，海下卻有超過

1 1 %的珊瑚健康生長，可見珊瑚在某程度上獲海下

的環境保護；  

( g )  海下被劃作海岸公園，而且接近郊野公園，位置特

殊，不但可提供多一重保護，更形成了一個比較原

始的生態系統。淡水範圍 (包括河流和濕地 )接近原

始 ， 能 夠 減 少 沉 積 和 污 水 污 染 對 珊 瑚 所 造 成 的 影

響；以及  

( h )  海下是香港保護珊瑚的最重要地方，應禁止在區內

作進一步發展。  

1 5 .  梁美儀博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漁護署曾委託顧問對海下灣海岸公園軟岸動物的生

態及其多樣性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二零零五年至零

六 年 間 ，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軟 岸 海 洋 動 物 的 多 樣

性，是香港所有軟岸中最高的；  

( b )  流向海下灣的河流對海下的生態系統發揮了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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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人類活動所產生的未經處理污水可能經雨水排放系

統 和 河 流 流 入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 對 該 公 園 造 成 污

染。海下的地質以沙質沉積物為主，令化糞池不能

有效處理海下村的廢水；  

( d )  擬進行建築工程的地點會令鋪設混凝土的地面範圍

增加，受污染物污染的地面徑流就無法滲入泥土過

濾，因而對河流和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生態系統造成

更大的影響；  

( e )  二零一三年七月和二零一四年一月進行的抽樣調查

結果顯示，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海水、沉積物和海洋

生物已被排放的廢水所含的糞便和各種內分泌干擾

化學物污染，而這些廢水有可能來自海下村；  

( f )  鑑於海下的地質以沙質沉積物為主，加上鄰近河流

和海下灣海岸公園，利用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處理

海下村的廢水並不恰當。如果海下村興建更多小型

屋宇及有更多居民居住，海下灣的水污染問題很可

能會惡化，累積影響所及，會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珍

貴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和獨特的海洋生態系統造成負

面影響；以及  

( g )  為了保護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及維護其生態系統

的完整，應實行「零排放」管理政策，嚴禁廢水排

入雨水排放系統，同時應裝設更有效的廢水處理系

統，取代傳統沿用的化糞池。  

[ R 1 0 5 4 5 的實際發言時間： 3 0 分鐘 ]  

[會議小休 1 0 分鐘。 ]  

[此時，陳福祥先生返回席上，梁宏正先生和馬詠璋女士暫時離

席。 ]  

R 1 0 5 8 8－Mercedes Vazquez 

1 6 .  Mercedes Vazquez 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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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她和丈夫是白腊一個客家原居鄉村社區的一分子；  

( b )  他們二人強烈反對在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涵蓋的地區

內炒賣土地，並認為應捍衞原居村民在祖傳的土地

上建屋的權利。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並

非純粹為了原居村民的利益，也是為市民大眾維護

這些地區的生活、文化和自然遺產；  

( c )  這些地區有許多土地和物業已由非原居村民擁有，

使社區意識強的原居村民能在這些地區建屋的機會

減少。不應容許非原居村民在這些地區擁有土地或

房屋；  

( d )  現時有旅行社在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舉

辦活動，亦有原居村民在這些土地進行填魚塘、砍

樹和興建私人花園等非法活動，政府應嚴加管制和

執法，並規定區內只准進行有機農業和真正可持續

的旅遊業發展；  

( e )  至於白腊地區，他們相信，只要在特定情況下進行

發展，讓原居村民建屋並不會破壞環境，相反，可

更好地保護環境。另外，不應准許原居村民把房屋

賣 給 白 腊 其 他 非 原 居 村 民 ， 以 免 土 地 炒 賣 活 動 持

續；以及  

( f )  這些地區的污染問題並非單由房屋發展造成，他們

亦相信可應用科技改善化糞池的效能，避免污水滲

漏，污染區內的河流或海洋。科學工作者應與政府

合作負起責任，在人為發展和自然環境之間作出平

衡。  

[ R 1 0 5 8 8 的實際發言時間： 5 分鐘 ]  

R 1 0 5 8 9－劉威倫  

1 7 .  劉威倫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是白腊村的原居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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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據他本人及其他原居民申請發展小型屋宇的經驗，

在白腊興建小型屋宇所涉及的過程不但冗長，也充

斥着官僚作風；  

( c )  白腊社區發展興旺，且原居村民過往不曾對區內環

境造成廣泛破壞；以及  

( d )  他強烈反對發展商在白腊地區炒賣土地，並認為應

適當維持原居村民的傳統權益。村民都有能力保護

環境，因為他們在意自己的土地，也尊重區內的歷

史和文化遺產。  

[ R 1 0 5 8 9 的實際發言時間： 3 分鐘 ]  

1 8 .  按 早 前 大 家 同 意 的 安 排 ， 主 席 此 時 請 林 寶 珠 女 士 ( H H -

R 1 0 9 1 2 )作出陳述。  

H H - R 1 0 9 1 2－海谷中心  

1 9 .  林寶珠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她是海谷中心主席，代表 2 2 4 名在申述書簽署的會

員發言；  

( b )  海谷中心是非牟利志願團體，主要組織戶外活動供

市民參加，亦和學校、教會、青年中心和社區中心

等合辦活動。中心由義工營運，加上租金廉宜，所

以運作成本不高，可經營三十多年；  

( c )  她澄清說，建議把三塊五米闊的狹長土地納入海谷

中 心 的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水 上 活 動 康 樂 中

心」地帶的範圍，並非為擴大中心的面積，而是讓

中心可繼續護理這些地方現有的樹。中心當年按短

期租約的規定，種下那些樹，並一直護理至今；  

( d )  由於海谷中心現有的構築物和短期租約所涉範圍的

南面邊界之間的地方狹窄，有些地方甚至不足三米

闊，故中心一向認為租約規定的植樹帶是指短期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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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所涉範圍旁邊的地方，自一九八一年起便在那裏

種 樹 ， 而 地 政 總 署 一 直 沒 有 釐 清 這 些 植 樹 帶 的 位

置，甚至一九八八年續租時也沒有；  

( e )  從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得知，大埔地政

專員表示，租約規定的三米闊植樹帶位於短期租約

所 涉 範 圍 內 ， 因 此 ， 海 谷 中 心 提 出 的 建 議 並 不 合

理。這是她首次意識到政府和中心之間對植樹帶位

置的詮釋有差別；  

( f )  在現有構築物旁邊三米闊的地方種樹有實際困難，

因為建築物會阻隔陽光，影響樹木生長。另外，樹

根也可能影響現有建築物的穩定；  

( g )  把三塊五米闊的土地納入該「其他指定用途」地帶

並非為了擴充海谷中心，而是作為中心和「自然保

護區」地帶之間的緩衝區，如能妥為管理，這個緩

衝 區 有 助 減 輕 蚊 患 、 蜜 蜂 和 蛇 對 中 心 使 用 者 的 影

響；  

( h )  海谷中心擔憂現有這些樹納入為「自然保護區」地

帶的一部分後的管理和護理問題，因為屆時中心再

也無法繼續護理工作。若相關政府部門未能適時妥

為護理這些樹，尤其是在風季，或會影響中心使用

者的安全；以及  

( i )  劃出一個五米闊的緩衝區有利保存現有的這些樹。

若城規會同意有關建議，海谷中心保證會妥善護理

這些樹。  

[ H H - R 1 0 9 1 2 的實際發言時間： 7 分鐘 ]  

H H - R 1 0 7 6 9－ Judith Mackay 

H H - R 1 0 7 8 6－ John Mackay 

2 0 .  John Mackay醫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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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他居於西貢區已經超過 4 0 年，是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地球之友和海下之友的成員；  

( b )  當 他 初 遷 入 大 埔 仔 村 時 ， 該 村 所 在 的 山 谷 一 片 翠

綠，景色美麗。不過，該山谷已漸漸被大型住宅發

展項目所取代；以及  

( c )  他強烈反對在海下地區進行任何大規模的發展。  

[ H H - R 1 0 7 6 9 的實際發言時間： 2 分鐘 ]  

R 1 0 6 4 1－譚國新  

2 1 .  譚國新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政府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旨在防止有

人在這些地區進行雜亂無章和不協調的發展。城規

會的工作是要確保香港的所有發展井然有序，協調

配合；  

( b )  從現有的人口和過去人口增長的趨勢來看，實在令

人懷疑原居村民所提供的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的小型屋宇預測需求數字是否真確；  

( c )  原 居 村 民 所 提 供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預 測 數 字 未 經 核

實，按此劃定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範圍，做法並不合理；  

( d )  海下地區約有 2 . 6 公頃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

帶，以應付日後 的小型屋宇需求 。不過，過去 2 0

年海下只興建了七幢新屋宇。按此記錄看來，原居

村 民 要 增 建 6 0 至 9 0 幢 小 型 屋 宇 將 需 時 約 2 0 0

年。因此，現時所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面積

實在太大，況且未來小型屋宇的預測需求數字根本

未經核實；  

( e )  海下灣海岸公園已受到現有小型屋宇所排出的污水

所污染，再興建多 1 0 倍的小型屋宇，會使海下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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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情況進一步惡化。小型屋宇以化糞池和滲水

井系統排污，不能解決污染問題；  

( f )  有意遷回海下地區居住的原居村民，如其現有屋宇

已殘破不堪，應先翻建這些屋宇。如他們日後能證

明有真正需要於區內發展新的小型屋宇，當局方可

批准有關發展；  

[此時，馬詠璋女士返回席上，劉興達先生到席，劉智鵬博士暫

時離席。 ]  

( g )  海下現時的人口只有大約 1 1 0，如按 2 %這個自然

出生率計算，區內的人口要數百年時間才會增加 1 0

倍。因此，現時沒有需要在海下預留更多土地劃作

「鄉村式發展」地帶；  

( h )  鎖 羅 盆 的 交 通 相 當 不 便 ， 又 沒 有 任 何 基 礎 設 施 配

套，居於該處的人必須自給自足。該處現時無人居

住，但當局卻建議把 4 . 1 2 公頃的土地劃為「鄉村

式發展」地帶，以提供土地興建 1 3 4 幢小型屋宇，

容納 1  0 0 0 名居民。如此面積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未免太大，政府應提出理據，說明為何要在分區

計劃大綱圖上劃設面積如此大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  

( i )  根 據 二 零 一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的 資 料 ， 白 腊 的 人 口 為

5 0，但根據最近一個電視節目的報道，白腊只住了

一戶人家。既然白腊的人口日漸減少，規劃署實在

沒 有 理 由 要 把 2 . 3 7 公 頃 的 土 地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以供興建 7 9 幢小型屋宇；  

( j )  當 局 只 應 容 許 當 地 的 村 民 在 這 些 地 區 發 展 小 型 屋

宇，並應實施類似「港人港地」的政策，以確保只

有原居村民之間方可買賣小型屋宇，不能轉賣給發

展商。如果原居村民繼續把他們的土地和丁權售予

其他人或發展商，那麼對增加小型屋宇用地的需求

便會了無止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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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除非原居村民能證明有真正的住屋需要，否則無須

在 這 些 地 區 預 留 更 多 土 地 劃 作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以供發展小型屋宇。他促請城規會在這次的聆

訊過程中自行作出判斷。  

[ R 1 0 6 4 1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6 分鐘 ]  

H H - R 1 0 8 7 1、 S L P - R 1 0 8 4 8、 P L - R 1 0 7 5 1－鄭杏芬  

H H - R 1 0 8 3 6、 P L - R 1 0 7 5 0－趙國章  

2 2 .  鄭杏芬女士要求主席批准她與丈夫一起作出陳述，並表

示合共需時約 4 0 至 4 5 分鐘。主席同意她的要求。  

2 3 .  鄭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她 反 對 在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進 行 任 何 發

展，因為這些發展會破壞具有高保育和生態價值的

自然環境，而且所造成的破壞是不可挽回的；  

( b )  一九七二年頒布的小型屋宇政策，其原本的目標是

尊重原居村民發展小型屋宇的權利，當局應貫徹此

目標，不應容許原居村民把小型屋宇轉讓予非原居

村民；  

( c )  小型屋宇政策應符合集體官契和其他相關法例的規

定。不過，集體官契所夾附的那些清楚劃定原有鄉

村界線的丈量約份地圖已經遺失；  

2 4 .  趙國章先生借助實物投影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與妻子退休後在四年前買下元朗一幢舊的小型屋

宇。由於地政總署、屋宇署、規劃署、運輸署、消

防署等有關政府部門未有採取所需的執法行動，確

保 小 型 屋 宇 的 規 劃 按 集 體 官 契 原 本 的 規 定 妥 善 落

實，結果他們和同村的鄰居都成為了小型屋宇政策

的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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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集體官契訂明了把農地轉為建築用地的申請程序，

並規定要有公共道路連接村落及在村內提供通道，

為實施小型屋宇政策奠定了法律基礎。不過，那些

向原居村民買入大量土地的發展商，很少會提供所

需 的 鄉 村 通 道 ， 有 些 甚 至 故 意 堵 塞 現 有 的 鄉 村 通

道；  

( c )  丈量約份地圖是一九零五年左右殖民地政府委派印

度籍測量隊繪製的真確農地測量圖，以供鑑辨集體

官契的批約地段、進行批租和田土轉易之用。舊批

地段的界線、田基 (在集體官契稱為公共地役權 )的

定線，以及一八九八年之前已存在的原有鄉村的位

置，都在那些丈量約份地圖上清楚劃定。昔日公共

交通服務尚未普及，集體官契規定要提供公共地役

權，是為了讓當地村民出入該區的不同地方不會受

阻。今時今日，一如大浪西灣的情況，個別地段的

擁有人把現有的鄉村通道封閉，違反了集體官契的

規定。但是，有關部門卻沒有採取任何執法行動；  

( d )  不少真確的丈量約份地圖都已經遺失，所以私人土

地測量師和律師可靈活劃定地段的位置。雖然過去

政府曾經負責核實建議地段界線的準確性，但於一

九九六年頒布《土地測量條例》 (第 4 7 3 章 )後，私

人土地測量師卻能夠在不受地政監督監察下自行進

行土地測量。這樣可能會導致濫用現有的制度，因

為一些私人土地測量師在擬備地段分界圖時，可能

會 嘗 試 通 過 納 入 鄰 接 的 田 基 ， 修 訂 原 有 的 地 段 界

線。田基消失，集體官契規定的公共地役權也會隨

之喪失；  

( e )  地政總署沒有充分理由不利用最新的技術復原正本

丈量約份地圖，以提供合法真確的測量記錄，有效

進行土地管理和田土轉易；  

( f )  由於集體官契在《城市規劃條例》頒布前就已經存

在，所以現時這些地方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

劃亦應考慮集體官契的條文，尤其是關於準確地段

界線和提供鄉村通道的條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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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根 據 現 有 機 制 ， 城 規 會 在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內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後，地政總署便須

批准地帶內的小型屋宇申請。因此，城規會在劃設

這些地方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前，必須先確定個

別地段根據集體官契在法律上是否可進行小型屋宇

發展。  

2 5 .  主席提醒申述人在作出陳述時應盡量簡潔，論點應與申

述內容有關。  

2 6 .  鄭杏芬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的 目 的 是 促 進 社 區 的 衞 生 、 安

全、便利及一般福利。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的生態和保育價值高，應加以保護，讓廣大市民享

用，不應容許作無限度的小型屋宇發展，況且本港

其他地方仍有土地可應付房屋需求。此外，保護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自然景色和景觀，亦可

促進香港的旅遊業發展；  

( b )  在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劃設「鄉村式發

展」地帶，應有技術評估支持，證明小型屋宇發展

不會對交通、環境、排水、排污等方面造成負面影

響。此外，當局亦應考慮《建築物 (規劃 )規例》 (第

1 2 3 F 章 )有關提供緊急車輛通道的規定；  

( c )  申訴專員現正就當局對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消防安

全措施作出的規管進行直接調查，在調查工作完成

前，當局應暫停在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以及  

[邱浩波先生此時離席。 ]  

( d )  轉讓小型屋宇自一九八四年起已無須再取得政府批

准。有些小型屋宇按照私人土地測量師在不受有關

政府部門監察下劃分的不準確地段界線興建圍牆，

令原有的鄉村通道受阻。有關部門應加強執法，糾

正這些違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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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趙國章先生繼續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把丁權轉讓予發展商和非原居村民，違反了小型屋

宇政策的原意。發展商通過原居村民轉讓丁權，在

海下、鎖羅盆和白腊三個地區發展小型屋宇，實屬

訛騙行為；以及  

( b )  在三個問題 (即丈量約份地圖遺失、申訴專員就新界

豁免管制屋宇的消防安全措施進行的調查工作未有

結果，以及原居村民把丁權非法轉讓予發展商 )未得

到 完 滿 解 決 之 前 ， 城 規 會 不 應 在 這 三 塊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設 任 何

「鄉村式發展」地帶。  

[ H H - R 1 0 8 7 1 、 S L P - R 1 0 8 4 8 、 P L - R 1 0 7 5 1 及 H H - R -

1 0 8 3 6、 P L - R 1 0 7 5 0 的實際發言時間： 4 7 分鐘 ]  

2 8 .  會議於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休會午膳。  

2 9 .  會 議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下 午 二 時 十 五 分 恢 復 進

行。  

3 0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陸觀豪先生  

張孝威先生  

符展成先生  

何立基先生  

劉興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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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辰女士  

梁慶豐先生  

陳福祥先生  

袁家達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3 1 .  以下政府的代表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

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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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以下申述人及其代表獲邀到席上：  

 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 、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及及及《《《《白白白白

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  

 HH-R10885、SLP-R10818、PL-R10742－環保觸覺  

 HH-R10897、SLP-R10854、PL-R10772－何嘉寶女士  

何嘉寶女士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的申的申的申的申

述述述述  

HH-R10803－Stephen Ortmann先生  

Stephen Ortmann先生  －  申述人  

HH-R10863－David O’Dwyer 

HH-R10864－李偉新  

李偉新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HH-R10870－Robin Bradbeer 

HH-R10880－公共專業聯盟  

Robin Bradbeer女士  )   

Paul Hodgson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吳永輝先生  )   

HH-R10905－Lam Chiu Ying 

何沛琳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3 3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並請申述人和其代表繼續

作出口頭陳述。  

HH-R10885、SLP-R10818、PL-R10742－環保觸覺  

HH-R10897、SLP-R10854、PL-R10772－何嘉寶女士  

3 4 .  何嘉寶女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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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申述人反對擴展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

展」地帶，並認為應在環境保育、當地社區與鄉村

發展三者之間作出適當的平衡；  

( b )  反對擴展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因為範圍太大。預計的人口由 0 增至 1  0 0 0

並無實據支持；  

( c )  反對擴展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並認為應加強保護海下灣的生態；  

( d )  劃設與保育相關的地帶 (包括「綠化地帶」、「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及 「 郊 野 公

園」 )對保護自然環境的成效令人存疑。現時有條文

訂明，如要在劃為「綠化地帶」的地方發展小型屋

宇項目，可提出規劃申請，讓城規會考慮，此做法

有違保育及保護環境的原則；  

( e )  質疑發展小型屋宇的目的究竟是為了解決區內村民

的住屋問題，還是要使他們可以發展地產謀利；  

[符展成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f )  應把「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  

( g )  城規會應審慎考慮申述人及提意見人表達的意見，

不應理所當然地接納規劃署的建議；  

( h )  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的目的，應是為了保育及保護

郊區的生態及自然環境；  

( i )  政府建議藉發展「綠化地帶」及郊野公園範圍內的

土地來解決現時的房屋問題，實在太過短視。規劃

土地用途應有長遠的目光，顧及未來；  

( j )  政府考慮任何在鄉郊地區進行的發展時，應確保有

關的發展符合所有相關的法例及指引，以杜絕化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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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及污水污染環境的可能性。政府亦應採取行動，

制止「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以及  

( k )  城規會應擔當把關者的角色，保護香港的生態及天

然生境。  

[ HH-R10897、SLP-R10854 及 PL-R10772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

鐘 ]  

HH-R10803－Stephen Ortmann 

3 5 .  Stephen Ortmann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在郊野公園發展小型屋宇，會對郊野公園造成不良

影響，應盡量避免。香港的郊野公園可以讓人遠離

市區的煩囂和污染，是個獨特的地方；  

( b )  郊野公園為香港帶來特殊價值，使香港比上海和新

加坡等沒有面積相若或如此交通方便的郊區的其他

大城市，更加優勝；  

( c )  郊 野 公 園 是 為 了 防 止 市 區 範 圍 擴 展 而 設 的 。 擴 大

「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的「鄉村式發展」地帶，

違背當初劃設郊野公園的目的；  

( d )  郊野公園的作用不只是保育大自然，該處也是進行

康樂活動之地，讓市民可享受和探索大自然。有研

究 指 出 ， 有 8 4 % 的 人 表 示 去 過 郊 野 公 園 後 壓 力 減

少，另有 5 2 %則表示頭痛減輕。如果當局容許大規

模增建房屋，郊野公園優美寧靜的環境就會消失；

以及  

( e )  若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發展更多小

型屋宇，交通量會增加，加劇噪音和空氣污染。  

[ HH-R10803的實際發言時間： 6 分鐘 ]  

HH-R10863－David O’D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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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R10864－李偉新  

3 6 .  李偉新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申述人反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  

( b )  二零零七年成立的 Living Seas Hong Kong(勃勃海洋 )

是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慈善組織，宗旨是推動香港

推行策略性海洋保育項目及政策，以助改善香港的

獨特海洋生態系統；  

( c )  設立海下灣海岸公園，是為了活化香港的海洋資源

及保護珍貴的生境；  

( d )  海下灣海岸公園是香港珊瑚覆蓋率和密度最高的地

方，十分重要。該公園更獲《海岸公園條例》特選

為保護區，同時是「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 e )  雖然當局設立海岸公園以優化香港的海洋資源，但

由於商業捕魚活動仍可進行，所以未達成效，而且

即使已禁止拖網捕魚，海洋資源仍無法復原。海岸

公園得不到足夠的保護，若人口增加，擅自開採海

洋資源的情況只會加劇，更加不受控制；  

( f )  不支持分區計劃大綱圖，因為建議的人口增長會對

基礎設施構成壓力，破壞海下的海岸公園和陸地生

態。污染加劇會破壞海下灣海岸公園、「具特殊科

學價值地點」和海洋生物；  

( g )  海下村沒有公共污水渠，闢設私人污水處理廠又不

切實可行，「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小型屋宇所建的

個別化糞池將會對海下灣海岸公園造成污染。海下

灣海岸公園水域的大腸桿菌含量已經相當高，若容

許在河流旁邊進行大型發展，徑流直接流入海岸公

園，實在令人無法接受；  

( h )  規劃署在草擬分區計劃大綱圖時，並無考慮污水和

徑流所造成的污染對海下灣海岸公園構成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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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過去 2 0 年，海下只建了七幢新的小型屋宇，實無

理由要大幅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  

( j )  海下現有的資源是屬於全港市民的，所以該區的發

展計劃應與原居民鄉村的真正需要相符，而為了下

一代，也應積極保護海岸公園；以及  

( k )  申述人是教練，帶過很多人到海下潛水，該處是個

潛水的好地方。不過，區內的非法捕魚活動越來越

多，若人口增加三倍，情況只會惡化，而尚未有有

效解決方法的排污問題，亦會更加嚴重。  

[ HH-R10864的實際發言時間： 1 1 分鐘 ]  

HH-R10870－Robin Bradbeer 

HH-R10880－公共專業聯盟  

3 7 .  吳永輝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公共專業聯盟提交的報告是根據 Robin Bradbeer女士

和 Paul Hodgson先生過去 2 3 年在海下地區所作的研

究和監察工作而撰寫的；  

( b )  珊瑚很脆弱，很容易因為生境有變化而受損；  

( c )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莫乃光議員認為，只要政府申請

的資源是用於尋求專家協助以保存海下的珊瑚，該

聯盟都會支持有關申請；  

3 8 .  Robin Bradbeer女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公共專業聯盟的報告由學者及專業人士擬備，並經

第三方專業人士獨立審核後才提交，內容有法律為

據，亦有適當的數據和堅實的科學論據支持；  

( b )  城規會收到多於 3 0  0 0 0 份申述書，可見公眾對郊

野公園的未來十分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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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環境十分重要，必須保持動力和穩定，這個世界才

能生生不息，一旦改變，便會影響生態機制，使物

種滅絕；  

( d )  為擬備隨申述書 提交的報告，他 們收集了過去 2 3

年 的 數 據 ， 再 用 兩 年 時 間 深 入 研 究 海 下 地 區 ， 另

外，也收集了主要持份者的意見。公共專業聯盟就

海下提出的建議已顧及所有持份者的意見，十分務

實；  

( e )  一開始就防止環境災害發生，總比在災害發生後補

救來得容易；以及  

( f )  城規會應給予「不包括的土地」最大的保護，以免

影響周邊的「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郊野公園和

海岸公園，也應緩解現有「不包括的土地」對周邊

受保護地區的影響、保護村內屬文化遺產的地方、

照顧並保護原居村民的權益、為海下村未來的需要

作規劃，以及考慮香港市民的權益，因為他們需要

郊野公園，也希望能進入郊野公園。  

3 9 .  Paul Hodgson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當局把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列為具有特殊景觀、生

態或地質價值的地方，根據香港法律給予最高程度

的保護，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內所有動植物都在保

護之列。因此，在「不包括的土地」內劃設任何用

途地帶都要合乎法律的規定；  

( b )  由於「不包括的土地」周邊是郊野公園、海岸公園

和「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所以必須考慮在海下

進行發展是否會連帶影響到這些地方；  

( c )  擬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會使區內的鄉村不斷擴展；  

( d )  區內的那條河流入海下灣海岸公園，會對該公園造

成影響。先前的分析顯示，早在一九八零年興建海

下路時，該河的水文系統已受影響。由於河水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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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路的路旁而流，該河沉積物聚積地點的範圍不斷

移位和變化。根據目前的研究，該河沉積物聚積地

點 的 範 圍 已 迫 近 海 下 灣 的 珊 瑚 ， 只 要 範 圍 再 移

4 . 2 %，那些珊瑚便會被沉積物淹沒，窒息而死。清

走 植 被 ， 在 地 面 鋪 上 水 泥 ， 以 及 進 行 其 他 建 築 工

程，都會影響該河的水文系統，因此，這些活動必

須遠離該河和洪泛平原；  

( e )  「不包括的土地」內現時有不同品種的受保護動物

聚居，地點與主要鄉村區有一些距離。有關研究顯

示，河口的紅樹林是野生生物主要的最終聚居點，

該處有各種受保護動物聚居和覓食；  

( f )  有關研究發現，海下有自來水供應後，該處村屋所

用的化糞池的容量已不足以處理所產生的廢水量，

以致化糞池中的廢水溢漏，使海下灣海岸公園水域

的大腸桿菌含量增加。即使海下的泥土的導水性適

合使用化糞池，仍須設置容量夠大的化糞池，以貯

存和處理家居廢水，解決廢水溢漏的問題；  

( g )  另 一 方 法 是 考 慮 為 海 下 的 村 屋 羣 設 置 耗 氧 處 理 系

統，取代現有的化糞池系統。廢水經耗氧處理系統

處理後，污染程度遠較化糞池溢漏的廢水為低；  

( h )  在海下發展新村屋的地點應盡量遠離該河和海岸線

為宜；  

( i )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域最近發現含有氯，使該海岸

公園的海兔消失。此事顯示即使是提供自來水這類

基本設施，也可對環境造成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 j )  現時建議用作擴展鄉村的地方是一個平原，上次暴

雨期間發生過水浸。該處並不適宜作鄉村式發展，

因為村屋所用的化糞池每逢暴雨便會滿溢，未經處

理的污水會流進海下灣海岸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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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制訂分區計劃大綱圖時並無小心考慮區內的文化遺

產，儘管確認了區內的文化遺產，卻又把具文化價

值的地點分割，劃入不同的用途地帶；  

( l )  雖然根據小型屋宇政策的規定，必須照顧地區人士

和原居村民的權益，但有關規定也應實事求是。該

區過去 2 0 年只有七幢小型屋宇建成，但未來 1 0 年

的小型屋宇預測需求量卻達 8 4 幢之多，根本沒有

根據；  

( m )  分區計劃大綱圖現時並沒有明文規定可在海下地區

發展商業性質的康樂設施。區內的商戶 (例如現有那

間獨木舟租賃店 )屬「現有用途」，才可繼續經營。

若 原 居 村 民 不 得 在 區 內 營 商 ， 便 不 能 留 在 村 內 謀

生；  

( n )  擬議鄉村擴展區內的大部分土地已屬發展商所有，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不會惠及當地村民。小型

屋宇數目若只略為增加，海下或尚可承受，但若如

私人發展商所想那樣大幅增加，則海下灣海岸公園

必定無法承受；  

( o )  雖然每年有 3 0  0 0 0 人到訪海下，但村內只有一間

餐 廳 ， 亦 沒 有 公 厠 ／ 沖 身 ／ 更 衣 室 設 施 供 他 們 使

用。可是，分區計劃大綱圖並沒有針對該區欠缺社

區設施的問題作出規劃。政府應在現有的鄉村覓地

闢設所需的設施，供訪客使用；  

( p )  應發揮海下在教育方面的作用，所以建議漁護署開

設一個教育中心，取代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現

設的中心；以及  

( q )  由於現時根據《城市規劃條例》劃設的那些與保育

有關的地帶，如「海岸保護區」、「自然保育區」

和「綠化地帶」都未能配合海下的需要，因此，應

把此「不包括的土地」完全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又

或把適用於擴展鄉村的土地劃作「綜合發展區」地

帶，並擬備規劃大綱作為發展指引，而「不包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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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內餘下的地方則劃作「自然保育區」地帶，

最終目標是把之納入郊野公園。  

4 0 .  吳永輝先生總結陳述內容，要點如下：  

( a )  海下的情況特殊，所以有必要闢設「綜合發展區」

地帶，以管制該區的鄉村發展；  

( b )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未能配合該區的發展需要，所以

有必要就該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以確定真正的發

展需要，以及進行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 c )  大浪灣個案的處理方式得到公眾大力支持，可供借

鑑；以及  

( d )  城規會若批准現在這樣的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或會

受到法律挑戰。  

[ HH-R10870和 HH-R10880的實際發言時間： 3 2 分鐘 ]  

HH-R10905－Lam Chiu Ying 

4 1 .  何沛琳女士讀出 Lam Chiu Ying 先生 ( HH-R10905)的一份

聲明，要點如下：  

( a )  《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施政報告》宣布，為保護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免受進一步破壞，政府會

把「不包括的土地」納入法定圖則，或劃入郊野公

園範圍；  

( b )  政府其後在一份呈交立法會的文件中列出把「不包

括的土地」納入法定圖則的準則，包括要考慮郊野

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是否容易到達、即時面對的

發展威脅、保育價值、景觀價值、地理位置和現有

民居的規模等各項因素；  

( c )  城 規 會 受 政 府 現 行 的 政 策 約 束 ， 有 責 任 落 實 此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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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雖然根據漁護署的生態評估，海下地區只曾發現一

種雀鳥，但海下之友所委託的顧問卻發現該處有 5 0

種雀鳥，香港觀鳥會更錄得 1 0 0 種之多。由於漁護

署的生態評估未能反映真實的情況，城規會有可能

會 作 出 錯 誤 的 決 定 ， 而 有 關 決 定 或 會 受 到 法 律 挑

戰；以及  

( e )  政府聲稱在「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發展不會影響郊

野公園，實情卻是相反，建議在這三塊「不包括的

土地」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達此規模，一定

會影響附近郊野公園的景觀及功能。  

[ HH-R10905的實際發言時間： 4 分鐘 ]  

4 2 .  出席這節會議的申述人及其代表陳述完畢，主席於是請

委員提問。  

4 3 .  主席詢問為何漁護署及環保組織的調查所點算到的雀鳥

種類會有不同。何秉皓先生 (漁護署 )作出澄清，表示漁護署並

沒 有 專 門 就 海 下 進 行 任 何 生 態 調 查 。 漁 護 署 應 海 下 之 友 的 要

求，提供了該署現有的一些取自從前記錄的資料。關於該區發

現有一種雀鳥的記錄，其實該種雀鳥是該署過往進行其他調查

時偶然錄得的，並不是進行了雀鳥調查而錄得只有一種雀鳥。  

4 4 .  一名委員詢問有沒有較化糞池更能有效減少大腸桿菌含

量的污水處理系統。謝展寰先生回應說，從技術角度而言，是

有較化糞池更有效的污水處理系統的，市面上亦有組合式小型

污水處理設施。不過，使用化糞池處理污水的做法不單在香港

鄉郊地區，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也十分普遍。  

4 5 .  謝 展 寰 先 生 留 意 到 有 些 申 述 人 基 於 泥 土 狀 況 及 水 浸 風

險，擔心海下地區未必適合使用化糞池。關於這一問題，謝展

寰先生表示，任何人如欲興建小型屋宇，均須向地政總署提出

申請。擬設化糞池的設計及位置須由認可人士認證，以確定符

合《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的規定。有關的

規定包括必須在有關地點進行滲濾試驗，以確定泥土適合使用

化糞池。小型屋宇發展計劃必須通過滲濾試驗，環境保護署 (下

稱「環保署」 )才會支持。假如有關地點未能通過滲濾試驗，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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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人士便須考慮改用其他污水處理系統。謝展寰先生回應主席

的問題時說，滲濾試驗須在設計階段 (即在興建小型屋宇前 )進

行。此外，假如化糞池沒有妥善維修保養或操作，環保署可向

化糞池的擁有人採取執法行動，要求他們糾正有關的情況並妥

善維修保養化糞池。  

4 6 .  李偉新先生 ( HH-R10864)回應主席的問題時說，海下過去

2 0 年只興建了七幢小型屋宇，但該區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需

求預測數字卻為 8 4 幢，令人質疑此預測數字是否確是真正需要

的數量。  

4 7 .  由於有些申述人指有人使用戶外水龍頭洗澡，擔心化學

物會隨地面徑流流入海岸公園，主席遂詢問可否對此類活動採

取執法行動。謝展寰先生回應說，假如有人經常進行此類活動

並造成污染，當局可採取檢控行動。不過，當在海邊一帶居住

的人口或前往海邊的人有所增加，沿海一帶的水質自然會受到

影響，即使採取執法或檢控行動，也不能杜絕有關的影響。  

4 8 .  一名委員詢問哪一個部門負責採取執法行動對付非法接

駁 雨 水 渠 的 情 況 ， 以 及 當 中 牽 涉 甚 麼 困 難 。 謝 展 寰 先 生 回 應

說，屋宇署及環保署均可採取執法行動，視乎觸犯的是哪些規

例而定，但大部分的執法個案都是由環保署處理，而該署收到

的有關投訴亦較多。至於採取執法行動時遇到的困難，主要是

如何察覺到非法接駁的情況及找出犯案人士。雖然不是每宗個

案 的 問 題 都 能 妥 為 處 理 ， 但 新 界 河 流 的 水 質 整 體 上 一 直 有 改

善，證明水質監察計劃整體上是有成效的。他亦指出，由於鎖

羅 盆 及 白 腊 現 時 無 人 居 住 ， 所 以 水 質 甚 佳 ， 假 如 人 口 開 始 增

加 ， 水 質 就 會 變 差 ， 不 過 污 染 的 程 度 應 可 控 制 在 容 許 的 範 圍

內。  

4 9 .  一 名 委 員 指 這 三 塊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過 去 曾 住 了 不 少

人，但當時的珊瑚卻未受影響，遂詢問假如容許這些地方的人

口 如 高 峰 期 那 麼 多 ， 情 況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 吳 永 輝 先 生

( HH-R10880)回應說，人們的生活方式已改變，所以即使人口相

同，人們所造成的影響也不可同日而語。人們現今使用水務署

供應的自來水，而不是河水，產生的廢水因而大增。此外，日

常 用 品 ( 例 如 洗 頭 水 ) 中 的 化 學 物 亦 大 增 。 Paul Hodgson 先 生

( HH-R10880) 補 充 說 ， 從 前 的 事 物 比 較 天 然 ， 食 水 沒 有 加 入 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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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 耕 種 時 亦 不 使 用 肥 料 ， 生 態 環 境 健 康 得 多 ， 既 無 拖 網 捕

