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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簡介 

背景 

 
1.1 《生物多樣性公約》（《公約》）由多國政府簽訂，旨在保育生物多樣性、持

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組成部分，以及確保公平合理分享利用遺傳資源產生的

惠益。《公約》的適用範圍已於 2011 年延伸至香港。香港本身雖並非《公約》

締約方，但我們亦響應《公約》，並按本地的需要及優先事務，制訂香港的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計劃》），以加強保護本地的生物多樣性。

政府希望根據香港的情況和能力，為全球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和配合中國推行

國家《計劃》盡一分力。為推動香港的首份《計劃》，政府自 2013 年以來舉

辦了多項邀請持份者參與及提高公眾意識的活動，包括於 2015 年聯同 20
間機構合辦首屆《香港生物多樣性節》。政府亦成立了督導委員會、3 個工

作小組及 12 個專題小組，為籌備《計劃》提供建議。  
 

1.2 經考慮本地情況、持份者參與期間收集的意見，以及有關決策局和部門的建

議，政府提出以下四項行動範疇，加強香港生物多樣性的保育，並支持可持

續發展：  
 

(a) 保育：繼續推行和加強現有的保育措施； 
(b) 主流化：在規劃和決策過程中引入生物多樣性的因素，以達到可持續

發展； 
(c) 知識：進行生物多樣性調查和研究，以補知識的不足； 
(d) 社會參與：加強持份者和公眾對生物多樣性的意識和知識。 

 

公眾諮詢 

 
1.3 《計劃》的公眾諮詢由 2016 年 1 月 8 日至 4 月 7 日止。公眾諮詢文件已上

載至環境局及漁農自然護理署的網頁，而單張等宣傳品亦於多個地點（例如

地區辦事處、郊野公園遊客中心）及諮詢會議中派發。  
 

1.4 為期三個月的諮詢期間，我們參與了 20 多場簡介會，徵詢主要持份者的意

見。這些持份者包括立法會、區議會、商界、環保團體、專業團體、學術界、

漁農業、地區組織及一般公眾（附件甲）。 
 

1.5 至諮詢期結束時，我們收到 2,444 封意見書，當中逾 2,200 封是根據環保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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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擬備的範本寫成。意見書由代表社會各界的個人及團體提出，包括學術人

士、漁農業、商界、環保團體、地區組織、政黨和專業團體，以及沒有表明

所屬組織的人士（附件乙）。 
 
1.6 本報告第二章將概述有關四個建議行動範疇及《計劃》文件內容的公眾意

見。其他接獲的公眾意見則列舉於附件丙。由於根據環保團體擬備範本寫成

的意見書與環保團體的意見大致相同，故歸類為環保團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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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眾意見摘要 

 
第一題） 相對於我們社會正面對的其他關注事宜，你認為生物多樣性有多

重要？ 
 
2.1 在諮詢文件中，我們邀請公眾在衡量社會面臨的其他問題下，就生物多樣性

的重要性提供意見。大眾普遍認同生物多樣性對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大

部分意見書都同意應珍惜香港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並認為生物多樣性與日常

生活密不可分。部分人意識到生物多樣性提供眾多支持著人類福祉的惠益及

服務，並認為維持豐富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生存至關重要。公眾亦相當珍惜

自然環境提供的綠化空間。 
 

2.2 公眾普遍支持落實《計劃》，認為《計劃》有助提高生物多樣性、讓生物多

樣性在社會主流化，以及鼓勵各界參與對話和行動，從而令保育生物多樣性

成為社會的共同長遠目標。另一方面，我們亦收到地方鄉事組織的意見，表

示關注《計劃》對土地業權人權益的影響。 
 
第二題） 我們應如何在人們的需要（例如適量房屋、就業或食物）與生態

系統的需要之間取得平衡？ 
 

2.3 許多意見書（尤其是根據環保團體範本寫成的意見書）關注本港生物多樣性

目前面臨的挑戰，例如私人土地上不相容的土地用途、自然生境退化及具爭

議性的發展項目等。其餘參與諮詢的持份者團體及意見書大多支持以可持續

的方式發展。從各方的選擇和關注可見，在追求可持續發展，及解決當前和

未來社會的需要時，須在環境、社會及經濟之間取得平衡。公眾亦認為，政

府在宣傳及平衡這些需要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2.4 公眾對發展鄉郊地區意見紛紜。雖然環保團體及有些市民要求進行檢討，以

