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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16 個團體建議 1,120 公頃紅花嶺郊野公園  保護當地重要資源 

 

16 個團體就紅花嶺郊野公園的期望發表聯合聲明，敦促漁農自然護理署盡快成立

郊野公園，保育具高生態、歷史、文化及景觀價值的地點，為香港及內地之間提供陸地

生態走廊。團體建議的紅花嶺郊野公園範圍佔地 1,120 公頃，當中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為

政府土地。 

 

政府早已認同保育紅花嶺郊野公園帶來的保育重要性。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

指﹕「1993 年及 2008 年，規劃署的『全港發展策略檢討』及『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

分別已建議成立紅花嶺郊野公園。政府在 2017 年施政報告承諾成立紅花嶺郊野公園，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亦於 2018 年表明制訂紅花嶺郊野公園的工作正在進行中。紅花嶺的

保育價值早已獲得確認，因此政府不應拖延該工作。」 

 

團體認為郊野公園能為紅花嶺及毗鄰地區的重要生態資源提供最適合的保護及管

理。香港觀鳥會高級保育主任胡明川解釋﹕「由山咀經新桂田一直延伸至蓮麻坑的紅花

嶺北坡，保存著一大片非常完整的次生林，此片樹林及穿插其中的天然溪澗，孕育出眾

多原生動植物。這一帶更有兩個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為本地分佈極窄的斯氏波魚及本

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蝙蝠羣棲息地。全球易危的大草鶯在香港的族群對其全球數量有舉

足輕重的影響，而紅花嶺的高地草原正正是其重要的生境，範圍由紅花嶺南面一直延伸

至香園圍及禾徑山，而蓮麻坑及萬屋邊一帶的低地草原也是其潛在渡冬點。紅花嶺南麓

也保存著不少由成熟樹木組成的風水林。」 

 

紅花嶺被視為是內地與香港之間現存唯一的陸地生態走廊。其北面的完整次生林與

深圳梧桐山國家森林公園有良好的生態連貫性，而南面的樹林及少受干擾的植被在生態

上亦與八仙嶺郊野公園連結。綠色力量總監鄭睦奇博士指﹕「這為內地與香港的野生動

物，如陸鳥、兩棲類、爬行類以及小型哺乳類等，提供重要的遷徙廊道。故此，紅花嶺

的生境必須予以充分保護，以維持兩地的生態連貫性，令野生物種種群能正常交流並健

康發展。」 

 

紅花嶺一帶的古蹟具有不同的歷史價值。吳希文指﹕「紅花嶺是本地歷史文化遺產

的一部分。位於伯公坳及礦山的二級歷史建築『麥景陶碉堡』，展現昔日其邊防及控制非

法移民的角色；散落於紅花嶺四周的破舊設施、機槍堡等，相信是二十世紀興建作防衛

用途；蓮麻坑的鉛礦遺址及相關建築，也是香港礦業史的最佳見證。此外，根據規劃署

2003 年的『香港具景觀價值地點研究』，紅花嶺亦被評為具高景觀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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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花嶺不單成為附近居民消閒晨運的去處，邊境禁區開放後亦逐漸受遠足郊遊人士

及團體歡迎。創建香港行政總裁司馬文指﹕「這些活動反映該區的康樂價值，亦正正顯

示制定紅花嶺郊野公園的逼切性，使政府可以提供最適切的保護及管理，以服務郊遊人

士及防止人為破壞。《郊野公園條例》比《城市規劃條例》更能有效保育紅花嶺，相關部

門能積極管理具保育價值的生境及作恆常巡查。郊野公園內一些生態及景觀重要性較低

的地方，可為遊客提供遠足徑、教育及康樂設施，並由有豐富相關經驗的部門設計、管

理及維修。使用率低的認可殯葬區及零散現存墓地也可納入郊野公園範圍，透過園內更

有效的管制措施防止山火發生及蔓延。」 

 

團體強烈要求漁農自然護理署考慮建議，並根據「指定郊野公園的原則及準則(2011)」

擬定紅花嶺郊野公園的界線。根據該原則及準則，保育價值、康樂發展潛力、景觀及美

觀價值為制定郊野公園的三大重要元素及固有準則，即使某地點包含私人土地，當局也

不可機械式地視之為不把該地點納入郊野公園的決定性因素。為了對這些地方作更有效

的保護與管理，上述眾多具高生態及人文歷史保育價值、景觀價值及康樂發展潛力的地

點，應該成為紅花嶺郊野公園的一部分。 

 

六個發起團體(排名不分先後)﹕ 

長春社、創建香港、綠色力量、香港觀鳥會、香港鄉郊基金、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支持團體(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香港大學學生會理學會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會、香港地球之

友、海下之友有限公司、綠領行動、綠色和平、環保觸覺、Hong Kong Outdoors、島嶼

活力行動、西貢護牛天使 

 

— 完 — 

 

備注：此乃聯合新聞稿，由長春社、創建香港、綠色力量、香港觀鳥會、香港鄉郊基金

及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共同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