魚，亦沒有填海，令沉積物堆積在珊瑚上。 Robin Bradbeer 女士

( HH-R10880)補充說，比起在沙灘附近發展的屋宇，在山上更高

處興建的屋宇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的影響較少。不過，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上劃作鄉村擴展之用的地方卻十分接近沙灘，實在不

可接受。蘇震國先生表示，除了小型屋宇發展項目的數量外，

人們的活動對海下灣海岸公園所造成的影響，亦取決於前往該

區的遊客的多寡。一些申述人指海岸公園水域的化學物在夏天

大增，原因就在於此。  

5 0 .  一名委員詢問持份者是在制訂圖則過程中的哪個時候提

供小型屋宇需求數字的。蘇震國先生回應說，原居村民代表每

年都會向有關的地政處提供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

字。規劃署在擬備「不包括的土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會

考慮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最新的未來 1 0 年小型屋宇需求預

測數字及其他相關因素，然後才劃定「鄉村式發展」地帶。鍾

文傑先生補充說，在擬備白腊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時，規劃署曾

要求地政處更新未來 1 0 年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在城規會同

意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初稿後，規劃署亦曾諮詢區議會、鄉事

委員會及區內村民的意見，然後才公布分區計劃大綱圖。  

5 1 .  由於委員再無問題要提出，主席多謝政府的代表、申述

人及其代表出席會議。他們各人此時離席。  

5 2 .  會議於下午三時五十五分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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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會議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十分恢復進行。  

2 .  下列委員及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陸觀豪先生  

 黃仕進教授  

 何培斌教授  

 劉智鵬博士  

 劉文君女士  

 梁宏正先生  

 馬詠璋女士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張孝威先生  

 何立基先生  

 黎慧雯女士  

 林光祺先生  

 李美辰女士  

 葉德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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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家達先生  

 地政總署副署長 (一般事務 )  

 林潤棠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2 )  

 曹榮平先生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3 .  以 下 規 劃 署 及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下 稱 「 漁 護 署 」 ) 的 代

表、申述人及其代表和提意見人及其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鍾文傑先生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周燕薇女士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 )  

陳乃觀先生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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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 、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及及及《《《《白白白白

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  

 R2342－Stefan Behr-Heyder 

 HH-R10750－Nicola Newbery 

 Nicola Newbery太太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R9907－Andy Cornish 

 Andy Cornish博士  申述人  

 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 、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及及及《《《《白白白白

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  

 C263－Ronald Taylor 

 Ronald Taylor先生  提意見人  

 C274－Rosalind Kep 

 Jo Wilson太太  提意見人的代表  

 C643－劉素  

 劉素女士  提意見人  

 C1018－Stefan Behr-Heyder 

 C1057－Christian Hirth 

 C2529－Karina O’Carroll  

 Nicola Newbery太太  提意見人的代表  

 C1638－黄宇祺  

 C1787－Nikki Suen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提意見人的代表  

 聶衍銘先生  

 C2864－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白理桃先生  提意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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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645－David Newbery 

 David Newbery先生  提意見人  

 C3657－香港鄉郊基金  

 Edward Michael Southern 提意見人的代表  

 Kilburn先生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的的的的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SLP-C3669－黃慶祥  

 SLP-C3673－黃瑞强  

 SLP-C3675－Margaret Wong 

 SLP-C3676－黃春榮  

 SLP-C3677－Wong So Chun 

 黃慶祥先生  提意見人及提意見人的代表  

 SLP-C3670－黃佑民  

 黃佑民先生  提意見人  

 SLP-C3672－黃素珍  

 黃素珍女士  提意見人  

4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並解釋聆訊的程序。他表

示 會 議 會 按 「 為 考 慮 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 申 述 及 意 見 所 舉 行 的 會 議 ── 出 席 會 議 的 程 序 須 知 」 ( 下 稱

「會議程序須知」 )進行。會議程序須知在會議前已發給各申述

人／提意見人。他特別強調以下要點：  

( a )  由於收到大量申述書及意見書，而且有一百多名申

述人／提意見人表示會親身或授權代表出席聆訊，

因此有需要限制口頭陳述的時間；  

( b )  就每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每名申述人／提意見人會

有 1 0 分鐘發言時間。不過，為了配合申述人／提

意見人的情況，會議會作出彈性的安排，容許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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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代表累積發言時間、也容許與其他申述人／提意

見人互換獲分配的時間，以及／或要求延長口頭陳

述的時間；   

( c )  口頭陳述應只限於涉及曾以書面申述／意見的形式

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提交的申述／

意見的理由 (即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展示期／

有關申述的公布期內提交的申述／意見的理由 )；以

及  

( d )  為確保會議順利及有效率地進行，主席可要求申述

人／提意見人不得不必要地重覆其他人在同一個會

議上陳述過的相同論點。申述人／提意見人應避免

宣 讀 或 重 覆 已 提 交 的 書 面 申 述 ／ 意 見 所 陳 述 的 內

容，因為有關的書面申述／意見已交予委員考慮。  

[謝展寰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5 .  主席表示，除非獲延長發言時間，否則每次陳述限時 1 0

分鐘。在申述人／提意見人及其代表獲分配的 1 0 分鐘完結前兩

分鐘，以及在 1 0 分鐘發言時間完結時，會有儀器提醒申述人／

提意見人及其代表。  

6 .  主席表示，規劃署的代表會獲邀就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

草 圖 作 出 簡 介 ， 接 着 申 述 人 ／ 獲 授 權 代 表 才 會 獲 邀 作 口 頭 陳

述 。 口 頭 陳 述 完 畢 後 會 有 答 問 環 節 ， 委 員 可 直 接 向 與 會 者 發

問。答問環節結束後，提意見人／獲授權代表會獲邀作口頭陳

述，才會進行另一個答問環節。午膳時間大約是下午十二時四

十五分至二時。如有需要，上午會有一次小休，下午則有一至

兩次小休。  

[李美辰女士及梁宏正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7 .  主席繼而請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蘇震國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及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的申述及意見。蘇先生借助投影片，複述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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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所作簡介的內容，有關內容記

錄在該日會議的會議記錄第 9 及 1 0 段。  

[此時，陸觀豪先生及張孝威先生暫時離席，林光祺先生及劉文

君女士返回席上。 ]  

8 .  蘇先生作出簡介後，主席繼而請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

專員鍾文傑先生向委員簡介有關《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及意見。鍾先生借助投影片，複述在二零

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所作簡介的內容，有關內容記錄

在該日會議的會議記錄第 1 1 段。  

[張孝威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9 .  主席繼而請申述人及其代表闡述申述的內容。  

R2342－Stefan Behr-Heyder 

HH-R10750－Nicola Newbery 

1 0 .  Nicola Newbery太太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她於一九六六年第一次來港， 2 0 年前移居香港，曾

學習環境影響評估方面的知識，並於二零零三年創

立海下之友；  

( b )  過去幾年，新界自然景觀的變化相當大，郊野公園

和海岸公園的其餘地方都面臨發展威脅；  

( c )  海下的自然景色優美迷人，是個熱門的旅遊景點和

考 察 地 點 ， 每 年 吸 引 9 6  0 0 0 人 次 的 遊 客 到 來 游

泳、浮潛、划獨木舟、深潛、划艇和研究生態學。

海 下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被 列 為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並於一九 九六年成為海岸 公園。海下有 6 4

種石珊瑚，亦曾發現白腹海鵰和鶚等受保護雀鳥，

以及易危的黃海馬。另外，每逢冬天會有一種受保

護的海鳥鸕鷀經該區來港過冬。海下的河谷和海岸

公 園 都 是 生 物 多 樣 性 熱 點 。 海 下 有 各 種 天 然 的 環

境，為野生動物提供珍貴的棲息之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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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紅 樹 林 ── 是一 種紅 樹 林 蛾 科生 物狹 翅 水 螟

世上唯一的棲息之所，該處的花卉更為木蜂

和鹿蛾提供花蜜；  

( i i )  沼 澤 地 ── 範圍 始於 海 岸 ， 有大 量淡 水 蝦 ，

而且長滿了吸引蜻蜓和草蜢等昆蟲的沼澤植

物。這些沼澤有的是季節性沼澤，在海下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上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海下的季節性沼澤有青蛙和數百種蛾，

包括屬於夜蛾科的眉目夜蛾；  

( i i i )  河 流 ── 流 經海 下的 林 地 和 沼澤 進入 大 海 。

海下河主流的兩岸草木茂生，但河的一邊是

郊野公園，另一邊卻劃為「鄉村式發展」地

帶 ， 令 人 費 解 。 主 流 中 有 稀 有 的 魚 類 和 雀

鳥，河中也有蟹棲息，河岸一帶則發現有受

保護的蘭花。另一條與海下河主流並行的河

流有魚、蝦和蟹棲息；  

( i v )  林 地 ── 被 當局 稱為 荒 廢 農 地， 位於 谷 地 的

沼澤後面，已有 5 0 年的歷史。該處的榕樹

等冠軍樹與原生的附生植物和諧共存，枯樹

則 有 多 孔 菌 生 長 。 海 下 的 東 部 有 一 個 風 水

林，該風水林是相對未受干擾的成熟林地，

長滿茂密的高樹和藤本植物，包括受保護品

種土沉香；另有多種動物，計有印度麂、豪

豬、豹貓、野豬、蛇、猴子、甲蟲和螞蟻。

這片林地生態價值高，對維持生物多樣性十

分重要。最近有建議把這片林地劃為「綠化

地帶」，作為建築用地儲備。這片林地一旦

有部分被清除，其餘部分不可能不受影響；

以及  

( v )  冠層疏落的灌木叢──有數百種蝴蝶棲息；  

( d )  漁護署提供的生態數據欠周全。雖然漁護署的植物

和魚類數據可以接受，但關於在海下發現的蝴蝶、

雀鳥、蛾和蜘蛛品種數目，該署和非政府機構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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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然生態、海下之友、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

司和香港觀鳥會 )的數據有很大出入。政府對非政府

機構的生態數據視若無睹。漁護署沒有提供所需數

據，以供城規會作出規劃決定；  

( e )  海下正面臨環境災害。如果當局容許在林地進行發

展，林中的樹木就會被砍伐，令河谷的一切消失殆

盡。林地有助保持海洋清潔，促進珊瑚健康生長，

所以林地消失，會令海下灣海岸公園步向滅亡。小

型屋宇政策將會令海下成為歷史遺蹟；以及  

( f )  應 維 護 海 下 的 生 境 和 生 物 多 樣 性 。 要 拯 救 海 岸 公

園 ， 必 須 保 護 林 地 的 樹 木 免 受 砍 伐 、 河 流 免 被 改

道，以及沼澤地免被排乾。現有鄉村可作小型屋宇

發展的地方足夠有餘，因此，所作的發展應局限於

現有鄉村。應把海下的風水林和有水淹浸着的濕地

以及海岸區分別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及「海岸

保護區」地帶，另應把「農業」用途列於第二欄，

以杜絕「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  

[ R2342及 HH-R10750的實際發言時間︰ 2 1 分鐘 ]  

R9907－ Andy Cornish 

1 1 .  Andy Cornish博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是海洋生態學家，自一九九五年起已研究海下珊

瑚魚羣落。現時提出的海下土地用途建議會對海下

的珊瑚羣落造成很大的威脅；  

( b )  本港錄得的石珊瑚品種有 8 4 個，較加勒比海的還

要 多 。 不 過 ， 本 港 的 珊 瑚 羣 落 受 自 然 環 境 問 題 所

累，包括每年的溫差大，以及海水含鹽量低和欠清

澈等，所以無法形成真珊瑚礁；  

( c )  此外，人為的問題 (例如污染 )，也使吐露港內港的

珊瑚數量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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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海下的珊瑚羣落為數似是不少，但其實很脆弱，而

且由於需要光線才能生長，因此生長範圍只局限於

海面以下三至四米的一小處地方。海下的珊瑚亦受

到生物侵蝕，其中青口和海膽就會在珊瑚上鑽洞。

青衣本是海膽的天敵，但本港過度捕捉青衣，結果

是 這 種 魚 劇 減 ， 海 膽 則 激 增 ， 使 珊 瑚 羣 落 受 到 破

壞；  

( e )  有些魚類需要活珊瑚方可生存，而且珊瑚羣落是一

些魚類 (例如鯛魚和斑 )的重要哺育場。珊瑚繼續存

活，有助支持商業性質的漁業發展；以及  

( f )  累及珊瑚羣落的另一個自然環境問題是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下，珊瑚礁系統可能會於本世紀中葉至末

期或之前滅絕。為防情況惡化，必須有另一個污水

處 置 系 統 控 制 排 放 入 海 岸 公 園 的 污 染 物 數 量 ， 否

則，應禁止在海岸公園進行任何商業性質的捕魚活

動，以及限制海下的發展。若然有超過 4 0 幢村屋

使用化糞池處置污水，勢必對海下的珊瑚羣落造成

直接的威脅。  

[ R9907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鐘 ]  

1 2 .  政府的代表、申述人及一名申述人的代表陳述完畢，主

席於是請委員提問。  

1 3 .  兩名委員詢問林地及沼澤內會否有土地劃為「鄉村式發

展」地帶，以及政府部門對於在「鄉村式發展」地帶設置化糞

池有沒有意見。蘇震國先生回答說，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西部是相對未受干擾的林地，長有成齡樹及具保育價值的植

物。據漁護署表示，這片林地原為荒廢農地，經自然更替，樹

木再生。規劃署檢視過最新的資料及參考過漁護署的意見後，

認為可考慮修訂「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剔出地帶內西部

這片相對未受干擾的林地，並把該處及旁邊的「綠化地帶」改

劃為「綠化地帶 ( 1 )」，以盡量減輕對現有生境可能造成的負面

影響。劃設擬議的這個「綠化地帶 ( 1 )」，可提升對這片林地及

濕農地的保護程度。與此同時，可考慮把村落以東一塊大部分

地方均為小樹、灌木及草所覆蓋的政府土地由「自然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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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以反映該塊土地現時的景觀特色。

如要在此「綠化地帶」發展小型屋宇，可提出申請，城規會會

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馬詠璋女士此時暫時離席。 ]  

1 4 .  至 於 使 用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問 題 ， 蘇 震 國 先 生 表

示，發展計劃／方案的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

必 須 符 合 相 關 的 標 準 與 規 例 ， 例 如 環 境 保 護 署 ( 下 稱 「 環 保

署」 )的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

守 則 第 5 / 9 3 號 》 － 「 須 經 環 境 保 護 署 評 核 的 排 水 渠 工 程 計

劃」。該《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亦訂有一

些關於化糞池的設計標準，包括泥土滲濾試驗的規定，這些規

定有助鑑定何種地層狀況適宜建造化糞池。據環保署表示，在

決 定 某 地 點 是 否 適 合 建 造 化 糞 池 時 ， 須 考 慮 該 地 點 特 有 的 情

況 ， 包 括 是 否 接 近 河 流 ／ 溪 澗 、 地 下 水 位 的 深 度 及 洪 氾 風 險

等。規劃署在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已考慮這些因素。  

1 5 .  一名委員詢問「鄉村式發展」地帶最北端的邊界與沙灘

相 距 多 遠 、 海 下 現 有 多 少 屋 宇 ， 以 及 這 些 屋 宇 是 否 使 用 化 糞

池。蘇震國先生回應說，「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北面是「海岸

保護區」地帶，涵蓋沙灘及其他海岸景物，而「鄉村式發展」

地帶最北端的邊界與該「海岸保護區」地帶面向海岸公園的最

北端邊界相距約 2 5 至 4 0 米不等。海下現時約有 3 0 幢屋宇，

全都設有化糞池。這些屋宇的化糞池是根據建屋時當局的規定

而建造，所以其設計或會各有不同。在《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 頒 布 前 建 造 的 化 糞 池 未 必 符 合 現 時 的 標

準。  

1 6 .  一名委員留意到海下在過去 1 7 年只有七幢小型屋宇獲

得批准，但所估計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卻是 9 4 幢，遂詢問此數字

以甚麼為根據。蘇先生表示，此估計數字由地政總署提供，當

中包括尚未處理的申請所涉及的 1 0 幢和預測未來 1 0 年需求的

8 4 幢小型屋宇。要發展這 9 4 幢小型屋宇，需要約 2 . 3 5 公頃

的土地。由於「鄉村式發展」地帶修訂後可供使用的土地縮減

至 1 . 0 2 公頃，所以地帶內僅可興建約 4 0 幢小型屋宇。另一名

委員詢問「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曾否有小型屋宇申請遭拒絕。

蘇先生借助實物投影機上的一幅圖則作說明，表示遭拒絕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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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涉的地點全都在海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外，但在「鄉

村範圍」內。  

1 7 .  一名委員指出，申述人強調必須全方位審視生態系統，

包括河流、沼澤地、內海範圍及外海範圍，認為這樣很重要，

因為只要環境有部分改變，其餘部分也受影響。此外，申述人

亦認為進行發展必定會破壞環境。這名委員詢問政府是否認同

申述人的看法。主席及另一名委員亦詢問有沒有水質測試或標

準可顯示按建議在海下發展更多小型屋宇，在環境方面可以接

受。蘇震國先生回應說，海下是涵蓋海下中心區及附近的郊野

公園和海岸公園的更大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點是沒

有爭議的。規劃署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已劃設「自然保育

區」地帶及「海岸保護區」地帶，以保護生態及保育價值高的

地方，例如林地及海岸區。其後，由於收集到更多資料，規劃

署更建議把海下村西面具保育價值的林地及濕地改劃為「綠化

地帶 ( 1 )」，以加強保護。此外，為確保區內的鄉村式發展不會

對海岸公園造成不能接受的影響，環保署及漁護署亦實行水質

監察計劃，長期密切留意海岸公園的水質。地政總署亦會把小

型屋宇申請資料分送相關的政府部門 (包括漁護署、環保署及規

劃署 )傳閱，徵詢他們的意見。申請人必須證明擬議的發展符合

相關政府部門的規定，其申請才會獲得批準。在海下進行鄉村

式發展，其中一項規定是必須進行擬設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

滲濾試驗。因此，雖然分區計劃大綱圖預留了土地供發展 4 0 幢

小型屋宇，但並不表示小型屋宇申請必定會獲地政總署批准。  

[劉智鵬博士此時暫時離席。 ]  

1 8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陳乃觀先生補充說，海下灣海

岸公園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申述人所述有關該海岸公園的重要

性及其與周邊環境的關係的資料大致正確。漁護署認同在該區

進行任何發展，均不應對該海岸公園的水質及生態造成負面影

響，而污水的排放亦須符合相關的法例規定。在規劃署把海下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分送各部門傳閱以徵詢他們的意見時，漁護

署已向該署提出了意見。漁護署現於海下灣海岸公園設有三個

離岸監察站，這三個監察站自一九九八年起便一直監察着該海

岸公園的水質及珊瑚的生態狀況。據長期以來監察該海岸公園

珊瑚區附近水質的結果顯示，該處的水質整體上屬良好。漁護

署及環保署會繼續監察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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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一名委員留意到漁護署提供的生態數據與非政府組織所

提供的有差異，遂詢問非政府組織的生態調查結果會否改變漁

護 署 對 該 區 的 保 育 價 值 的 看 法 。 漁 護 署 高 級 自 然 護 理 主 任 ( 南

區 )何秉皓先生回應說，漁護署在規劃署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時

提出的意見着眼於保存保育價值高的生境，多於個別具保育價

值 的 物 種 的 記 錄 。 重 要 的 生 境 ， 例 如 天 然 林 地 、 河 岸 區 及 濕

地，可為多個物種提供合適的生境，已劃作保育地帶。按建議

把有關林地由「鄉村式發展」地帶及「綠化地帶」改劃為「綠

化 地 帶 ( 1 ) 」 後 ， 海 下 劃 作 保 育 地 帶 的 地 方 所 佔 的 比 率 會 由

6 8 %增至 7 4 %。  

[邱榮光博士此時返回席上。 ]  

2 0 .  Andy Cornish 博士回應主席的問題時說，據他所知，當局

並無就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會否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

質造成不能接受的影響進行研究。委員應考慮應否進行影響評

估，以證明在這個環境易受影響的地區使用化糞池是可以接受

的。  

2 1 .  主席詢問 Andy Cornish 博士，既然海下村在某程度上對

該區做成污染，他會否認為為了海下灣珊瑚羣落着想，應把整

條海下村遷往他處。 Andy Cornish 博士回應說，更合適的做法不

是把該村遷往他處，而是把全部村屋接駁至一個主污水收集系

統，使這些村屋不再依賴化糞池排污。目前是有工程上的方法

可解決村屋日後的排污問題的。 David Newbery 先生補充說，由

於污染問題，最理想的做法當然是把該村遷往他處，但此法實

際上不可行。由於現時村屋的數目不多，所以污染問題尚不算

嚴重。不過，假如村屋的數目倍增甚至增加得更多，問題就會

加劇。  

[劉文君女士此時暫時離席。 ]  

2 2 .  一名委員詢問當局有否進行水質模擬研究，以確定海下

灣的水質是否符合相關的法例或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所

發出的技術備忘錄所訂的規定，以及當局會否考慮採用生物處

理污水系統。蘇震國先生說，假如有關地點的特質或泥土結構

並不適合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在技術上來說還有其他選

擇，例如郊野公園公廁所使用的生物處理及過濾系統。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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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署長謝展寰先生補充說，環保署負責監控海下的水質。關於

個別地點是否適宜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問題，環保署是

有和地政總署討論的。地政總署處理小型屋宇申請時，會規定

申請人進行滲濾試驗，有關結果亦須予認證，以確定申請地點

的泥土狀況適宜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若未能通過測試，

有關的小型屋宇申請或會遭拒絕。至於水質評估的問題，其實

漁護署一直監察着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雖然海下現時約有

4 0 幢小型屋宇，但海下海岸公園主要水體的水質一直甚佳，亦

無證據顯示小型屋宇數目增加會對該海岸公園主要水體的水質

造 成 很 大 的 負 面 影 響 。 如 有 任 何 人 士 未 有 妥 善 維 修 保 養 化 糞

池，環保署可採取執法行動。技術上，小型屋宇可採用其他污

水處理技術，但有關技術會較昂貴。陳乃觀先生補充說，漁護

署 會 繼 續 監 察 海 下 灣 的 水 質 ， 並 把 有 關 的 數 據 送 交 環 保 署 解

讀，以便作出跟進行動。  

2 3 .  一名委員留意到有關的風水林是客家氏族承傳的遺產的

一部分，遂詢問當局會否考慮繼續把該風水林的相關部分 (規劃

署建議改劃為「綠化地帶」的部分 )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讓 該 片 林 地 可 以 從 以 前 的 干 擾 中 恢 復 過 來 ， 從 而 保 存 其 完 整

性，不然，日後一旦有小型屋宇在該部分林地發展，就會令該

片林地割裂。蘇震國先生回應說，擬議的「綠化地帶」及該風

水林有些地方重疊，不過，基於現有的景觀特點，把該林地受

干擾的部分劃為「綠化地帶」，做法恰當。如有人根據《城市

規劃條例》第 1 6 條申請在該「綠化地帶」發展小型屋宇，城規

會可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但涉及砍伐樹木的申請，則不建議

批給許可。  

2 4 .  一名委員表示，小型屋宇政策是為應付原居村民的住屋

需要而推行，但海下亦有非原居村民居住，遂詢問： ( a )現時居

於海下的原居村民及非原居村民數目； ( b )興建海下路的原來目

的；以及 ( c )每年 有 9 6  0 0 0 人次前往海下對海下 灣水質的影

響。關於小型屋宇政策，地政總署副署長林潤棠先生表示，只

有原居村民才可提出小型屋宇申請，而且申請人必須遵守相關

政府部門的規定，地政總署才會批准其申請。小型屋宇批建方

式方面，可以發出建屋牌照，又或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而根

據兩者所建的小型屋宇分別有五年及永久不得轉讓的限制。如

擬在不得轉讓限制期內轉讓小型屋宇，必須取得地政總署的批

准，才可取消限制及須繳付地價。因此，小型屋宇轉讓後，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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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可以是非原居村民。對於這名委員問到海下路、海下的遊客

及居於海下的原居村民數目的問題，蘇震國先生回應說，海下

路是為了一項供水設施而不是特別為發展該區而建。遊客進行

水上活動，難免對海水造成一些污染，不過，漁護署提供的數

據顯示，海下灣整體的水質良好。至於居於海下的原居村民數

目，目前沒有確實的數字，但據悉該區有很多非原居民。  

[劉文君女士此時返回席上。 ]  

2 5 .  關於原居村民及非原居村民的數目， Nicola Newbery 女士

補充說，海下有 3 0 幢屋宇。非原居村民的數目較原居村民為

多，比例約為 5 比 1，而在過往七年興建的屋宇中，沒有一幢

是由原居村民居住。至於遊客的影響，她說在人多的日子，海

面 會 有 泡 沫 ， 這 是 遊 客 使 用 無 法 進 行 生 物 降 解 的 清 潔 劑 所 造

成。漁護署沒有監察近岸的水質，所以才說海水沒有污染。至

於海下路，乃八十年代興建萬宜水庫時所建，當時是通往一個

抽水站的通道。  

[會議小休五分鐘。 ]  

[此時，陸觀豪先生返回席上，梁宏正先生離席，劉文君女士及

曹榮平先生暫時離席。 ]  

2 6 .  主席請提意見人及其代表闡述意見的內容。  

C263－Ronald Taylor 

2 7 .  Ronald Taylor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 4 0 年來都有在香港的郊野公園遠足，很享受這

項活動；  

( b )  海下、鎖羅盆及白腊被郊野公園環繞，區內鄉村大

小有任何改變，都會影響毗鄰這些郊野公園，所以

必須有一個緩衝區，以保護這些郊野公園，防止鄉

村式發展對其造成負面影響。雖然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已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周圍劃設「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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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區」地帶，但這樣仍不足以發揮適當的緩衝區作

用，保護郊野公園；  

( c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下稱

「漁護署署長」 )作為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

監，其一項職責是就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採取他認

爲需要的措施，以推廣這些地方的使用及發展，以

作康樂及旅遊用途，同時保護這些地方的植物和野

生生物；  

( d )  就海下的情況而言，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内進行

發展，便有更多車輛出入穿越郊野公園的海下路，

村 民 出 入 令 交 通 量 增 加 ， 不 利 於 郊 野 公 園 的 使 用

者。海下的農地，不論是用作耕種的，還是任之回

歸大自然的，都可發揮緩衝作用，分隔開「鄉村式

發展」地帶與郊野公園，故不應用之作發展，令郊

野公園的價值降低；  

( e )  指海下的規劃人口會達 5 9 0，實有誤導成分，因爲

該區二零一一年的人口僅有 1 1 0，而且過去 1 8 年

只有七幢小型屋宇獲批准，其中多幢更不是原居村

民入住，可見小型屋宇政策已被濫用，原意盡失；  

( f )  至於鎖羅盆，該區二零一一年並無人居住，卻竟然

要興建小型屋宇應付多達 1  0 0 0 人口的需求，實在

令人難以置信。鎖羅盆既無通道又無公共污水收集

系統，而且食水供應有限。倘要在該區闢設此等基

礎設施，會對郊野公園造成負面影響，而且更有一

個危機，那就是在該區發展的項目最終會被廢棄，

變成一個礙眼的地方，就像芝麻灣半島現有的住宅

發展項目一樣。如果劃設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是在該區開拓商業度假區的第一步，就更加毫無

理由要設立一個大至可建 1 3 4 幢屋宇的「鄉村式發

展」地帶。如要發展，應局限在現有的構築物；  

( g )  白腊方面，該區四周都被郊野公園圍繞，倘要闢設

通道或基礎設施，這些通道和設施都必定要穿過郊

野公園，這樣肯定會影響郊野公園的價值。該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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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人口為 2 3 0，是二零一一年所報稱的五倍，令

人懷疑此規劃人口數字是否周末商業度假區的遊客

人 數 。 政 府 早 前 才 成 功 制 止 一 名 發 展 商 在 白 腊 以

「先破壞，後建設」的手法進行發展，實無理由再

讓該發展商或後來者在白腊進行發展，損害附近的

郊野公園；以及  

( h )  把這三塊「不包括的土地」全部納入相關的郊野公

園範圍，才是有效的措施，可制止發展商的「先破

壞，後建設」行為。  

[ C263的實際發言時間： 1 4 分鐘 ]  

C274－ Rosalind Kep 

2 8 .  Jo Wilson太太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她是活在南丫的主席，此組織自二零零九年開始一

直致力爭取改善南丫的環境和設施；  

( b )  雖 然 海 下 和 南 丫 位 於 香 港 的 兩 端 ， 但 兩 者 有 共 通

點。與大家分享南丫的經歷會很有用，因為海下如

果得不到保護和關注，可能會步南丫的後塵，面對

南丫同一的情況；  

( c )  南丫景致迷人，修復後的前石礦場成了自然生態公

園，南丫的南部更是秀麗非凡。南丫如海下一樣，

都面對着很大的發展壓力，有發展商財團在南丫購

入了七處地方，現正為發展計劃申請規劃許可；  

( d )  新界鄉郊地區的土地一派破落之象，缺乏生產力，

原因是有人囤地，以及政府為防其土地被闢作未經

許可的用途而把之圍封，使土地荒廢。另外，雜亂

的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和 缺 乏 適 當 規 劃 的 設 施 ， 也 是 成

因。此外，公共設施，不論是在市區還是鄉郊地區

的，都是根據標準的設計和程序建造。凡此種種皆

令居民和遊客在某些情況下無法享有清潔和安全的

居住環境，更別說對大自然的各種明顯威脅；  



-  1 7  -  

E/04 TPB1057_MINUTES_19-5-2014_CHINESE.DOC 

( e )  海下既有紅樹林，又有珊瑚，與南丫一樣，具重要

的生態價值。不過，當局是否有能力保護該處的生

態，則有很大疑問。該區給人的整體印象是一處被

忽略的地方。本港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方，例如南

丫的盧氏小樹蛙和綠海龜棲息地，不是變成廢物傾

卸場，就是全年關閉，沒有作教育用途或為當地創

造就業機會；  

( f )  規劃失敗，使很多地方 (例如海灘 )淪為傾卸廢物的

地方，加上欠缺有效的措施，培養人們對環境的責

任感，改變他們的習慣，亦使問題惡化。現時土地

管理及廢物處置的標準都非常低；  

( g )  曾有一名城市規劃師向當局介紹有何方法引進社區

回收設施和發展南丫的海濱，使當地的天然景物得

以保留和優化。可是，當局沒有理會其建議，反而

支持在當地採用混凝土填海，破壞天然海岸；以及  

( h )  二十年前，不理會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尚算可以接

受，但如今環境已差至不能再忽視這個問題。她請

委員到海下、鎖羅盆和白腊看看這些地區如何受到

威脅或因規劃程序過時而受害，然後才就這些「不

包括的土地」的未來作出決定。只依標準設計和程

序而不往有關地方看看便作出決定，有欠穩當。  

[ C274的實際發言時間： 1 2 分鐘 ]  

C643－劉素  

2 9 .  劉素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雖然於西灣事件中，政府在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方面取得進展，但現時分區計劃大綱圖提

出的發展計劃忽視有關地區的保育需要，卻是倒退

之舉。城規會應深思熟慮，然後才決定這些地區的

土地用途，以重拾市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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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小型屋宇政策存在漏洞和根本的缺陷。在決定如何

以 有 限 的 土 地 資 源 應 付 無 止 境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之

前，這項政策的實施必須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況 且 ， 有 關 地 區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預 測 數 字 是 否 真

確，令人懷疑。對於小型屋宇的問題，必須從全局

着眼，不能以斬件方式處理；  

( c )  郊野公園是為了保育而設，其生態應得到保護，不

應受損；  

( d )  目前供港食水約七至八成從內地輸入，為保障本港

食水供應，保護郊野公園及其不包括的土地的自然

環境非常重要；以及  

( e )  任何發展都不應損害後代的福祉。從實物投影機上

展示的衞星圖象可見，過去幾年深港兩地的景觀出

現了很大變化。不應為了進行當前的發展計劃而犧

牲後代享受自然環境的權利。  

[ C643的實際發言時間︰ 8 分鐘 ]  

C1018－Stefan Behr-Heyder 

C1057－Christian Hirth 

C2529－Karina O’Carroll  

3 0 .  Nicola Newbery太太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海下是被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圍繞的「不包括的土

地」，也是「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區內的「鄉

村式發展」地帶亦座落於「具考古價值地點」。該

區出土的文物可追溯至石器時代；  

( b )  海下是生物多樣性熱點，有多種生境，包括海灘、

紅樹林、潮間區和海洋，是各種動植物、魚類、雀

鳥和昆蟲的棲息地。區內一些稀有品種的動植物是

海下獨有，在香港或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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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海 下 的 海 底 世 界 更 是 絢 麗 繽 紛 ， 保 護 這 種 自 然 環

境，符合廣大市民的利益。  

把林地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 d )  海下的河谷和山坡都有林地。海下河的主流經由這

些林地流入大海。五十年前，海下河的主流與海下

路之間的地方曾經是稻田，及至七十年代村民移居

外國後，這些稻田就回歸大自然。這些地方現已成

為林地，並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海下路迴旋

處附近有另一條河，但規劃署沒有在其擬備的規劃

圖上標示；  

( e )  海下有季節性和永久性沼澤地，有大量野生生物棲

息，這些沼澤地的水流往海灘，再流入大海；  

( f )  當局現建議把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的風水林改

劃為「綠化地帶」。作此改劃並不能保護該處的自

然生境，做法並不合理。該風水林的樹木沒有一棵

受干擾，而且整片林地難以穿透。林中冠層疏落的

灌木叢乃天然形成，因為有石床，那裏的巨石令樹

木無法在其上生長；  

( g )  把海下劃作發展，並在該區劃設「綠化地帶」作未

來的建築用地，違反了香港簽署的《生物多樣性公

約》。該公約訂明應保護毗連海岸公園和郊野公園

等受保護地區的土地，以免受到發展破壞；  

把「農業用途」列於第二欄  

( h )  發 展 商 的 手 法 通 常 是 先 破 壞 任 何 有 生 態 價 值 的 東

西，然後才進行發展。他們會先剷平林地、清除當

中的植物、排乾沼澤的水及把河流改道，設立臨時

農場或果菜園，然後就申請在這片已經毫無生態價

值的受破壞土地上進行建築；  

( i )  海下的珊瑚覆蓋率特高，原因是該區的海水清潔，

不受污染，而海水能保持清潔，實有賴林地和沼澤

地。剷除林地、把河流改道、排乾沼澤地的水，河

谷就會露出土層，下雨時這些泥土會被雨水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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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入大海，導致珊瑚死亡。另外，農業活動使用的

殺蟲劑、除草劑和肥料也會被沖走，帶入沼澤地、

河流，再流入大海，導致海中的生物死亡；  

( j )  應把「農業用途」列於《註釋》第二欄。海下不再

有任何農地。以前曾闢作農地的地方已經在七十年

代村民移居英國後回歸大自然，而河谷亦變回不同

的生境，包括有 5 0 年歷史的林地、沼澤地和冠層

疏落的灌木叢。把「農業用途」列於第二欄不會令

該區不能進行農業活動，因為只要向城規會申請，

仍可進行農業活動；  

小型屋宇發展不當  

( k )  對海岸公園的最大威脅，不再是捕魚活動，而是濫

用小型屋宇政策和把土地改劃作發展；  

( l )  海下沒有緊急車輛通道和停車處，區內的鄉村式發

展根本沒有城市規劃可言，所建的村屋並不符合建

築物規例，產生的廢水不受監控亦未經處理，就直

接流入雨水渠，再流入大海。在人多的日子，海下

的海面會有泡沫漂浮，是遊客帶同狗隻在海中游泳

後使用清潔劑和洗髮露沖身造成；  

( m )  用 作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河 谷 是 個 有 水 淹 浸 的 洪 氾 平

