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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 

 

香港海洋空間規劃滯後 保護生物多樣性行動未達標 

多個團體響應「世界海洋日」 發起「與海洋為友」公眾聯署和教育活動 

促政府擴大十倍海洋保護區面積  停止破壞海洋的工程計劃 

 

六月八日是聯合國「世界海洋日」，海洋面臨的挑戰不斷增加，需要大家攜手保護海洋。

聯合國為了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下稱《公約》）及阻止生態破壞，曾設下海洋保育

目標——要求各地 2020 年或之前保護 10%海洋，但香港目前只有少於 3%的水域受到保

護，海洋保育行動嚴重落後，加上缺乏海洋空間規劃導致發展與保育之間衝突頻繁，對

香港水域蘊含豐富而多樣的海洋物種造成威脅。「與海洋為友工作小組」與多個環保及

關注團體今日發起網上聯署行動，促請香港政府檢討海洋空間規劃，履行《公約》責任

並訂立時間表將本港 30%水域劃為海洋保護區，及停止一切破壞海洋的工程計劃。「與

海洋為友工作小組」亦已設立社交平台，推廣以保護香港海洋為主題的的各種教育活動，

期望市民加深對香港海洋的認識，重建與海洋的關係，與海洋為友。 

 

香港有保護海洋和生物多樣性的的國際社會責任。守護大嶼聯盟召集人謝世傑指：「聯

合國於 2010 年制定《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要求中國在內的《公約》締約方於指定時

間內達成保育指定保育行動，以阻止生態破壞。其中設立海洋保護區是針對海洋的保育

行動之一。但是，直至目前，香港只有少於 3%的香港水域受到保護，未能履行聯合國制

定的 2020 年海洋保育目標——保護 10%海洋。」 

 

守護大嶼聯盟召集人謝世傑補充：「香港錄得近 6 千種海洋物種，單單是東大嶼水域亦

蘊藏不少珍貴的海洋生物，例如白腹海鵰、海筆等。但環境局非但缺乏針對海洋保護區

的具體規劃，多項行動亦比原先的時間表明顯滯後。反之，政府不斷強推『明日大嶼』

填海工程，為環境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 

 

海上工程使用海砂填海令海洋環境惡化加劇。環保觸覺研究主任劉加揚補充：「填海工

程將用上大量海砂，工程承建商或需從中國內地或東南亞國家輸入海砂，或改用『機砂』

代替部分海砂填海。從遠方輸入海砂將『多重破壞』環境，而使用機砂亦因內含大量密

度低的『石粉』，懸浮海中不沉降，引起填海區域不可接受的污染。」 

 

香港海洋受保護的程度與國際目標相距遙遠。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海洋保育經理林 

言霞指：「現時，香港只有少於 3%的香港水域受到保護，即使現時計劃中的海岸公園落 

成、《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2016-2021）》行動全數於 2021 年兌現，也仍未達到

《公約》中 2020 年限期要求的 10%面積比，並不足以履行香港對中國及國際社會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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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香港的海洋保護進度與國際間正積極推行的 2030 年保護 30%水域的目標更加遙遠。

香港須盡快檢視海洋保育政策，推行海洋空間規劃並至少擴大十倍現時的海洋保護區面

積，才能達成國際保育生物多樣性及海洋的目標，令受威脅的海洋物種以及具高生態價

值的地點受到適切保護。」 

 

香港需要加快立法保護海洋和檢討海洋空間規劃。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副會長麥希汶指： 

「香港水域是海洋哺乳類的重要生境，但近年隨海上工程增加，白海豚和江豚的出現次

數持續下跌，甚至使得鄰近海岸公園的鯨豚使用率持續低下。現時政府展開的海洋生態

保育措施遠不及海洋受破壞的速度，當中出現的保育規劃問題包括：受保護的海洋面積

太小和零散，導致鯨豚的移動走廊和多個高生態價值的地點受到鄰近人類活動威脅，再

加上，設立海洋保護區的進度遲緩，本來海洋生態恢復需要較長時間才見到成效，若生

態尚未恢復而受到人類活動破壞，將更難以恢復，或需投放更多資源和時間。政府應該

盡早設立和擴大海洋保護區範圍、擱置海上工程計劃以檢討現時評估生態影響制度存在

的漏洞、及重新規劃大嶼山的海上交通路線，以助海洋生態恢復過來。」 

 

基督徒護守大地聯盟成員黎汶洛重申：「多個環保及關注團體今日發起『與海洋為友』網

上聯署行動，呼籲香港市民響應，促請香港政府重視海洋保育政策，與各持份者，包括

環保組織、研究團體、各海上使用者及基層團體等等，合力展開海洋空間規劃政策討論，

為立法保護海洋訂立時間表，包括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責任，將本港至少 10%水域

劃為海洋保護區，並於 2030 年或之前保護 30%海洋，及早停止破壞海洋的工程計劃。」 

 

香港基督徒學會管委吳偉釗指：「適逢六月八日是『世界海洋日』，為了讓香港市民加深

對香港海洋的認識和強化其保護海洋的意識，『與海洋為友工作小組』設立了網上社交

平台，發放多個民間團體即將舉辦的保護海洋教育活動的訊息，活動包括出海考察、獨

木舟體驗、砂畫創作、戶外寫生、海洋嘉年華、電影放映、座談會及手作坊，歡迎市民

在六月份積極參與，攜手保護海洋。」 

 