收緊現行有關鄉郊地區發展的政策，但地方鄉事組織表達強烈的反對意見，

認為推行任何保育措施時，都應尊重土地業權人權益及村民的傳統生活方

式。  
 

行動範疇 1 － 保育 

 
第三題） 對於建議的行動範疇 1（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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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保育措施已起若干正面影響。就我們推行的計劃而言，你

認為有甚麼優點？如何再作改善？ 
 

 
2.5 公眾普遍同意保育應為首份《計劃》的重點行動範疇。我們收到許多建議及

意見，提出多項加強保育生物多樣性的具體措施，大多是關於保護區及具重

要生態價值生境（尤其是私人土地）、海洋生物多樣性和優先物種的保育，

以及增加市區的生物多樣性。 
 
保護區和具重要生態價值生境的保育 
 
2.6 我們在諮詢會及收到的意見書中接獲不少有關保護區的意見。多數人認為應

維持並加強現行的保護區 1，並在情況許可下將保護範圍延伸以覆蓋其他具

重要生態價值的生境，如郊野公園內具高生態價值的「不包括土地」、天然

河流及溪澗、低地淡水濕地及風水林，以加強它們與現行保護區的生態連貫

性。亦有建議推行生境保育計劃，以加強保護及管理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

點。另一方面，鄉議局和地方鄉事組織強烈反對擴大現存的保護區，認為該

建議會限制鄉郊地區的發展潛力。 
 
2.7 一些環保團體及學術人士促請政府制定一項全面計劃，加強保護米埔內后海

灣拉姆薩爾濕地及后海灣其他濕地，並設立諮詢委員會，監督該計劃的落實

工作。此外，若干環保團體建議成立法定的濕地基金，統一管理香港各處濕

地，包括拉姆薩爾濕地及其他后海灣濕地和淡水濕地。 
 
具重要生態價值的私人土地的保育 
 
2.8 不少意見書（尤其是環保團體及個別人士提交的意見書）都關注到近期多宗

私人土地生態受破壞的事件，要求政府加強執法行動，並通過修訂法例增加

執法效力及加重違法罰則，以加強保育具重要生態價值的私人土地。多個環

保團體、政黨、鄉議局和地方鄉事組織建議成立一個獨立基金及／或提供保

育地役權 2，以更適切地保育具重要生態價值的私人土地，並對受影響的土

地業權人作出補償；亦有建議設立機制，以便採取非原址轉移發展權等積極

措施（例如收地及換地）。 
 

                                                      
1 保護區包括郊野公園、特別地區、海岸公園、海岸保護區、限制地區、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

濕地及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2 保育地役權是對物業實施規限，以保護與之相關的資源。地役權由土地業權人自願捐贈或出

售，構成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以局限該片土地在私有期內用作某類用途，或無限期禁止在私有

期內發展該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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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鑒於現行管理協議計劃的成效，環保團體及一些諮詢機構委員均贊成繼續推