原，每逢雨季，河流就會滿溢，淹浸兩岸，為沼澤

地的水生植物提供生境；  

( n )  使用化糞池排污並不環保。洪氾地區不適宜建築或

設置化糞池。「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水位高，暴雨

期間容易水浸；  

( o )  若 使 用 化 糞 池 ， 漂 白 劑 、 不 能 被 生 物 分 解 的 清 潔

劑 、 大 腸 桿 菌 和 內 分 泌 干 擾 化 學 物 就 會 排 放 至 沼

澤 、 河 流 和 大 海 ， 有 毒 廢 物 亦 會 於 湖 泊 積 聚 ， 河

流、沼澤地和潮間區的生物就會死亡或受損，內分

泌干擾化學物則會干擾海岸公園魚類的性別變化。

新增的化糞池產生的廢物，會對紅樹林和海洋生物

造成負面影響；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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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海下是香港其中一個水質最清潔的地區，因為附近

的林地和河流令海洋生物 (包括紅樹林和珊瑚 )保持

健康良好。該處是熱門的旅遊景點和考察地點。為

了 保 護 海 下 的 環 境 ， 至 少 應 把 之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或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 當 局 應 保 衞 海

下，造福下一代。  

[ C1018、C1057及 C2529的實際發言時間︰ 3 0 分鐘 ]  

3 1 .  會議於下午一時休會午膳。  

3 2 .  會 議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恢 復 進

行。  

3 3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黃仕進教授  

 陸觀豪先生  

 鄒桂昌教授  

 張孝威先生  

 符展成先生  

 何立基先生  

 劉興達先生  

 陳福祥先生  

 葉德江先生  

 袁家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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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  

 甯漢豪女士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3 4 .  以 下 規 劃 署 及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下 稱 「 漁 護 署 」 ) 的 代

表、提意見人及其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麥黃潔芳女士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西貢  

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區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 、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及及及《《《《白白白白

腊分區計腊分區計腊分區計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劃大綱草圖編號劃大綱草圖編號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的的的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C1638－黃宇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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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787－ Nikki Suen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  提意見人的代表  

 聶衍銘先生  

 C2506－ Damian Ryan 

 C2535－ Renia Lopez 

 創建香港  －  提意見人的代表  

 陳嘉琳女士  

 C2864－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  提意見人  

 C3645－ David Newbery先生  

 David Newbery先生  －  提意見人  

 C3657－香港鄉郊基金  

 Edward Michael 先生  －  提意見人的代表  

 Southern Kilburn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的的的的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SLP-C3669－黃慶祥  

 SLP-C3673－黃瑞強  

 SLP-C3675－Margaret Wong 

 SLP-C3676－黃春榮  

 SLP-C3677－Wong So Chun 

 黃慶祥先生  －  提意見人及提意見人的代表  

 SLP-C3670－黃佑民  

 黃佑民先生  －  提意見人  

 SLP-C3672－黃素珍  

 黃素珍女士  －  提意見人  

3 5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並請提意見人及其代表闡

述他們的意見內容。為使會議有效率地進行，主席要求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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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其代表不得不必要地長篇大論重覆先前申述人／提意見人

陳述過的相同論點。  

C1638－黃宇祺  

C1787－ Nikki Suen 

3 6 .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

述，要點如下：  

( a )  他建議委員可參閱他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的聆訊

上 代 表 嘉 道 理 農 場 暨 植 物 園 公 司 ( H H - R 1 0 8 8 3 、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 )以投 影片陳述的內

容，尤其是關於小型屋宇政策問題、土地業權問題

(即海下和白腊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大部分土地

都由發展公司擁有 )、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 」 錄 得 的 稀 有 物 種 ( 例 如 白 腊 灣 的 活 化 石 ( 文 昌

魚 ) 、 鎖 羅 盆 的 海 草 床 ) ， 以 及 城 規 會 採 取 「 先 破

壞，後奬勵」的不可取做法的內容；  

[陸觀豪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b )  海下、白腊和鎖羅盆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都與水息息相關。海下灣現為海岸公園，白腊

灣則有活化石，擬闢作海岸公園，而鎖羅盆則有淡

水濕地、紅樹林、蘆葦叢和海草床，附近就是印洲

塘海岸公園；  

( c )  上次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所作陳述提及的大埔龍

尾和大嶼山馬灣新村兩個個案研究顯示，小型屋宇

發展所產生的廢水和污染物非法排入附近的河流和

大海；  

( d )  馬灣新村現有 7 6 幢小型屋宇使用化糞池系統，村

內開設了三四家食肆。根據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

署」 )的數據，二零一零至一三年，附近河流的大腸

桿 菌 和 糞 大 腸 菌 羣 的 含 量 分 別 約 為 每 百 毫 升 有

1 8  0 0 0 至 3 9  0 0 0 個 和 每 百 毫 升 有 5 4  0 0 0 至

1 2 0  0 0 0 個，而氨的含量為每公升有 1 . 4 毫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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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天水圍明渠、元朗明渠和屯門河一樣差，而且

較城門河更差。隨着一九九八至二零一一年間小型

屋宇的數目大升，污染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村民非

法建造地下排水管接駁到附近的河流，把廢水排入

河中。這種情況在附近鄉村屢見不鮮；  

( e )  一名地質學家在上次聆訊上表示，海下、白腊和鎖

羅盆位處洪氾平原，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並不

可行；  

( f )  香港大學七名教授曾對海下灣的大腸桿菌含量進行

研究，結果發現海下灣沿岸的水域已經受到嚴重污

染，更發現有內分泌干擾化學物。污染是人們的活

動造成；  

( g )  海下現有 3 0 幢小型屋宇。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

將來還會興建 4 0 幢新的小型屋宇，而白腊和鎖羅

盆也分別會興建 7 9 幢和 1 3 4 幢新的小型屋宇。小

型屋宇的數目增加，會嚴重影響水質；  

( h )  環保署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

委員會專業守則》和現有的執法機制未能防止「鄉

村式發展」地帶出現污染，也沒有保護該地帶的水

質。規劃署無法確保「鄉村式發展」地帶附近的生

態系統不受污染。規劃署沒有在有關的城市規劃委

員會文件中直接回應申述書所提出的問題；  

( i )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是水污染的源頭，並不是鄉村

地區污水問題的解決方法。這點從以下政府在立法

會及其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的不同陳述可見︰  

( i )  河流污染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當時

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表示，「由於本地

河溪的流速普遍相當慢，河流的自淨能力偏

低 ， 而 河 溪 的 周 邊 不 斷 發 展 ， 人 口 持 續 增

加，加上很多私人的化糞池系統欠缺維修保

養，所以有部分河溪的水質…… 仍然未如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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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展寰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i i )  元朗及錦田的污水收集系統及污水排放設施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當時的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表示，「鄉村污水收集系統是政府鋪設

污水收集系統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是改善新

界未有公共污水設施地區鄉村範圍的環境和

衞生條件。在這些地區，村屋多以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處理污水。這些系統易受運作和

保養問題影響，因而容易造成環境污染，並

可能危害村民或附近公眾人士的健康」；以

及  

( i i i )  元朗及錦田污水收集系統和林村谷污水收集

系統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環保署和

渠務署表示，「目前，元朗和錦田部分鄉村

地方所排放的污水一般經由私人原地設置的

污水處理設施 (如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處理

和排放。然而，此類處理設施或會因接近水

道 或 維 修 保 養 不 足 而 未 能 有 效 地 去 除 污 染

物。從這些地方排出的污水因而被認為是影

響鄰近水道和后海灣受納水體水質的一個污

染源頭。除非在這些地方建造污水設施，以

妥善的方式收集和處理污水，否則上述情況

將難以改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運作原

理，是讓污水滲過砂礫自然濾去污染物。然

而，倘若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所在地點的地

下水位高，例如非常接近水道的位置，此類

系統便因滲濾率下降而無法發揮效用。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維修保養不足，會影響系統

清除污染物的成效，甚至可能會引致污水溢

出」。  

[陳福祥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j )  根據環保署的《村屋污水排放指南》，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的使用者須檢查和維修該系統，並經常清

除淤泥。因此，定期清除淤泥對化糞池的維修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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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重要。不過，很多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包括鎖羅盆和白腊 )都沒有道路接達，吸糞車未能

駛入。海下即使有通路接達，吸糞車也無法清除該

處所有村屋的淤泥，因此，村屋的衞生規定根本沒

有執行；  

( k )  根據環保署的同一份指南，暴風雨時容易水浸的地

方或地下水位高的地方，都不適宜設置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不過，海下、白腊和鎖羅盆長年地下水

位高企，即使旱季也是如此。這三區也位處河谷，

暴風雨時容易水浸。從近期在暴雨期間拍得的一些

照片所見，海下出現洪水溢流；  

( l )  總括來說，沒有證據支持規劃署提出在這三塊郊野

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裝設

多個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以解決水污染問題的建

議，因為這三區現時並無亦未有計劃鋪設污水渠，

在可見將來都無法提供污水渠或為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進行妥善維修保養。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都有極易受影響的水生生態系統，相當容

易受到水污染，而且郊野公園有太多遊客。現時分

區計劃大綱圖的規劃只會對郊野公園造成污染。另

一方面，如果政府認為這三區不應使用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應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清楚訂明；  

( m )  雖然由環保署採取執法行動也算是對付未經許可排

放 污 水 情 況 的 措 施 之 一 ， 但 以 下 四 宗 真 實 個 案 顯

示，執法後水污染情況仍然持續︰  

( i )  個案 1── 錦田河的污染︰在二零一零年一

月二十一日播映的一個電視節目以錦田河為

例子，探討河流污染問題。錦田河一條支流

疑受到一間食品工場排出的污水嚴重污染，

但該工場不承認。在二零零九年給立法會的

答覆中，環保署表示自二零零六年開始，該

署就新界西北涉及食品工場的水污染個案進

行了 2 1 1 次實地 視察， 以及 8 1 次夜間視

察，但只成功就六宗個案提出檢控。一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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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表 示 ， 即 使 包 括 渠 務 署 、 環 保 署 、 漁 護

署、地政總署和規劃署在內的七至八個部門

共 2 0 多人聯合進行實地視察，環保署仍是

束手無策，政府至今仍未能解決水污染的問

題。從二零一四年拍攝的照片所見，該條支

流的污染情況仍然相當嚴重，未見有很大改

善；  

( i i )  個案 2── 雙魚河的污染︰《蘋果日報》於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報道，雙魚河的水

污 染 問 題 嚴 重 影 響 上 水 一 條 鄉 村 的 農 戶 生

計。農戶向環保署及漁護署申訴，但情況依

舊 。 農 戶 表 示 他 們 所 要 求 的 只 是 潔 淨 的 河

水，又指環保署的執法行動成效不彰。環保

署則回應說，過去 1 7 個月已進行了約 6 9 次

實地視察，並發出了四封警告信，惟視察期

間，有關工場並沒有排出污水，而且收集所

得 的 污 水 樣 本 中 的 污 染 物 並 無 超 出 法 定 標

準，所以未能提出檢控；  

( i i i )  個案 3── 港島一條河流的污染︰《蘋果日

報》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日報道，香港大學

一名碩士研究生發現她其中一個河流採樣地

點受到污染。因情況持續，她遂向環保署報

告。該名研究生亦聯絡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公司負責生態諮詢計劃的人員，與該公司一

起向環保署跟進此個案。環保署到附近的建

築地盤／裝修地點進行了幾次實地視察，也

發出了一些警告信，但沒有人因造成水污染

而直接遭檢控。最後，該名研究生唯有放棄

這個受到嚴重污染、不宜再作研究的採樣地

點；以及  

( i v )  個 案 4 ── 深 水 灣 河 流 的 污 染 ︰ 二 零 零 九

年，該條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流被發現受到

嚴重污染。該處附近有一個建築地盤。他立

即向環保署投訴。環保署迅速採取行動，但

調查後沒有檢控任何人，因為視察期間，並



-  2 9  -  

E/04 TPB1057_MINUTES_19-5-2014_CHINESE.DOC 

無發現附近的建築地盤有泥水排入河道。二

零一零、一二及一三年他又再發現該河受到

污染，每次發現後都向環保署報告。雖然環

保署迅速採取行動進行調查，但沒有檢控任

何人；  

( n )  關於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採取執法行動對付河

流污染問題方面，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曾於二

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表示「…… 至於在

控制污染的執法行動方面，環保署的前線執法人員

確實遇到不少困難，主要是由於在現行法律原則及

法例規定下，執法人員必須收集有效的污水樣本作

為 檢 控 的 證 據 ， 惟 非 法 排 污 往 往 在 數 分 鐘 內 便 完

成，要當場捉拿違法者及取證十分困難，導致檢控

的確有困難」。雖然有人投訴，當局亦盡力處理，

但污染問題始終無法防止，仍然持續不斷。解決污

染 問 題 的 最 佳 方 法 ， 是 減 少 或 杜 絕 污 染 郊 野 公 園

「不包括的土地」的源頭；  

( o )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劃 設 的 擬 議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會影響周邊的「綠化地帶」和「自然保育

區」地帶、下游地區，甚至分區計劃大綱圖範圍外

的郊野公園。鎖羅盆有河道和濕地，白腊的「鄉村

式發展」地帶亦覆蓋一條河流，而海下灣則是海岸

公園，有多條河道。單單監察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的成效和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污染情

況，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有些問題未必即時浮現。

只要村民有權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發展小型屋

宇，就不可能停止小型屋宇的發展，即無法消除這

個主要的污染源頭；  

( p )  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曾在二零一一年七月

八日考慮一宗擬在粉嶺嶺皮村的「農業」地帶興建

1 1 幢小型屋宇的申請 (編號 A / N E - L Y T / 4 3 7 )，當

時 環 保 署 和 漁 護 署 都 不 支 持 該 宗 申 請 。 環 保 署 表

示，倘擬議的發展項目涉及的小型屋宇數目不超過

1 0 幢 ， 該署 會 容忍 該 項目 使用 化糞 池 及滲 水井 系

統，作為未有公共污水渠可供使用時的臨時排污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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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然而，這個擬議發展項目卻涉及 1 1 幢小型屋

宇，規模較大，造成污染的風險較高。因此，環保

署 不 會 容 忍 此 項 目 使 用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 不

過，一名委員詢問要是擬建的 1 1 幢小型屋宇分開

申請，環保署會否容忍這些屋宇使用化糞池，環保

署只隨意作答。委員繼而認為要是分開提出興建小

型屋宇的申請會獲得批准，那麼該 1 1 幢小型屋宇

的申請亦應獲得批准。從這個事例可以預知城規會

不能保證海下預備興建的 4 0 幢小型屋宇不會逐一

甚至一次過獲批准；  

( q )  過去幾年，環保組織對於在邊境禁區和新界東北等

鄉郊地區的擬議發展一直作出妥協。如今政府又建

議發展大嶼山和元朗南，有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的擬發展地區更在郊野公園的外圍，甚至中

間，環保組織實在不能再讓步；  

[副主席此時返回席上。 ]  

( r )  他 想 知 道 城 規 會 會 否 繼 續 採 取 逐 步 增 加 的 發 展 方

式，容許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發展。

舉例來說，要是村民要求 1  0 0 0 塊小型屋宇用地，

城規會是否就會給他們 5 0 0 塊。雖然城規會可能會

辯說所預留的鄉村地區是根據真正合資格的男性原

居 村 民 名 單 的 需 求 而 劃 的 ， 但 以 大 浪 灣 的 個 案 而

言，即使村民已向城規會提供合資格村民名單，城

規會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仍然只覆蓋現有的

鄉村地區；以及  

( s )  總括而言，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劃設的「鄉村式

發展」地帶都不合理，理由包括專家提供的科學證

據可以證明此地帶的範圍不恰當；環保署的數據顯

示單單一幢小型屋宇就能令河流的水質大大變差；

當局沒有充分考慮有關地點的地質和水位；《專業

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現有的執法

機制和建議的監察措施，都未能有效防止水污染；

以及這樣規劃「鄉村式發展」地帶，與主流民意相

悖，也不符合先前大浪灣的做法。須留意的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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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擬 備 海 下 、 鎖 羅 盆 和 白 腊 三 區 的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是因為幾年前這三區發現有砍伐樹木、清除植

物等破壞活動，所以有必要作出法定的規劃管制，

制止情況惡化。他希望城規會能遵守承諾，不要姑

息任何「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也不要無視曾

經提出的證據和公眾的意見而批准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  

3 7 .  主席表示，在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八日及五

月十二日舉行有關考慮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申述的首三節

聆訊的錄影短片，當中包括聶衍銘先生上次在二零一四年五月

八 日 的 聆 訊 上 代 表 嘉 道 理 農 場 暨 植 物 園 公 司 ( HH-R10883、

SLP-R10821 及 PL-R10739)作出陳述的過程，已分發給委員，以

作參考。  

[ C1638及 C1787的實際發言時間︰ 3 6 分鐘 ]  

C2506－Damian Ryan 

C2535－Renia Lopez 

3 8 .  創建香港陳嘉琳女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創建香港支持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聶衍

銘先生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所建議的修訂；  

( b )  政府在一九九一年已確認有需要保護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免受發展所影響。二零一零年發生的

大浪西灣事件揭露了有 5 4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即使是實質上、生態上、康樂上和景觀上都

屬郊野公園的一部分，卻仍未受到保護，因為這些

土地既未納入郊野公園範圍，亦未有法定規劃圖則

涵蓋。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最初並沒有

指定為郊野公園，因為這些地方有活躍的農業活動

和極少居民；  

( c )  政府一再確切表明有需要保護景觀、生態和美學價

值高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包括要把「不

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大浪灣是西貢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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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的「不包括的土地」，於二零零四年劃入

分區計劃大綱圖，而根據一般推定，除現有的鄉村

地區要保留外，區內不准進行發展。該區的分區計

劃大綱圖清楚訂明，「為了保護大浪灣的自然景物

和文化遺物，以及盡量減輕人們的活動對易受破壞

的寧靜環境造成的滋擾，「鄉村式發展」地帶只涵

蓋現有鄉村地區。當局日後只能在大浪灣以外的地

區覓地，應付原居村民根據小型屋宇政策提出興建

小型屋宇的要求」；  

( d )  到了二零一零年，在全部 7 7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中，已有 2 3 幅有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

至於餘下的 5 4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規

劃署已為當中大浪西灣、海下、鎖羅盆和白腊等擬

備了發展審批地區圖，以應付這四區面對的即時發

展威脅。不過，三年後，儘管漁護署和郊野公園及

海岸公園委員會主張保護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卻只有被漁護署和環保署形容為生態價值

不太高但景觀和美學價值高的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

園範圍，而海下、鎖羅盆和白腊則未被納入。其實

海 下 、 鎖 羅 盆 和 白 腊 的 生 態 價 值 遠 比 大 浪 西 灣 為

高，而其康樂價值亦與大浪西灣相若，所以這三區

也應納入郊野公園範圍，以加強保護；  

( e )  他們發現政府自二零一一年起便與鄉議局進行秘密

會議，就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擬議措

施與鄉議局溝通，並徵詢他們的意見。其後，漁護

署告知公眾，基於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現

有土地用途和發展潛力，這些土地與附近的郊野公

園地區不相協調。自此，政府的政策亦由保護郊野

公園「不包括的土地」轉為容許在這些土地進行發

展。二零一四年，他們更發現漁護署並未就郊野公

園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人口增加所帶來的

累積影響進行任何評估。漁護署總是回應說該署並

非負責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發展事宜。不

過，據二零一三年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述，漁護署

應負責就將納入郊野公園範圍的「不包括的土地」

的數目進行初步評估，以及就適合納入郊野公園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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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不包括的土地」進行詳細評估，但漁護署什

麼也沒做過；  

( f )  若根據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容許在海下、鎖羅盆

和白腊三區發展小型屋宇，並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和建造新的通路，這三區的生態價值便會大大

降低。屆時，漁護署就可依據已降低的生態價值進

行評估，然後作出結論，指這三區不適宜納入郊野

公園範圍。據悉，漁護署至今只就那些未有分區計

劃大綱圖涵蓋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行保

育、景觀、美學和康樂方面的價值進行評估；以及  

( g )  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發展小型屋宇，就會

有居民遷入，造成不同的影響，包括破壞生境、造

成 水 污 染 、 帶 來 道 路 和 交 通 設 施 的 需 求 、 砍 伐 樹

木、植物流失、侵蝕山坡、造成光污染、構成火警

危險和偷獵危險，以及產生廢物。在 5 4 幅尚待處

理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中，海下、鎖羅盆

和白腊是首三幅已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若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及其

後 將 擬 備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容 許 發 展 大 量 小 型 屋

宇，漁護署便應評估所帶來的累積影響。郊野公園

的 價 值 在 於 其 範 圍 廣 大 ， 連 綿 不 斷 。 在 郊 野 公 園

「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發展的影響不能與郊野公園

分開研究。  

[ C2506及 C2535的實際發言時間： 1 5 分鐘 ]  

C 2 8 6 4－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3 9 .  白理桃資深大律師於席上提交一份文件以闡釋其意見，

供委員參考。他陳述的要點如下：  

( a )  規劃署相關文件的內容不切實，未能處理有關的申

述 就 規 劃 和 法 律 方 面 的 不 足 之 處 所 提 出 的 實 際 問

題，以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會導致的問題。規劃署

只粗略地用另一些字眼交代了部分問題，但文件大

體 上 沒 有 提 出 有 力 的 理 由 或 證 據 來 處 理 有 關 的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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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因為對於那些指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違反政策、

原則、先例和法律的論點，規劃署根本無法應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劃 設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過

大，劃作保育地帶的土地卻不足，對此，不論是規

劃署還是政府都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釋；  

[劉興達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b )  他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的聆訊上已向城規會呈上

修訂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建議，現再在席上呈

上鎖羅盆和白腊兩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中有關整體規

劃意向的段落的修訂建議，以修訂和取代先前呈上

的文件的相關部分；  

( c )  規劃署縱使不理會有否違反或推翻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政策，也不應任由違反此政策的情況出

現。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是要加強保護

「不包括的土地」，但規劃署所作的規劃卻令香港

優美的郊野直接流失、受破壞和污染、出現不協調

的房屋發展，以及受到更大的發展壓力和威脅。香

港的郊野應予保育，亦應作康樂用途，景觀更要受

到保護，以供公眾享用，不應被發展所割裂，這些

真正需要是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所支持

的；  

( d )  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免受小型屋宇發展

破壞，合乎公眾利益，也是市民的期望。最近高等

法院處理西灣郊野公園個案的方法就符合了公眾利

益和市民的期望，因為高等法院判定小型屋宇在某

些方面應受到局限，而在「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

亦 不 是 如 一 些 說 法 所 指 有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一 般 權

利；  

( e )  香港是區域生物多樣性熱點，而在這方面的保育價

值中，「不包括的土地」是重要的一環。香港在區

域上和國際上都有責任保護「不包括的土地」範圍

內易受影響的生境，使當中稀有和重要的物種免受

發展所威脅，亦有責任執行《生物多樣性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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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分區計劃大綱圖沒有依偱國際協定的愛知生

物多樣性目標。倘城規會現在作出錯誤的決定，任

由當局錯下去，日後要負上責任；  

( f )  分區計劃大綱圖沒有處理累積影響的問題，規劃方

法亦沒有顧全生態系統或作通盤考慮。明智的規劃

或防患未然的做法是未雨綢繆，預測問題，加以防

範，分區計劃大綱圖卻完全不依此法而行。政府似

乎只是想等到很遲的階段，看看污染造成什麼後果

才算，但屆時環境已受累積影響，無論做什麼也再

無意義；  

( g )  主席問到既然海下現有的村屋造成污染，應否把海

下村遷走。關於這個問題，小型屋宇絕對會造成污

染，把該村遷走，未嘗不是合常理的解決方法。主

席提出此問題，可見分區計劃大綱圖如果批准一次

過分別在海下和鎖羅盆發展全部 4 0 幢及 1 3 4 幢小

型 屋 宇 ， 的 確 可 以 造 成 此 情 況 。 其 實 ， 只 要 不 把

「不包括的土地」劃作小型屋宇發展，便可在源頭

杜絕污染問題；  

( h )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

過大，究竟真正需要為何，根本無以為證。規劃署

劃設這樣大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所根據的並不

是實際需要，而是對「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需求，

但所謂需求，根本未經核實，依規劃法例來說，絕

對不是理據。鎖羅盆數十年來都沒有人居住，根本

沒有真正需要發展小型屋宇。把現時已建屋的地方

和 屋 地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已 是 合 理 的 基

線 ， 足 可 應 付 現 時 的 需 要 。 在 先 前 大 浪 灣 的 個 案

中 ， 亦 只 有 現 時 已 建 屋 的 地 方 才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規劃署應按照先前這個務實、合乎原則

和以事實為據的決定而行。在缺乏真正需要和理據

的情況下，與既得利益者就「鄉村式發展」地帶討

價還價，並不是按法律和證據而進行規劃。郊野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是 要 保 護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免受不協調的發展所破壞，而不是向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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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施加的壓力屈服，若然，會有損規劃署、城規會

和規劃程序的公信力；  

( i )  「鄉村式發展」地帶劃得過大，會助長詐騙行為，

不符公眾利益。「鄉村式發展」地帶內規劃作小型

屋宇發展的土地，並非屬於村民，而是由村外人的

發展公司擁有。規劃署已經助長了詐騙及濫用小型

屋宇政策的行為，城規會就更加不要劃設一個會助

長詐騙行為的地帶；  

( j )  先前大浪灣的個案中，「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局限在現時已建屋的地方。這方法也應適用於這三

份分區計劃大綱圖，那樣就不會因為既得利益者的

需求而劃設過大的「鄉村式發展」地帶。雖然規劃

署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那節聆訊中辯稱大浪灣有

文物價值，情況有所不同，但這說法是錯誤的。大

浪 灣 的 情 況 與 現 在 這 三 幅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相似，後者的生物多樣性價值甚至更高。大浪

灣個案的處理方法確實行得通，實無任何合理理由

不依；  

( k )  「鄉村式發展」地帶和小型屋宇會造成污染，但此

問題沒有得到處理。申述書已提供詳盡資料，證明

屋宇數目增多，排出的污水量增加，化糞池的污水

會透過由沖積物形成的地層造成污染；而洪氾平原

一 旦 氾 濫 ， 更 會 令 污 染 物 和 病 原 體 擴 散 ， 危 害 健

康。可是，從規劃署的文件所見，當局並沒有嘗試

處 理 這 問 題 ， 而 對 於 海 岸 公 園 和 海 灘 所 受 到 的 影

響，亦同樣沒有處理。他曾在多個環保及保育組織

擔任職務，據他的經驗，他知道現行的執法機制在

「鄉村式發展」地帶幾乎行不通。「鄉村式發展」

地帶有諸多問題，但規劃署和城規會仍然劃設此地

帶，說其他部門會解決那些問題，這樣做實是不負

責任；  

( l )  規 劃 署 的 工 作 是 防 止 污 染 ， 但 該 署 所 作 的 規 劃 欠

佳，反而是故意為人們開路，讓他們可以污染「不

包括的土地」。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3 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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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會有法定職責作出規劃，促進公眾衞生和安全。

倘城規會批准劃設會危及公眾衞生和安全的地帶，

便是違反其職責。雖然「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會造成污染和健康風險，但村民會

辯說是規劃署、環保署和《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

委員會專業守則》容許他們使用這些系統的；  

( m )  《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 訂 明 要 符 合 的 技 術 備 忘 錄 規

定，新的污水或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須與海下「具

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相距至少 1 0 0 米，但規劃署和

環保署沒有處理不符合這規定的情況。這是因為環

保署有政策訂明可以不應用《水污染管制條例》，

但這不是法律詮釋的問題。環保署明言依賴《專業

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以及有不足之

處的慣用機制或行政措施辦事，顯示該署未有應用

此特定的法例。在處理海下的情況方面，城規會有

責任不讓環保署及其他人違反法律；  

( n )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規劃應是為了促進社會的

福祉而進行。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涉及的情

況和現行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下，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作 的 規 劃 應 是 為 了 公 眾 利

益，包括保育、作康樂用途、保護景觀和讓公眾享

受 郊 野 環 境 。 向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傾 斜 ， 劃 設 過 大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不應是規劃的目標；  

( o )  規劃署為何會擬出這樣不理性和不合理的分區計劃

大 綱 圖 ， 把 已 賣 給 發 展 商 的 土 地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面積更如此大，以及該署為何無法及不願意

處理申述提出的問題，主要的原因是該署面對既得

利益者的需求，希望作出安撫，所以便劃設這樣大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面 積 遠 超 可 證 明 的 真 正 需

要 ) ， 以 及 其 他 地 帶 ， 例 如 把 已 被 破 壞 的 土 地 劃 為

「綠化地帶」，讓村民有望日後可作投機性發展。

城規會不應把此一無關重要的因素視為重於反對作

此規劃的意見。先前大浪灣個案的處理方法務實可

行，並符合規劃原則和法律，當局應依照有關的方

法，劃設合理、合比例而又符合地契訂明的法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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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地帶，以應付日後男性原居村民真正的住屋需

要；  

( p )  他在席上呈上的有關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建議，

所 用 字 眼 和 所 述 意 向 大 體 上 依 照 先 前 大 浪 灣 的 個

案，城規會應予以採納。把有關的用途列於分區計

劃大綱圖《註釋》第二欄，城規會仍可繼續管制該

等用途，這樣對於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範 圍 內 易 受 破 壞 的 生 境 ， 至 為 重 要 。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內現時已建屋的地方，其面積可反映過往

真 正 的 需 要 ， 故 這 些 地 方 才 適 合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倘日後能證明有真正的需要，可逐一個

案 考 慮 ， 以 決 定 可 否 把 受 保 護 的 土 地 劃 作 其 他 用

途。如果未確定真正的需要，分區計劃大綱圖就把

大片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使此地帶的面

積和屋宇的數目驟增，會促使村民把屋宇轉售給村

外人，形成濫用小型屋宇政策的情況；  

( q )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太多土地劃作

「鄉村式發展」地帶，意味着小型屋宇的發展可以

在公眾無法參與意見的情況下獲地政總署批准。有

證據顯示，地政總署在「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管制

或執法能力有限，導致此地帶出現污染、排污、出

入交通、安全及衞生等種種問題，情況之差，人盡

皆知，這樣實有違《城市規劃條例》所訂明的規劃

目的；  

( r )  城規會的決定應以公眾利益為依歸。城規會考慮既

得利益者未經核實的需求之餘，更應考慮政策、證

據、法律和保育的真正需要，然後作出衡量，而過

程中，城規會有責任維護公眾利益，以及回應公眾

想保育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這個合理期望。

至 於 應 該 怎 樣 做 才 行 ， 他 已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相 關 建

議；  

( s )  要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具重要生

態價值的地方，唯一的有效方法是把這些土地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而不是「綠化地帶」。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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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推定，「綠化地帶」不宜進行發展，但規劃署

把「綠化地帶」視為土地儲備庫，目的是為日後的

鄉村發展提供土地。把有關地方劃作「綠化地帶」

只會助長更多小型屋宇的發展，並不能保護這些地

方。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土地用途地帶規劃簡

單合理，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應依從；以及  

( t )  為這三幅「不包括的土地」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只

是權宜措施，作用是暫時保護這些土地免受發展所

影響，政府最終應把這三幅「不包括的土地」指定

為郊野公園。對於大浪西灣「不包括的土地」，政

府就是這樣做，最終把之指定為郊野公園。只有把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 才 能 充 分 保

護、妥善管理和主動保育這些土地，因為規劃制度

根 本 不 足 以 保 護 這 些 土 地 。 城 規 會 的 職 責 是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盡 力 保 護 這 些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 直 至 有 一 日 這 些 土 地 都 納 入 《 郊 野 公 園 條

例》和《海岸公園條例》的規管範圍為止。  

[ C 2 8 6 4 的實際發言時間： 3 6 分鐘 ]  

4 0 .  主席表示，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 C 2 8 6 4 )可能誤解了他在

關於申述的問答環節中所提出的問題，因為他從沒有建議搬遷

海下那條村，他只是問到應否搬遷海下現有的鄉村民居，因為

有 一 些 申 述 人 認 為 無 論 有 多 少 污 染 物 流 入 海 岸 公 園 都 不 能 接

受，但事實上，海下現有的民居已造成污染。主席表示他提出

此問題，既不是作出干預，也不是建議遷村。白理桃資深大律

師 ( C 2 8 6 4 )回應說，沒有人建議搬遷現有那條村，但如有污染

情況，影響最小的解決方法就是分區計劃大綱圖不建議在海下

興建四十多幢屋宇。  

4 1 .  主席接着請 David Newbery先生 ( C 3 6 4 5 )作出口頭陳述。

主席提醒與會者，這個環節是讓提意見人及其代表闡釋提意見

人的意見書的內容，他們應就其他已作出的申述提出意見，而

不是補充他們以申述人身分向城規會表達過的意見。  

C 3 6 4 5－ David Newbery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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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  David Newbery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代表海下之友；  

( b )  原 先 那 份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有 問 題 。 從

規劃署建議對該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修訂所見，

雖然修訂後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好一點，但該圖

仍有大問題，包括所劃的海岸線和描繪的水文情況

不正確；對農業用途缺乏管制；沒有交代建議劃設

的 「 綠 化 地 帶 ( 1 ) 」 究 竟 是 作 發 展 還 是 保 育 ； 排 污

方面會有影響；新建議的「綠化地帶」範圍不妥；

以及界定住屋需求的方法有問題。不過，這些問題

均可解決；  

( c )  規劃署有關海下的文件所示的海岸線不正確。有一

份圖則把介乎海岸公園邊界與「鄉村式發展」地帶

邊界之間的「海岸保護區」地帶內的一個地方標示

為 「 田 」 ， 但 從 實 地 照 片 所 見 ， 該 處 其 實 並 不 是

「田」，而是海灘連伴生的紅樹林。規劃署的圖則

令人以為屋宇 2 1 A 與海邊最少相距 4 0 米，但在中

潮時，兩者的距離實際不足 2 0 米；  

[甯漢豪女士此時返回席上。 ]  

( d )  規劃署的圖則顯示的海岸公園邊界遠及大海，那位

置既不是漲潮水位，亦不是海灘線，顯然是隨意劃

定的。七十年代，海岸還未受到侵蝕，海下村與海

邊的確相距約 4 0 至 5 0 米，但時至今日，在中潮水

位時，海灘與破落的舊村圍牆相距只不過是 1 0 米

左右；  

( e )  規 劃 署 曾 認 同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最 少 要 闊 2 5

米 。 雖 然 該 署 的 圖 則 顯 示 舊 村 前 面 的 「 海 岸 保 護

區」地帶闊 3 0 米，但該地帶實際上只闊 1 0 米，因

為海岸侵蝕令海陸之間的分界有變。因此，「海岸

保護區」地帶的範圍要侵進現有鄉村的覆蓋範圍。

「海岸保護區」地帶只有 1 0 米闊，既不足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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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造成污染，又不能避免侵蝕的情況持續下

去。因此，應把舊村劃入「海岸保護區」地帶，這

樣不單可制止該區所有的建築活動，還可確保建築

工程不會對海下灣造成污染及令海岸再受到侵蝕；  

( f )  根據一份顯示海下現有河流及沼澤等地方的水文情

況的圖則，原本建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西部

( 規 劃 署 建 議 把 當 中 部 分 地 方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位於地下水位甚高之處，並不宜興建屋宇；  

( g )  在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內 的 私 人 土 地 是 可 以 發 展 農 業 用 途

