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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政策爭議大 需多角度分析
「可持續發展」這個

概念在通識科中經常被
提及，我們應用此概念
時，一般會談及環境、

社會與經濟三大發展要素。要做到各
方面平衡實屬不易，因此，近年政府
提出多個保育政策均引起各界的爭
議。
關於保育政策的議題，常見於試題

中，如2013年的練習卷，就以上環重建
計劃為考試材料，提問考生有關不同
持份者的衝突。除從上述角度來看保
育政策外，同學應嘗試由可持續發展
原則分析其爭議，如舊政府總部西座
拆卸計劃，就是值得討論的例子。
環境方面，自然要考慮政策會否對

環境造成損害，而是次改建計劃就受

到多個環保團體的強烈反對。當中先
是「環保觸覺」指出將西座拆卸重
建，將會製造大量固體廢物，還有其
他環境問題，如政府山樹木被砍伐
等。其後修訂方案推出，「環保觸覺」
再與其他團體及專業人士組成「政府
山關注組」，爭取保留原有建築。

古諮會評級反覆受質疑

社會方面，建築物的保育價值是首
要考量，而當中可考慮為客觀指標
的，便是古物諮詢委員會所提出的評
級。從整個政府山保育爭議事件中可
見，古諮會的評級反覆，其公信力備
受質疑。首先在2012年，西座建議被評
為三級，即若保存並不可行，則可考
慮其他方法。但在3個國際組織發出

「保育警示」下，其再經表決後升為二
級，同時時任古諮會主席陳智思遭外
界質疑處事不公，最終古諮會將西座
評為一級歷史建築，須盡一切努力予
以保存。
經濟方面，便要考慮重建方案推行

後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政府原先提出
拆卸西座，並重建為甲級商廈及購物
中心，以增加中區優質辦公室的供
應，提升本地競爭力，可見原計劃有
助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
由此可見，同學思考保育政策的爭

議時，可嘗試從不同角度出發，並避
免倚賴單一的資料來源，以保持分析
的客觀性。
■馬燕雯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中

文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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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參考資料A，甚麼是可持續發展觀？（4分）

b. 參考資料A及就你所知，我們應將可持續發展觀引入市區重建的因素是甚麼？解釋你
的答案。（8分）

c.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由可持續發展角度考慮，你在多大程度上認為應保留舊政府總部西座？
解釋你的答案。（8分）

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

a.作答提示：屬「資料回應」題，要求考
生從資料中，歸納出可持續發展的原
則。
可持續發展包含兩個關鍵概念：「需

求」和「限制」。首先要滿足人們對生活
的需求，如港人對香港經濟發展有基本
需求，拆卸西座重建有助推動本地經濟
發展；但在滿足「需求」的同時，也要
顧及社會文化發展狀況和對環境承載能
力所施加的「限制」，一旦超越這種「限
制」，必將對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造成不
良影響，並有可能褫奪下一代的權利。
b.作答提示：屬「分析」題，要求考生
從資料中，探討可持續發展引入市區重
建的因由。
經濟增長過快　土地資源短缺：香港

過快的經濟增長令文物建築付出前所未
有的代價。地價的提高及房產業的擴
張，創造龐大的物質財富，大幅推動香
港經濟繁榮。然而，快速經濟增長的途
經之一是土地重建，不斷拆卸一些舊的
建築物，開發土地資源。結果，為滿足
我們對土地的需求，全港不少歷史建築
物已被轉為新的用途，嚴重破壞香港的
人文景觀。港人面對近年一棟又一棟古
蹟的清拆及重建，可持續發展應用於市
區重建的主張應運而生。
市區重建污染環境：香港現時的重建

發展模式對自然生態環境產生不良後
果。市區重建的方法是拆卸舊建築物，
騰出土地空間，重建新的物業。在重建
過程中，建築公司會製造大量建築廢料
（固體廢物），令日趨飽和的堆填區不勝
負荷。此外，重建進行時又會對該區造
成噪音污染、空氣污染，影響附近居民
的生活素質。
政客借勢批評　引發社會分化：香港

變遷速度太快，令政府無法及時回應並
制定適當的對策。土地資源不足可能源
於先天地理因素，但背後往往也有其政
治及社會背景，引發不同團體的爭駁，
導致社會分化。例如一些政客借今次舊
政府總部西座拆卸事件，肆意批評政
府，分化社會。
c.作答提示：屬「評論」題，考生確定
立場，運用高階思維探討應否保留舊政
府總部西座。
從可持續發展角度分析，我在很大程

