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濱管理局乏改善空氣視角 應以全民共享潔淨海濱為目標 
健康空氣行動就「成立海濱管理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政府就成立海濱管理局事宜諮詢公眾，健康空氣行動(下稱「本會」)認為有關管理

局的設立，應加入改善空氣的規劃視角，以建立全民共享的潔淨海濱為願景。  

 

以下為本會對成立海濱管理局的意見及建議。 

  

一) 架構及權責方面 

 

本會認為，海濱管理局作為一個統籌海濱規劃及發展的中立法定機構，應突破目前

海濱事務委員會的諮詢權限。觀乎有關諮詢文件的建議，似乎海濱管理局只是一個

政府轄下的執行部門，負責營運由政府批出來的海濱用地，再加上政府傾向於起動

階段成立由公務員組成的政府專責團隊，擔當管理局的秘書處，讓人不免質疑海濱

管理局的獨立性。本會期望當局能夠建立自己的獨立團隊，並於管理局轄下的委員

會遵循現時的社區委任方式，提供更多元及具創意的地區及民間聲音。 

 

在諮詢的角色方面，本會歡迎海濱管理局保留海濱事務委員會現行邀請環團擔當團

體成員的架構；不過，本會進一步要求政府應將環境局及環境保護署的負責官員，

納入海濱管理局的董事會之內，以體現當局能兼顧締造優良海濱的願景和改善空氣

質素的政策責任。 

 

為使海濱管理局做好海濱規劃的統籌角色，本會認為管理局需要對多個政府部門有

諮詢權，包括有權建議海濱規劃項目相關的資金分配及使用，以協調多個政府部門，

例如道路及路面設計、行人路交通、單車及放狗路徑等，落實整全的交通及城市規

劃，避免興建大量的屏風樓，使海濱發展過份單一及商業化，甚至是因規劃不善而

做成交通擠塞等問題，令海港的空氣污染情況惡化。 

 

二) 目標及願景方面 

 

本會認為，政府應摒棄海濱管理局必需完全做到自負營虧的思維，放棄建立主題公

園服務遊客的舊發展觀，而應以規劃及建設一個全民共享、不分貧富，符合可持續

發展原則的公共空間為目標。 

 

海濱用地規劃應避免過份商業化，確保市民有自由使用海濱用地的權利，並提供足

夠用地予各種社區及文化藝術，讓使用的市民及遊客充份了解香港文化及藝術生態

的多樣性，促進公民社會文化意念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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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認為，現時海濱發展忽略改善空氣的規劃視角，在海濱管理局現行建議的架構

內，並沒有專責環保事宜的政治問責官員或部門首長參與決策，以至未能落實由發

展局、運房局及環境局共同參與制訂的《香港清新空氣藍圖》，忽視海濱發展項目

對空氣及公眾健康造成的潛在影響。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政府一方面確認遠洋船

舶廢氣排放的公共衛生風險，另一方面卻在啟德郵輪碼頭岸電設施尚未裝設、強制

泊岸轉油仍未實施的情況下，便於去年六月讓碼頭正式啟用，污染啟德附近的海濱

環境。 

 

從宏觀角度而言，海濱規劃不只限於單純美化海港線，又或者是引入商店及藝術裝

置等硬件建設；更重要的，是為已撥出的海濱用地作低排放的整體規劃，改善有關

用地步行環境，連接海旁及鄰近地區的行人通道及單車徑，加強地區之間的聯繫，

限制高排放車輛進入海濱區域，減少車流以達致改善海濱空氣品質的效果。 

 

本會建議，海濱管理局在倡議未來的海濱發展項目時，必須評估項目對環境（包括

空氣質素）造成的影響，提議補救措施，並在賦權予海濱管理局的法例中，加入相

關的可持續發展及環境保護條文，以確保海濱發展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另外，

本會亦希望政府能盡快澄清，海濱管理局的設立如何可確保未來海濱地帶的規劃和

管理，可以配合《香港清新空氣藍圖》所設定的改善空氣目標，例如減少船舶廢氣

排放、改善海濱地帶交通管理等，並透過成立相關的專責小組，定期監察政府部門

於發展海濱時，能否落實《香港清新空氣藍圖》內的工作目標。 

 

總結 

發展海濱，本意就是為全港市民提供人人可享的公共空間。政府理應把握海濱發展

的契機，在海濱地區推動更進取的潔淨空氣政策目標，包括全面引進低排放運輸模

式、將低排放區計劃延伸至連接海濱地帶的主要道路等。本會認為，海濱管理局應

有更全面的海濱規劃思維，在架構上統籌不同的政府部門，引入可持續發展、整全

交通規劃、及減低空氣污染的管理及規劃視角，使香港的海濱用地能夠發展成為全

民共享、符合社區需求、空氣清新而又環境優美的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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