的。事實上，「綠化地帶 ( 1 )」內 9 5 %的土地都屬

發展商所有，令人質疑是否真的有人會在這些地方

耕種，或是他們只是藉詞耕種來破壞某個地方，然

後提出發展申請。假耕作 (如白沙澳揭示的情況 )會

破壞林地，令林地和沼澤地枯乾。擬議「綠化地帶

( 1 ) 」 內 的 林 地 及 沼 澤 地 現 有 的 水 文 系 統 能 有 效 過

濾徑流，令流入海下灣的水變得清潔，對海下灣的

存 活 十 分 重 要 。 假 如 任 由 農 業 活 動 不 受 控 制 地 進

行，樹木便會遭砍伐，令泥土外露，而外露的泥土

會 被 沖 下 海 下 灣 ， 令 粉 土 覆 蓋 珊 瑚 及 其 他 海 洋 生

物，導致海洋生物死亡。農業活動亦會使用肥料及

農藥，這些污染物會被沖下海下灣，導致紅潮及海

水脫氧的情況，毒害海洋生物；  

( h )  建議把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自然保育區」地帶、

「海岸保護區」地帶、「綠化地帶」及「綠化地帶

( 1 ) 」 《 註 釋 》 中 第 一 欄 的 「 農 業 用 途 」 改 列 於 第

二欄。此舉並非針對那些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小

規模有機環保農業活動，而是要防止這些地帶內的

土地被假的農業活動所破壞。真正的農戶可向城規

會申請許可進行不損環境 (特別是不會污染海下灣 )

的農業活動；  

( i )  擬 議 「 綠 化 地 帶 ( 1 ) 」 的 意 向 欠 清 晰 。 規 劃 署 曾 認

同漁護署的生態評估有謬誤及不足之處，以及非政

府組織提供的數據有其優點 (即數據是正確的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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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署 表 示 ， 劃 設 「 綠 化 地 帶 ( 1 ) 」 是 為 了 保 育 ， 但

市民卻認為「綠化地帶」其實為配合政府近期的政

策而設，目的是預留土地供日後建屋之用。假如人

們 認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可 供 日 後 發 展 之 用 ， 土 地

擁 有 人 ( 即 發 展 商 ) 便 會 破 壞 該 區 ， 摧 毁 其 生 態 價

值。假如規劃署真的有意保育該區，就應該把之劃

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 j )  海下沒有正式的污水收集系統，所有屋宇均用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排污。這類系統的設計是把污水排

入泥土，由泥土中的細菌淨化。化糞池及滲水井系

統與承受水域相距越遠，淨化的效果就越好。海下

的海灘附近發現有大腸桿菌及內分泌干擾物，數量

達可量度的水平。這些污染物只可能來自海下那些

在環保署政策下獲發牌照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 k )  環保署有關流出物標準的技術備忘錄訂明，海岸水

域 內 的 泳 灘 及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屬 特 別 地

區，有特定的限制，不得有新的流出物排入憲報公

布的泳灘的界線 1 0 0 米範圍內及「具特殊科學價值

地點」的向海界線的 2 0 0 米範圍內和向陸地界線的

1 0 0 米範圍內。不過，環保署的政策卻未有考慮法

例這項規定，竟准許在「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

3 0 米範圍內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而不是法定

的 1 0 0 米範圍外，這樣便無法防止海下現有的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所排出的污水流入海下灣。分區計

劃大綱圖更讓海下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數目進一

步增加一倍以上，不但危害公眾健康及摧毁海洋生

物，亦違反環保法例；  

( l )  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下水位高，又有多

條河流，有部分地方被水淹浸，不宜設置化糞池。

應 加 長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與 承 受 水 域 之 間 的 距

離，讓淨化效果可達理想水平。現有的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已經污染海下灣，可是，分區計劃大綱圖

仍准許加建 4 0 幢新的屋宇，當中大部分更在海下

灣 1 0 0 米範圍內。假如作出規劃時用了資料有誤的

地圖，設置化糞池的位置便可能在舊村，距離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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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米甚或不足 1 0 米。大部分「鄉村式發展」地帶

內泥土的水文系統難以有效處理污水。恰當的規劃

程 序 應 評 估 污 水 增 加 對 水 文 系 統 所 造 成 的 累 積 影

響。污水增加可導致的後果包括海水的大腸桿菌含

量增加，令海灘危害健康；海下灣的營養物增加，

導致水中的含氧量下降，損害海洋生物；以及水中

的清潔劑及無法進行生物降解的清潔劑含量增加，

毒害海洋生物，特別是珊瑚。海下灣是保育地區，

亦是進行康樂活動的好去處，倘遭破壞，對環境會

是一場大災難；  

( m )  環保署在海下灣設有三個污染監察站，最接近的一

個距離海灘超過一公里，該處經常有由赤門而來的

海 水 沖 刷 。 雖 然 環 保 署 指 海 下 灣 現 時 沒 有 污 染 問

題，但海下灣內灣的沖刷次數甚低，旱季時尤然，

以致污染物未能快速沖走。河口近日更形成了一個

湖，污染物被困住而積聚起來；  

( n )  海下全面發展後，便不再是一條小村。長遠而言，

設置一個一個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不能保護海下

灣 。 為 解 決 水 污 染 問 題 ， 除 非 已 有 長 遠 的 排 污 方

法，例如已鋪設污水管系統，又或興建了一組區內

環保污水處理設施，有關措施同時可處理現有屋宇

的污水，否則不應再批准進行房屋發展；  

( o )  他奇怪規劃署為何會在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

作出的修訂中，把「鄉村式發展」地帶東面的地方

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事實

上 ， 擬 議 的 「 綠 化 地 帶 」 並 不 是 漁 護 署 所 說 的 平

地，而是遍布大石，難以前往，更是一片未曾開墾

的天然成熟林地，以及一個成熟獨特又未經勘查的

生態系統。把該處劃為「綠化地帶」只是為了預留

可建屋的土地供日後發展之用。漁護署未有提供任

何有關該處生態的科學數據。事實上，該處有一條

很重要的河流，河水流入海下灣。該處更有部分地

方被漁護署劃為風水林。劃設「綠化地帶」應是為

了利用天然地理環境作為市區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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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以抑制市區範圍的擴展，而不是為了在「自然

保育區」地帶的中央建島；  

( p )  海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是規劃署根據村代表提

供的小型屋宇需求數字 ( 8 4 幢 )加上現正處理的申請

所涉及的小型屋宇數量 ( 1 0 幢 )而劃設的。究竟 8 4

幢這個需求數字是世界各地可能合資格的原居村民

的總數，抑或是村民所擁有的私人土地可興建的屋

宇數目，根本不得而知，因為此數字沒有經過任何

覆核、考證或審查。東丫的村代表曾向報章承認，

他向政府提供的是一個粗略估計的數字，他所要求

的較實際所需為多。規劃署實無理由根據村代表隨

意提供的數字來劃設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

展」地帶；  

( q )  海下在過去 1 8 年興建了七幢新的屋宇，但沒有一

幢是由原居村民居住。因此，根據小型屋宇政策，

海下過去 1 8 年所需要的屋宇數目應是 0，而未來

1 0 年也不大可能會有 9 4 名男性村民回海下居住及

工作。所規劃的小型屋宇無助於解決本港房屋短缺

的問題，亦不會成為原居村民的居所，得益的只會

是 發 展 商 、 物 業 投 機 者 及 不 在 該 村 居 住 的 原 居 村

民；  

( r )  政府只諮詢過原居村民，但他們大部分都不在該村

居住，只對如何能從小型屋宇政策中取利感興趣。

政府沒有徵詢海下居民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意見。

事實上，超過四分之三的居民曾去信鄉事委員會，

表示鄉事委員會所發表的意見並不代表居於海下的

村民的意見。鄉事委員會向那些居民回覆說，鄉事

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保障原居村民的權利，特別是

他們興建村屋的權利。小型屋宇政策給予男性原居

村民申請在海下興建小型屋宇的權利，至於他們在

哪裏居住，則無關重要；  

( s )  假如城規會接納鄉事委員會有關原居村民興建小型

屋宇的資格與其是否打算居於該屋宇無關這個觀點

及 村 代 表 所 稱 的 住 屋 需 求 ， 便 會 為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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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的土地」立下不良先例，引發並無打算在

新界鄉村居住的原居村民提出建屋申請，令這類申

請不絕；  

( t )  當局應考慮主要持份者 (包括海下村的居民、真正有

需要居於該村的原居村民、村內營商者、旅遊業內

人士、辦學機構、環保組織及喜愛海下和海下灣的

遊客 )的意見，為海下作出長遠的規劃；以及  

( u )  應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包括正確地勾劃海岸線和

描繪水文情況，以及擴大「海岸保護區」地帶，以

確保海灘與「鄉村式發展」地帶最少隔開 2 5 米作

為 屏 障 ； 把 「 農 業 用 途 」 列 於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的 第 二

欄，規定如要發展農業活動，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

劃許可；禁止在海灘 1 0 0 米或河流 3 0 米範圍內設

置化糞池；取消建議在「鄉村式發展」地帶東面的

地方劃設的新「綠化地帶」，並把之還原為「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把 擬 議 的 「 綠 化 地 帶 ( 1 ) 」 改 劃 為

「自然保護區」地帶；把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

西面的地方及擬議「自然保護區」地帶東面的地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作 為 緩 衝 區 ； 根 據 小 型 屋

宇政策按所估算的實際住屋需要而不是村代表的索

求來規劃「鄉村式發展」地帶；以及清楚說明小型

屋宇政策的原意並據之執行這項政策，規定原居村

民申請興建的小型屋宇必須真的是自住。  

[ C 3 6 4 5 的實際發言時間： 3 3 分鐘 ]  

[會議小休五分鐘。 ]  

[張孝威先生、劉興達先生及凌嘉勤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C3657－香港鄉郊基金  

4 3 .  Edward Michael 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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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城規會應根據充分的證據作出決定。如果證據不夠

充分，不足以支持某一行動，便應依從現有的政策

和 做 法 。 城 規 會 亦 有 責 任 作 出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的 決

定 ， 而 何 謂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規劃政策、《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立法會

就大浪西灣個案所作的決定、法院和《城市規劃條

例》大致上已作出界定；  

[劉興達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b )  不符公眾利益的，就是私人利益，包括以產權掩飾

的發展需要或發展期望。不過，產權只賦予持有人

權 利 向 政 府 提 出 所 需 申 請 ， 過 程 仍 須 遵 守 香 港 法

例，而且不一定會獲得批准。至於小型屋宇發展方

面，能從小型屋宇政策得益的往往不是村民，最大

得益者反而是買下村民土地的私人發展商。城規會

有必要區分公眾利益與私人利益，不應為了少數公

司的私利而犧牲公眾利益；  

( c )  作出決定時，城規會應準確評估有關地區的土地用

途。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和其他環保組織所作

的研究顯示，鎖羅盆是保育價值最高的地方，約有

3 0 年 無 人居 住 。城 規 會要 更改 該區 現 有的 土地 用

途，就必須提出充分有力的理據和證據；  

[凌嘉勤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d )  城規會致力杜絕「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足見

其非常重視鄉村地區現有的土地用途。鎖羅盆、海

下和白腊都具有高保育、生態和景觀價值。城規會

要容許不符合現有土地用途的情況，就必須提出充

分有力的理據和證據。從這個角度而言，除了「自

然保育區」外，這三區不應劃設任何其他地帶；  

( e )  政府經常以施加規劃許可附帶條件已經可以有效減

少發展的不良影響這一點，作為容許進行發展的論

據。不過，此論據正正違背了防患未然的原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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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該原則，若損害範圍和程度不明，根本不應造成

損害；  

( f )  根據《香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報告》的列

表，涉及「綠化地帶」的規劃申請，其所涉土地的

總面積由二零一二年的 3 6 公頃，躍升至二零一三

年的 1 3 1 公頃，其中約 1 0 8 公頃獲得城規會批准

進行發展。這數字顯示「綠化地帶」實際上已變成

發展地帶，繼續把之稱為「綠化地帶」，實有誤導

之嫌；  

[張孝威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g )  沒有證據顯示「綠化地帶」會受到保護，可免受發

展破壞，也沒有證據顯示所有污水收集設施都可防

止 無 用 的 污 水 流 入 大 海 。 相 反 ， 有 大 量 證 據 顯 示

「農業用途」涉及的活動會降低土地的生態價值；  

( h )  土地的生態價值一旦降低，復原的機會極微。執法

行動和檢控並非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生

態價值的有效機制；  

( i )  不應容許產生污水的「農業用途」和發展有當然權

利在「綠化地帶」進行。城規會有責任按照規劃申

請程序考慮這些發展的申請；以及  

( j )  沒 有 必 要 在 規 劃 意 向 是 自 然 保 育 的 地 區 「 作 出 平

衡」。當局必須平衡兼顧的是保育這方面的公眾利

益，而非私人的經濟利益。「不包括的土地」的規

劃絕非環保份子與村民之戰。村民可以在現有的屋

地 興 建 屋 宇 ， 其 利 益 已 受 到 保 障 。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不 應 是 用 來 保 障 一 些 村 民 要 求 的 額 外 產

權。  

[ C3657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鐘 ]  

SLP-C3669－黃慶祥  

SLP-C3673－黃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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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P-C3675－Margaret Wong 

SLP-C3676－黃春榮  

SLP-C3677－Wong So Chun 

4 4 .  黃慶祥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代表鎖羅盆鄉村委員會，另有四名村民亦授權他

代為發言；  

( b )  黃瑞強先生 ( SLP-C3673)的意見撮述如下：  

( i )  許多香港人被傳媒誤導，以為鄉村式發展對

生態和鄉郊環境會有負面影響，也有些立法

會或區議員、政府部門、環保分子和環保組

織表示反對在鎖羅盆進行鄉村式發展，這對

屬於少數的村民不公平；  

( i i )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僅把政府土

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而鄉村四周 3 0 0 呎範

圍內的土地則通常不納入在郊野公園內，由

此可見，郊野公園政策的原意也是容許鄉村

擴大的，反而分區計劃大綱圖卻是用作摧毁

鎖羅盆的法定工具；  

( i i i )  修 復 鎖 羅 盆 ， 在 村 內 興 建 鄉 公 所 和 遊 客 中

心，並不會影響鎖羅盆地區的生態和景觀價

值 ， 反 而 是 遠 足 和 露 營 人 士 在 鄉 郊 隨 處 便

溺，污染鎖羅盆地區；  

( i v )  鎖羅盆村已存在數百年，是新界北部唯一的

認可鄉村，也是客家遺址，村內布局與周邊

的 鄉 郊 地 方 和 諧 協 調 。 村 民 若 無 權 使 用 土

地，便會一無所有；該村和那裏的文物遺址

一旦受破壞，就會永遠消失；以及  

( v )  政府保育環境之餘，也要保護原居村民的權

利，從中作出平衡，這樣才可令社會更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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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政府應支持復村，並開發該區在旅遊

方面的發展潛力；  

( c )  有些立法會議員 (例如陳家洛議員 )和一些環保組織

曾質疑何以現時無人居住的鎖羅盆的規劃人口會達

1  0 0 0 人。須注意的是，此規劃人口數字並非由鎖

羅盆村代表上報，他只是在回應政府查問資料時，

勉強表示過要有 1 3 4 幢小型屋宇才能應付該村男性

原居村民所需 ;  

( d )  沒有人會那麼容易放棄祖輩留下的遺產。根據《基

本法》第四十條，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應受

政府保障；  

( e )  鎖羅盆村已有三百多年歷史，郊野公園系統卻只是

在七十年代才開始實行，所以說該村侵入郊野公園

的 地 方 是 錯 誤 的 ， 況 且 村 民 有 權 申 請 發 展 小 型 屋

宇，也有責任保護自己的鄉村 ;  

( f )  鎖羅盆村為郊野公園所包圍，沒有道路接達市區，

村民迫不得已要暫別鄉村。自二零零七年起，他們

已嘗試修復該村以求回復原貌。祖輩寫下的認祖詩

教誨後代要敬重祖先，顯示他們有復村的使命。正

因如此，即使該村有 9 5 %的土地屬私人土地，村民

也未有賣地圖利。若環保組織試圖令政府沒收村民

的土地，讓他們一班環保份子得享自然環境，未免

對村民不公道；  

( g )  村民並非反對保育大自然，甚至認為也許值得為保

育大自然而捨棄自己的土地。不過，事實卻是那些

申述人和提意見人大部分都住在市區，盡享現代城

市生活的好處，閒時才會到鄉郊一遊，村民根本不

值得為這樣自私的行為而作出犧牲；  

( h )  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刊 憲 這 種 做 法 無 以 保 護 自 然 環

境 ， 唯 一 能 有 效 保 育 環 境 的 方 法 就 是 實 際 改 善 環

境。舉例說，近年，有一些非法伐樹活動引致土壤

侵蝕頻生，令向該村供水的水塘淤塞。村民分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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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一三年和一四年進行疏浚水塘工程，

讓水可再次流到村裏。那些伐樹的人也損壞了一些

村 屋 ， 因 此 ， 村 民 要 住 在 村 裏 才 能 保 護 家 園 。 另

外，由於沒有人挖走河中的沉積物，近年經常發生

洪氾情況，政府應負起責任管理該河；  

( i )  從前曾有一條河流經鎖羅盆，到七十年代，有村民

在該河上游建了一個池塘，該河自此消失，所以鎖

羅盆並沒有「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  

[鄒桂昌教授此時返回席上。 ]  

( j )  不少私人土地已劃作「綠化地帶」，當中有些是梯

田。村民一直有清理這些梯田上的植物，望能把之

修復，但他不肯定這些梯田劃作「綠化地帶」後，

村民是否仍可進行修復工作；  

( k )  村民沒打算在村內進行新的發展，所以不應把復村

視為「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以及  

( l )  若鎖羅盆如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建議那樣納入郊野公

園範圍，就等同沒收私人財產作公用。  

[ SLP-C3669、SLP-C3673、SLP-C3675、SLP-C3676 及 SLP-C3677 的

實際發言時間： 3 0 分鐘 ]  

[甯漢豪女士此時暫時離席。 ]  

SLP-C3670－黃佑民  

4 5 .  黃佑民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在鎖羅盆出生，是真真正正的原居村民；  

( b )  規劃署在毫無充分的證據下擬備鎖羅盆的草圖。鎖

羅盆村的族譜顯示，該村建村至今已有 1 4 代，最

興盛時期曾住了過百戶人家。五十年代，村內興建

了 一 所 學 校 ， 有 幾 十 名 學 生 ， 政 府 亦 支 持 該 村 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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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雖然當時該村有很多居民，但他們都能夠與大

自然和諧共處。一直到河流無人管理，田地荒廢，

那些稀有的動物和魚類才開始消失；  

( c )  雖然村民的權利受到《基本法》保障，但政府現在

卻決定把該村劃入法定圖則，限制該村的發展。其

實政府應該鼓勵村民發展該村和復耕；  

( d )  村內和附近一帶的垃圾，是來自市區的遠足人士和

遊客製造的，但環保組織卻不設法阻止他們污染環

境；  

( e )  村 民 不 會 放 棄 ， 他 日 道 路 和 其 他 通 訊 基 礎 設 施 建

成，村民就會回村居住；以及  

( f )  建議把私人土地劃為「農業」地帶，以保護天然環

境。希望政府能夠保存客家歷史和文化，讓村民將

來對社會作出貢獻。  

[ SLP-C3670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鐘 ]  

SLP-C3672－黃素珍  

4 6 .  黃素珍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她是鎖羅盆原居村民第 1 1 代的子孫，也是其家族

第 1 6 7 代的傳人；  

( b )  鎖 羅 盆 村 是 認 可 鄉 村 ， 在 英 國 接 管 新 界 前 已 經 存

在 。 英 國 殖 民 地 政 府 承 認 該 村 ， 並 為 該 村 興 建 小

徑、遊樂場、渡頭和水塘。警察當時亦與村民保持

良好的關係。七十年代，政府建立郊野公園系統，

把村內的私人土地保留為「不包括的土地」；  

[張孝威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 c )  可惜政府沒有為該村築路或供電。為了生計，許多

村民唯有離村到市區謀生。根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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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資料，該村無人居住，現時也沒有尚未處理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 不 過 ， 鎖 羅 盆 村 宗 族 不 斷 開 枝 散

葉，子孫已經遍布世界各地。他們不少都堅持每年

回鄉祭祖，參加慶典。村民於二零零八年自發清理

村內的雜草，最近更重修舊墳。村民都希望有朝一

日，能夠復村；  

( d )  不是鎖羅盆的村民想侵奪郊野公園，而是郊野公園

將要吞沒鎖羅盆村。環保組織想盡辦法滅村，比當

年的英國殖民地政府和侵華日軍更加可怕。村民一

直致力保護該村，從來沒有把私人土地賣給私人發

展商圖利。環保組織指控村民與自然保育為敵，所

作所為並不文明；  

( e )  香港是法治社會，但在輿論壓力下，城規會沒有遵

守相關法律。根據《基本法》第六條，香港特別行

政區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而根據《基本法》第一

百零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

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以及依法徵

用私人和法人財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

的 權 利 。 不 過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把 私 人 土 地 劃 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和「綠化地帶」，剝奪村民的

產權，違反了這些法律；  

( f )  「農業用途」和「農地住用構築物」是「自然保育

區 」 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 」 內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 不

過 ， 據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5 號 第

5 . 1 2 ( k ) ( i )段所說，漁護署表示這些地帶內任何涉

及河道改道、填土／填塘或挖土的工程，如可能對

天然環境有負面影響，均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

才能進行。須留意的是，要把田地和魚塘復原，就

需要進行河道改道、填土／填塘或挖土的工程。說

什麼「農業用途」是這些地帶經常准許的用途，是

沒有意思的；  

[甯漢豪女士此時返回席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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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城市規劃應以人為本，而非以動植物為本。既然村

民打算復村，政府就應該給予支持和協助。「鄉村

式發展」地帶不應只有小型屋宇和污水處理設施，

亦應有基本的基礎設施和服務，例如道路、水電供

應、公眾安全和電訊服務；  

( h )  以往新界和市區都有許多鄉村發展造成環境破壞的

例子。鄉村發展未如理想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指

引不足，監察不力，加上不少村民和發展商的環保

意識差。對於鎖羅盆，政府應採用新發展方針，把

該處打造成生態村，配合其打算把沙頭角地區發展

作生態旅遊和文化旅遊景點的計劃。只有採用這個

新方針，才能促進人們與大自然和諧並存，並照顧

到村民的私人產權，更可活化該村，同時保護天然

環境；以及  

( i )  以這個新方針進行發展，城規會的角色不只是規劃

和管制，而是給予指引，以助復村及使該區發展為

旅遊景點。  

[ SLP-C3672的實際發言時間︰ 1 2 分鐘 ]  

4 7 .  各人陳述完畢，主席於是請委員提問。  

鎖羅盆  

4 8 .  副主席要求黃慶祥先生 ( S L P - C 3 6 6 9 )提供更多資料，說

明何以預測鎖羅盆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需求量為 2 7 0 幢。黃

慶祥先生表示，村代表是應地政總署的要求而提供未來 1 0 年的

小型屋宇預測數字的。截至二零一三年，鎖羅盆的男性原居村

民有 2 7 0 人，其中 6 9 人在本港居住， 2 0 1 人在海外居住。

2 7 0 幢這個預測數字是未提交小型屋宇發展申請的 1 8 歲以上男

性原居村民數目 ( 2 3 3 人 )與未來 1 0 年將滿 1 8 歲的男性原居村

民數目 ( 3 7 人 )的總和。據他所知，鎖羅盆的村民從來沒有向地

政總署提交過小型屋宇發展申請，所以該村的男性原居村民數

目與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預測數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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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  主席詢問現時在鎖羅盆以外地方居住的男性原居村民是

否全部真的打算申請批建小型屋宇。黃慶祥先生回應說，這些

村民有權申請批建小型屋宇，所以他們估計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

宇需求量時，並無假設這些村民會放棄這權利。  

5 0 .  副主席詢問黃慶祥先生是否有未來 1 0 年預測數字所包

括的所有男性原居村民的名單。黃慶祥先生在實物投影機上展

示一個列出族中不同支系的原居村民數目表，並表示可收集大

部分村民的相關數據。不過，有些村民已與村務委員會失去聯

絡，所以他在已知男性原居村民數目之上再加 1 5 至 2 0 %，讓

那些失去聯絡的村民仍能保留申請發展小型屋宇的權利。 2 7 0

幢這個預測數字已包括這補加的 1 5 至 2 0 %人數。  

5 1 .  副主席繼而詢問為何表中所列的 1 8 歲以上男性原居村

民數目是 2 2 8，而向地政總署提供的相應數目卻是 2 3 3。黃慶

祥先生回應說，表中所列的是二零一二年的數字，向地政總署

提供的則是二零一三年的數字。  

5 2 .  副主席詢問黃佑民先生 ( S L P - C 3 6 7 0 )所提及的族譜是否

載有所有男性原居村民的姓名。黃佑民先生表示，族譜在兩年

前曾經更新，所以族譜的資料應與黃慶祥先生的展示的列表吻

合。  

5 3 .  副主席詢問可否提供族譜副本供城規會參閱。黃慶祥先

生婉拒，表示要城規會保證族譜所載的資料不會外洩，才會提

供副本，因為要防止其他人利用族譜的資料，冒認原居村民申

請興建小型屋宇。主席建議秘書處在會議後可以看看該族譜。

黃慶祥先生表示同意。  

5 4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鎖 羅 盆 復 村 有 何 困 難 。 黃 佑 民 先 生 回 應

說，最主要的困難是鎖羅盆沒有道路和配套服務，難以迅速展

開復村計劃。黃慶祥先生補充說，復村的目的並非要吸引大量

村民回村居住，而是希望回復鄉村的原貌。村務委員會於二零

零七年成立以來，籌得港幣八十多萬元的捐款，用作清理無用

的植被和進行其他有關工程，致力恢復鄉村昔日之美。  

[張孝威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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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  一名委員詢問有否進行任何調查，收集村民是否願意回

村居住的意見。黃慶祥先生回應說，鎖羅盆如果有道路和配套

服務，很多村民都願意回村居住。他在多次與村民閒談後得出

此印象。  

5 6 .  一名委員詢問如果村民要返回市區謀生，怎可能復村。

黃慶祥先生表示很多村民都願意住在村裏，因為能夠重拾不少

美好的童年回憶。黃素珍女士表示，即使復村，很多村民都不

會 在 鎖 羅 盆 村 定 居 ， 可 能 只 會 在 周 末 、 放 假 或 節 日 才 回 村 短

住，種種花草、養養禽畜和耕一下田。村民也有計劃進行有機

耕 種 ， 甚 至 重 闢 魚 塘 。 可 以 說 村 民 想 以 現 代 方 式 重 過 鄉 村 生

活。不過，他們沒有打算在村內興建食肆或商場。  

5 7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要 是 村 裏 無 人 居 住 ， 有 沒 有 可 能 進 行 保

育。聶衍銘先生 ( C 1 6 3 8 )表示，擁有私人土地的業權並不代表

擁有這些土地的發展權。政府的原意不是讓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內的鄉村不斷擴大，否則政府早已擴大「不包括的土

地」的範圍及興建道路通往鄉村。屋地和農地的界線已劃分，

村內土地的用途有明確的機制來釐定。環保組織並非如一些申

述人所說那樣主張滅村。只是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太大，

現有已建屋的地方已足夠讓村民發展生態鄉村；而且現有的鄉

村民居還未盡用，容許增建 1 3 4 幢小型屋宇，實在說不通。他

們認為應依照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這個先例，讓鄉村繼續蓬

勃發展，同時保護天然環境。這正是村民、廣大市民和環境三

贏的局面。城規會擬備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期間，也有村民

要求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不過，在那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公布後，城規會卻沒有收到任何小型屋宇發展申請，顯

示 擴 大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範 圍 的 需 求 被 誇 大 。 另 須 留 意 的

是 ， 環 保 組 織 不 反 對 在 該 村 復 耕 及 在 附 近 河 流 取 水 作 灌 溉 之

用。如有需要，村民應請漁護署協助鋪設灌溉水管。有些申述

人提到遠足和露營人士帶來負面影響，但實際上他們極少會定

期到鎖羅盆和海下這些偏遠的「不包括的土地」。遠足人士的

負面影響，遠遠少於在鎖羅盆增建 1 3 4 幢新小型屋宇的影響。

另須留意的是，曾經有人清除鎖羅盆的植被。二零零八年，政

府對非法清除植被的人士提出檢控。二零一零年，政府土地的

紅樹林受到干擾。政府要用公帑把紅樹林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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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  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 C 2 8 6 4 )表示，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

圖讓大浪灣村能從遊客生意賺取收入，繼續蓬勃發展，是一個

好好的先例。要是按照大浪灣的先例，鎖羅盆的村民應該能夠

管理該村及在有需要時翻建村屋。「鄉村式發展」地帶只應涵

蓋現時已建屋的地方。「鄉村式發展」地帶附近的地方應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因為這樣可以保護那裏天然的地方，使

鄉村周圍有優美的環境。這樣一個好好的先例也不依據，實在

於理不合。關於鎖羅盆的植被遭清除，須留意於二零零八年，

政府和私人土地有 4  0 0 0 棵樹被伐掉。  

5 9 .  陳嘉琳女士 ( C 2 5 0 6 及 C 2 5 3 5 )表示，保育鄉村並不代

表村內所有事物都不能改動。更確切地說，保育的目標是保持

區內的生態、景觀和康樂價值。環保組織不反對在分區計劃大

綱圖上加入「鄉村式發展」地帶以作復村之用，但現有村屋仍

然殘破失修，卻要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以增建 1 3 4 幢小型

屋宇，這實在說不通。她最近見過幾個年青人，他們都是另一

條村原居村民在外國出生的後代，首次回港。他們聽到政府正

為其村作出規劃的傳聞，便回港看看究竟有沒有經濟機會。顯

然，這些原居村民的後代根本沒有打算回村定居，與村民重過

鄉村生活。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只令村民有錯誤的期望，

以為政府將會發展「不包括的土地」。至於非法伐樹的人入村

破壞村民財產的問題，建議把該區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這樣

漁護署的護理員便會定期巡邏。  

6 0 .  主席詢問為何現有村屋仍然殘破失修，村民卻要求擴大

「鄉村式發展」地帶。黃素珍女士表示，二零零八年村民開始

想復村時並無長遠的計劃，只想興建幾幢屋宇，希望這樣足以

吸引更多村民回村居住。一直到地政總署要求他們提供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預測數字，他們才決定進行調查。須留意的是，

陳嘉琳女士提及的原居村民後代並不代表鎖羅盆村民的意見。

很多已離世的村民都安葬在村裏，激發了他們的子女回村居住

之心。發展擬議的 1 3 4 幢新小型屋宇只是一個長遠的目標，未

有具體落實發展的時間表，但她對於實現此目標感到樂觀，因

為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村民都表示有意回村居住。  

6 1 .  黃慶祥先生回應一名委員的問題，表示「鄉村式發展」

地帶位於較高處，所以不會出現水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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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  蘇 震 國 先 生 回 應 這 名 委 員 的 問 題 ， 表 示 村 民 如 想 翻 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村 屋 是 無 須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規 劃 許 可

的 。 黃 慶 祥 先 生 表 示 ， 地 政 總 署 審 批 翻 建 現 有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是有一套嚴格的準則和要求的，他們未能達到有關準則，

所以無奈放棄申請。主席表示，黃先生所指的是與規劃申請制

度不同的地政制度。  

6 3 .  一名委員詢問城規會曾否批准任何涉及「自然保育區」

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申請。秘書回應說，她記得

曾經有一宗第 1 2 A 條申請要求把一幅用地由「自然保育區」地

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但申請地點涉及屋地，又位於

「自然保育區」地帶邊緣，所以才獲得批准。  

6 4 .  一名委員注意到環保組織希望把「不包括的土地」納入

郊野公園範圍，但村民則想復村，故詢問兩方申述人的意見是

否存在無法消除的鴻溝。聶衍銘先生表示，多份反對分區計劃

大綱圖的申述書都是由公眾人士提交的，所以把情況形容為環

保組織與村民的意見出現鴻溝，並不正確。另外，環保組織認

為城市規劃制度下的最佳解決方法，就是依照大浪灣分區計劃

大綱圖的先例，締造村民、廣大市民和環境三贏的局面，而這

三方更以村民為先，可見環保組織從來都沒有想過滅村。  

海下  

6 5 .  主 席 問 到 海 下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是 否 太 接 近 海 岸

線，以及此地帶的地下水位是否過高，以致化糞池不能妥善運

作。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蘇震國先生以幾張航攝

照片作說明，表示「鄉村式發展」地帶位於較高位置，而且與

海岸線相隔一段距離。鄰近海岸線的地方位於較低位置，加上

地 層 是 沖 積 土 ， 故 在 這 些 地 方 設 置 的 化 糞 池 或 許 未 能 妥 善 運

作 。 須 注 意 的 是 ， 高 水 位 線 接 近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的 外 邊

界，但兩者非完全一致，因為「海岸保護區」地帶的界線須與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界線吻合，法定管制範圍才能由海下一直伸

延至海下灣海岸公園。「海岸保護區」地帶並非如一些申述人

所說是設計來管制發展的，例如設置化糞池。此地帶的規劃意

向其實是要保育、保護及保留天然海岸線及易受破壞的海岸自

然環境。至於化糞池，是由環保署負責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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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  蘇震國先生回應主席另一問題，表示現有的小型屋宇全

都位於海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範圍內。  

6 7 .  David Newbery 先生回應主席的問題，表示海岸公園實際

上位於海中，所以劃定內邊界並無意義。雖然高水位線尚算準

確，但約有一半時間水位會升高至高水位線之上，沖走泥土。

因此，「海岸保護區」地帶內的田現已不存在，變成了海灘連

伴生的紅樹林。因此，蘇震國先生所指的海岸線並非實際的海

岸線。海洋生態系統與「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其實只相距

約 1 0 米。  

6 8 .  主席詢問 David Newbery 先生，既然根據一般推定，「綠

化地帶」內不宜進行發展，為何他早前卻說整個「綠化地帶」

都會有小型屋宇發展。 David Newbery 先生回應說，他對城規會

沒信心，不認為城規會會拒絕在「綠化地帶」興建小型屋宇的

規劃申請。 David Newbery 先生以「香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

指 標 報 告 」 中 的 列 表 作 說 明 ， 表 示 規 劃 申 請 涉 及 的 「 綠 化 地

帶」土地有 1 3 1 公頃，而當中獲 批准的申請涉及 的「綠化地

帶」土地有 1 0 8 公頃，可見涉及「綠化地帶」的規劃申請獲批

准的比率頗高。  

6 9 .  主席提到「香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報告」中的

列表，詢問二零一三年獲城規會批准的那些涉及「綠化地帶」

的申請中，有多少百分比是作小型屋宇發展的。 David Newbery

先生表示，他要問 Roger Kendrick 博士，即該報告的撰稿人，才

能回答這個問題。無論如何，「綠化地帶」已成為小型屋宇發

展 的 「 土 地 儲 備 庫 」 ， 若 耗 盡 這 「 土 地 儲 備 庫 」 的 土 地 作 發

展，累積影響可以極大。海下方面，將有關地方劃作「綠化地

帶」並不適當，因為城規會看來無意限制地帶內的小型屋宇發

展。如有意保育有關地方，就應把之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而非「綠化地帶」。城巿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第 5 . 2 4 段

提到，「為應付日後的小型屋宇需求，規劃署檢視了該區的土

地 ， 期 能 找 到 有 潛 力 作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的 合 適 地 點 」 。 顯 然 ，

「綠化地帶」內的小型屋宇發展都會獲批准，所以他認為最終

整個「綠化地帶」都會建有小型屋宇。  

7 0 .  主席表示，據城巿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第 5 . 2 4 段

所 述 ， 「 綠 化 地 帶 」 內 並 非 不 可 以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 如 提 出 申



-  5 9  -  

E/04 TPB1057_MINUTES_19-5-2014_CHINESE.DOC 

請，城規會可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他詢問文件中是否有 David 

Newbery 先生提及的「土地儲備庫」一詞。蘇震國先生答稱，文

件中沒有此用詞。  

7 1 .  秘書稱，根據她的記錄，二零一三年有 5 5 宗擬在「綠

化 地 帶 」 內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規 劃 申 請 ， 涉 及 的 土 地 總 面 積 為

