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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意見摘要 

( 26-11-2003 ) 

 

1. 引言 

 

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最近受到廣泛關注。維多利亞港是香港社會寶貴的公共資

產。部分市民表達對填海工程的關注，並希望減少對維港造成的損害，是可以理

解的。新論壇在 2003 年 10 月及 11 月，亦先後就維港填海問題進行了兩次電話

調查，同樣反映市民非常珍惜維港。有關調查結果可參考本意見書附件。 

 

2. 就著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的意見 

 

新論壇原則上認為，中區有需要進行有限度填海。中區的交通擠塞問題已日益嚴

重，交通流量與日俱增，單是以中環渡輪碼頭為巴士總站的路線就已經有 12 條，

上、下班繁忙時間以交易廣場為巴士總站的更有多達 19 條路線，途經附近的亦

約有 20 條，還有渡輪的航線也有 5 條，分別前往珀麗灣、愉景灣、南丫島(榕樹

灣及索罟灣)、長洲、坪洲及梅窩，再加上小巴、旅遊巴、的士、私家車等，各

車輛及乘客使用這些街道的情況是絡繹不絕的，尤其是在上、下班的繁忙時間，

干諾道中/畢打街交匯處經常出現車龍，龍尾的車往往未能於第一次轉燈號時直

向前駛，必需停下來再等下一次轉燈號才能通過，使交匯處經常有車輛圍繞。 

 

同時，就著目前所見的資料，隨著港島區多個商業項目的落成及啟用，中區和灣

仔未來的交通流量，包括私家車及公共交通工具，相信仍會維持相當增長。 

 

因此，政府必須興建中環灣仔繞道以疏導中區至金鐘夏愨道及灣仔告士打道的交

通問題。如果現在不著手解決，將來造成大塞車，浪費社會資源，令市民怨聲四

起時就太遲了。 

 

再者，就目前所見，似乎未有其他比填海更可行的方案，可以解決中區至灣仔的

交通問題。當然，若有任何其他可行方案能代替興建道路所需的填海土地，當然

值得研究。但必須平衡各方利益，包括公共財政、行車路程，以及實踐方案所需

的時間等因素等。 

 

另外，新論壇認為，為了善用因為興建道路而填海所得的土地，順帶興建海濱長

廊，可達到還港於民的目的。因為計劃中的海濱長廊，不單可讓市民欣賞到維港

海岸兩旁的優美景色，又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旅遊景點，吸引更多外地遊客到來，

刺激香港的旅遊業發展，更可美化中環灣仔繞道的工程。 

 



 
 

 

凝聚中層力量  維護整體利益 

然而，基於盡量減少對維港損害的原則，新論壇反對為著提供商業用地，或興建

不必要的設施，而在維港進行填海工程。因此，目前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中的商

業用地及軍艦碼頭等設施的用地，只應予以取消。即使該等土地是為配合道路工

程而不得不填的範圍，也應只用作休憩用途或作為海濱長廊的配套，例如提供茶

座，食肆或紀念品店等，或改為綠化地。 

 

另外，現在維港的海岸線彎彎曲曲，影響海水的流動，造成污染惡臭，進行一些

必要的填海把海岸線拉直，或改造成流線形的形狀，使水流更暢通無阻，避免淤

塞，就環保有莫大的意義。 

 

至於在本年十月六日，高等法院就保護海港協會的暫緩令申請，裁定政府勝訴，

可以繼續進行有關中環填海的第三期工程。政府隨後決定現階段只進行挖泥及鋪

石等前期工程，相信對維港不會構成永久的損害。 

 

3. 政府與立法會均應更審慎處理類似項目 

 

一直以來，政府在市區缺乏土地供應時，就會以填海的方式來解決，但由於以往

欠缺周詳規劃，以致填海所得的土地卻沒有充分善用。 

 

今次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在 2002 年 6 月，先後於立法會工務小組委會員及財

務委員會，根據《保護海港條例》審議，並在無反對之下通過。立法會議員也應

對今次事件負上部分責任。立法會日後在審議類似項目時，必須加倍審慎，在必

須是有必要的時候才進行填海，以免造成浪費或多填，破壞了海港。 

 

4. 加強與市民溝通 

 

儘管中區第三期填海工程已經過區議會和立法會多次討論，而在有關爭議出現

後，政府也曾透過各渠道，解釋繼續第三期填海工程的理據，但新論壇的調查卻

發現，市民普遍認為，政府沒有解釋清楚繼續填海工程的理據，反映在討論過程

中，市民與未能接收所需訊息。 

 

因此，經過今次事件，政府在處理維港填海工程時，必須更謹慎，並要加強與市

民的溝通，清楚列明填海後所得的土地用途，不要單以為得到立法會通過便可以

忽視與市民的溝通。 

 

為加強對公眾解釋和宣傳今次後填海計劃或日後類似的程的內容，政府可以在大

會堂、文化中心等地方放置模型，向市民解釋及收集意見，以消除市民大眾對有

關計劃的誤解和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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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相關法例 

 

另外，政府也應該檢討現行的《保護海港條例》及相關法例，研究當中是否有不

盡清晰之處，若然，應作出補救措施，例如可考慮為《保護海港條例》制訂技術

備忘錄，訂明經過指定的諮詢(例如利用目前《城市規劃條例》的公眾諮詢程序)、

決策及公布程序後，有關工程的合法性將得到肯定，從而量盡減少不必要的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