度上認為舊政府總部西座應予保留。

從經濟可持續性看：經濟增長對港人
確是非常重要，至少財富能滿足生活的
基本需要，提升生活素質。因此，維持
香港經濟的可持續性至為重要，因為沒
有經濟增長會令港人的生活素質下降。
經濟活動主要考慮兩大因素：分別是

成本和效益。當效益大於成本時就有利
可圖，而有利可圖的項目才得以發展及
推廣，並把其盈利投入其他經濟活動，
以維持經濟的可持續性。可是，傳統發
展模式所考慮的成本只涉及直接的金錢
輸入，如土地價格、重建成本等，忽略
開發過程中對環境等資產間接造成的損
失。因此，建議把舊政府總部西座改建
為商業大廈，正是未將人文資產納入為
成本和效益的考慮因素。
近年，社會對文物的重視程度有增無

減，有不少保育人士為保留一些舊有建
築物而作出努力。他們的理據是基於該
標誌性建築物具有特定歷史意義，為社
會帶來集體回憶，又或該座建築物與相
鄰建築組成的建築群具有文化意義，拆
掉了便失去一段港人的集體回憶。舊有
建築物不是商品，我們難以從經濟角度
去計算其價值。然而，我們從這些建築
物中可追尋過去的生活文化，具有極高
文化價值。
從社會可持續性看：社會可持續性泛

指透過改善個人福祉以至整體社會的福
利，如增加人文資本和社會資本，令社
會更團結互信、互惠互利，進一步推動
社會發展。社會可持續性還涉及文化傳
承層面。若我們拆卸舊政府總部西座，
可能會犧牲一些香港傳統歷史與文化。
從環境可持續性看：可持續發展概念

的出現源於日益惡化的環境問題。環境
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已成為衡量社
會經濟和生活素質的重要指標。香港環
境的可持續性取決於整體承載能力。舊
政府總部西座拆卸對香港環境造成一定
程度的破壞。在拆卸進行時，會對附近
環境構成空氣和噪音的污染，損害附近
居民的健康。在拆卸完成後，大量建築
廢料（固體廢物）會運往堆填區，加快
堆填區飽和。我們必須
保護和善用舊政府總部
西座，避免為了經濟利
益，而進一步惡化香港
環境。

參考
答案
參考
答案
參考
答案

去年，香港舊政府總部西座的評級和

拆解問題引起全城熱議。究竟當中來龍

去脈為何？現時最新發展如何？下文將

以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逐一探究。

■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通識教育科科主任

能源科技與環境＋今日香港

主題2：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探討主題：可持續發展為何成為當代的重要議題？

•人們的生活方式怎樣影響環境的使用？

•社會大眾、不同的團體及政府，可以為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作甚麼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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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強

調，當局不會變賣

舊政府總部西座的

業權。資料圖片

■建築工程會造成

大量建築廢料。

資料圖片

保育Conservation
一切保護歷史建築令其文化意義得以保存的

措施，包括修復、翻新、改建及活化再利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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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A

香港引入及實踐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於建築物，實與上世紀70年
代以來的城市發展及生活模式改變有莫大關聯。上世紀70年代以
來，迅速的工業化進程和蓬勃的房地產業，令港人獲得前所未有
的經濟利益，政府採用「犧牲環境（包括文物建築及自然生態）
以發展經濟」的策略。在這種急速發展的經濟模式下，港人忽略
生活素質的改善，長遠而言可能帶來許多負面和不可逆轉的後
果。有見及此，政府決定成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致力落實可持
續發展的同時，也為市民提供優質的生活環境。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資料B

舊政府總部西座正計劃拆卸，擬改建樓高32層的商業大廈，但
惹來不少市民和保育團體反對計劃，負責歷史評級的古諮會專家
小組，因此對整個舊政府總部建築群再評定級數，有專家小組成
員表示已完成評估工作，當3座建築物分開評級時，西座只獲評為
三級歷史建築，但將3座建築物合併審視，則建議給予一級歷史建
築評級，認為應一併保留整個舊政府總部。但發展局發表聲明強
調，專家小組認為西座價值較中座和東座低，無意改變拆卸重建
西座的計劃。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終獲評一級建築可保留
去年6月，舊政府總部中座及東座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惟西座只獲評二級，即

有特別價值、須選擇性地予以保存的建築物，上屆政府選擇將之重建為商廈，以
紓解中區商用辦公室不足的問題。古物諮詢委員會於8月完成舊政府總部評級的公
開諮詢，在接獲的逾2,000份意見書中，約九成認為應保留西座，並傾向將西座提
升至較高評級。

去年12月，古諮會成員投票通過評級，西座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政府最終決定保留西座，
並撥予律政司等作為辦公室用途。「政府山關注組」發言人表示，將西座提升至一級意義重
大，並冀政府能將整個舊政府總部建築群列為法定古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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