3 . 7 公頃，當中有 1 7 宗申請 (涉及 1 . 5 1 公頃土地 )獲城規會批

准。  

7 2 .  Edward Michael 先生 ( C 3 6 5 7 )回應主席的問題，表示「香

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報告」中列表的資料是根據從法

定 規 劃 綜 合 網 站 和 城 規 會 的 會 議 記 錄 所 取 得 的 數 據 而 整 理 出

來。主席說，那即是說列表中的資料並非城規會提供的正式數

字 ， 只 是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根 據 從 不 同 來 源 取 得 的 資 料 整 理 出

來。 Edward Michael 先生表示可向城規會提供更詳細數據，印證

列表中的資料。主席表示，城規會秘書處已有相關數據的詳盡

記錄，因此 Edward Michael 先生不必提供更多補充數據。 Edward 

Michael 先生建議可由城規會向他提供相關數據作參考。主席同

意。  

7 3 .  主席詢問，如果小型屋宇申請涉及的地點不合適，令化

糞池不能妥善運作，當局會否就此諮詢環保署。謝展寰先生回

應說，申請在海下地區興建小型屋宇，申請人須委聘認可人士

進行滲濾試驗，然後將試驗結果提交地政總署，證明申請地點

適宜設置化糞池。如滲濾試驗結果不獲接納，地政總署有可能

拒絕申請。地政總署可能會諮詢環保署，確定進行滲濾試驗的

過程是否恰當。  

白腊  

7 4 .  一名委員問到白腊是否有私人土地被私人發展商收購。

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鍾文傑先生表示，白腊「鄉村範圍」內的

土 地 約 有 4 4 % 為 私 人 土 地 。 根 據 他 的 記 錄 ， 該 區 「 鄉 村 式發

展」地帶內部分土地已被一家私人公司收購。  

7 5 .  由於委員再沒有問題要提出，主席多謝政府的代表及提

意見人出席會議。他們各人此時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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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  會議於下午七時休會。  

[會後備註：秘書處於會後看過黃慶祥先生 ( S L P - C 3 6 6 9 )的族

譜，備悉其對鎖羅盆的小型屋宇需求所作預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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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會 議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恢 復 進

行。  

2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黃仕進教授  

劉智鵬博士  

李律仁先生  

馬詠璋女士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霍偉棟博士  

符展成先生  

何立基先生  

黎慧雯女士  

林光祺先生  

劉興達先生  

陳福祥先生  

葉德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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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達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2 )  

曹榮平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  

甯漢豪女士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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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議部分  

[閉門會議 ]  

3 .  主席表示歡迎委員到席，並表示此節會議是要商議有關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鎖羅盆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及意見。他表示先前已在二零一四年

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八日、五月十二日及五月十九日舉行了四

場聆訊，聽取了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人／提意見人

或其代表的口頭陳述。會議約有 1 0 0 名申述人及 2 0 名提意見

人及／或其代表出席，當中 5 0 人就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

口頭陳述。  

4 .  主席請委員審議有關申述時考慮所有書面及口頭陳述內

容，以及在各節會議上呈上的資料。各節會議的錄影片段已在

商議部分開始前準備好，讓委員觀看。他表示，城規會應考慮

申述人／提意見人的所有理據及建議，然後決定是否建議順應

申述的內容／部分內容修訂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為方便商

議這些申述及意見，會議會先討論及商議申述人／提意見人的

一般理據，然後是他們所提出關於個別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理據

及建議。主席說罷，委員便審閱申述人及提意見人所提出關於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共同理據。  

關於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一般共同理據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及小型屋宇需求  

5 .  主席表示，很多申述及意見都是與小型屋宇需求及這三

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有關。一方

面，有些申述 (即村民的申述 )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沒有

足夠的合適土地作小型屋宇發展以應付日後的小型屋宇需求；

另一方面，環保組織的申述及意見則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過 大 。 為 證 明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數 字 準 確 無 誤 ， 海 下 的 村 代 表

( R 1 8 )及一名鎖羅盆的村民 ( S L P - R 1 0 8 1 2 / C 3 6 6 9 )分別在二零

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上向城規會及秘書處

出示海下及鎖羅盆的男性原居村民名單。根據名單，所預測的

海下及鎖羅盆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分別是 9 7 幢及 2 4 4 幢。該名

鎖羅盆村民聲稱，鎖羅盆的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包括居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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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村民人數，但實際的數字應再多 1 5 至 2 0 %，因為名單上

未有顯示一些村民的名字。環保組織則認為「鄉村式發展」地

帶過大，而且是根據未經核實的小型屋宇需求數字而劃，沒有

足夠的規劃理據支持。「鄉村式發展」地帶過大，會助長詐騙

和濫用小型屋宇政策的行為。有些申述人也認為應縮減「鄉村

式發展」地帶的面積，以免有人作投機性的發展，因為「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的大部分土地都已屬私人發展商所有。  

6 .  秘書表示， R 1 8 及 S L P - R 1 0 8 1 2 / C 3 6 6 9 提供的小型屋

宇需求預測數字包括海下村及鎖羅盆村的所有男性村民人數，

與規劃署擬備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相關村代表提供的未來 1 0

年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並不相同。她表示，海下、鎖羅盆及

白腊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分別可應付這

三條鄉村小型屋宇預測需求的大約 6 8 %、 5 0 %及 1 0 0 %，即可

建 9 4 幢、 2 7 0 幢及 7 9 幢小型屋宇。  

7 .  委員備悉，「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慮過「鄉村

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

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海下及

鎖羅盆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採用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鄕村式發

展」地帶，即是先把「鄕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現有的

鄉村民居所在之處及毗鄰的合適土地，之後若證明有真正需要

發展小型屋宇，才把範圍向外擴展。這方式會使發展模式較具

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

效益。  

8 .  副主席認為「鄕村式發展」地帶的劃界有既定的原則，

其他鄉郊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也採用，城規會應堅守。由於

有需要保護自然環境，因此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採用

逐 漸 增 加 的 方 式 劃 設 「 鄕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以 應 付 小 型 屋 宇 需

求，做法恰當。鎖羅盆現時無人居住，但於該區劃設的「鄕村

式發展」地帶，其面積卻可提供大約 1 3 4 幅小型屋宇用地，容

納約 1  0 0 0 規劃人口，似乎偏大，應予檢討。委員亦得悉白腊

分區計劃大綱圖「鄕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可應付所預測的十

成小型屋宇需求，並不符合逐漸增加的規劃方式。  

[劉智鵬博士及霍偉棟博士此時返回席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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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一名委員表示，規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時，應

同時兼顧自然保育和鄉村發展，從中作出平衡。自然環境固然

要保護，但亦不應剝奪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的權利。不過，

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的發展，其範圍應多大，必

須小心考慮，特別是鎖羅盆及白腊沒有車路可達，而且白腊有

些私人土地已由私人公司持有。主席表示，規劃署已在聆訊中

解釋，土地業權可以變動，因此在規劃方面不應是重要的考慮

因素。  

1 0 .  經過一輪討論後，主席作出總結，表示委員的意見是認

同原居村民有權興建小型屋宇，而當局亦有必要劃設「鄕村式

發展」地帶以應付小型屋宇的需求。不過，小型屋宇需求只是

考慮「鄕村式發展」地帶範圍大小時的其中一項因素。為盡量

減 低 對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自 然 環 境 的 負 面 影 響 ，

「鄕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應按照逐步增加的方式來規劃，先

局限在現有的鄉村民居所在之處及毗鄰的合適土地。即使「鄕

村式發展」地帶內仍有土地可以發展小型屋宇，如有真正的需

要使用「鄕村式發展」地帶外的土地發展小型屋宇，規劃申請

制度也留有彈性，容許提出規劃申請把「鄕村式發展」地帶擴

展或在「農業」地帶及／或「綠化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城

規會會根據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1 1 .  至 於 部 分 申 述 人 指 有 人 濫 用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 委 員 備 悉

「鄕村式發展」地帶內土地的用途須符合此地帶的規劃意向，

即主要預算供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相關的地政處審批

小型屋宇的申請時會核實小型屋宇申請人的身分。  

小型屋宇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和對水質的影響  

1 2 .  主席表示，很多申述書和意見都關注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內鄉村式發展項目使用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是否合

適和有效，以及對海下、鎖羅盆和白腊三區的河流以及附近的

水體，特別是海下灣的水質造成的潛在負面影響。這些申述和

意見的主要理據是，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僅可作程度最低的污

水處理，而且往往因保養不足和數目增加而未能達到理想的效

果。劃設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後，未來人口將會大增，

但當局並無就小型屋宇數目增加所帶來的潛在累積影響進行評

估。有些申述人和提意見人亦認為，這三區地底表層的沉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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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透氣和高滲透力的沉澱物，所以污水雖然經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處理，但仍淨化得不夠。另有意見認為，當局必須參照

《水污染管制條例》訂明要符合的技術備忘錄，訂定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與海下灣沿岸海域之間的法定後移距離。  

1 3 .  委員備悉在地政總署處理有關批建小型屋宇的申請時，

相關政府部門會考慮小型屋宇的排污安排，包括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必須在小型屋

宇申請階段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包括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

保署」 )的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

業守則第 5 / 9 3 號》－「須經環境保護署評核的排水渠工程計

劃」。在決定某地點是否適合建造化糞池處理和排放污水時，

會考慮該地點特有的情況，如滲濾試驗結果、是否接近河流／

溪澗、地下水位的深度、地形及洪氾風險。  

 滲濾試驗  

1 4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滲 濾 試 驗 是 否 應 該 由 合 資 格 專 業 人 士 進

行。環保署副署長謝展寰先生表示，滲濾試驗是《專業人士環

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所訂明的其中一項規

定。地政總署會要求認可人士認證化糞池的設計符合《專業人

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所訂明的相關標準

與 規 定 ， 包 括 進 行 滲 濾 試 驗 。 只 有 認 可 人 士 才 合 資 格 進 行 認

證。地政總署在處理有關批建小型屋宇的申請時，會要求提交

令有關政府部門滿意的經認證化糞池及滲水井方案。委員備悉

認可人士是根據《建築物條例》註冊的專業人士，若其行為不

當或疏忽，可遭受紀律處分。  

1 5 .  一名委員表示《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第 5 / 9 3 號》的規定並非強制性，小型屋宇發展項目的申請人會

否嚴格遵守，令人存疑。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女士表示，地政

總署一直嚴謹處理小型屋宇申請。該署會與有關的政府部門緊

密聯絡，確保有關申請完全符合所有相關的規定，包括處理和

排放污水的安排，才會批建小型屋宇。  

1 6 .  另一名委員表示，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都

位於通常地層是泥砂相間的地區。由於地質狀況會影響滲濾試

驗結果，這名委員詢問滲濾試驗的深度要求。謝展寰先生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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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滲濾試驗必須在興建小型屋宇前進行，以確定地層狀況適

合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進行滲濾試驗的深度會視乎個別

滲水井系統的設計而定。一般來說，小型屋宇發展項目的典型

滲水井系統會設於地底約 1 . 5 至 2 米深的地方，但有時深度也

有可能達 2 至 3 米。  

1 7 .  這名委員表示，在接近海下灣的地方興建小型屋宇，或

會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環境有負面影響。因此，以往在海下灣

沿岸或其他沿海地點所作滲濾試驗的結果，或可作為沿海地區

泥土狀況的有用參考資料。秘書表示，海下的沿海地區已劃為

「海岸保護區」地帶，其規劃意向是保育、保護和保留天然海

岸線，以及易受影響的天然海岸環境。「鄉村式發展」地帶的

界線是配合「海岸保護區」地帶而劃的，所以在海下的海岸線

不會興建新的小型屋宇，就算有，也少之又少。在「鄉村式發

展」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不用取得規劃許可，所以滲濾試驗結

果也無須經城規會審核。  

1 8 .  謝展寰先生表示，在提出有關批建小型屋宇的申請時，

申請人須提交多項資料予地政總署批核，其中包括一份獲認可

人士認證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設計圖，之後小型屋宇方可入

伙。雖然認可人士須證明滲濾試驗已根據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方案按《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進

行，但政府沒有保存個別滲濾試驗結果的記錄。謝先生續說，

因應一些申述人提出的滲濾試驗問題，環保署與地政總署討論

後，決定規定在小型屋宇發展完成前，經認可人士認證的滲濾

試驗結果必須提交地政總署批核，並須經相關政府部門審閱。

程序修訂後，可防止認證制度被濫用，進一步減少小型屋宇發

展對環境的潛在負面影響。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維修保養  

1 9 .  一名委員說，有人擔心小型屋宇與相關的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之間的接駁喉管所經的路程過長，廢水會在系統以外的

地方外溢或滲漏。這名委員遂詢問小型屋宇與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之間的接駁距離是否有納入法定或行政管制範圍。謝展寰

先生回答說並無這樣的管制，不過，只要按政府既定的標準和

規定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發生廢水外溢或滲漏意外的機

會應該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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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一名委員說，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須定期維修保養，清

除沉澱在化糞池的污水淤泥，才能維持處理污水的效率。由於

鎖羅盆和白腊都沒有車路可達，要定期維修保養這兩區的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是否實際可行，令人存疑。委員備悉環保署的

《村屋污水排放指南》有載述如何操作和維修保養化糞池。謝

展寰先生表示，維修保養此系統的次數主要視乎產生的污水量

和要清除的懸浮固體物質數量而定。  

2 1 .  謝展寰先生說，若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僅處理一幢只住

有幾個人的小型屋宇的污水，未必要經常維修保養，而效用和

效率也不會受影響；反而人數較多的學校和餐廳使用的化糞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 由 於 處 理 的 污 水 量 較 多 ， 所 以 要 定 期 維 修 保

養，才能維持效率。一般而言，小型屋宇所用系統的維修保養

工序包括曝氣、清洗和去除不能消減的固體物質。這些工序無

須使用大量人力，所以未必要有車路才可進行，而且有商營承

辦商可提供維修保養服務。事實上，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主要

在沒有污水渠和車路的偏遠地區才會使用。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效用  

2 2 .  一名委員問到，是否有採用定量評估方法評估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清除污染物的效果，以及此系統排出的污水對水質

的影響。另一名委員則詢問此系統能否有效清除小型屋宇和遊

客設施排出的無機化學物，例如清潔劑和洗髮劑。謝展寰先生

說，污水處理系統是按化學和物理的原理來設計，所以化糞池

及滲水井系統清除污染物的效果並非用定量評估方法評估。只

要此系統是按既定的標準和規定在合適的地點興建，當污水穿

過泥土時，污染物會有所減少，此作用應可足以保護相關的水

體。  

2 3 .  謝展寰先生續說，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一直能有效保護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海下現時有一些村屋和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但海下灣海岸公園主水體的水質經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

稱「漁護署」 )量度後獲評為「極佳」，這反映出以該海岸公園

主水體的承受能力而言，那些小型屋宇現時排放至主水體的污

水未曾造成嚴重影響。由此可見，小型屋宇若設有設計得宜和

操作穩妥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沒有證據顯示在規劃作「鄉



-  9  -  

C/TPB1057_MINUTES_20-5-2014_CHINESE.DOC 

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興建小型屋宇會對海下灣海岸公園水質

造成無法克服的影響。  

2 4 .  一名委員說，據一名申述人所述，海下灣海岸附近有一

些屋宇現時空置，當局可能會低估了現有的村屋對海下灣海岸

公園水質的影響。  

2 5 .  謝展寰先生回應規劃署署長凌嘉勤先生的問題，表示由

於人類和動物的一般活動，天然河流和沿海地區發現有大腸桿

菌並非不普遍，甚至在設有公共污水收集和污水處理設施的地

方，例如維多利亞港和吐露港，沿海水域也常發現數量不少的

大腸桿菌。大腸桿菌在海洋環境裏始終只能生存一段短時間，

所以問題的關鍵是主水體的水質是否受到污染。謝先生說，據

他了解，漁護署正考慮增加抽樣地點，以加強監察該海岸公園

的水質。  

 累積影響  

2 6 .  一名委員表示，把土地劃作發展新的小型屋宇時，應考

慮對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和有關集水區有何累積

的影響。海下方面，累積影響可能是上游白沙澳的其他發展所

造 成 。 另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 考 慮 到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的 潛 在 累 積 影

響，加上海下和白腊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接近海岸區，應考

慮以「防患未然」為原則，盡量減低對環境可能造成的負面影

響。  

2 7 .  主席詢問假設新建的小型屋宇數目大增至例如 4 0 0 幢，

對水質的累積影響會否無法接受。謝展寰先生表示，小型屋宇

和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數目若大增，難免會對環境帶來更多影

響，而對於現有小型屋宇發展密度已經很高的地方，影響特別

大。至於影響程度是否無法接受，則取決於泥土的吸收力和其

在減少污染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滲濾試驗必須進行，以確定

有關地方的泥土情況是否能讓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妥善運作，

有效處理和排放污水。在小型屋宇密度已經過高或泥土情況不

合適的地方，所有擬議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都不會通過滲濾

試驗。要是滲濾試驗結果顯示泥土情況合適，能建造新的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則連帶的環境影響就不會無法克服。謝先生

也表示，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位置是有規定的。一般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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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水 區 內 不 得 建 造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 以 免 污 染 食 水 。 另

外，接近河流、溪澗和沿海地區的地點也不得建造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以免可能對這些水體造成污染。根據至今所得到的

資料，他知悉環保署和漁護署都不反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  

[邱榮光博士此時返回席上。 ]  

 廢水排放管制  

2 8 .  委員大致備悉，凡未經許可而把廢水排入雨水渠系統或

直接排入河流和大海，相關政府部門都會採取執法行動對付。

謝展寰先生表示，小型屋宇產生的廢水 (包括廁所和廚房的污水

和淤泥水 )應排入公用污水渠；若附近沒有公用污水渠，則應排

入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雖然若有廢水處理不當而造成污染的

情況出現，當局可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作出檢控，但有些

情況下，要調查和執法，實際上並非易事。  

2 9 .  有申述人關注淋浴設備排放污水的問題。謝展寰先生表

示，廢水會經過沙濾池滲入附近地層。在正常的情況下，這安

排在環境上可以接受，而目前廢水中不能進行生物降解的物質

的含量應該不多。不過，若然有更多人使用淋浴設備，違規排

放廢水的情況可能隨之增加。因此，人們一般的活動 (例如大量

遊客到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遊覽，特別是周末期間 )造成

的污染問題，可能比小型屋宇還多。  

3 0 .  一名委員表示，用餐、游泳和淋浴等康樂和旅遊活動，

都是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受污染的主要成因。「鄉村式

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提供土地作小型屋宇發展，所

以應考慮對這些活動施加更嚴格的管制。  

3 1 .  另一名委員表示，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以前曾考

慮限定某類人士才可使用海岸公園。不過，考慮到海岸公園屬

於公共資產，應讓公眾人士享用，所以該委員會沒有就此做法

再作跟進。這名委員又表示，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是首要關

注的事項，漁護署作為管理當局，一直監察着海岸公園的水質

和環境狀況，所以應由該署負責監控附近一帶的污染源頭。此

外，應以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讀數作為管制污染的系數。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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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旦發現海岸公園的水質變差，即可及時採取適當的管制

措施，盡量防止環境再惡化下去。除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外，

亦應考慮有何其他合適的污水處理設施。  

3 2 .  委員大致同意，小型屋宇數目增加不會直接影響郊野公

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遊客數目。另應要求作為郊野公園及海

岸公園管理局的漁護署考慮改善遊客設施，加強執法，對付海

下違規排放廢水的情況，以盡量減少對海岸公園的環境造成的

潛在負面影響。  

[霍偉棟博士此時離席。 ]  

 劃設「鄕村式發展」地帶時須否作評估  

3 3 .  一名委員說，一些申述人及提意見人發現海下的「鄉村

式發展」地帶内有些地方是經常出現洪氾情況或地下水位相對

較高的濕地。按照常理，那些濕地並不適合建造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由於沒有關於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地質及地

下水狀況的詳細資料，這名委員懷疑應否把那些看似是濕地的

地方劃入「鄉村式發展」地帶。  

3 4 .  一名委員說，在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應進行初步評

估，以確定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是否適合建造化糞池及

滲 水 井 系 統 。 這 是 由 於 若 進 行 滲 濾 試 驗 後 才 發 現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内一些地方不適合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可能會

惹來村民批評，指預留的土地根本不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  

3 5 .  另一名委員說，要決定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内發

展 的 範 圍 應 多 大 ， 環 境 的 承 受 能 力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

「鄉村式發展」地帶内並非所有土地均適合發展小型屋宇。以

鎖羅盆為例，由於「鄉村式發展」地帶内先前是梯田的地方並

沒有成齡樹，那些地方的地下水位可能相對較高，又或可能屬

多孔滲水的地質，並不適合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這名委

員 亦 表 示 ，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水 質 優 越 ， 是 由 於 現 有 環 境 平

衡，令大自然有效發揮了自我潔淨的作用。若有任何新增的發

展，可能會擾亂現有的平衡狀態，對自然環境帶來不良影響，

而村民亦會期望當局闢設污水渠和道路等基礎設施，作爲擴展

鄉村的配套。隨着人口增加，有更多人類活動，很可能會對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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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帶來更多不良影響。為審慎起見，應以科學方法進行詳細的

評估，研究有關地方的承受能力，以及劃作「鄉村式發展」地

帶的地方是否適合發展設有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小型屋宇。  

3 6 .  謝展寰先生說，海下及鎖羅盆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内

有些可供興建新小型屋宇的地方，位於較高的位置，遠離低地

及海岸區。在小型屋宇申請階段可進行適當的滲濾試驗，確定

「鄉村式發展」地帶内個別地點的位置是否適合建造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只有通過滲濾試驗的地點才可建造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要評估「鄉村式發展」地帶内各個新發展地方個別地

點的狀況，滲濾試驗是可靠的科學方法。  

3 7 .  另一名委員說，雖然環保人士及村民雙方都提出理據，

以支持他們對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觀點，但城規會為所

有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

時，應採取一致的方法。根據既定的做法，滲濾試驗既客觀又

科學，是研究「鄉村式發展」地帶内個別地點是否適合建造化

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適當方法。  

[符展成先生此時離席。 ]  

3 8 .  一名委員說，土地用途規劃並非只講求絕對科學，當中

不免涉及判斷與假設。即使進行了詳細的評估，研究有關土地

是否適合發展小型屋宇和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評估結果

是否就可直接應用於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仍存有疑

問。雖然評估後會找出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内哪些地點

適合還是不適合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但要把「鄉村式發

展」地帶中每個不適合的地點都剔除並不可行。因此，規定要

在申請批建小型屋宇的階段進行滲濾試驗，是決定「鄉村式發

展」地帶内的土地是否適合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最可行

方法。採用這個做法，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内興建的小型屋

宇實際數目可能會較規劃署估計的為少，但對環境的影響則沒

有那麽大。這名委員亦表示，若有跡象顯示海下灣海岸公園的

水質轉差，漁護署可在諮詢部門的階段，反對有關的小型屋宇

申請。  

3 9 .  委員知悉土地用途地帶只是籠統的規劃，在某一用途地

帶内的土地能否確實用作原定的用途，還要視乎是否符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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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的規定。究竟某個地點是否適合發展小型屋宇和設置

附連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是有既定的機制規管，當局審批

小型屋宇申請時，會按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出研究。由於當

局目前正為若干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擬備分區計劃大綱

圖，若要就每份分區計劃大綱圖進行詳細的評估，以決定「鄉

村式發展」地帶是否適合發展小型屋宇和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會耗費極大量資源，而且，要以科學的方法決定一個地

方的承受能力，也很困難。  

4 0 .  秘書表示，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的界線，是考慮過若干相關因素才劃定的。一般而言，在制

訂 圖 則 的 過 程 中 ， 那 些 不 適 合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地 方 不 會 劃 入

「鄉村式發展」地帶。若在規劃的過程中須研究個別地點是否

適合興建小型屋宇和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則規劃階段的

處理方法就要作出更多限制，規定任何新建小型屋宇和設置化

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申請都須提交城規會審批。這樣，現時劃

設「鄕村式發展」地帶的方法便須修改，由城規會 (而非地政總

署及相關的政府部門 )負責監察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是否可

接受。  

4 1 .  另 一 名 委 員 說 ，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 包 括 地 政 總 署 及 環 保

署 )有責任確保興建小型屋宇和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申請

符合相關的指引和規定。現行的監管機制已足以防止有關的發

展對環境造成潛在的負面影響。由於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其中一

個規劃意向是預留土地供原居村民日後發展小型屋宇之用，因

此在制訂圖則的過程中，應絕對尊重小型屋宇政策的精神。施

加過多的規限，把「鄕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現有村屋

所在之處，並非必要。  

[劉興達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4 2 .  經進一步商討後，主席總結各委員的意見，表示規劃就

是以法定圖則把合適的土地劃作不同的用途地帶。關於「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的小型屋宇發展，地政總署在處理小型屋宇批

建申請時，會要求申請人提交詳細的圖則和資料，供相關的政

府部門考慮。關於排污方面的安排，負責小型屋宇發展的認可

人士須提交令環保署滿意的經認證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建議及

滲濾試驗結果。目前已有足夠的監管，確保發展小型屋宇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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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不會對周邊地區的環境造成不可接受

的影響。委員亦備悉擬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合適位置會在

興建小型屋宇前決定。擬在「鄕村式發展」地帶内設置的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會不會獲相關的部門接受，視乎滲濾試驗的結

果而定。當局不保證「鄕村式發展」地帶内的所有土地都可發

展小型屋宇。  

[李律仁先生此時離席。 ]  

基礎設施須否改善  

4 3 .  主席表示，有些申述人和提意見人認為應計劃興建或改

善道路、基礎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配合鄉村所需及服務這三

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遊客。另有意見認為當局應擬

備 鄉 村 發 展 藍 圖 及 定 出 公 共 工 程 計 劃 ， 改 善 這 三 塊 郊 野 公 園

「不包括的土地」的基礎設施和其他設施，防止現有的鄉村污

染天然環境，包括河流和附近水體。  

4 4 .  委員備悉這三區現時人口很少，相關的工務部門會一直

留意未來在基礎設施方面的需要，並會視乎有否資源而提供所

需設施。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亦提供了彈性，使

政府統籌或落實的土力工程、地區小工程及環境改善工程可以

進行。這些工程一般是為提供、保養、日常運作和緊急修理地

區設施而必須進行的工程，目的是為公眾的利益及／或改善環

境。委員亦備悉，是否要為現有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鄉村擬

備新的鄉村發展藍圖，要視乎若干因素而定，例如能落實鄉村

發展藍圖的機會、規劃署的人手和工作的緩急優次。必須待日

後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劃定明確的土地用途地帶，然後才能

考慮擬備鄉村發展藍圖。  

規劃管制  

4 5 .  主席表示，有些申述和意見要求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根據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做法，施加更嚴格的規劃管制。

另有申述和意見建議，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經營「食肆」

及「商店及服務行業」，必須先取得規劃許可。此外，有些申

述和意見認為，為免環境易受影響的土地的生態被干擾，不應

容許在「鄉村式發展」地帶、「自然保育區」地帶、「海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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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區」地帶、「綠化地帶」和「綠化地帶 ( 1 )」內發展「農業用

途」、「農地住用構築物」、「燒烤地點」、「野餐地點」、

「公廁設施」和「帳幕營地」，或應規定這些用途要向城規會

取得規劃許可才能發展。  

 大浪灣的處理方法  

4 6 .  秘書應主席的要求向委員簡述一些關於大浪灣分區計劃

大綱圖的背景資料。她說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於二零零零

年首次公布，當時村民和環保組織都提出了反對意見。考慮他

們的反對意見以及該區的景觀、風景、生態、文物和考古價值

後，城規會同意對大浪灣採取限制較多的做法。根據大浪灣的

規劃方法，「鄉村式發展」地帶範圍僅涵蓋現有的鄉村民居，

要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興 建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小 型 屋

宇，以及對現有建築物進行拆卸或加建、改動及／或修改，或

重建現有建築物，都必須先向城規會取得規劃許可。有些申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認 為 ， 大 浪 灣 與 這 三 塊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有不少共通點，所以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應跟從大浪灣

分區計劃大綱圖採取限制較多的做法。秘書表示，這三份分區

計劃大綱圖應否採取同一做法，必須小心考慮，因為這樣做會

對其他正在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有影響。  

4 7 .  一名委員表示，處理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時也曾經討

論及商議過關於鄉村式發展與自然保育兩者如何平衡的類似問

題。因此，規劃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時，大浪灣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規劃方法可以是有用的參考。  

4 8 .  甯漢豪女士表示，大浪灣限制較多的做法是否適用於這

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城規會的決定應視乎其是否

信納大浪灣的規劃背景和特色獨特，所以可以採用此法，但這

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則不適用。  

4 9 .  一名委員表示，大浪灣與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位於沿海地區，有優越及多元化的

動植物生境，例如風水林和次生林。另一名委員表示，如何規

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應根據其各自的情況和特色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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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  有些委員備悉，政府政策沒有規定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範圍要如大浪灣那樣局限在現有

的鄉村民居。  

5 1 .  委員備悉，大浪灣的規劃環境和特色與這三塊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不同。除了優美的天然景色和未受破壞的景

觀之外，大浪灣也有妥善保存的歷史村落和一個具考古價值地

點。由於保護該區的天然和已建設環境同樣重要，所以大浪灣

分區計劃大綱圖採取了保育的做法，保護該區的天然環境、未

受破壞的景觀、歷史建築物和考古地點。委員同意每宗個案都

應按其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草圖的《註釋》  

5 2 .  一名委員表示，應絕對尊重村民在其村居住和延續其村

的 傳 統 權 利 。 有 關 的 鄉 村 以 前 都 是 充 滿 活 力 、 自 給 自 足 的 鄉

村，雖然後來鎖羅盆村和白腊村大部分村民都遷走，但也不應

剝奪他們回村居住的權利。原居村民有權在「鄉村式發展」地

帶興建小型屋宇，應尊重他們此一權利。  

5 3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質 疑 應 否 把 「 食 肆 」 及 「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列為有當然權利獲准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鄉

村式發展」地帶發展的用途，因為村內食肆及商業設施一旦激

增，可能會吸引更多遊客，加重天然環境的負擔。另一名委員

表示，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別具景觀和生態價值，必須

更嚴格管制「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食肆」用途。  

5 4 .  甯 漢 豪 女 士 表 示 ，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一 般 受 准 許 作 「 非 工

業」用途的土地文書規管，有關文書准許在小型屋宇經營食肆

和商店。不過，如要在小型屋宇經營食物業，經營者必須向食

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食環署」 )申領食物業牌照。  

5 5 .  秘書表示，「食肆」及「商店及服務行業」用途在分區

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列於第二欄，要向城規會取

得規劃許可才能發展。只有設於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地面一層

的較小規模「食肆」及「商店及服務行業」用途，才有當然權

利獲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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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  委 員 備 悉 ， 除 非 情 況 非 常 特 殊 ， 否 則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小型屋宇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內應有當然權利獲得批准。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已作出

足夠的管制，使「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土地皆主要用作發展

小型屋宇。委員亦備悉，容許在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地面一層

經營食肆及商店及服務行業，是為了配合村民的需要。除施加

規劃管制外，還有其他方法可控制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的遊客數目，例如交通管理。此外，要經營食物業，必須向食

環署申領牌照。該署會確定有關處所符合所訂明的衞生標準、

建築物結構安全規定、消防安全規定、契約條件和規劃限制，

才發出牌照。  

[曹榮平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5 7 .  副主席表示，農業用途本質上與自然保育並無抵觸。保

育地區甚至郊野公園都經常有人耕種，實無必要對農業用途施

加更嚴格的規劃管制。另一名委員也表示認同。  

5 8 .  一名委員表示，應鼓勵在鄉村進行農業活動，讓村民能

夠維持生計，並應尊重他們的傳統權利。  

5 9 .  委員認為，所有地帶都准許作「農業用途」，以尊重集

體政府租契的租權。在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上，這用途也列

於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和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的 第 一 欄 。 此

外，漁護署對於把「農業用途」和「農地住用構築物」改列於

第二欄有所保留，因為這樣會對農業構成不必要的限制，長遠

不利農業發展。河道改道、填土／填塘或挖土工程 (包括為改作

准許的用途而進行者 )可能對天然環境有負面影響，必須取得城

規會的規劃許可才可進行。  

6 0 .  委員認為，正如漁護署所說，「燒烤地點」、「野餐地

點」、「公廁設施」和「帳幕營地」未必對易受影響的生境有

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並無有力的理據要對有關土地用途地帶

的這些用途施加更嚴格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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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政策  

6 1 .  主 席 表 示 ， 一 些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認 為 訂 立 郊 野 公 園

「不包括的土地」政策的目的，是要對「不包括的土地」作出

比 現 在 更 好 的 保 護 ， 而 政 府 則 有 責 任 執 行 《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可是，他們認為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並沒有按照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政策的目的和該公約而行。  

6 2 .  一名委員表示，為了對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作出

更好的保護，首要工作應是保育有關地區的自然環境。  

6 3 .  另一名委員表示，這三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

風景、景觀和生態獨特，考慮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應該審慎。  

6 4 .  委 員 備 悉 政 府 並 沒 有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政

策 ， 所 謂 「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 ， 只 是 行 政 措

施，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或透過

法定規劃程序確立合適用途，以照顧保育和社會發展需要。在

新自然保育政策下，制定法定的規劃圖則被視為保護生態價值

非常重要的地點的其中一種工具。制訂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應考慮這些土地的實際情況，包括

一 些 因 素 如 這 些 土 地 的 保 育 價 值 、 景 觀 及 優 美 程 度 、 地 理 位

置、民居的現有規模和即時的發展壓力等，確保能同時兼顧保

育和社會發展需要。  

6 5 .  一名委員表示，《生物多樣性公約》有某些原則適用於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特別是當中第

8 ( E )條，此條提倡「在保護區域的鄰接地區促進無害環境的持

久 發 展 以 謀 增 進 這 些 地 區 的 保 護 」 。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接近屬於受保護區域的郊野公園，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該

公約的締約者 (因中國是締約國 )，實有責任遵守公約中適用於

香港的原則。  

6 6 .  委員備悉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整體規劃意向，是保

存自然景觀和保育價值，以及保護自然鄉郊環境，同時容許現

有認可鄉村的原居民鄉村發展小型屋宇。在擬備這三份分區計

劃 大 綱 圖 及 各 土 地 用 途 建 議 時 ， 當 局 已 充 分 考 慮 如 何 保 護 海

下、鎖羅盆和白腊地區的重要生態價值，務求在自然保育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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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兩者之間作出適當的平衡；同時也顧及到周邊地區 (包括

郊野公園 )更廣大的自然系統，所以已着意保護這些地區的重要

生態和景觀價值。分區計劃大綱圖已劃設根據一般推定不宜發

展 的 保 育 地 帶 ， 包 括 「 綠 化 地 帶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海岸保護區」地帶，涵蓋具重要生態及景觀價值而須通過法

定規劃制度予以保護的地方。  

「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  

6 7 .  一些申述人聲稱，鎖羅盆和白腊先前曾分別發現有非法

伐樹及懷疑違例進行地盤平整和排水工程的情況。當局不應劃

設發展地帶，獎勵「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  

6 8 .  對於申述人和提意見人這方面的論據，一名委員表示當

局應檢討應否把白腊先前懷疑有人違例進行地盤平整工程的土

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以作回應。委員備悉所指的那些

在白腊的土地是長滿雜草和灌木的休耕農地。關於該些土地所

劃 作 的 用 途 地 帶 ， 留 待 逐 一 討 論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考