行管理協議計劃，鼓勵土地業權人參與保育具高生態價值的私人土地。 
 
加強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 
 
2.10 環保團體、一些海洋生物專家及學術界，以及大量範本意見書均要求設立有

效的海岸保護區，覆蓋香港至少 10%的水域；亦有建議設立漁業保護區，保

護重要的魚類產卵及育苗場。另有建議海岸保護區的管理措施，包括禁止商

業捕魚、設立完全禁捕區、加強巡邏和執法，打擊非法活動。 
 
2.11 另一方面，漁業界亦關注《計劃》的影響，指增設海岸公園及漁業保護區、

加強管制捕魚活動，都可能影響漁業的長遠發展。業界促請政府制訂新保育

策略時應考慮漁業界的利益（例如提供適當補償），並在保育與可持續漁業

發展之間取得平衡。 
 
物種保育 
 
2.12 環保團體及範本意見書普遍支持為須予優先保育的動植物物種制定及推行

物種行動計劃。意見中提及須予優先保育的物種包括穿山甲、淡水龜、水獺、

香港鬥魚、香港石斑及黃唇魚等；亦有建議認為物種行動計劃應予定期檢討

及修訂。 
 
2.13 若干環保團體、學術界及政黨特別對香港野生生物非法貿易及非法砍伐土沉

香的情況表達關注，並建議各種加強措施，例如禁止在本地買賣受威脅的物

種或其製成品、設立專責小組加強監察及執法，以及加強罰則等。 
 
使市區的生物多樣性更豐富 
 
2.14 專業團體、區議會及公眾對提升市區的生物多樣性表示有興趣及支持。建議

的措施包括興建綠化屋頂／牆身、於市區公園建立適合本地物種的生境、美

化城市景觀、在行人道種植原生樹種，以及鼓勵社區耕種；亦有建議指政府

應鼓勵公私營機構盡可能種植原生樹種。 
 
2.15  除了種植原生種外，有建議指現行綠化總綱圖應考慮在市區建立微型生態

系統或設置生態草溝。若干專業團體贊成在新發展區加入「藍、綠建設」

元素，並認為政府應在市區規劃及設計階段將這項元素納入整體考慮。 
 
其他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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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一些環保團體及人士關注海洋污染及垃圾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潛在影響，

建議採用長遠策略，減少生產商和消費者製造的廢物，及對亂拋垃圾及傾

倒物料入海加強執法。 
 

2.17  有個別環保團體及政黨建議設立連接全港的野生生物走廊系統（尤其水道

沿途），以維持並加強保護區與其他保育地帶的連繫。 
 

行動範疇 2 － 主流化 

 
第四題） 對於建議的行動範疇 2（主流化）： 

政府現正嘗試在各項計劃及政策引入生物多樣性的因素。在《計劃》

下，政府希望鼓勵其他行業一起這樣做。你認為哪些行業較易這樣

做？哪些行業需要最多支援才能在工作中加入生物多樣性的因

素？ 
 

 
2.18  大多數人同意主流化是成功落實《計劃》的關鍵。公眾普遍認為政府應帶

頭推行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建議指相關政策局應擔當協調角色，推動不同

部門參與落實《計劃》，或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以協調落實工作。 
 
2.19  商界期望有更透明及明確的規例，以便業界將合規成本納入投資規劃，以

助計劃長線投資。此外，有意見要求政府制訂個別行業的指引，以助企業

找出業務運作中值得關注的生物多樣性問題。商界另關注在業務運作中引

入生物多樣性因素所需的成本，以及蘊含的風險對業務的影響，亦特別指

出成功個案的經驗分享對商界不無裨益。 
 
2.20  亦有建議協助私營機構在規劃及決策時引入生物多樣性因素、將生物多樣

性與經濟收益掛勾（例如：節能）、提供如品牌宣傳機會等誘因（例如：綠

色建築認證工具）、提高技術指引和要求等。 
 

檢討法例 
 
2.21  不少意見書（主要來自環保團體和學術界）建議檢討現行有關生物多樣性

保育的法例。然而，《計劃》諮詢文件內清楚闡明政府無意在首份《計劃》

中對現行政策及法例作出重大改動。考慮到香港的情況，亦考慮到這是一

份全港性的《計劃》，我們應在《計劃》中著力於加強現有優勢、令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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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主流化、增進有關知識及鼓勵社會各界參與。 
 