 

「與海洋為友」《保育海洋生物多樣性 支持海洋空間規劃》聯署行動 

期間：6 月 2 日至 6 月 26 日 

網站：https://www.supporthk.org/保育海洋生物多樣性-支持海洋空間規劃  

 

「與海洋為友工作小組」發放教育活動訊息的社交平台： 

https://www.facebook.com/BefriendTheOcean/  

  

https://www.supporthk.org/保育海洋生物多樣性-支持海洋空間規劃
https://www.facebook.com/BefriendThe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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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洋為友」六月公眾活動時間表： 

 

日期 活動 地點 機構 

網上 

6 月 2 - 26 日 公眾聯署 網上 各團體及個人 

6 月 6 日 《白海豚失樂園》放映及海

洋規劃線上專題研習 

網上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本土研

究社、守護大嶼聯盟合辦 

查詢： 

https://www.facebook.com/HK 

DCSorg/  

6 月 8 日 江豚摺紙工作坊 網上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查詢： 

https://www.facebook.com/HK 

DCSorg/ 

6 月 8 日 WWF《聲之海 Sea of 

Noise》中華白海 

豚紀錄片網上首映 

網上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查詢： 

https://wwf.hk/3vJqYQ8 

室內 

6 月 5 - 6 日 海洋嘉年華 海下灣

海洋生

物中心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查詢： 

https://apps.wwf.org.hk/cf/hhw 

6 月 6 日 世界海洋日交流會 大澳 大嶼文化工作室 

查詢： 

https://www.facebook.com/Lan 

tauCultureWorkshop/ 

6 月 23 日 《島國總統》放映及座談會 

(英語字幕) 

待定 基督徒護守大地聯盟 

查詢：2560 3865 

6 月 26 日 海洋空間思讀書會 佐敦 本土研究社 

查詢： 

info@liber-research.com  

 

 

https://www.facebook.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HK
https://wwf.hk/3vJqYQ8
https://apps.wwf.org.hk/cf/hhw
https://www.facebook.com/Lan
https://www.facebook.com/Lan
mailto:info@liber-research.com


 
 
 

 新聞稿 

頁4 (共 6 頁) 

 

戶外 

6 月 8、12、20 

、27 日 

獨木舟體驗 大澳 大嶼文化工作室 

查詢： 

https://www.facebook.com/Lan 

tauCultureWorkshop/ 

6 月 26 日 砂畫創作、戶外寫生 待定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查詢： 

https://www.facebook.com/gra 

ssrootshousing 

 

「與海洋為友」非公開行動時間表： 

 

日期 行動 機構 

6 月 2 日  東大嶼水域考察 與海洋為友工作小組 

6 月 6-9 日 獨木舟夢想之旅 RoundHK360 

6 月 21 日 「潯島」獨木舟／風帆行動 陳建榮傳道 

6 月 28 日 東大嶼寫生團 與海洋為友工作小組、畫下嘢 

 

 

聯署發起單位（以筆劃序；「與海洋為友工作小組」成員）： 

團體：350 香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守護大嶼聯盟、香港海豚保育學會、香港

基督徒學會、基督徒護守大地聯盟、綠色和平、環保觸覺；個人：陳建榮傳道 

 

— 完 — 

 

備注：此乃聯合新聞稿，由 350 香港、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守護大嶼聯盟、香港大學學生會理學會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會、香港海豚保育

學會、香港基督徒學會、基督徒守護大地聯盟、綠色力量、綠色和平、綠領行動、

撐香港環保聯署平台、環保觸角及陳建榮傳道共同發布。 

  

https://www.facebook.com/Lan
https://www.facebook.com/Lan
https://www.facebook.com/gra
https://www.facebook.com/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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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2018 年, 世界自然基金會與本地學者和專家挑選了香港 7 個生態最敏感的水域為「香港

海洋優先保育地點」，旨在為各個選址提供最合適的保育措施建議，以及協助香港達成

10%海洋保護區目標予決策者參考。 

 

[7 個 WWF 建議的海洋保護區 - 下圖藍色陰影部分] 

 

(此圖主要是根據截至 2018 年之時的生態文獻資料所製定的。未有被納入的地點並不代

表生態價值很低，可能是因為欠缺研究數據而未能作全面考慮，例如中部水域) 

了解更多: https://www.wwf.org.hk/oceans/protection/  

 

 

 

https://www.wwf.org.hk/oceans/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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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2017 年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根據漁護署海豚監測數據提出多項海洋規劃建議，包括改劃航

道和擴大海洋保護，以保護香港水域的鯨豚。 

 

(此圖主要是根據截至 2017 年之時的生態資料所製定的。未有被納入的地點並不代表生

態價值很低，可能是因為欠缺研究數據而未能作全面考慮，例如中部水域) 

 

了解更多: https://hk.hkdcs.org/saving-the-handover-mascot/online-petition/  

 

https://hk.hkdcs.org/saving-the-handover-mascot/online-pet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