慮。  

6 9 .  經進一步討論後，主席作出總結，表示城規會決意要保

育鄉郊自然環境，不會姑息任何蓄意破壞鄉郊自然環境以圖博

取 城 規 會 從 寬 考 慮 隨 後 在 有 關 地 點 的 發 展 的 行 為 。 為 確 保 在

「農業」地帶、「綠化地帶」和「自然保育區」地帶内進行的

活動不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已

訂明，任何河道改道及填土／填塘工程都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許

可才可進行。委員同意主席所作的總結。  

大浪西灣個案的司法覆核  

7 0 .  委員備悉有數名申述人和提意見人表示，擬備分區計劃

大綱圖時應考慮大浪西灣個案司法覆核的裁決。不過，委員認

為大浪西灣的規劃環境和背景應與其他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的區分開來。而擬備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時，也不應直

接套用該個案的司法覆核裁決，因為每宗個案應按其個別情況

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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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基本法》  

7 1 .  關於一些申述人指稱，把私人地段劃為保育地帶乃違反

《基本法》，委員備悉在擬備其他鄉郊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時也有人提出類似的論據。根據先前所得的法律意見，只要在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基本法》生效前，分區計劃大綱圖制度

已限定了小型屋宇政策下的權益，如今透過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對該等權益施加規劃管制，也就不違反《基本法》第四十條。

此外，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施加規劃管制，並不涉及正式徵用財

產，亦不會令相關的土地不可用作任何其他有意義的用途，故

不算是《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所謂的「徵用」財產而須支付

補償。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或海岸公園範圍  

7 2 .  主席表示，有些申述人認為不應把私人擁有的土地納入

郊野公園範圍，但其他申述人則建議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納入郊野公園或海岸公園範圍。  

7 3 .  一名委員詢問應否要求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將海

下、鎖羅盆及白腊納入郊野公園範圍。主席表示，在《二零一

零至一一年施政報告》中，政府承諾將 5 4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或透過法定規劃程序確立合適用

途。其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指示政府根據《城巿規劃條

例》擬備法定圖則涵蓋約半數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包

括海下、鎖羅盆及白腊地區，因此，城規會必須按指示而行。  

7 4 .  秘書補充說，擬備法定圖則和把某地方指定郊野公園是

按兩個不同的制度進行。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法

定圖則，並不表示有關土地日後不會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委員

備悉，根據《郊野公園條例》及《海岸公園條例》，指定某地

方為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

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漁護署表示，決定某個地點是

否適合指定為郊野公園，須按照一套既定的原則和準則進行評

估，包括該地點的保育價值、景觀價值及優美程度、發展康樂

用途的潛力、面積、與現有郊野公園有多近、土地類別及現有

土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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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  主席表示，關於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一般共同事項

已商議過，他建議留待另一節會議才商議個別分區計劃大綱圖

的申述及意見所提出的理據和建議。委員表示同意。  

7 6 .  會議於下午五時十分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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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會議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恢復進行。  

2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黃仕進教授  

馬詠璋女士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何立基先生  

黎慧雯女士  

林光祺先生  

劉興達先生  

葉德江先生  

袁家達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2 )  

許國新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  

甯漢豪女士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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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議部分  

[閉門會議 ]  

3 .  主席歡迎各委員到席，表示這一節會議將繼續商議有關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鎖羅盆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和意見。他說，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

日，委員已討論並商議過申請人／提意見人就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提出的一般共同申述理據，委員的意見撮述如下：  

( a )  應尊重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的權利，並劃設「鄉

村式發展」地帶以應付他們對小型屋宇的需求；  

( b )  除非情況非常特殊，否則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

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應有當然權利獲

得批准；  

( c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考 慮 過 「 鄉 村 範

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測的小型

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方及其他環境

特點而劃的。當局須採用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鄕

村式發展」地帶以應付小型屋宇需求，務求盡量減

少對自然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 d )  目前的行政制度已有足夠的管制，確保「鄉村式發

展」地帶內個別小型屋宇發展及化糞池和滲水井系

統對周邊環境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負面影響；  

( e )  應在興建小型屋宇前進行滲濾試驗，以決定設置化

糞 池 和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合 適 位 置 。 擬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內設置的小型屋宇化糞池和滲水井系統可

能 會 或 者 不 會 獲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接 受 。 政 府 不 保 證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所有土地都適合發展小型屋

宇；  

( f )  相 關 的 工 務 部 門 會 一 直 留 意 在 基 礎 設 施 方 面 的 需

要，並會視乎有否資源而提供所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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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容許在新界轄免管制屋宇的地面一層經營「食肆」

和「商店及服務行業」，是為了配合村民的需要；  

( h )  沒有有力的理據要對「鄉村式發展」地帶、「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 「 綠 化 地

帶 」 和 「 綠 化 ( 1 ) 地 帶 」 內 各 種 用 途 施 加 更 嚴 格 的

管制；  

( i )  政府並無一些申述人所說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政策。在新自然保育政策下，制訂法定圖則被

視 為 保 護 生 態 價 值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點 的 其 中 一 種 工

具。在擬備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時，當局已顧及

到周邊地區 (包括郊野公園 )更廣大的自然系統，充

分考慮如何保護這些地區的重要生態和景觀價值；  

( j )  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決意要保育鄉郊

自然環境，不會姑息任何蓄意破壞鄉郊自然環境的

行為；  

( k )  大浪西灣的規劃環境和背景應與其他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的區分開來，而擬備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時，也不應直接套用大浪西灣個案的司法覆

核裁決；  

( l )  根據先前擬備其他法定圖則時所取得的法律意見，

透過分區計劃大綱圖施加規劃管制，並不違反《基

本法》第四十和一百零五條；  

( m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和《海岸公園條

例》 (第 4 7 6 章 )，指定某地方為郊野公園或海岸公

園 屬 於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職 權 範

圍，不由城規會負責；以及  

( n )  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採取較多限制的做法，是鑑

於有需要保存大浪灣優美的天然景色、重要的生態

價值，以及天然和已建設的環境，尤其是該區的歷

史村落和考古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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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委員備悉相關的資料，包括二零零零和零一年關於考慮

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城規會文件和會議記錄，已提供予

他們參閱。  

5 .  主席說，城規會應考慮申述人／提意見人的所有理據和

建議，然後決定是否建議順應申述的內容／部分內容修訂這三

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委員繼而審閱申述人和提意見人所提出關

於個別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理據和建議。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規劃署建議作出的修訂  

6 .  主席以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的圖 H - 4 作說

明，表示為回應一些申述，規劃署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作出一些修訂，以盡量減輕對自然環

境 (包括林地、濕地、海下河及海下灣 )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建議作出的修訂包括把海下現有村落以西相對未受干擾的林地

及 旁 邊 的 地 方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綠化地帶 ( 1 )」 (即修訂項目 A 及 B )。劃設建議的這個「綠化

地帶 ( 1 )」，可提升對這片林地及濕農地的保護程度，同時可提

供彈性，使一些必要的用途 (例如「墓地」及「鄉事委員會」 )

可 以 發 展 ， 滿 足 區 內 村 民 的 需 要 。 作 出 這 些 建 議 的 修 訂 後 ，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會由約 2 . 6 公頃縮減至約 1 . 9 5 公

頃，而地帶內可供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亦會因此而由約 1 . 6 公

頃縮減至約 1 . 0 2 公頃，可容納約 4 0 幢新的小型屋宇，滿足海

下約 4 3 %的小型屋宇預測需求 (即 9 4 幢 )。  

7 .  主席續說，規劃署亦建議把海下村落以東的一塊政府土

地 (約 0 . 2 5 公頃 )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即修訂項目 C )。該處相對平坦，大部分地方均為小樹、灌木

及草所覆蓋，規劃署認為該處可發展小型屋宇，惟必須取得城

規會的許可。  

8 .  主席請委員考慮應否接納規劃署所建議的修訂項目 A、

B 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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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甯漢豪女士回應主席的問題，表示過去三年海下村並無

小型屋宇批建申請獲批准，而現在則有 1 0 宗申請正由地政總署

處理。此數字反映出不論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劃的土地用

途地帶為何，海下村對小型屋宇的需求其實甚低。  

1 0 .  鑑於作出修訂項目 B 後，「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會

有所縮減，副主席表示考慮修訂建議時，可能要考慮在「綠化

地帶」及「綠化地帶 ( 1 )」發展小型屋宇的規劃申請獲批准的機

會 。 主 席 表 示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 綠 化 地 帶 」 內 不 宜 進 行 發

展。如要申請在「綠化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必須符合相關

的準則與指引，城規會會按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委

員亦備悉，在「綠化地帶 ( 1 )」內，重建現有的新界豁免管制屋

宇及翻建現有的構築物是經常准許的，但發展新的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則不然。  

1 1 .  一名委員表示，假如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

村民可能會認為城規會未有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這名委員提

到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所施加的規劃

管制 (即把「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列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第

二欄 )，詢問可否以類似的做法代替建議修訂項目 B。這名委員

認為，有些來自環保組織的申述人已在聆訊中表示，只要有真

正需要，他們不反對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作擬議的小型屋

宇發展。有別於「綠化地帶」，「鄉村式發展」地帶並非推定

不宜進行發展。因此，只要擬議的小型屋宇發展符合相關的準

則與規定，小型屋宇申請獲批准的機會應不低。這名委員亦表

示，由於有說法指原有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大部分土地都

屬私人發展商所有，所以更值得考慮在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對小型屋宇發展施加這樣的規劃管制。  

1 2 .  凌嘉勤先生表示，在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

發展」地帶施加較嚴格的規劃管制，主要是因為考慮到大浪灣

的鄉村保存得相當完好，是價值高的古蹟文物。該區的鄉村布

局仍保持完整，未受干擾，而大浪及鹹田的村屋的整體保存價

值亦高。為確保新發展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與現有

具歷史價值的村屋協調，不會影響大浪灣現有鄉村布局的完整

性 ， 如 要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發 展 新 的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以 及 在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進 行 拆 卸 或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或重建現有建築物，都必須先取得規劃許可。白沙澳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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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具歷史價值，鄉村布局別樹一幟，值得保存，所以亦同樣施

加了限制較多的規劃管制。  

1 3 .  委員備悉海下並無具重要文物價值及歷史價值的鄉村，

有關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亦無特殊的情況要對「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新發展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作出更

嚴格的規劃管制。委員亦備悉土地業權不應是重要的規劃考慮

因素，因為業權會隨時間而變動。建議把海下村以西的地方由

「 綠 化 地 帶 」 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 「 綠 化 地 帶

( 1 )」，主要的考慮因素是要進一步保護現有的林地、濕地及海

下灣。把該處繼續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及把「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由「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第一欄改列第二欄，並不能

達到這個保育目的。  

1 4 .  一名委員認為海下灣海岸公園及沿海地區生態價值高，

加上海下及白沙澳的鄉村發展可能會造成累積影響，所以修訂

項目 A 及 B 是恰當的。至於修訂項目 C，有關地點有部分位於

風水林，四周現時為次生林；另外，先前又曾有涉及在有關地

點附近發展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規劃申請遭城規會轄下的鄉郊

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 (下稱「小組委員會」 )拒絕。基於這

些原因，以及為了加強保護旁邊的西貢西郊野公園及海下灣海

岸公園，應繼續把有關地點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主席以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的圖 H - 6 作說明，表示可以有

一個混合方案，就是把有關地點西南部風水林內的部分剔出修

訂項目 C，繼續把之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餘下的部分則

改劃為「綠化地帶」。這名委員表示，倘沒有人為干擾，有關

地點應可回復為林地生境的一部分，而這樣就可全面保存有關

地點與周邊林區的完整性。為免鄉村的發展擴散至有關地點，

應把整個地點繼續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1 5 .  另一名委員表示，由於向城規會提出申請，可能可以在

「綠化地帶」內發展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令人懷疑

根據修訂項目 C 劃設擬議的「綠化地帶」，能否有效防止人們

日後在有關地點進行發展。此外，亦有申述人關注可能會有人

以「先破壞，後建設」的手法進行發展。為免發展擴散至海下

村東部及防止林地的生境割裂，這名委員不支持建議修訂項目

C 。主席表示，有關地點位於海下灣海岸公園範圍外，考慮該

處應劃作何種用途地帶時，要根據其保育價值。如要在擬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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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必須符合相關的準則與指引，

城規會會按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1 6 .  一名委員表示，規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首要

目標是保育大自然，因此應採取更嚴格的規劃方法。由於居住

人口及遊客增多會對自然環境 (特別是海下灣海岸公園 )構成更

大威脅，因此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應盡可能少。為

確保新發展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不會對自然環境造

成無法克服的影響，政府應考慮闢設配合新發展的基礎設施及

採取適當的措施，改善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管理。  

[何立基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1 7 .  早前表示不同意修訂項目 C 的那名委員表示，由於海下

灣具重要的生態價值，因此應要求相關的政府部門考慮在海下

地 區 闢 設 公 共 污 水 設 施 及 加 強 執 法 ， 對 付 非 法 排 放 污 水 的 情

況。謝展寰先生表示，如有違反《水污染管制條例》的情況，

相關的政府部門，包括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 )，會採取

執法行動。由於資源問題，加上海下的人口相對較少，所以在

海下闢設公共污水處理設施不會是優先要做的工作。海下灣海

岸公園現時的水質被評為「極佳」，至於應否規定要採取額外

的措施以進一步改善海下灣的水質，就要由郊野公園及海岸公

園管理局總監考慮。主席表示會把委員的要求傳達環保署及漁

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讓其循法定規劃程序以外的

其他程序作出考慮。  

1 8 .  一名委員表示，保護海下灣海岸公園至為重要。漁護署

是管理海下灣海岸公園的部門，應密切監察該處的水質，並採

取適當的措施，防止水質變差。在海下設置地區污水處理設施

值得考慮。至於建議的修訂項目 C，這名委員表示，有關地點

位於一個林區的中央，而海下村的風水林就在其中。為全面保

存整個林區，應把有關地點繼續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1 9 .  經過進一步討論後，主席總結委員討論的內容，表示分

別按修訂項目 A 及 B 的建議，把海下現有村落以西的地方由

「綠化地帶」及「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可加強保護現有的自然環境，包括林地、濕地、海下河及海下

灣，做法恰當；另外，規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包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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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時，應採用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以應

付小型屋宇的需求。至於修訂項目 C，委員認為有關地點位於

一個較大的林區中，而整個林區應全面保護，所以規劃上實無

有 力 的 理 據 要 把 之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其他申述的理據及申述人的建議  

2 0 .  委員繼而審閱申述人及提意見人所提出有關《海下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的其他理據和建議，並備悉

以下回應：  

劃設的「綠化地帶」並不足夠  

( a )  海下重要的生境如原生的成熟林地及海下河沿河地

區，為多個物種提供合適的棲息和生長地，這些地

方在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上都已劃為保育地帶，

包括「自然保育區」地帶、「綠化地帶」及「海岸

保護區」地帶；  

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  

( b )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界線是參照高水位線而劃的，而

在劃定該海岸公園的範圍時，亦考慮了海岸線的生

態特點。為加強保護海岸的生態，特把海下的海灘

和沙丘劃入該海岸公園的範圍。這份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所涵蓋的地區，其北面的界線與海下灣海岸公

園的界線吻合，兩者之間並無空隙；  

( c )  在擬備這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時，規劃署着眼於保存

保育價值高的生境，多於個別具保育價值的物種的

記錄；  

( d )  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說明書》已具體說明海

下地區的文化遺產。如有任何發展計劃可能會影響

那些文化遺址及其周邊環境，會徵詢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轄下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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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人的建議  

「海岸保護區」地帶的範圍應涵蓋距離岸邊至少 3 0 米

的地方  

( e )  海下村與海下灣海岸公園之間的「海岸保護區」地

帶的闊度由 2 5 米至 3 5 米不等。若把「海岸保護

區」地帶的範圍進一步向內陸擴展，便會侵進現有

的鄉村；以及  

為海下制訂長遠的圖則  

( f )  擬 備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旨 在 提 供 法 定 規 劃 大

綱，為該區的長遠發展計劃提供指引，並保護鄉郊

特色及自然環境。城規會在制訂圖則及審議申述的

過 程 中 已 考 慮 公 眾 的 意 見 ， 包 括 主 要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決定  

2 1 .  委員同意備悉申述編號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表示支持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意見。  

2 2 .  委員亦決定順應第 2 組申述表示反對把「鄉村式發展」

地帶劃得太大的部分內容，修訂《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西部及毗鄰的「綠化

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修訂項目 A 及 B ) (如城市規劃

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附件 V I 的圖則所示 )；而因應建議對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作 出 的 有 關 修 訂 ， 亦 決 定 修 訂 該 草 圖 的

《註釋》及《說明書》；此外，亦要求規劃署把有關海下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的修訂建議提交城規會，待城規會同意後根據條

例第 6 C ( 2 )條刊憲。  

2 3 .  委員亦決定不接納第 1 組的所有申述及第 2 組的餘下申

述 ， 以 及 不 應 順 應 這 些 申 述 的 內 容 修 訂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 委 員 繼 而 審 閱 詳 載 於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4 號 第

7 . 3 段各項不接納這些申述及不順應這些申述的內容修訂海下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理由，並認為有關的理由應作適當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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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2 4 .  經進一步商議後，城規會決定備悉申述編號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關於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支持意見。  

表示反對的申述 1
 

2 5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 城 規 會 同 意 順 應 申 述 編 號 R 7 9 9 至

R 1 0 5 5 4 、 R 1 0 5 5 6 至 R 1 0 5 6 2 、 R 1 0 5 6 4 、 R 1 0 5 6 6 至

R 1 0 5 6 9 、 R 1 0 5 7 1 、 R 1 0 5 7 4 、 R 1 0 5 7 6 至 R 1 0 5 8 0 、

R 1 0 5 8 2 至 R 1 0 7 3 0 、 R 1 0 7 3 2 至 R 1 0 7 3 4 、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1 0、 R 1 0 9 2 2 至 R 1 0 9 3 1 及 R 1 0 9 3 3 關於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的部分申述內容，把「鄉村式發展」地帶西部及毗連

的「綠化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2 6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1 至

R 7 9 8 、 R 1 0 5 5 5、 R 1 0 5 6 3 、 R 1 0 5 6 5 、 R 1 0 5 7 0 、 R 1 0 5 7 2 、

R 1 0 5 7 3 、 R 1 0 5 7 5 、 R 1 0 5 8 1 、 R 1 0 7 3 1 、 R 1 0 7 3 5 、

R 1 0 7 3 6 、 R 1 0 7 4 0 、 R 1 0 7 4 1 、 R 1 0 7 4 3 至 R 1 0 7 4 9 、

R 1 0 9 1 1 至 R 1 0 9 2 1、 R 1 0 9 3 2 及 R 1 0 9 3 4 關於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的申述，以及申述編號 R 7 9 9 至 R 1 0 5 5 4、 R 1 0 5 5 6

至 R 1 0 5 6 2 、 R 1 0 5 6 4 、 R 1 0 5 6 6 至 R 1 0 5 6 9 、 R 1 0 5 7 1 、

R 1 0 5 7 4 、 R 1 0 5 7 6 至 R 1 0 5 8 0 、 R 1 0 5 8 2 至 R 1 0 7 3 0 、

                                                 
1
 剔 除 了 撤 回 ／ 視 為 不 曾 作 出 的 申 述 編 號 R 2 8 7 、 R 5 6 9 、 R 7 5 1 、

R 7 5 2 、 R 7 5 6 、 R 7 5 8 、 R 1 1 0 2 、 R 2 5 4 7 、 R 2 6 8 7 、 R 3 6 7 7 、 R 3 7 6 4 、

R 3 7 9 3 、 R 3 9 7 9 、 R 3 9 8 4 、 R 4 1 9 0 、 R 4 3 2 1 、 R 4 3 6 8 、 R 4 3 9 8 、

R 4 6 2 1 、 R 4 6 4 2 、 R 4 6 7 6 、 R 4 7 5 4 、 R 4 9 6 3 、 R 4 9 8 3 、 R 5 0 6 4 、

R 5 0 9 3 、 R 5 1 4 5 、 R 5 2 1 5 、 R 5 2 3 4 、 R 5 2 3 8 、 R 5 2 8 7 、 R 5 4 3 3 、

R 5 4 3 6 、 R 5 5 0 8 、 R 5 5 7 6 、 R 5 6 3 2 、 R 5 9 2 4 、 R 6 0 2 1 、 R 6 0 3 1 、

R 6 0 6 4 、 R 6 1 2 6 、 R 6 1 2 8 、 R 6 1 8 5 、 R 6 2 2 9 、 R 6 2 3 0 、 R 6 2 6 1 、

R 6 3 0 7 、 R 6 3 1 0 、 R 6 3 4 6 、 R 6 3 4 9 、 R 6 4 1 5 、 R 6 4 8 8 、 R 6 5 3 4 、

R 6 5 5 1 、 R 6 6 7 0 、 R 6 6 8 9 、 R 6 9 0 4 、 R 6 9 0 5 、 R 6 9 3 4 、 R 6 9 5 4 、

R 7 0 7 3 、 R 7 1 1 0 、 R 7 2 1 3 、 R 7 3 0 2 、 R 7 3 2 2 、 R 7 5 7 1 、 R 7 6 3 2 、

R 7 6 4 2 、 R 7 8 0 0 、 R 7 8 3 7 、 R 7 9 0 3 、 R 7 9 1 1 、 R 7 9 6 8 、 R 7 9 8 1 、

R 8 0 6 1 、 R 8 1 1 5 、 R 8 2 3 2 、 R 8 3 0 8 、 R 8 3 9 2 、 R 8 4 7 9 、 R 8 5 4 8 、

R 8 5 6 6 、 R 8 6 3 7 、 R 8 7 2 0 、 R 8 7 2 5 、 R 8 7 3 6 、 R 8 7 4 1 、 R 8 7 7 5 、

R 8 9 5 5 、 R 8 9 5 9 、 R 9 0 3 8 、 R 9 0 8 3 、 R 9 0 8 5 、 R 9 1 4 5 、 R 9 2 7 0 、

R 9 2 8 5 、 R 9 3 2 6 、 R 9 3 3 0 、 R 9 3 9 6 、 R 9 4 3 3 、 R 9 5 4 2 、 R 9 5 6 2 、

R 9 6 1 3 、 R 9 9 6 2 、 R 1 0 2 1 7 、 R 1 0 2 2 7 、 R 1 0 3 3 0 、 R 1 0 3 9 2 、 R 1 0 5 0 9

及 R 1 0 5 3 1 。  



-  1 1  -  

E/TPB1057_MINUTES_4-6-2014_CHINESE.DOC 

R 1 0 7 3 2 至 R 1 0 7 3 4 、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1 0 、 R 1 0 9 2 2 至

R 1 0 9 3 1 及 R 1 0 9 3 3 關 於 該 圖 的其 餘 部 分 申 述 內容 ， 理 由 如

下：  

第 1 組和第 2 組的申述  

( H H - R 1 至 R 1 0 7 3 6 、 H H -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4 1 及

H H - R 1 0 7 4 3 至 R 1 0 9 3 4 )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  ( a )  為應付該區的認可鄉村海下的原居村民對小型屋宇

的 需 求 ， 實 有 必 要 在 合 適 的 地 點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該村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

慮過「鄉村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

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只有適合發展小型屋宇

的土地才劃入此地帶，而環境／生態易受影響的地

方及地形陡峭的地方不會包括在內；  

( b )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僅是劃設擬議的「鄉村式

發展」地帶時所考慮的因素之一，預測數字會隨時

間而轉變。當局採用了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鄕村

式發展」地帶作小型屋宇發展，藉此把小型屋宇發

展局限在適當的地點；  

第 1 組的申述  

( H H - R 1 至 R 7 9 8 、 H H - R 1 0 7 3 6 、 H H - R 1 0 7 4 0 、

H H - R 1 0 7 4 1 及 H H - R 1 0 7 4 3 至 R 1 0 7 4 9 )  

把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及

「綠化地帶」  

( c )  該區西部及海下路沿路的「自然保育區」地帶有相

對未受干擾而值得保存的原生林地。從自然保育的

角度而言，把該處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是恰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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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海岸保護區」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 d )  「海岸保護區」地帶所涵蓋的地方有紅樹林、與紅

樹林伴生的植物和後灘植物，毗鄰就是海下灣海岸

公園。劃設「海岸保護區」地帶是有必要的，可以

此地帶作為緩衝區，分隔開鄉村地區和海下灣海岸

公園；  

第 2 組的申述  

( H H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H H -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  

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環境的影響  

( e )  當 局 已 劃 設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的 保 育 地

帶 ， 包 括 「 綠 化 地 帶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海岸保護區」地帶，涵蓋具重要生態及景觀價值

的地方，務求通過法定規劃大綱，保護海下的天然

環境，以及與其生態緊密相連的西貢西郊野公園和

海下灣海岸公園；  

( f )  正如《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的 《 說 明 書 》 所 述 ， 為 保 護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水

質，發展計劃／方案的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

設計和建造必須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包括環境

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 )的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

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須經環境保護署評核的排水渠工程計劃」；  

( g )  地政總署在處理建造小型屋宇的申請時，會諮詢相

關的政府部門，包括環保署、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

「漁護署」 )及規劃署，確保所有相關部門都有充分

機會覆檢申請，並就申請提出意見。漁護署亦一直

有密切監察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  

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  

( h )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界線是參照高水位線而劃的，而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經 刊 憲 的 界 線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根 據



-  1 3  -  

E/TPB1057_MINUTES_4-6-2014_CHINESE.DOC 

《海岸公園條例》獲批准。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所涵蓋的地區，其北面的界線與海下灣海岸公園的

界線吻合，兩者之間並無空隙；  

( i )  在擬備《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NE-HH/1》

及各土地用途建議時，已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包括

保育及自然景觀、生態價值、景觀特色、交通、基

礎設施和公用事業設施，亦已徵詢各持份者和相關

政府部門的看法和意見。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並

非依據測量圖來擬備，只是採用其地圖數據而已；  

劃設「綜合發展區」地帶  

( j )  現時建議在海下地區劃設的用途地帶，是根據各不

同地點在生態和景觀上的價值及其是否適宜作小型

屋宇發展而劃的，目的是提供清晰的規劃意向及作

出保護。要加強規劃限制或保護環境，並無必要把

海下地區劃作「綜合發展區」地帶；  

「海岸保護區」地帶的範圍應涵蓋距離岸邊至少 3 0 米

的地方  

( k )  從自然保育的角度而言，所劃的「海岸保護區」地

帶已經恰當，可發揮緩衝作用，隔開鄉村與海下灣

海岸公園；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 l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把某地方指定

為郊野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

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以及  

擴大「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水上活動康樂中心」地帶

的範圍  

( m )  沒有有力的理據要擴大「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水

上活動康樂中心」地帶的範圍。據《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的《註釋》說明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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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在「自然保育區」地帶內，道路 (包括行人徑 )

的保養或修葺工程是經常准許的。」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大小  

2 7 .  委員備悉，很多由環保及關注組織提交的申述書和意見

書 均 認 為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 》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過大，其範圍應局限在現有的鄉村構築物

所在之處、屋地和已批准興建小型屋宇的地點。不過，另一方

面，由鎖羅盆村民和鄉事界提交的申述和意見則指出，「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可供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不足以應付小型屋宇

的 需 求 及 配 合 鎖 羅 盆 村 的 復 村 計 劃 。 一 名 鎖 羅 盆 村 村 民

( S L P - R 1 0 8 1 2 / C 3 6 6 9 )在聆訊上出示了一份該村男性原居村民

的名單，以示小型屋宇需求數字正確無誤。根據《鎖羅盆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鎖羅盆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佔地約 4 . 1 2 公頃，當中約 3 . 3 6 公頃可供發展，興建約

1 3 4 幢新的小型屋宇，滿足到鎖羅盆約五成的小型屋宇需求 (即

2 7 0 幢 )。  

2 8 .  主席以實物投影機上所示的一幅圖則作說明，表示《鎖

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D》原先建議的「鄉村

式發展」地帶佔地約 2 . 5 2 公頃，範圍局限在現有的鄉村民居及

毗鄰的地方，該圖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提交城規會作初

步考慮。規劃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諮詢過相關的持份者 (包括北

區區議會和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及有關的政府部門後，所擬備

的《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把現有的鄉

村民居毗鄰兩個地方由「綠化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

帶，於是「鄉村式發展」地帶擴大至 4 . 1 2 公頃。這兩個地方包

括 ( i )東北部一幅緊接現有村落的土地 (約 0 . 6 5 公頃 )，該處是

長有灌木和樹木的休耕農地 (下稱「東北部分」 )；以及 ( i i )西

南部一幅狹長平地 (約 0 . 9 9 公頃 )，該處主要是休耕的乾農地，

另外還包括毗連該處的緩坡 (下稱「西南部分」 )。主席請委員

參看《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D》原先建議

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然後考慮《鎖羅盆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是否

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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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委員備悉鎖羅盆沒有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因此普

遍認為沒有迫切需要劃設一個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

號 S / N E - S L P / 1》所示面積達 4 . 1 2 公頃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以應付小型屋宇的需求及配合一些申述人所提出的復村計

劃。「鄉村式發展」地帶有縮小的必要，而減去的可以是東北

部分或西南部分，或兩者同時減去。  

3 0 .  一名委員表示，鎖羅盆現時沒有人口，亦沒有尚未處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 但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 》 卻 把 規 劃 人 口 定 為 1  0 0 0 左 右 ， 增 長 未 免 過

劇。雖然該區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只可滿足五成的

小型屋宇需求，符合逐步增加的做法，但增建的新小型屋宇總

數達 1 3 4 幢，實在過多，故應縮 小該區的「鄉村 式發展」地

帶。  

3 1 .  一名委員表示，按照逐步增加的做法，「鄉村式發展」

地帶的範圍應先主要局限在現有的鄉村民居。倘日後真正有需

要發展小型屋宇以應付小型屋宇的需求，規劃申請制度已提供

彈性，容許提出在「綠化地帶」發展小型屋宇的申請或旨在擴

大「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改劃申請。城規會會按每宗申請的個

別情況作出考慮。  

3 2 .  另一名委員表示，「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低地未必適

合發展小型屋宇。因此，西南部分，亦即主要是舊有梯田和斜

坡的那部分地方，應繼續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而東北部

分則應還原為「綠化地帶」。  

3 3 .  凌嘉勤先生表示，應考慮採納《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D》所建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該地帶

的範圍涵蓋鎖羅盆的中部 (下稱「中部」 )，主要包括現有的鄉

村民居，以提供彈性，讓村民可以興建小型屋宇，並盡量減少

對內陸地方和低窪休耕農地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  

3 4 .  一名委員表示，鎖羅盆現時的人口是零，村民提供的小

型屋宇預測需求數字又未經核實，所以現階段沒有迫切需要提

供太多土地以應付小型屋宇的需求。由於該區現時沒有車路可

達，如把「鄉村式發展」地帶擴展得太大，海上交通和建築工

程會大增，對自然環境會有負面影響。這名委員又說，根據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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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資料，該區現階段未見有真正需要發展小型屋宇。因此，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應局限在中部現有的鄉村民居，該

些民居所在之處仍有土地可發展小型屋宇。待日後「鄉村式發

展」地帶全面發展後，可考慮把鄉村進一步擴展至東北部分和

西南部分。  

3 5 .  另一名委員表示，在這三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中，鎖羅盆最具自然風貌。該區現時沒有人口，基礎設施又不

足，在中短期內對小型屋宇發展的需求應該不會很大。因此，

現階段應按照逐步增加的做法，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局限在中部現有的鄉村民居。這名委員續說，東北部分和西南

部分的環境天然，兩者都應還原為「綠化地帶」。倘日後真正

有需要發展小型屋宇，村民可提交規劃申請，要求在「綠化地

帶」內發展新界豁免管制屋宇，讓城規會考慮。這名委員又表

示，城規會若使用村民在聆訊上提供的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

來劃定「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務必小心審慎，因為可能

會成為先例，令其他村民仿效。  

3 6 .  委員備悉，雖然「綠化地帶」內有個別小型屋宇發展的

規劃申請獲得小組委員會／城規會批准，但根據一般推定，此

地 帶 是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的 。 凌 嘉 勤 先 生 表 示 ， 建 議 在 「 綠 化 地

帶」內進行的任何發展均須符合相關的準則和指引，因此對於

此地帶內的發展應已有足夠的管制。  

3 7 .  副主席表示，以鎖羅盆目前的情況來看，該區短期內對

小型屋宇發展的需求應該不會很大。由於缺乏基礎設施，所以

不 論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有 多 大 ， 該 區 的 人 口 最 終 也 可 能 很

少。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作出適當的平衡，一方面照顧到村民

的發展需要，另一方面又能對自然環境作出足夠的保護。在目

前的情況下，較合理的做法應是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局限在現有的鄉村民居和毗鄰的合適土地，作為起步點。倘日

後確定有真正需要發展小型屋宇或復村，城規會可按個別個案

的情況考慮讓鄉村發展的範圍擴展至毗鄰的「綠化地帶」。  

3 8 .  主席表示，劃定「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時，必須考

慮 若 干 因 素 ， 包 括 「 鄉 村 範 圍 」 、 該 區 地 形 、 民 居 的 分 布 模

式、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方及其

他環境特點。城規會應平衡申述人的不同意見，然後才作出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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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無論建議對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任何修訂，都必

須有充分的理據支持，而城規會亦應準備在考慮這份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的進一步申述時，向申述人 (包括環保人士和村民 )解

釋其決定。  

3 9 .  一名委員表示，在東北部分發展的小型屋宇會十分接近

「自然保育區」地帶，可能會對該地帶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為審慎起見，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中部現有

的鄉村民居，而東北部分和西南部分則改劃為「綠化地帶」。  

4 0 .  另一名委員表示，分區計劃大綱圖應清楚說明城規會積

極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自然環境的決心。凡是具保

育價值的地方都應劃為保育地帶，例如「自然保育區」地帶和

「綠化地帶」。鎖羅盆缺乏基礎設施，現時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編號 S / N E - S L P / 1 所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未免過大，會

令村民對發展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為盡量減低對自然環境可

能造成的影響，應先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中部

現有的鄉村民居和毗鄰的合適土地。若日後證明真正有需要發

展小型屋宇，村民可提出第 1 2 A 條規劃申請，要求進一步擴展

「鄉村式發展」地帶，讓城規會考慮。這名委員並表示，其他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亦應採取類似的規劃方法。  

4 1 .  一名委員表示，鎖羅盆缺乏基礎設施，亦沒有尚未處理

的小型屋宇申請，預料短期內不會有重大改變。由於該區現時

的人口為零，按照逐步增加的做法，只保留中部的「鄉村式發

展」地帶，應該合理；而把小型屋宇的發展局限在現有的鄉村

民居一帶，發展模式會更有條理，做法亦恰當。當局可向村民

解釋縮小「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理念。這名委員又說，規劃是

一個持續的過程，倘日後真正有需要復村，可通過現有的機制

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以配合規劃情況的轉變。  

4 2 .  另一名委員表示，鎖羅盆很多村民已移居海外，是否確

有需要復村，令人存疑。  

4 3 .  經進一步的討論後，主席總結委員的意見，表示因為採

用逐步增加的做法，加上鎖羅盆現時的人口為零，區內又缺乏

基 礎 設 施 ， 因 此 應 採 納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D》的建議，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主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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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在 中 部 現 有 的 鄉 村 民 居 ， 而 東 北 部 分 和 西 南 部 分 則 改 劃 為

「綠化地帶」。倘真正有需要發展更多小型屋宇，規劃申請制

度已提供彈性，容許提出在「綠化地帶」發展小型屋宇的申請

或旨在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改劃申請。城規會會考慮提

出申請時的規劃情況，按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其他申述的理據和申述人的建議  

4 4 .  委員繼而審閱申述人和提意見人所提出有關《鎖羅盆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的其他理據和建議，並備