行動範疇 3 － 知識 

 
第五題) 對於建議的行動範疇 3（知識）： 

我們察覺本地對香港生物多樣性的認知不足，因此需要加以填補才

能讓持份者作出知情決定。你認為在未來五年，我們應集中填補哪

些不足之處？ 
 

 
2.22  大多數意見都同意增加生物多樣性的知識有助完善決策，引導未來發展及

保育工作，然而在公眾諮詢中，較少意見涉及個別認知不足的範疇。 
 
生物多樣性調查及資訊交流 
 
2.23  部分人士、環保團體及政黨認為應繼續進行全港性的基線調查，以監測不

同物種和生境的近況及趨勢。一些學術界人士亦建議進行全港漁業普查，

以助建立全港海魚物種資料庫，並建議檢討及整合現有的調查數據。 
 
2.24  許多持份者贊成建立生物多樣性的中央資訊樞紐，認爲該樞紐應包含各種

有關生物多樣性議題的資訊，以便與廣大公眾交流，以及提供與時並進的

生物多樣性數據，以助改善決策，及讓項目倡議者在進行生態影響評估時

可搜集到更詳盡的基線資料。亦有建議政府應與大專院校、本地生態學家

及環保團體合作，共同開發有關資訊樞紐。 
 
建立須予保育物種的名單 
 
2.25  環保團體、學術界及個別人士普遍支持為香港建立一份須予保育物種的名

單，強調名單十分重要，有助指引保育行動、修正現行法例、為環境影響

評估和規劃研究提供最新資料，及釐定保育行動計劃的優先次序。 
 
填補知識不足 
 
2.26  有建議成立科學諮詢機構，提供獨立專家意見，協助政府審核研究方案、

評論研究結果、找出其他需優先填補的知識範疇，並建議該機構採用一套

準則去篩選各項研究及釐定它們的優先次序。亦有意見認為政府應提供生

物多樣性研究所需的資源及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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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學術界、環保團體、環境顧問及專業團體建議多個研究主題，包括： 
 

 外來入侵物種的基線調查，包括物種、數目、分布等資料。 
 研究生態系統服務對社會的價值，以及對香港可持續發展的貢獻。 
 全港海洋生物多樣性調查、須優先保育海洋物種的基線研究、漁業捕獲

物種研究、重要物種產卵及育苗場研究。 
 評估海洋生物多樣性熱點、長期監測這些熱點的生物多樣性。  
 制訂生境分類標準，以協助監測不同的生境的狀況及趨勢。 

 

