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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全民空間，誓保我們的大嶼山」聯署 

發展局於 2016 年 1 月 10 日公佈由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以「大嶼山全

民新空間」為題的第一屆工作報告。委員會成員都是由梁振英委任，沒有民意授權，運作

黑箱作業，成員存在利益衝突。「報告」建議在大嶼山 14個地方（當中不少為具極高生態

價值地區）設立各種觀光旅遊設施。以綠色旅遊之名，實際上「私有化」屬於我們的大嶼

山，「景點化、主題化、商業化」將大嶼山推向人流密集的「消費」式發展。我們認為這

是一份「出賣全民空間」的報告。 

報告完全違反規劃原意及程序公義 

根據 2007年的「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有關整體發展願景 

第 5.4段：「…鑑於南大嶼的整體保育目標、地形以及交通配套和基礎設施容量，專責小組

認為應避免在南大嶼進行大型的康樂及旅遊發展，亦不適宜進行大規模的地盤平整或建築

工程。」； 

第 5.5段：「…其中一項重要的原則，是所有發展建議對大嶼山的天然資源造成不利影響應

減至最低。」 

梁振英政府和委員會不但沒有做好大嶼山的保育工作，包括環境承載力研究及基線評估，

反而背棄了這個原則，在違反民意下，強行開放嶼南道，並要把香港人珍貴的天然景貌包

括大東山、大澳、梅窩、水口、貝澳等地塗脂抹粉，進一步破壞大嶼山的鄉郊文化、本土

經濟、生然景貌及生態環境。 

「報告」按照梁振英政府的施政意向，提出「東大嶼都會」第三核心商業區計劃，以配合

十三五規劃在珠三角經濟圈打造「南大門」的角色，在香港中部水域興建一個 1,200-2,400

公頃的人工島，聲稱滿足港人住屋需要，實質是為珠三角經濟策略下的一度門戶。這個面

積近 1/3 個香港島的人工島不但嚴重破壞海洋生態，而且勢必成為另一個只為迎合中港商

界利益的大白象工程，香港人世代要找數，並要付出沉重的環境代價。 

委員會兩年來沒有做過任何公眾諮詢，梁振英卻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將於今年上半

年諮詢公眾，然後推出大嶼山發展藍圖……政府將盡快成立『大嶼山拓展處』，專責有關

工作。」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史無前例。最後只是要公眾為這份「出賣全民空間」的報

告劃押。 

我們認為大嶼山應 

1. 以自然永續的方向發展，每一項發展都要以環境和人為本，達至平等公義分享； 

2. 在進一步發展規劃前做好「環境承載力」及「基線評估」的研究，並落實各項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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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擱置開放嶼南道計劃； 

4. 解散「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就大嶼山的發展規劃公平公開地諮詢巿民； 

5. 在未取得社會共識前，擱置「中部水域人工島」填海的可行性研究撥款申請； 

此致 

行政長官梁振英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發起團體：守護大嶼聯盟 

聯署團體（排名不分先後，不斷更新）： 

大澳文化工作室 

大澳居民權益關注組中 

東涌人 

南大嶼關注組 

港大環境生命科學學會  

新界東北關注組 

撐傘落區運動 

小麗民主教室 

本土研究社 

土地正義聯盟 

馬寶寶社區農場 

環保觸覺 

民生議政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香港辦事處 

青年重奪未來 

良心之友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青年新政 

沙田社區網絡 

工黨 

公民黨 

社區發展陣線 

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 

香港基督徒學會 

基督徒土地關注組 

大澳居民權益關注組 

香港自然生態論壇 

綠色力量 

大澳流浪貓之家 

長春社 

綠色大嶼山協會 

本土行動 

Ark Eden Foundation 

島嶼活力行動 

仲夏荷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