悉以下回應︰  

生態資料不足  

( a )  在草擬這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時，規劃署着眼於保存

保育價值高的生境，多於個別具保育價值的物種的

記錄；  

( b )  鎖羅盆重要的生境如原生的成熟林地及鎖羅盆河沿

河地區和濕地，為多個物種提供合適的棲息和生長

地，這些地方都已劃為保育地帶，包括「自然保育

區」地帶和「綠化地帶」；  

申述人的建議  

把濕地及旁邊包括一段「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的地

方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康

樂」地帶及「農業」地帶  

( c )  那涵蓋濕地綜合區的地方應繼續劃作保育，而旁邊

的天然生境，則應劃為「綠化地帶」。當局至今沒

有收到任何有關發展康樂用途的具體建議，而且在

這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農業用途在所有地帶均是

准許的。因此，並無有力的理據要把該片濕地及旁

邊的地方由「自然保育區」地帶及「綠化地帶」改

劃為「康樂」地帶及「農業」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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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村校舊址及旁邊的地方由「綠化地帶」及「自然保育

區」地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 d )  該區現時沒有人口，即使經城規會同意縮小「鄉村

式發展」地帶，未來人口可能仍少，故目前並無需

要闢設特定的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  

( e )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鄉公所」是經常准許

的用途，而「鄉公所」和「遊客中心」在「綠化地

帶」內則屬於第二欄用途，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

許可；以及  

改劃建議所涉地帶的《註釋》  

( f )  申述書和就申述作出的口頭陳述都沒有提供詳細的

資料，說明為何建議把所述的不同地點改劃為「綠

化地帶」、「康樂」地帶、「政府、機構或社區」

地帶及「農業」地帶，以及為何要在這些地帶加入

申述人建議的用途；  

決定  

4 5 .  委員決定順應第 2 組申述表示反對把「鄉村式發展」地

帶劃得太大的部分內容，修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東北部和西南部改

劃為「綠化地帶」；而因應建議對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

出的有關修訂，亦決定修訂該草圖的《說明書》；此外，亦要

求規劃署把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修訂建議提交城規

會，待城規會同意後根據條例第 6 C ( 2 )條刊憲。  

4 6 .  委員決定不接納第 1 組的所有申述和第 2 組的餘下申

述，以及不應順應這些申述的內容修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 。 委 員 繼 而 審 閱 詳 載 於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5 號 第

7 . 1 段各項不接納這些申述及不順應這些申述的內容修訂鎖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理 由 ， 並 認 為 有 關 的 理 由 應 作 適 當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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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組及第 2 組的申述 2
 

4 7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 委 員 同 意 順 應 申 述 編 號 R 7 9 9 至

R 1 0 5 5 4 、 R 1 0 5 5 6 至 R 1 0 5 6 2 、 R 1 0 5 6 4 、 R 1 0 5 6 6 至

R 1 0 5 6 9 、 R 1 0 5 7 1 、 R 1 0 5 7 4 、 R 1 0 5 7 6 至 R 1 0 5 8 0 、

R 1 0 5 8 2 至 R 1 0 7 3 0 、 R 1 0 7 3 2 至 R 1 0 7 3 4 、 R 1 0 8 1 8 至

R 1 0 8 5 4 及 R 1 0 8 5 6 至 R 1 0 8 5 8 關於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的部分申述內容，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東北部及西南部改

劃為「綠化地帶」。  

4 8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1 至

R 7 9 8 、 R 1 0 5 5 5、 R 1 0 5 6 3 、 R 1 0 5 6 5 、 R 1 0 5 7 0 、 R 1 0 5 7 2 、

R 1 0 5 7 3 、 R 1 0 5 7 5 、 R 1 0 5 8 1 、 R 1 0 7 3 1 、 R 1 0 7 3 5 至

R 1 0 8 1 7 及 R 1 0 8 5 5 關於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以

及 申 述 編 號 R 7 9 9 至 R 1 0 5 5 4 、 R 1 0 5 5 6 至 R 1 0 5 6 2 、

R 1 0 5 6 4 、 R 1 0 5 6 6 至 R 1 0 5 6 9 、 R 1 0 5 7 1 、 R 1 0 5 7 4 、

R 1 0 5 7 6 至 R 1 0 5 8 0 、 R 1 0 5 8 2 至 R 1 0 7 3 0 、 R 1 0 7 3 2 至

R 1 0 7 3 4、 R 1 0 8 1 8 至 R 1 0 8 5 4 及 R 1 0 8 5 6 至 R 1 0 8 5 8 關於該

圖的其餘部分申述內容，理由如下：  

                                                 
2

 剔 除 了 撤 回 ／ 視 為 不 曾 作 出 的 申 述 編 號 R 2 8 7 、 R 5 6 9 、 R 7 5 1 、

R 7 5 2 、 R 7 5 6 、 R 7 5 8 、 R 1 1 0 2 、 R 2 5 4 7 、 R 2 6 8 7 、 R 3 6 7 7 、 R 3 7 6 4 、

R 3 7 9 3 、 R 3 9 7 9 、 R 3 9 8 4 、 R 4 1 9 0 、 R 4 3 2 1 、 R 4 3 6 8 、 R 4 3 9 8 、

R 4 6 2 1 、 R 4 6 4 2 、 R 4 6 7 6 、  R 4 7 5 4 、 R 4 9 6 3 、 R 4 9 8 3 、 R 5 0 6 4 、

R 5 0 9 3 、 R 5 1 4 5 、 R 5 2 1 5 、 R 5 2 3 4 、 R 5 2 3 8 、 R 5 2 8 7 、 R 5 4 3 3 、

R 5 4 3 6 、 R 5 5 0 8 、 R 5 5 7 6 、 R 5 6 3 2 、 R 5 9 2 4 、 R 6 0 2 1 、 R 6 0 3 1 、

R 6 0 6 4 、 R 6 1 2 6 、 R 6 1 2 8 、 R 6 1 8 5 、 R 6 2 2 9 、 R 6 2 3 0 、 R 6 2 6 1 、

R 6 3 0 7 、 R 6 3 1 0 、 R 6 3 4 6 、 R 6 3 4 9 、 R 6 4 1 5 、 R 6 4 8 8 、 R 6 5 3 4 、

R 6 5 5 1 、 R 6 6 7 0 、 R 6 6 8 9 、 R 6 9 0 4 、 R 6 9 0 5 、 R 6 9 3 4 、 R 6 9 5 4 、

R 7 0 7 3 、 R 7 1 1 0 、 R 7 2 1 3 、 R 7 3 0 2 、 R 7 3 2 2 、 R 7 5 7 1 、 R 7 6 3 2 、

R 7 6 4 2 、 R 7 8 0 0 、 R 7 8 3 7 、 R 7 9 0 3 、 R 7 9 1 1 、 R 7 9 6 8 、 R 7 9 8 1 、

R 8 0 6 1 、 R 8 1 1 5 、 R 8 2 3 2 、 R 8 3 0 8 、 R 8 3 9 2 、 R 8 4 7 9 、 R 8 5 4 8 、

R 8 5 6 6 、 R 8 6 3 7 、 R 8 7 2 0 、 R 8 7 2 5 、 R 8 7 3 6 、 R 8 7 4 1 、 R 8 7 7 5 、

R 8 9 5 5 、 R 8 9 5 9 、 R 9 0 3 8 、 R 9 0 8 3 、 R 9 0 8 5 、 R 9 1 4 5 、 R 9 2 7 0 、

R 9 2 8 5 、 R 9 3 2 6 、 R 9 3 3 0 、 R 9 3 9 6 、 R 9 4 3 3 、 R 9 5 4 2 、 R 9 5 6 2 、

R 9 6 1 3 、 R 9 9 6 2 、 R 1 0 2 1 7 、 R 1 0 2 2 7 、 R 1 0 3 3 0 、 R 1 0 3 9 2 、 R 1 0 5 0 9

及 R 1 0 5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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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組及第 2 組的申述  

( S L P - R 1 至 R 1 0 8 5 8 )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  ( a )  為應付該區的認可鄉村鎖羅盆的原居村民對小型屋

宇的需求，實有必要在合適的地點劃設「鄉村式發

展」地帶。該村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

慮過「鄉村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

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只有適合發展小型屋宇

的土地才劃入此地帶，而環境／生態易受影響的地

方及地形陡峭的地方不會包括在內；  

( b )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僅是劃設擬議的「鄉村式

發展」地帶時所考慮的因素之一，預測數字會隨時

間而轉變。當局採用了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鄕村

式發展」地帶作小型屋宇發展，藉此把小型屋宇發

展局限在適當的地點；  

第 1 組的申述  

( S L P - R 1 至 R 7 9 8 及 S L P - R 1 0 7 3 6 至 R 1 0 8 1 7 )  

促進生態旅遊發展的整全方案  

( c )  「自然保育區」地帶主要涵蓋鎖羅盆的濕地系統，

該濕地系統包括有紅樹林和海草床的潮間帶生境、

蘆葦池、鑑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的天然

河流及淡水沼澤。這些地方是多種稀有及不常見的

動植物的重要棲息及生長地，故必須加以保護。現

時 把 這 些 地 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做 法 恰

當；  

( d )  該區周邊的林區與附近船灣郊野公園內天然林地的

茂密草木連成一片。劃設「綠化地帶」，可以作為

有發展的地方與自然保育區或郊野公園之間的緩衝

區，做法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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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農業用途」屬第一欄用途，在所有地帶均是准許

的；  

( f )  據相關的工務部門表示，當局未有提出在該區興建

通道的計劃／承諾。此外，根據鎖羅盆分區計劃大

綱 草 圖 的 《 註 釋 》 ，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土 力 工

程、地區小工程、道路工程及其他公共工程都是經

常准許的；  

第 2 組的申述  

( S L P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S L P - R 1 0 8 1 8 至 R 1 0 8 5 8 )  

對區內生境和周邊地區環境的影響  

( g )  城規會審議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已考慮所

有相關的規劃因素，包括相關政府部門和公眾的意

見。當局已劃設根據一般推定不宜進行發展的保育

地帶，包括「綠化地帶」及「自然保育區」地帶，

涵蓋具重要生態及景觀價值的地方，務求通過法定

規劃大綱，保護鎖羅盆的天然環境，以及與其生態

緊密相連的船灣郊野公園。地政總署在處理建造小

型屋宇的申請時，會諮詢相關的政府部門，包括環

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及規

劃署，確保所有相關部門都有充分機會覆檢申請，

並就申請提出意見。發展計劃／方案的原地化糞池

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必須符合相關的標準與

規例，例如環保署的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

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須

經環境保護署評核的排水渠工程計劃」；  

反對劃設「綠化地帶」  

( h )  鎖羅盆河的上游並非「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

把有關土地劃為擬議的「綠化地帶」是恰當的，因

為該處的林地是一片由荒廢農地演變而成的未成熟

林地，而且相對已受干擾。根據一般推定，「綠化

地帶」不宜進行發展。在此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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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城規會會按每宗個案

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把鎖羅盆河的上游和支流、沿河地區及毗連的次生林地

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 i )  鎖羅盆河的上游並非「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

把這條天然河流的上游部分劃為「自然保育區」地

帶並不恰當；  

( j )  對於可能影響天然河流／溪澗的發展計劃及關於原

地化糞池系統的規定，現時已有相關的規管機制 (包

括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

及環保署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

則第 5 / 9 3 號》 )作出規管。因此，無須把有關的支

流及旁邊的地方剔出「鄉村式發展」地帶及改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  

( k )  該區周邊的林區及北部山坡東部一片傳統墓地，與

附 近 船 灣 郊 野 公 園 內 天 然 林 地 的 茂 密 草 木 連 成 一

片，可以作為有發展的地方與自然保育區或郊野公

園之間的緩衝區。因此，把這些地方劃為「綠化地

帶」，做法恰當；  

把海草床及毗連的紅樹林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地帶  

( l )  現有的理據不足以支持把這些地方指定為「具特殊

科學價值地點」。因此，把這些地方劃為「自然保

育區」地帶，做法恰當；以及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 m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把某個地方指

定為「郊野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

局總監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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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大小  

4 9 .  主席表示，《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上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可興建 7 9 幢小型屋宇，滿足到白腊十

成的小型屋宇需求，但很多由環保／關注組織提交的申述書和

意見書都認為這個地帶過大。有些申述人認為，劃設「鄉村式

發展」地帶，會立下不良先例，影響其他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因為白腊這個地區懷疑曾有人以「先破壞，後建設」

的手法進行發展。  

5 0 .  委 員 大 致 認 為 應 採 用 逐 步 增 加 的 方 式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應付白腊的小型屋宇需求。主席以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9 6 4 6 號的圖 H - 3 作說明，表示一如海下和鎖羅盆這兩

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可考慮把白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局限在該區那條河西面現有的村落和毗鄰的地方。  

5 1 .  委 員 備 悉 ， 有 一 條 河 由 北 向 南 穿 過 白 腊 地 區 流 入 白 腊

灣。該河東面主要是再生的草地，可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

劃為「農業」地帶。  

5 2 .  主席回應一名委員的查詢，表示如果申述人在聆訊上作

出的口頭陳述，以及借助投影片和錄影片段講述的資料，是闡

述原本申述書的內容，城規會可加以考慮。  

5 3 .  這名委員表示，有些申述人指稱，白腊河兩旁的平地由

一個私人發展商擁有，一直有人在該處違例進行地盤平整工程

和清除植被。把該處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似乎是鼓勵這

種「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即使把該處改劃為「農業」地

帶，能取得規劃許可進行發展的可能性也頗高。有鑑於此，這

名委員對把該處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或「農業」地帶有所

保留。委員大致同意，根據以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做法，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

面積未免過大，應該縮小。委員亦備悉，要在「農業」地帶興

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和進行河道改道或填土／填塘工程，必須

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任何人如蓄意破壞鄉郊和天然環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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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博取城規會向其日後在有關地點進行的發展給予規劃許可，

城規會絕不會姑息。  

5 4 .  副主席表示，有些申述人聲稱，白腊大部分私人土地都

已賣給一個私人發展商，只有兩名身為白腊村民的申述人出席

聆訊。根據所得資料，在白腊興建小型屋宇的需求未必很大。

按照逐步增加的做法，應把白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

限在該區那條河西面的地方，而該河東面的地方則改劃為「農

業」地帶。主席指出，城規會應聚焦於申述人的各項申述理據

和建議方面。  

5 5 .  凌嘉勤先生以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的圖 H - 3

的航攝照片作說明，表示按照逐步增加的做法，應考慮把白腊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該區那條河西面現有的鄉村

民居和毗鄰的地方。另應繼續把白腊地區東北部那個平台繼續

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該處一些涉及發展小型屋宇的申請

已獲小組委員會批准。至於該河東面的地方，是由休耕農地演

化而再生的草地，可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農業」地

帶。  

5 6 .  一名委員指出，在該河附近發展小型屋宇，可能會對該

河的水質及白腊灣的生態環境有負面影響，遂詢問該河與擬議

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之間是否應有一個緩衝區。凌嘉勤先生

表示，根據現行做法，只有指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

或「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河溪，才會考慮劃設緩衝區。白

腊那條河並非「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也非「具特殊科學

價值地點」，所以必須通過審批個別小型屋宇批建申請，才能

對之施加管制。為確保發展方案的污水處理設施安排符合相關

的規定，在地政總署處理小型屋宇申請時，相關政府部門會考

慮有關的小型屋宇發展項目的污水處理問題，包括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發展項目的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

必須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包括環保署的《專業人士環保事

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5 7 .  一名委員表示，現時白腊只有少數村民居住，區內的村

屋大多空置或已損毀，只有幾幢仍然有人居住，而村民也沒有

復 村 的 計 劃 或 方 案 ， 故 質 疑 應 否 把 該 河 西 面 的 平 地 繼 續 劃 作

「鄉村式發展」地帶。這名委員又問，把「鄉村式發展」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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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後，該河西岸能興建多少幢新小型屋宇。秘書表示，如果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該河西面的地方，其土地

面積就會由 2 . 3 7 公頃減至約一公頃，其中約 0 . 4 公頃可興建

1 8 幢小型屋宇，滿足到白腊 2 3 %的小型屋宇需求 (即 7 9 幢 )。

主 席 指 出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考 慮 過 若 干 因 素 而

劃，包括「鄉村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測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 具 有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方 及 其 他 環 境 特

點。白腊村的「鄉村範圍」差不多涵蓋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的

整個規劃區，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現時所劃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則只佔白腊「鄉村範圍」約 3 4 %。  

5 8 .  這名委員表示，白腊灣的水質極佳，在沿海地區興建任

何擬議的小型屋宇，都可能對白腊灣的水質有負面影響。委員

備悉，白腊灣並非海岸公園。為保護白腊灣的水質，小型屋宇

發展項目的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必須符合相

關的標準與規例，包括環保署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

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5 9 .  凌嘉勤先生回應這名委員的查詢，表示該河東面的地方

現時在《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上劃為「鄉

村式發展」地帶。若城規會同意把該處改劃為「農業」地帶，

日後在該處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就必須取得規劃許可。一名

委員詢問有何理據要建議把該處改劃為「農業」地帶。凌嘉勤

先生表示，該處是休耕農地，長滿雜草和灌木。雖然有些申述

人指該處的農地發現有零星的水蕨，但漁護署認為數目不多，

而這種植物是否出現，視乎環境狀況而定。因此，該處的生態

價 值 並 不 足 以 支 持 把 之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或 「 綠 化 地

帶」等保育地帶。這名委員又問，該處是否適合作農業用途。

凌 嘉 勤 先 生 表 示 ， 在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上，「農業用途」在所有地帶均是准許的。此擬

議「農業」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保存和保護良好的農地／

農場／魚塘，以便作農業用途。設立此地帶的目的，亦是要保

存在復耕及作其他農業用途方面具有良好潛力的休耕農地。  

6 0 .  甯 漢 豪 女 士 表 示 ， 在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時，應考慮若干因素，其中包括「鄉村範圍」及所預測的小型

屋宇需求量。不過，因為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是採用逐步增加的方式規劃，所以面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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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滿足全部小型屋宇需求，村民會因為這樣而覺得當局沒有完

全尊重「鄉村範圍」。因此，應清楚說明逐步增加方式的可取

之處。凌嘉勤先生表示，逐步增加的方式可支配現有鄉村民居

周圍的鄉村擴展，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

設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此外，也有助把人為

滋擾的範圍局限在現有民居一帶，從而盡量減少對村外天然環

境造成的不必要負面影響。  

6 1 .  一名委員表示，在擬備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法

定圖則時，應把大部分地方劃為「綠化地帶」，而個別具保育

價值和有良好潛力作農業用途的地方則應分別劃為「自然保育

區」地帶和「農業」地帶。有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人

口較少，而且沒有車路和基礎設施，為盡量減低對這些土地的

天然環境 (包括附近的郊野公園 )的負面影響，應把「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現有的鄉村民居。至於有村民居住並有

道路可達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則應在現有民居附近

物色合適的地方作鄉村發展，但須採用逐步增加的方式規劃。  

6 2 .  另一名委員同意並表示，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

主 要 規 劃 目 的 ， 是 保 育 和 保 護 天 然 環 境 ， 包 括 附 近 的 郊 野 公

園。原居村民的發展需要固然須正視，但逐步增加是務實的做

法，能適當支配和管制鄉村發展的規模與範圍。發展需要與自

然保育兩者都應兼顧，作出平衡。  

6 3 .  一名委員詢問，西北面現有人工池塘旁邊的「農業」地

帶 會 否 適 合 作 鄉 村 發 展 。 凌 嘉 勤 先 生 表 示 ， 該 處 鄰 近 郊 野 公

園，未必適合興建小型屋宇。  

6 4 .  經進一步討論後，主席總結委員的意見，表示按照逐步

增加的方式，應把白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縮小，局限

在該區那條河西面現有的鄉村民居和毗鄰的土地，以及東北部

那個平台，而該河東面的土地則改劃為「農業」地帶。要是真

正有需要應付小型屋宇需求，規劃申請制度已提供了彈性，容

許提出在「農業」地帶發展小型屋宇的申請，或旨在擴大「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改劃申請。城規會會考慮提出申請時的規劃

情況，按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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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申述的理據和申述人的建議  

6 5 .  委員繼而審閱申述人和提意見人所提出有關《白腊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其他理據和建議，並備悉以

下回應：  

劃設「自然保育區」地帶  

( a )  位於白腊地區外圍的林區與毗鄰的西貢東郊野公園

的茂密草木連成一片，並與該處的天然生境在生態

上 緊 密 相 連 ， 因 此 ， 把 之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以保護天然環境及其天然資源，做法恰當；  

劃設「農業」地帶  

( b )  區 內 的 休 耕 梯 田 及 池 塘 有 良 好 潛 力 恢 復 作 農 業 用

途，故應劃為「農業」地帶，這樣才可保存和保護

優質的農地／農場／魚塘作農業用途；  

申述人的建議  

把「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

帶  

( c )  現有鄉村南部有一塊用地已劃為「政府、機構或社

區」地帶，以便設置公廁及政府垃圾收集站，配合

當地居民及遊人的需要；以及  

( d )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會一直留意設置電視及／或

廣播電台發射塔裝置的需要，有需要時會把這項要

求轉達提供有關服務的機構。  

決定  

6 6 .  委員同意備悉申述編號 R10736 表示支持白腊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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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  委員決定順應第 2 組申述表示反對把「鄉村式發展」地

帶 劃 得 過 大 的 部 分 內 容 ， 修 訂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把「鄉村式發展」地帶東部沿河的地方改劃作

「農業」地帶；而因應建議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的有

關修訂，亦決定修訂該草圖的《說明書》；此外，亦要求規劃

署把有關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修訂建議提交城規會，待城

規會同意後根據條例第 6 C ( 2 )條刊憲。  

6 8 .  委員決定不接納第 1 組的所有申述及第 2 組的餘下申

述 ， 以 及 不 應 順 應 這 些 申 述 的 內 容 修 訂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 委 員 繼 而 審 閱 詳 載 於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6 號 第

7 . 2 段各項不接納這些申述及不順應這些申述的內容修訂白腊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理由，並認為有關的理由應作適當修訂。  

 申述編號 R 1 0 7 3 6  

6 9 .  經進一步商議後，城規會決定備悉申述編號 R 1 0 7 3 6 關

於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支持意見。  

 表示反對的申述 3
 

7 0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 城 規 會 同 意 順 應 申 述 編 號 R 7 9 9 至

R 1 0 5 5 4 、 R 1 0 5 5 6 至 R 1 0 5 6 2 、 R 1 0 5 6 4 、 R 1 0 5 6 6 至

                                                 
3
  剔 除 了 撤 回 ／ 視 為 不 曾 作 出 的 申 述 編 號 R 2 8 7 、 R 5 6 9 、 R 7 5 1 、

R 7 5 2 、 R 7 5 6 、 R 7 5 8 、 R 1 1 0 2 、 R 2 5 4 7 、 R 2 6 8 7 、 R 3 6 7 7 、 R 3 7 6 4 、

R 3 7 9 3 、 R 3 9 7 9 、 R 3 9 8 4 、 R 4 1 9 0 、 R 4 3 2 1 、 R 4 3 6 8 、 R 4 3 9 8 、

R 4 6 2 1 、 R 4 6 4 2 、 R 4 6 7 6 、 R 4 7 5 4 、 R 4 9 6 3 、 R 4 9 8 3 、 R 5 0 6 4 、

R 5 0 9 3 、 R 5 1 4 5 、 R 5 2 1 5 、 R 5 2 3 4 、 R 5 2 3 8 、 R 5 2 8 7 、 R 5 4 3 3 、

R 5 4 3 6 、 R 5 5 0 8 、 R 5 5 7 6 、 R 5 6 3 2 、 R 5 9 2 4 、 R 6 0 2 1 、 R 6 0 3 1 、

R 6 0 6 4 、 R 6 1 2 6 、 R 6 1 2 8 、 R 6 1 8 5 、 R 6 2 2 9 、 R 6 2 3 0 、 R 6 2 6 1 、

R 6 3 0 7 、 R 6 3 1 0 、 R 6 3 4 6 、 R 6 3 4 9 、 R 6 4 1 5 、 R 6 4 8 8 、 R 6 5 3 4 、

R 6 5 5 1 、 R 6 6 7 0 、 R 6 6 8 9 、 R 6 9 0 4 、 R 6 9 0 5 、 R 6 9 3 4 、 R 6 9 5 4 、

R 7 0 7 3 、 R 7 1 1 0 、 R 7 2 1 3 、 R 7 3 0 2 、 R 7 3 2 2 、 R 7 5 7 1 、 R 7 6 3 2 、

R 7 6 4 2 、 R 7 8 0 0 、 R 7 8 3 7 、 R 7 9 0 3 、 R 7 9 1 1 、 R 7 9 6 8 、 R 7 9 8 1 、

R 8 0 6 1 、 R 8 1 1 5 、 R 8 2 3 2 、 R 8 3 0 8 、 R 8 3 9 2 、 R 8 4 7 9 、 R 8 5 4 8 、

R 8 5 6 6 、 R 8 6 3 7 、 R 8 7 2 0 、 R 8 7 2 5 、 R 8 7 3 6 、 R 8 7 4 1 、 R 8 7 7 5 、

R 8 9 5 5 、 R 8 9 5 9 、 R 9 0 3 8 、 R 9 0 8 3 、 R 9 0 8 5 、 R 9 1 4 5 、 R 9 2 7 0 、

R 9 2 8 5 、 R 9 3 2 6 、 R 9 3 3 0 、 R 9 3 9 6 、 R 9 4 3 3 、 R 9 5 4 2 、 R 9 5 6 2 、

R 9 6 1 3 、 R 9 9 6 2 、 R 1 0 2 1 7 、 R 1 0 2 2 7 、 R 1 0 3 3 0 、 R 1 0 3 9 2 、 R 1 0 5 0 9

及 R 1 0 5 3 1 。  



-  3 0  -  

E/TPB1057_MINUTES_4-6-2014_CHINESE.DOC 

R 1 0 5 6 9 、 R 1 0 5 7 1 、 R 1 0 5 7 4 、 R 1 0 5 7 6 至 R 1 0 5 8 0 、

R 1 0 5 8 2 至 R 1 0 7 3 0 、 R 1 0 7 3 2 至 R 1 0 7 3 4 、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0 及 R 1 0 7 7 2 至 R 1 0 7 7 4 關於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

部 分 申 述 內 容 ， 把 沿 河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東 部 改 劃 為

「農業」地帶。  

7 1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1 至

R 7 9 8 、 R 1 0 5 5 5、 R 1 0 5 6 3 、 R 1 0 5 6 5 、 R 1 0 5 7 0 、 R 1 0 5 7 2 、

R 1 0 5 7 3 、 R 1 0 5 7 5 、 R 1 0 5 8 1 、 R 1 0 7 3 1 、 R 1 0 7 3 5 、

R 1 0 7 3 7、 R 1 0 7 7 1 及 R 1 0 7 7 5 關於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

申 述 ， 以 及 申 述 編 號 R 7 9 9 至 R 1 0 5 5 4 、 R 1 0 5 5 6 至

R 1 0 5 6 2 、 R 1 0 5 6 4 、 R 1 0 5 6 6 至 R 1 0 5 6 9 、 R 1 0 5 7 1 、

R 1 0 5 7 4 、 R 1 0 5 7 6 至 R 1 0 5 8 0 、 R 1 0 5 8 2 至 R 1 0 7 3 0 、

R 1 0 7 3 2 至 R 1 0 7 3 4 、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0 及 R 1 0 7 7 2 至

R 1 0 7 7 4 關於該圖的其餘部分申述內容，理由如下：  

 第 1 組及第 2 組的申述  

( P L - R 1 至 R 1 0 7 3 5 及 P L -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7 5 )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及劃設  

「  ( a )  為應付該區的認可鄉村白腊的原居村民對小型屋宇

的 需 求 ， 實 有 必 要 在 合 適 的 地 點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該村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

慮過「鄉村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

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只有適合發展小型屋宇

的土地才劃入此地帶，而環境／生態易受影響的地

方及地形陡峭的地方不會包括在內；  

( b )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僅是劃設擬議的「鄉村式

發展」地帶時所考慮的因素之一，預測數字會隨時

間而轉變。當局採用了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鄕村

式發展」地帶作小型屋宇發展，藉此把小型屋宇發

展局限在適當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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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白腊灣環境的影響  

( c )  對於可能影響河流／溪澗的發展計劃及關於原地化

糞池系統的規定，現時已有相關的規管機制 (包括環

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及環

境 保 護 署 ( 下 稱 「 環 保 署 」 ) 的 專 業 人 士 作 業 備 考

《專業人士環保 事務諮詢委員會 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作出規管。因此，無須把有關的支流及旁邊的

地方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

地帶；  

第 1 組的申述  

( P L - R 1 至 R 7 9 8 及 P L - R 1 0 7 3 7 )  

把「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及「鄉村式

發展」地帶  

( d )  該區西南部的「自然保育區」地帶有相對未受干擾

而值得保存的原生林地。從自然保育的角度而言，

關於把該處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

帶」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建議不值得支持；  

把白腊村南部的一塊土地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

「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 e )  該區南部的「自然保育區」地帶有相對未受干擾而

值得保存的原生林地。從自然保育的角度而言，關

於把該處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的建議

不值得支持；  

第 2 組的申述  

( P L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P L -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  

把有關的河流及沿河地區剔出「鄉村式發展」地帶  

( f )  據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表示，穿過白

腊那條水道大部分已因人類活動而有所改動。對於

可能影響天然河流／溪澗的發展計劃及關於原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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糞池系統的規定，現時已有相關的規管機制 (包括環

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及環

保署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作出規管。因此，無須把該河及沿河地

區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

帶；  

把有水蕨的地方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自然保

育區」地帶  

( g )  環保／關注組織建議把發現有水蕨的地方由「鄉村

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雖然白

腊東面的濕潤荒田發現有零星的水蕨，但漁護署認

為數目不多，而這種植物是否出現，視乎環境狀況

而定。因此，沒有理據要把這些地方劃為「自然保

育區」地帶；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 h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把某地方指定

為郊野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

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  

把「農業」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或「綠化地

帶」  

( i )  漁護署表示，有關的休耕梯田及池塘有良好潛力恢

復作農業用途。為確保在「農業」地帶內進行的發

展不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這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的《註釋》已訂明，在「農業」地帶內進行河道改

道及填土／填塘工程，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許可。根

據《廢物處置條例》的規定，白腊的「農業」地帶

內 禁 止 飼 養 禽 畜 。 至 於 與 飼 養 禽 畜 無 關 的 農 業 活

動，預料不會造成嚴重的有機物污染問題，影響河

流 及 白 腊 灣 。 因 此 ， 沒 有 理 據 要 把 這 些 地 方 劃 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或「綠化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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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般意見  

7 2 .  主席表示， R10587 聲稱城巿規劃委員會文件未有包括其

申述書內的一些觀點，即「鄉村式發展」地帶根據未經證實的

小型屋宇需求數字而劃，面積過大；小型屋宇政策被濫用；以

及 違 反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及 《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對於這些問題，文件未有提出合理的理由和證據回應。  

7 3 .  委 員 得 悉 ， 規 劃 署 備 有 整 套 申 述 書 及 意 見 書 供 巿 民 查

閱，亦已把申述書及意見書貯存在光碟，夾附於相關的城規會

文件供委員參閱。城規會亦已聆聽 R10587 就有關問題所作的口

頭陳述，其申述書中提出的理據和建議已載於相關的城規會文

件及／或在會議上獲城規會考慮。  

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  

7 4 .  主席要求規劃署執行城規會的決定，擬備相關的分區計

劃大綱圖的進一步修訂建議並提交城規會通過，然後根據條例

第 6 ( C ) 2 條刊憲。  

延長期限  

7 5 .  主席表示，根據條例第 8 ( 2 )條，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須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或以前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 議 核 准 。 由 於 要 對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作 出 擬 議 的 修

訂，而公布擬議修訂及處理進一步申述 (如有者 )亦需要一段時

間，因此不大可能趕及在九個月的法定期限內完成這三份分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制 訂 程 序 ， 然 後 呈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核

准。有見及此，城規會有必要向行政長官提出申請，把呈交這

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的法定期限

延長，以便有足夠時間完成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相關申述的

審議程序。委員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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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 3  

[公開會議 ]  

其他事項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 ]  

7 6 .  主席表示，在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舉行的都會規劃

小組委員會及鄉郊及新巿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當局建議

而委員亦同意委任黃婉霜女士為城規會秘書處的特別顧問，協

助及代表城規會處理關於司法覆核訴訟的工作。委員備悉此項

委任安排由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起生效。  

7 7 .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四時二十五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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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第城市規劃委員會第城市規劃委員會第城市規劃委員會第 1 0 5 7 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A  

 

 

 

授 權 李 耀 斌授 權 李 耀 斌授 權 李 耀 斌授 權 李 耀 斌  ( S / N E - H H / 1 - R 3 2 ,  S / N E - S L P / 1 - R 3 2 ,  S / S K -

P L / 1 - R 3 2 )  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人名單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人名單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人名單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人名單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NE-HH/1, 

S/NE-SLP/1, and S/SK-PL/1 
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 

1. R129 傅茂信 

2. R520 楊貴康 

3. R523 李金玲 

4. R524 何偉成 

5. R527 林惠茗 

6. R582 李明 

7. R588 區鳳屏 

8. R598 Mandy Lau 

9. R599 梁偉傑 

10. R604 謝蘭芳 

11. R619 李麗雲 

12. R620 李少彬 

13. R622 劉麗薇 

14. R630 魏立新 

15. R631 李玉蘭 

16. R633 余智強 

17. R634 Agnes Cheung 

18. R674 蔡進華 

19. R757 何英 

20. R792 鄭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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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黄慶祥授權黄慶祥授權黄慶祥授權黄慶祥 ( S / N E - S L P / 1 - R 1 0 8 1 2 )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

人名單人名單人名單人名單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NE-SLP/1 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 

1. SLP-R10738 黃子揚 

2. SLP-R10755 黃桂華 

3. SLP-R10763 黃冠新 

4. SLP-R10774 Wong Wai Sun 

5. SLP-R10776 Wong Ho Yan 

6. SLP-R10799 Wong Ho Yi Yedda 

7. SLP-R10811 范黃綺嫻 

8. SLP-R10813 黃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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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授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授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授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 S / N E - H H / 1 - R 1 0 8 7 4 ,  S / N E -

S L P / 1 - R 1 0 8 2 0 ,  S / S K - P L / 1 - R 1 0 7 3 8 )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

申述人名單申述人名單申述人名單申述人名單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NE-HH/1, 

S/NE-SLP/1, and S/SK-PL/1 
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 

1. R3271 Yiu Wai Sin 

2. R3722 吳兆文 

3. R3726 Lei Pek Iok 

4. R3737 Leung Ka Po 

5. R3817 鄧遠德 

6. R3822 Wan Yiu Kee 

7. R3900 Judy Kai 

8. R3973 Chan Chung Ming 

9. R4014 Poon Shuk Lai 

10. R4250 Cheung Cho Fai Bartholomew 

11. R4264 李笑蘭 

12. R4601 Kwong Sze Ki 

13. R4725 Maria Fernanda Barros 

14. R4903 Ho Ting 

15. R5204 Chan Ka Lung, Kenith 

16. R5253 Mancy Lau 

17. R5294 Ma Yat Man 

18. R5385 楊淑茹 

19. R5387 林建文 

20. R5399 Martin D Fairbairn 

21. R5402 Katharine Liu 

22. R5647 Cheung Ka Ming 

23. R5715 Leung Yu Fung 

24. R5867 蔡智麟 

25. R5925 Sin Yiu Wai  

26. R6025 Chan Chak Fu 

27. R6138 Verity B Picken 

28. R6239 Peter Roy Kennerley 

29. R6303 Kurt Rafael Verkest 

30. R6401 Lai Yin Mei 

31. R6404 Kiang Hiu Fung 

32. R6457 Lau Chui Wan 

33. R6469 Kwong Kwan Yee 

34. R6531 黃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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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R6563 洪嘉華 

36. R6569 Wong Chi Foon 

37. R6575 陳慶蓮 

38. R6661 Cherry Graham Ellis 

39. R6663 梁雪嬌 

40. R6703 Caremla Wong 

41. R6754 Cheng Wai Man 

42. R6804 King Lap Pai, Franki 

43. R6824 Maybelle Li 

44. R6851 Ho Yee Lin Eline 

45. R6868 Helen Yip 

46. R6908 Mak Yat Kin 

47. R6916 Poon Carrie 

48. R6973 Dora Chuck 

49. R7010 Lam Pui Yi 

50. R7700 Vincent Lee 

51. R7945 Dick Au 

52. R8070 Ho Sin Wa Sarah 

53. R8116 Sek Chin Ngai 

54. R8136 張秀欣 

55. R8179 黎秋怡 

56. R8183 聶耀昌 

57. R8216 Ip Sze Ching, Stella 

58. R8260 Ho Yau Ho 

59. R8551 盧珮瑜 

60. R8692 王國偉 

61. R9156 Yue Kin Wai 

62. R9447 Yuen Kam Hung 

63. R9457 Leung Suk Chiu 

64. R9503 Shiu Chi Shing 

65. R9575 Moon Fung 

66. R9839 Wong Tsz Fung 

67. R10057 Shin Wai Cheong 

68. R10183 Tse Mei Wah 

69. R10291 Ma Man Fai 

70. R10325 Shum Sui Bing Clare 

71. R10495 Eric Ng YH 

72. 