行動範疇 4 － 社會參與 

 
第六題) 對於建議的行動範疇 4（社會參與）： 

政府和民間組織一直推行多項工作，推廣生物多樣性和自然保育。

你認為哪些工作最為成功？你提議我們應如何再作改善？你有其

他構思嗎？ 
 

 
2.28 許多團體及人士提出在推行《計劃》時應加強社會參與。公眾普遍贊成加強

有關生物多樣性的教育，以爭取社會認同，特別建議優先推行體驗式學習和

公民科學活動。環保團體認為，鼓勵公民科學家直接參與生物多樣性調查，

可有效增進他們對生物多樣性的了解；亦有建議改善各持份者團體舉辦的生

物多樣性教育活動的協調工作，並定期檢討溝通及教育策略，以評估這些活

動的成效。 
 
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學校課程 
 
2.29  公眾普遍認同將生物多樣性保育納入課程綱要，以便讓學生有系統地了解

基本的生物多樣性知識。有意見書建議多種方法，在中小學課程中納入生

物多樣性概念（例如：自然保育、生境及物種保育）。 
 
2.30  公眾認為提升教師能力相當重要，應向教師提供適當的培訓。此外，有建

議提倡為學生提供更多實地考察，讓他們親身體驗大自然，從而培養他們

對大自然的興趣。 
 
可持續使用及消耗 
 



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 公眾諮詢報告 
 

-11- 
 

2.31  環保團體認為政府應定期量度並公布香港的生態足印，以及制訂清晰的路

線圖，以減少我們的生態足印。團體建議政府在制定可持續發展策略時，

應顧及生態足印。 
 
2.32  環保團體建議透過法律及行政措施，禁止使用和買賣由不可持續及非法途

徑獲得的動植物製成品。環保團體亦建議提高市民對國際認可的環保標籤

的意識，以及提供食品可持續性的可靠資訊，從而提倡可持續生產及使用。 
 
可持續的漁農業 
 
2.33  環保團體及漁農業界均贊成推動香港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環保團體建

議，《計劃》應強調生物多樣性與漁農業活動的關係，亦建議政府透過保護

及復耕農地、鼓勵本地農民採用環保的農作方法、推廣可持續的捕魚作業、

執行漁業條例、訂立漁業保護區等措施，支持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計劃》文件內容 

 
2.34  有建議提出香港首份《計劃》文件應包括： 
 

  基線評估及差距分析：審視生物多樣性的現狀及趨勢，以及我們的保

育工作；識別本地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威脅和機遇。 
  願景及使命：《計劃》的建議願景及使命獲普遍支持。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環保團體及部分學術界人士建議加入體現愛知

生物多樣性目標的具體宗旨和目標。 
 行動計劃：建議行動計劃應包括最重要和可行的行動，亦應有基準、負

責機構、監督要求、時間表、預算等資料。 
  監督及檢討：有提議訂立科學性指標及監督計劃，及認為定期檢討是

《計劃》成功落實的關鍵。 
 
2.35  為有效監督首份《計劃》的推行，有建議設立諮詢組織，由科學家、規劃

師、園境師、生態學家及《計劃》專題小組其他成員組成；亦有建議成立

跨部門工作小組，負責督導和協調政府推行《計劃》，並在政府與環保團

體間擔任橋樑角色，以加強溝通、善用資源。 
 

結論 

 



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 公眾諮詢報告 
 

-12- 
 

2.36  我們於公眾諮詢期間，接獲多個不同持份者對香港首份《計劃》提出的意

見及建議，所收集的意見清楚表明《計劃》受廣大公眾支持推行，以加強

保育工作及支持香港的可持續發展。我們現正仔細考慮收到的意見，為《計

劃》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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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甲 
《計劃》公眾諮詢活動一覽 

 
(a) 特定持份者團體／公眾諮詢活動簡介會 
 
日期（2016） 活動 

1 月 30 日 聯校環境創新協會年會－保育生物多樣性 
2 月 1 日 商界環保協會政策對話系列：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2 月 2 日 環保團體簡介會 
2 月 27 日 公眾諮詢會（一） 
2 月 28 日  公眾諮詢會（二） 
3 月 3 日 環境保護署綠色團體聯絡會議 
3 月 5 日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及香港園境師學會座談會：可持續的園

景設計及新市鎮發展 
3 月 11 日 企業及專業團體簡介會（一） 
3 月 12 日 公眾諮詢會（三） 
3 月 14 日 香港工程師學會技術研討會：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概覽 
3 月 18 日 企業及專業團體簡介會（二） 
3 月 22 日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

劃講座 
3 月 30 日 鄉議局及村代表簡介會 
4 月 1 日 漁農業簡介會 
4 月 6 日 鄉議局聯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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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關諮詢委員會會議 
 
日期 （2016） 諮詢委員會 

1 月 29 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 月 19 日  《計劃》督導委員會 
2 月 22 日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2 月 23 日 漁農業諮詢委員會 
3 月 11 日 大埔區議會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 
3 月 14 日 環境諮詢委員會 
3 月 15 日 黃大仙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3 月 18 日 屯門區議會環境、衞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 
3 月 22 日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 
3 月 29 日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與團體代表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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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乙 
意見書統計 

 
表 1. 接獲的意見書總數（按種類劃分） 

意見書種類 意見書數量 % 
個人意見書 126 5.2 
團體意見書 85 3.5 
範本意見書# 2 231 91.3 
聯名意見書（由環保團體發起） 1 <0.1 
簽名運動（由本地潛水業發起） 1 <0.1 

意見書總數 =  2 444 100 
備註：諮詢會議中的口頭意見未列入計算。 

# 根據環保團體擬備範本寫成的意見書。 

 
表 2. 接獲的意見書總數（按持份者類別劃分）  

持份者類別 意見書數量 
學術人士 8 
諮詢團體（消費者委員會） 1 
漁農業 7 
商界 6 
環境顧問 4 
環保工作組織  42 
鄉議局及地方鄉事組織 6 
政黨 3 
專業團體 6 
其他 2 
個人 126 

總數*= 211 
*未計入聯名意見書、簽名運動及根據環保團體擬備範本寫成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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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接獲的範本意見書#總數（按範本提供者劃分） 

環保團體 意見書數目 % 
創建香港 133 6.0 
香港自然生態論壇 48 2.2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11 0.5 
土地正義聯盟 290 13.0 
長春社 136 6.1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1 613 72.3 
# 根據環保團體擬備範本寫成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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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丙 

接獲的其他公眾意見 
 
除了第二章概述的主要意見外，我們亦收到以下經書面或諮詢會議提出的意見／

建議： 
 
 就加強現行保護區的管理，建議包括： 

 在郊野公園種植原生植物以提升生態價值、防止入侵物種擴張及推廣教

育活動； 
 加強巡邏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例如設立巡邏隊，在夜間及黑點巡邏；

以及 
 保留郊野公園間的生態走廊，增加面對氣候變化的應變能力。 

 
 部分人士及環保團體指出一些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點，並建議應透過法律及

法定圖則保護這些地點。這些地點包括大嶼山南部的濕地、蒲台島、甩洲、

南生圍（保護候鳥）、下白泥（保護馬蹄蟹）、大嶼山南面水域（保護中華白

海豚）及有珊瑚羣落的海洋生境。 
 
 部分人士及區議員強調政府應對具重要生態價值地點的非法傾倒和違例發

展問題加強管制或執法。 
 
 一位個別人士及一些環境顧問認為，應審慎檢討須優先加強保育地點的清單

及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並建議設立跨部門工作小組，主動推廣並審核申

請，促進公私營界別合作。 
 
 有公眾建議增加漁業資源，包括於香港水域實施休漁期、禁止在香港水域使

用刺網、增建人工魚礁，以及修復受到破壞的海洋生態系統，如受到破壞的

珊瑚羣落。 
 
 公眾建議政府考慮收緊對放生野生動物的宗教儀式及進口外來物種作食用

或飼養的規定。 
 
 公眾提議採取若干措施，以加強保護瀕危物種，例如在《保護瀕危動植物物

種條例》附錄中加入更多物種、針對較易遭走私的瀕危物種制訂策略，以及

建立香港瀕危物種的完整買賣紀錄。 
 
 公眾建議政府應密切監察村屋污水渠及化糞池的排放物，保護水生生境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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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某環保團體和某政黨促請政府訂立條例，以法律框架妥善管理政府與私人土

地的珍貴樹木。 
 

 一位學術人士建議活化本地水塘，改作生態池塘或設立水塘自然保護區。 
 
 某專業團體建議政府擬備一項全港生物多樣性計劃，當中包含生態資料、生

境分布情況、不同生境的保育策略等，以便規劃保護區及市區。 
 
 就提高公眾認知方面，有公眾認為應以人為本，著重生物多樣性與日常生活

的關連。 
 
 有公眾建議透過社交媒體（例如 YouTube 頻道、Facebook）及電視頻道（例

如電視教育節目）、開發手機應用程式（例如：生物圖鑑、手機遊戲）、舉辦

公眾教育活動（例如：展覽、公眾論壇、電影會、工作坊、學校講座、實地

考察等），以及整合與於公開平台分享包括教材的生物多樣性資訊。 
 

 公眾支持推廣生態旅遊。 
 

 某環保團體建議政府應指定在官方宴會中只提供有經認證的環保海鮮。 
 

 公眾建議政府制訂具體的行動計劃，鼓勵批發商、零售商及消費者等持份者

參與，以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 
 

 公眾建議政府考慮設立自然博物館的可行性，以提升公眾對生物多樣性的意

識，而該博物館應擔任香港及鄰近地區生物多樣性資訊的中央儲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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