S/NE-HH/1- R10889 

S/NE-SLP/1-R10840 

S/SK-PL/1-R10762 

Tang Yuen 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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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嘉道里農場暨植物園公司授權嘉道里農場暨植物園公司授權嘉道里農場暨植物園公司授權嘉道里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 S / N E - H H / 1 - R 1 0 8 8 3 ,  S / N E -

S L P / 1 - R 1 0 8 2 1 ,  S / S K - P L / 1 - R 1 0 7 3 9 )作為代表出席會作為代表出席會作為代表出席會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議的議的議的

申述人名單申述人名單申述人名單申述人名單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NE-HH/1, 

S/NE-SLP/1, and S/SK-PL/1 
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 

1. R4662 Tan Kit San 

2. R4684 Wong Ming Wai 

3. R10585 Fauna 

4. 
S/NE-HH/1-R10849, S/NE-SLP/1-

R10834, S/SK-PL/1-R10766 
王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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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I I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1 號  

  考慮日期： 2 0 1 4 年 7 月 4 日    

 

在考慮《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申述及意見後建議對該草圖作出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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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1 號  

考慮日期： 2 0 1 4 年 7 月 4 日      

 

在考慮《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申述及意見後建議對該草圖作出的修訂  

1 .  引言  

此文件旨在徵求委員同意：  

( a )  載於附件 I 的《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

建 議 修 訂 適 宜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 下 稱 「 條 例 」 ) 第

6 C ( 2 ) 條公布，供公眾查閱；以及  

( b )  載於附件 I I 的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經修訂《說明書》適宜連

同草圖一併公布。  

2 .  背景  

2 . 1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下 稱 「 城 規

會 」 ) 根 據 條 例 第 5 條 展 示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 》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 在 草 圖 展 示 期 內 ， 共 收 到

1 0  6 6 5 份申述書及 3  6 6 9 份意見書。  

2 . 2  城規會在二零一四年四月及五月 1考慮有關的申述及意見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 決定接納一些申述的部分內容， 修訂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 剔 出 該 地 帶 的 東 部 並 改 劃 為

「農業」地帶 ( 圖 H a - 1 ) 。委員亦要求規劃署把有關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的修訂建議提交城規會，待城規會同意後根據條例

第 6 C ( 2 ) 條刊憲。  

3 .  修訂「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附件 I )  

3 . 1  把現時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草地的東部 ( 約 1 . 3 9 公頃 )

改劃為「農業」地帶。  

                                                 
1 聆訊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五月八日 、五月十二日 及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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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與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S / S K - P L / 1 相比，「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面積會由 2 . 3 7 公頃縮減至 0 . 9 8 公頃，當中 0 . 4 1 公頃的土

地可發展小型屋宇 ( 1 8 幢 )，滿足到約 2 3 % 的小型屋宇需求 2。  

3 . 3  下表是《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所涵蓋地

區的土地用途預算與該草圖作出將根據條例第 6 C ( 2 ) 條展示

的建議修訂後的土地用途預算的比較：  

 

4 .   建議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的修訂  

4 . 1  建議就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 ( 附件 I )  

修訂項目 A ( 約 1 . 3 9 公頃 )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東部改劃為「農業」地帶。  

4 . 2  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說明書》作出的修訂 ( 附件 I I )  

 修 訂 現 行 的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 》 的

《說明書》，加入上文第 4 . 1 段所述的建議修訂。經修訂的

《說明書》 ( 建議的修訂以粗斜體字顯示，刪去的部分以刪除

線劃去 ) 相關部分的摘錄載於附件 I I ，供委員考慮。  

                                                 
2 小型屋宇需求數字 為 7 9 幢。  

地帶  

《白腊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編號

S/ SK - P L/1》  

(公頃／%)  

將根據條例第

6C( 2 )條展示的該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的建議修訂  

(公頃／%)  

增加／減少  

(公頃／%)  

鄉村式發展  2 .37  34 .85  0 .98  14 .41  - 1 .39  - 58 .65% 

農業  1 .00  14 .71  2 .39  35 .15  +1 .39  +139%  

自然保育區  3 .41  50 .15  3 .41  50 .15  不變  不變  

政府、機構或社區  0 .02  0 .29  0 .02  0 .29  不變  不變  

總規劃面積  6 .80  100 .00  6 .80  100 .00  不變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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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徵詢意見  

 請 委 員 同 意 附 件 I 所 示 的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 》的建議修訂適宜根據條例第 6 C ( 2 ) 條公布，供公眾

查閱；以及載於附件 I I 的經修訂《說明書》適宜連同草圖一併公

布。  

附件  

附件 I  建議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作出的修訂  

附件 I I  建議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說明

書》作出的修訂 (關於修訂圖則編號 R / S / S K - P L / 1 - A 1 ) (第 6、

9 . 1 及 9 . 3 段 )  

圖 H a - 1  白腊地區東部的改劃建議  

 

規劃署  

二零一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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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I  

就修訂圖則編號 R / S / S K - P L / 1 - A 1 而  

建議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  

《說明書》作出的修訂  

 《說明書》第 6、 9 . 1 及 9 . 3 段修訂如下：  

5 . 4  漁 農 自 然護 理 署署 長 ( 下 稱 「 漁護 署 署長」 ) 表 示 ，該 區 及鄰近 的 西 貢東

郊 野 公園 所 錄得 的動植 物 大多 屬 到處 可見的 普 通品 種 。儘 管該區 的 生物

並 未 被視 為 特別 多樣化 或 具特 別 高的 生態價 值 ，但 位 於該 區邊緣 的 林地

與 毗 連西 貢 東郊 野公園 的 茂密 草 木連 成一片 ， 並與 該 處自 然生境 的 生態

緊 密 相連 。 特別 要指出 的 是， 白 腊村 附近的 林 地錄 得 受保 護的植 物 品種

香 港 大沙 葉 ， 另 在濕潤 的 荒田 亦 錄得 一小羣 水 蕨生 長 ，而 荒田的 環 境要

合 適 ， 才 偶 有 水 蕨 生 長 。 環 繞 該 區 的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是 本 港 的 風 景 名

勝 ， 也是 旅 遊及 遠足熱 點 。白 腊 灣是 本港著 名 的海 灘 。該 區的景 觀 價值

高 ，能與 附近的 西貢東 郊野公 園的自 然美景 互相輝 映。  

5 . 5  有 一 條河 由 北向 南穿過 該 區， 流 入白 腊灣。 在 該區 北 部較 遠處是 萬 宜水

庫 。  

5 . 6  該 區南部 有一座 由當地 居民興 建的廟 宇。  

6 .  人 口  

 根 據 二 零 一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的 資 料 ， 該 區 的 總 人 口 少 於 5 0 。 預 計 該 區 的 總 規

劃 人口約 為 2 3 0 1 2 0 。  

7 .  發 展機 會及 限制  

7 . 1  發 展機會  

7 . 1 . 1  保 育及天 然 景 觀  

 該 區 位 處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當 中 ， 風 景 優 美 ， 景 觀 價 值 高 ， 與 周

遭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自 然 美 景 互 相 輝 映 。 該 區 的 天 然 景 觀 與 海

岸 環 境 值 得 保 育 ， 故 鄉 村 發 展 的 規 模 應 與 這 種 鄉 郊 格 局 和 四 周

景 觀互相 配合。  

7 . 1 . 2  農 業發展 潛力  

 該 區 北 部 一 些 土 地 曾 一 度 有 挖 土 工 程 進 行 ， 但 挖 土 工 程 中 止

後 ， 這 些 以 前 曾 作 農 業 用 途 的 休 耕 農 地 現 時 已 長 滿 雜 草 和 灌

木 ，成為 優質農 地，有 良好潛 力作農 業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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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 3  旅 遊發展 潛力  

 西 貢 其 中 一 條 著 名 的 遠 足 徑 「 麥 理 浩 徑 」 就 在 該 區 ， 其 中 在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沿 萬 宜 水 庫 的 一 段 ， 沿 途 有 若 干 海 岸 景 點 ， 例 如

白 腊 灣 、 浪 茄 灣 、 大 浪 灣 、 大 浪 西 灣 等 ， 吸 引 一 些 愛 冒 險 的 遠

足 人士遊 覽。  

7 . 2  發 展限制  

7 . 2 . 1  生 態價值  

 該 區 所 見 的 動 植 物 多 屬 到 處 可 見 的 品 種 。 在 林 地 可 見 的 多 種 土

生 植 物 如 樟 和 青 果 榕 ， 與 附 近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茂 密 草 木 連 成

一 片 ， 並 與 該 處 自 然 生 境 的 生 態 緊 密 相 連 。 其 中 一 種 有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香 港 大 沙 葉 ， 記 錄 顯 示 曾 在 白 腊 村 附 近 的 林 地 發 現 。

這 種 植 物 是 《 林 區 及 郊 區 條 例 》 ( 第 9 6 章 ) 所 列 的 受 保 護 植

物 。 另 外 ， 在 濕 潤 的 荒 田 亦 錄 得 一 小 羣 水 蕨 生 長 ， 而 荒 田 的 環

境 要 合 適 ， 才 偶 有 水 蕨 生 長 。 任 何 發 展 如 可 能 影 響 該 區 整 體 的

鄉 郊特色 和附近 生態易 受影響 的地方 ，都應 避 免 。  

7 . 2 . 2  景 觀特色  

 該 區 有 大 片 地 方 和 海 岸 ， 其 天 然 景 致 十 分 優 美 。 環 抱 白 腊 的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景 色 怡 人 ， 但 景 觀 易 受 破 壞 ， 先 前 該 處 就 曾 受 到

一 些 干 擾 。 該 區 的 休 耕 地 成 了 一 大 片 草 地 。 該 區 美 景 紛 陳 雜

沓 ， 處 處 景 致 不 同 。 基 於 該 區 的 地 形 和 自 然 特 色 ， 若 進 行 發

展 ， 將 會 影 響 現 有 的 景 觀 特 色 。 為 確 保 影 響 減 至 最 少 ， 使 現 有

景 觀 質 素 不 至 變 差 ， 應 保 持 現 有 山 脊 線 不 變 ， 而 發 展 項 目 亦 不

應 侵 佔 斜 坡 、 周 邊 林 地 植 被 、 岸 邊 沙 灘 及 河 道 。 發 展 項 目 應 局

限 在 現 有 村 落 及 適 合 作 鄉 村 式 發 展 的 地 方 ， 建 築 物 的 規 模 要 合

理 ， 與 現 有 的 景 觀 特 色 亦 要 協 調 ， 而 從 岸 邊 要 依 然 可 以 看 到 遼

闊 的山景 。  

7 . 2 . 3  排 污  

 該 區 現 時 沒 有 污 水 渠 ， 當 局 亦 未 有 計 劃 為 該 區 鋪 設 公 共 污 水

渠 。 目 前 ， 每 幢 屋 宇 都 是 使 用 原 地 自 設 的 化 糞 池 和 滲 水 井 系

統 。 倘 該 區 的 人 口 或 遊 客 數 目 增 加 ， 或 有 更 多 康 樂 ／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 便 有 需 要 增 建 排 污 設 施 。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須 符

合 相 關 的 標 準 與 規 例 ， 例 如 環 境 保 護 署 ( 下 稱 「 環 保 署 」 ) 的 專

業 人 士 作 業 備 考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第

5 / 9 3 號 》， 以保護該 區的水 質和流 經該區 的河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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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 . 4  土 力限制  

 現 有 村 落 的 西 部 位 於 陡 峭 的 天 然 山 坡 下 ， 這 些 山 坡 可 能 會 發 生

山 泥 傾 瀉 ， 對 村 落 構 成 危 險 。 在 該 處 進 行 新 發 展 ， 必 須 進 行 天

然 山 坡 災 害 研 究 ， 並 按 情 況 所 需 ， 採 取 適 當 的 消 減 災 害 措 施 ，

作 為發展 或重建 項目的 一部分 。  

7 . 2 . 5  基 礎設施 和公用 設施  

 該 區 有 電 力 供 應 和 電 話 服 務 。 其 他 公 用 設 施 方 面 ， 該 區 也 有 食

水 供 應 給 現 有 設 施 及 村 民 ， 但 當 局 未 有 承 諾 ／ 計 劃 進 行 任 何 工

程 項目， 為該區 鋪設排 污、排 水或煤 氣供應 系統。  

8 .  整 體規 劃意 向  

8 . 1  該 區 的整 體 規劃 意向， 是 保護 區 內具 有高自 然 景觀 價 值的 地方及 自 然鄉

郊 環 境 ， 使 這 些 地 方 能 與 附 近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整 體 自 然 美 境 互 相 輝

映 ；同時 預留土 地，以 供日後 白腊的 原居村 民發展 小型屋 宇之用 。  

8 . 2  規 劃 該區 的 各個 土地用 途 地帶 時 ，已 考慮到 要 保護 該 區有 高生態 價 值的

自 然 生境 ， 例如 在該區 邊 緣的 林 地， 這些林 地 與毗 連 的西 貢東郊 野 公園

的 茂 密草 木 連成 一片； 另 外， 亦 要保 存具有 良 好潛 力 的休 耕農地 ， 以作

農 業用途 。  

9 .  土 地用 途地 帶  

9 . 1  「 鄉村式 發展」 ：總面 積 2 . 3 7 0 . 9 8 公 頃  

9 . 1 .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是 就 現 有 的 認 可 鄉 村 和 適 宜 作 鄉 村 擴 展 的

土 地 劃 定 界 線 。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 主 要 預 算 供 原 居 村 民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之 用 。 設 立 此 地 帶 的 目 的 ， 亦 是 要 把 鄉 村 式 發 展 集 中 在 地

帶 內 ， 使 發 展 模 式 較 具 條 理 ， 而 在 土 地 運 用 及 基 礎 設 施 和 服 務

的 提 供 方 面 ， 較 具 經 濟 效 益 。 在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的 地 面 一

層 ， 有 多 項 配 合 村 民 需 要 和 鄉 村 發 展 的 商 業 和 社 區 用 途 列 為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 其 他 商 業 和 社 區 用 途 ， 如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許 可 ，

或 會獲得 批准。  

9 . 1 . 2  白 腊 是 該 區 唯 一 的 認 可 鄉 村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根

據 「 鄉 村 範 圍 」 、 該 區 地 形 、 現 有 民 居 的 分 布 模 式 、 用 地 限

制 、 已 獲 批 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 尚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及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而 劃 的 。 地 勢 崎 嶇 和 草 木 茂 盛 的 地 方 及

河 道都盡 量不劃 入此地 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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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 . 3  一 些 劃 作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地 方 與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接 鄰 。

任 何 工 程 如 會 越 進 郊 野 公 園 的 範 圍 ， 必 須 先 取 得 郊 野 及 海 岸 公

園 管理局 總監書 面同意 ，才可 在郊野 公園範 圍內進 行。  

9 . 1 . 4  為 確 保 白 腊 村 日 後 的 發 展 或 重 建 仍 保 留 鄉 村 特 色 ， 此 地 帶 內 的

最 高建築 物高度 不得超 過三層 ( 8 . 2 3 米 ) 或 現有建 築物的 高度，

兩 者 中 以 數 目 較 大 者 為 準 。 為 了 提 供 彈 性 讓 發 展 項 目 能 配 合 個

別 用 地 的 特 點 ， 城 規 會 可 通 過 規 劃 許 可 審 批 制 度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城 規 會 會 按 個 別 發 展 計 劃 在 規 劃 上 優 越 之

處 ，作出 考慮。  

9 . 1 . 5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或 填 塘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 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因 此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 才 可 進 行 該

等 工 程 。 該 區 現 時 沒 有 污 水 渠 ， 當 局 亦 未 有 計 劃 為 該 區 鋪 設 公

共 污 水 渠 。 目 前 ， 每 幢 屋 宇 都 是 使 用 原 地 自 設 的 化 糞 池 和 滲 水

井 系 統 。 根 據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技 術 通 告 ( 工 務 ) 第 5 / 2 0 0 5 號

的 規 定 ， 在 現 行 的 行 政 安 排 下 ， 如 發 展 計 劃 ／ 方 案 可 能 影 響 天

然 溪 澗 ／ 河 流 ， 負 責 批 核 和 處 理 發 展 計 劃 的 當 局 須 在 各 個 發 展

階 段 徵 詢 和 收 集 漁 護 署 署 長 和 相 關 當 局 的 意 見 ， 如 可 能 的 話 ，

應 在 給 予 許 可 時 加 入 他 們 提 出 的 相 關 意 見 ／ 建 議 ， 作 為 附 帶 條

件 。 此 外 ， 為 保 護 白 腊 灣 的 水 質 ， 發 展 計 劃 ／ 方 案 的 原 地 化 糞

池 和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必 須 符 合 相 關 的 標 準 與 規 例 ， 例

如 環 保 署 的 專 業 人 士 作 業 備 考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第 5 / 9 3 號 》 。 因 此 ， 地 政 總 署 在 處 理 貼 近 現 有 河 道

的 小 型 屋 宇 批 地 及 申 請 時 ， 必 須 諮 詢 相 關 的 部 門 ， 包 括 環 保

署 、 漁 護 署 及 規 劃 署 ， 以 確 保 所 有 相 關 的 部 門 均 有 充 分 機 會 覆

檢 申請並 就申請 提出意 見。  

9 . 2  「 政府、 機構或 社區」 ：總面 積 0 . 0 2 公 頃  

9 . 2 .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提 供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 以 配

合 當地居 民及／ 或該地 區、區 域，以 至全港 的需要 。  

9 . 2 . 2  此 地 帶 內 的 發 展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不 得 超 過 一 層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 兩 者 中 以 數 目 較 大 者 為 準 。 城 規 會 可 通 過 規 劃 許 可 審

批 制 度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城 規 會 會 按 個 別 發 展

計 劃在規 劃上優 越之處 ，作出 考慮。  

9 . 2 . 3  有 兩 幅 土 地 劃 作 此 地 帶 。 一 幅 位 於 該 區 南 部 ， 現 有 一 座 由 當 地

村 民 所 建 的 廟 宇 。 另 一 幅 位 於 現 有 村 落 以 南 的 土 地 ， 則 預 留 作

闢 設 政 府 垃 圾 收 集 站 及 公 廁 之 用 ， 以 配 合 當 地 居 民 及 遊 客 的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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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3  「 農業」 ：總面 積 1 . 0 0 2 . 3 9 公 頃  

9 . 3 .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保 存 和 保 護 良 好 的 農 地 ／ 農 場 ／ 魚

塘 ， 以 便 作 農 業 用 途 。 設 立 此 地 帶 的 目 的 ， 亦 是 要 保 存 在 復 耕

及 作其他 農業用 途方面 具有良 好潛力 的休耕 農地。  

9 . 3 . 2  該 區 西 北 部 的 休 耕 農 地 有 良 好 潛 力 作 復 耕 及 其 他 農 業 用 途 。 從

農 業的角 度而言 ，這些 農地值 得保 存 。  

9 . 3 . 3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或 填 土 ╱ 填 塘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 的 排 水 情 況

及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因 此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 才 可 進 行

該 等 工 程 。 不 過 ， 政 府 部 門 事 先 以 書 面 指 示 特 別 要 求 進 行 的 填

土 工 程 ， 或 為 真 正 農 耕 作 業 而 進 行 的 填 土 工 程 ， 包 括 為 耕 種 而

鋪 上 厚度 不超 過 1 . 2 米的 泥土以 及為 建造 已事先 獲地 政總署發

給 批 准 書 的 農 用 構 築 物 而 進 行 的 填 土 工 程 ， 則 可 獲 豁 免 受 此 管

制 。  

9 . 4  「 自然保 育區」 ：總面 積 3 . 4 1 公 頃  

9 . 4 .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是 保 護 和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的 天 然 景 觀 、 生 態

系 統 或 地 形 特 色 ， 以 達 到 保 育 目 的 及 作 教 育 和 研 究 用 途 ， 並 且

分 隔 開 易 受 破 壞 的 天 然 環 境 如 郊 野 公 園 ， 以 免 發 展 項 目 對 這 些

天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大 體 而 言 ， 有 需 要 進 行 以 助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天 然 景 觀 或 風 景

質 素 的 發 展 ， 或 者 絕 對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必 須 進 行 的 基 礎 設 施 項

目 ，才可 能會獲 得批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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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及離島區及沙田、大埔及北區  

議程項目 5  

[ 公開會議 ]  

考慮有關《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  

申述和意見後建議對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的修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1 號 )  

 

議程項目 6  

[ 公開會議 ]  

考慮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的  

申述和意見後建議對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的修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7 9 號 )  

 

議程項目 7  

考慮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的  

申述和意見後建議對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的修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0 號 )  

[ 關於這些議項的會議以廣東話進行 ]  

1 0 8 .  主席表示，城市規劃委員會 ( 下稱「城規會」 )  於二零一

四年四月和五月就有關白腊、海下和鎖羅盆三份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申述和意見一併進行了聆訊。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城規

會 決 定 接 納 有 關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一 些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建議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一些修訂。委員要求規

劃署把修訂建議提交城規會，待城規會同意後根據《城市規劃

條例》 ( 下稱「條例」 ) 第 6 C ( 2 ) 條展示。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讓

城規會就建議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所作的修訂作出考慮。

委員備悉，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1 號 (關於白腊分區計劃

大綱圖 ) 和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0 號 ( 關於鎖羅盆分區計

劃大綱圖 )兩份文件的附件 I 均有替代頁。  

1 0 9 .  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鍾文傑先生和沙田、大埔及北區規

劃專員蘇震國先生此時獲邀到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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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  主席歡迎他們二人到席，並請鍾文傑先生和蘇震國先生

向委員簡介文件的內容。  

1 1 1 .  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鍾文傑先生借助投影片 作出簡介，

要點如下：  

背景  

( a )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城規會根據條例第 5 條

展 示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 》 、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及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 》，以供公眾查閱。在展示期內，關

於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城規會收到 1 0  6 6 5 份申

述書和 3  6 6 9 份意見書，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收到

1 0  8 2 4 份申述書和 3  6 7 1 份意見書，而鎖羅盆分

區計劃大綱圖則收到 1 0  7 4 8 份申述書和 3  6 7 3 份

意見書。城規會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和五月就這些有

關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申述和意見一併進行了

聆訊。城規會考慮過這些申述和意見後，決定接納

有 關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一 些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委員要求規劃署把修訂建議提交城規會，待城

規會同意後根據條例第 6 C ( 2 )條刊憲；  

建議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作出

的修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1 號 )  

( b )  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城規會決定接納有關白腊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一些申述的部分內容，建議修訂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把該地帶東部的地方

剔出並改劃為「農業」地帶；  

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  

( c )  如文件的附件 I 所示，建議把現時劃為「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草地的東部 ( 約 1 . 3 9 公頃 ) 改劃為「農

業」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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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與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相比，「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會由 2 . 3 7 公頃縮減至 0 . 9 8

公頃，當中 0 . 4 1 公頃 的土地可發展小型屋宇 ( 1 8

幢 )，滿足到 2 3 % 的小型屋宇需求；  

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說明書》作出的修訂  

( e )  建 議 修 訂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 》的《說明書》，以反映詳載於文件附

件 I I 的上述建議修訂。  

1 1 2 .  主席接着請委員提問。委員沒有提出問題。  

1 1 3 .  經商議後，委員決定同意：  

( a )  文件的附件 I 所示建議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編號 S / S K - P L / 1 》作出 的修 訂， 適宜根 據條 例第

6 C ( 2 ) 條公布，供公眾查閱；以及  

( b )  文 件 的 附 件 I I 所 載 按 修 訂 圖 則 編 號

R / S / S K - P L / 1 - A 1 而 建 議 對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 》 的 《 說 明 書 》 作 出 的 修

訂，適宜與該草圖一併公布。  

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作出的修

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7 9 號 )  

1 1 4 .  沙 田 、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蘇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作 出 簡

介，要點如下︰  

背景  

( a )  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城規會決定接納有關海下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一些申述的部分內容，建議修訂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把該地帶西部的地方

剔出並連同旁邊的「綠化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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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 ( 文件的

附件 I )  

修訂「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 b )  建議把現時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西部那

片相對未受干擾的林地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 ( 約

0 . 6 5 公頃 )；  

( c )  與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相比，「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會由 2 . 6 0 公頃縮減至 1 . 9 5

公頃， 當中 1 . 0 2 公頃的土地可發展小型屋宇 ( 4 0

幢 )，滿足到 4 3 % 的小型屋宇需求；  

對「綠化地帶 ( 1 ) 」作出更嚴格的規劃管制  

( d )  建 議 把 該 區 西 部 現 時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的 地 方 ( 約

0 . 6 5 公頃 )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以作出更嚴格

的規劃管制。連同上述改劃建議，新的「綠化地帶

( 1 )」可對現有的生境 (包括林地、濕地和海下灣 )作

出更佳的保護；  

( e )  根據「綠化地帶 ( 1 ) 」的《註釋》，「屋宇 ( 只限重

建 )」屬於第二欄用途。如要重建現有的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和住用構築物，可通過規劃申請制度提出申

請，或會獲得批准，惟此地帶內不得發展新的小型

屋宇；  

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作出的修訂  

( f )  如文件的附件 I I 所示，建議加入新的「綠化地帶

( 1 ) 」 的 《 註 釋 》 ， 並 刪 除 「 綠 化 地 帶 」 的 《 註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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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說明書》作出的修訂  

( g )  如文件的附件 I I I 所示，建議修訂《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的《說明書》，加入

上述建議的修訂。  

1 1 5 .  主席接着請委員提問。蘇先生回應一名委員的問題，表

示在申述文件 (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 ) 中，規劃署原

先 建 議 把 規 劃 區 東 北 部 的 地 方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綠化地帶」，但委員認為這項改劃建議並不恰當，所以該處

繼續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1 1 6 .  經商議後，委員決定同意︰  

( a )  文件的附件 I 和 I I 分別所示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及其《註釋》作出的

修 訂 ， 適 宜 根 據 條 例 第 6 C ( 2 ) 條 公 布 ， 供 公 眾 查

閱：以及  

( b )  文 件 的 附 件 I I I 所 載 按 修 訂 圖 則 編 號

R / S / N E - H H / 1 - A 1 而建議 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的 《 說 明 書 》 作 出 的 修

訂，適宜連同該草圖一併公布。  

建議對《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作出的

修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0 號 )  

1 1 7 .  沙 田 、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蘇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作 出 簡

介，要點如下：  

背景  

( a )  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城規會決定接納有關鎖羅盆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一些申述的部分內容，建議把

兩塊分別在「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東北端及西南端

的土地改劃為「綠化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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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  

( b )  如文件的附件 I 所示，建議把現時劃為「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土地東北端及西南端的地方改劃為「綠

化地帶」 (約 1 . 6 4 公頃 )；  

( c )  與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相比，「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會由 4 . 1 2 公頃縮減至 2 . 4 8

公頃，當中 1 . 7 2 公頃 的土地可發展小型屋宇 ( 6 8

幢 )，滿足到 2 5 % 的小型屋宇需求；  

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説明書》作出的修訂  

( d )  如文件的附件 I I 所示，建議修訂《鎖羅盆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的《説明書》，加入

上述的建議修訂；  

1 1 8 .  主席接着請委員提問。委員沒有提出問題。  

1 1 9 .  經商議後，委員決定同意：  

( a )  文件的附件 I 所示建議對《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作出的修訂，適宜根據條例

第 6 C ( 2 ) 條公布，供公眾查閱；以及  

( b )  文 件 的 附 件 I I 所 載 按 修 訂 圖 則 編 號

R / S / N E - S L P / 1 - A 1 而建議對《鎖羅盆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的《說明書》作出的修

訂，適宜連同該草圖一併公布。  

1 2 0 .  主席多謝規劃署的代表出席會議。他們此時離席。  



城市規劃條例 (第 1 3 1 章 )  

 

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建議修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 ( 下稱「委員會」 ) 在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 下

稱「條例」 ) 第 6 B ( 1 ) 條考慮就《白腊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所作出的申述及意見後，已依據第 6 B ( 8 ) 條決定

建議修訂上述圖則。建議的修訂載於下面的附表。附表內對受

該 項 修 訂 影 響 的 地 點 的 描 述 僅 供 一 般 參 考 ， 修 訂 圖 則 編 號

R / S / S K - P L / 1 - A 1 則較具體地顯示受影響地點的確實位置。  

 

 建 議 的 修訂 可於委 員 會 的網 頁 ( http://www/info.gov.hk/tpb/) 瀏

覽，並會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  

 

( i )  香港北角渣華道 3 3 3 號北角政府合署 1 5 樓城市

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 i i )  香港北角渣華道 3 3 3 號北角政府合署 1 7 樓規劃

資料查詢處；  

 

( i i i )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沙田政府合署 1 4 樓規劃

資料查詢處；  

 

( i v )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沙田政府合署 1 5 樓西貢

及離島規劃處；  

 

( v )  新界將軍澳坑口培成路 3  8  號西貢將軍澳政府綜

合大樓 6  樓西貢民政事務處；及  

 

( v i )  新界西貢西貢鄉事會里 1  號西貢鄉事委員會。  

 

 按照條例第 6 D ( 1 ) 條，任何人 ( 但如建議的修訂是在考

慮該人作出的任何申述或提出的任何意見後建議的，則該人除

外 ) 可就建議的修訂向委員會作出進一步申述。進一步申述須以

書面作出，並須不遲於 2 0 1 4 年 8 月 1 5 日送交香港北角渣華道

3 3 3 號北角政府合署 1 5 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tsn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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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條例第 6 D ( 2 ) 條，進一步申述須示明－  

 

( a )  該進一步申述所關乎的建議修訂；  

 

( b )  該進一步申述是為支持還是反對建議 的修訂而作

出的；及  

 

( c )  該進一步申述的理由。  

 

 任何打算作出進一步申述的人宜詳閱「城市規劃委員會

規劃指引：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提交及公布申述、對申述的意見

及進一步申述」。上述指引及有關表格樣本可於上述地點 ( i ) 至

( i i i ) 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下載。  

 

 按照條例第 6 D ( 4 ) 條，任何根據條例第 6 D ( 1 ) 條向委員

會作出的進一步申述，會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 ( i i ) 及

( i i i ) 供公眾查閱，直至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 9 條

就有關的草圖作出決定為止。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宗進一步申述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根據條例及相

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下列用途： 

 

(a) 處理有關進一步申述，包括公布進一步申述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進一步申述人」的

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進一步申述人」與委員會秘書／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例 (第 1 3 1 章 )  

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 項  －  把白腊一段現有河流及其東面的一片土地由「鄉村

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農業」地帶。  

 

 

 

 

 

 

城市規劃委員會  

 

2 0 1 4 年 7 月 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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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修訂圖則編號 R / S / S K - P L / 1 - A 1 而  

建議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  

《說明書》作出的修訂  

 

(此修訂不構成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所作修訂的一部分 )  

 

建議對《說明書》第 6、 9 . 1 及 9 . 3 段作出以下修訂：  

 

6 .  人 口  

 

 根 據 二 零 一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的 資 料 ， 該 區 的 總 人 口 少 於 5 0 。 預 計 該 區

的 總規劃 人口約 為 2 3 0 1 2 0 。  

 

9 .  土 地用 途地 帶  

 

9 . 1  「 鄉村式 發展」 ：總面 積 2 . 3 7  0 . 9 8 公 頃  

 

9 . 3  「 農業」 ：總面 積 1 . 0 0  2 . 3 9 公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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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I  

進一步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申述的論點  規劃署的回應  

申述的理據  

A .  「鄉村式發展」地帶過大  

1 .  支持作出建議的修訂 或縮減「鄉村

式發展」地帶的面積。  

2 .  不 清 楚 建 議 的 修 訂 項 目 A 所 涉 「 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是否根據經

證實的真正小型屋宇需要而劃定。  

3 .  有 關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數 字 沒 有 根

據，「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應

與原居村民的實際需要相配。  

4 .  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規劃意向

主要是保護未受破壞的優美自然環

境 ( 「鄉村式發展」地帶只涵蓋現有

鄉村地區 ) 。此規劃意向應適用於該

區，因此，該區應實施大浪灣那樣

嚴格的規劃管制。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3 . 6 至

3 . 1 1 段  

B .   小型屋宇發展對周邊環境的負面影響  

1 .  區內鄉村現時的污水處理安排無法

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範

圍內及周邊的水體免受人們污染。  

2 .  沒有評估小型屋宇發展對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的生態、景觀及

水污染等方面的累積影響，也沒有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3 . 1 2

至 3 . 1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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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的論點  規劃署的回應  

考慮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

承受力。  

C .  「鄉村式發展」地帶不夠大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不足以

應付小型屋宇的需求，也不足以為

白腊村提供相關的公共設施。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3 . 6 至

3 . 1 1 段  

D .  與建議的修訂項目沒有直接關係的其他意見  

與 建 議 的 修 訂 項 目 A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的其他意見 及修訂建議包括支持把

白腊納入郊野公園範圍； 建議修訂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註釋》 ，以

實施更嚴格的規劃管制 ；指關於三

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 申述及意見

聆訊過程／程序沒有成效 1 ；以及就

該區的環境保育等問題提出一般的

意見等。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3 . 1 7

段  

申述的建議  

P 1 .  局限「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 a )  大幅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

積。  

( b )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

在現有的鄉村民居，以及／或把餘

下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作

「 綠 化 地 帶 」 或 「 綠 化 地 帶 ( 1 ) 」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3 . 6 至

3 . 1 1 段  

                                                 
1

  所 指 的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是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 》 及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 》 ， 而 問 題 包 括 商 議 過 程 中 剝 奪 原 來 的 申 述 人 的 機 會 ， 沒 有 讓 他 們 反

駁 政府的 代表或 城規會 提出的 新論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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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的論點  規劃署的回應  

或「自然保育區」地帶。  

( c )  把「農業」地帶改劃 作「綠化地帶

( 1 )」或「自然保育區」地帶。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3 . 1 5

至 3 . 1 6 段  

P 2 .  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還原

為 2 . 3 7 公頃，亦即那份於二零一三

年九月二十七日刊憲的白腊分區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所 顯 示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面積。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3 . 6 至

3 . 1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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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申述的主要論點  

 

進一步申述的編號  進一步申述的論點  

F 1  A 1、 D 及 P 1 ( a )  

F 2  A 1 、 A 2 、 A 3 、 B 1 、 B 2 、 C 、 D 、

P 1 ( b ) 及 P 1 ( c )  

F 3  A 1、 A 3 、 B 1、 D 、 P 1 ( b ) 及 P 1 ( c )  

F 4  A 2、 A 3 、 B 2、 C 、 D、 P 1 ( b ) 及 P 1 ( c )  

F 5 至 F 7  A 2 、 A 3 、 B 1 及 C 、 D 、 P 1 ( b ) 及

P 1 ( c )  

F 8  C  

F 9  C  

F 1 0  C 及 P 2  

F 1 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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