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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根據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的報告《我們的共同未
來》，其定義是「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展模式。」
在香港，行政長官在1999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清楚指出：「若我們要把香港建設成世界級都會，使香

港成為一個整潔、舒適、足以自豪的美好家園，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改變觀念。市民、商家、政府決策局和部
門都應該通力合作，一起實踐可持續發展。」簡而言之，對港而言，可持續發展的涵義是：

．在追求經濟富裕、生活改善的同時，減少污染和浪費；
．在滿足我們自己各種需要與期望的同時，不損害子孫後代的福祉；
．減少對鄰近區域造成環保負擔，協力保護共同擁有的資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1. 根據上文，說明特首提出發展「東大嶼都會」的背景。

2. 「東大嶼都會」的發展涉及哪些持份者的利益？試舉3項並加以說明。

3. 「東大嶼都會」的發展可能面對甚麼障礙？試舉兩項並加以討論。

4. 「東大嶼都會」將在何等程度上拉動大嶼山的整體發展？解釋你的答案。

5. 試評論「東大嶼都會」有望成為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的可行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東大嶼都會」是行政長

官梁振英在最新一份施政報

告所提出的嶄新發展概念。

有人認為，在港珠澳大橋的拱照下，它勢必是未來

的商業核心焦點，成為推動本港經濟的新火車頭；

也有人認為，這個火車頭的建造工程浩大，需時動

輒十幾年，可能「遠水不能救近火」。究竟「東大

嶼都會」會否創造經濟奇蹟？它將如何為本港發展

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政府支持下，會全速前進

或後勁難繼？下文將逐一探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新火車頭

「透視施政系列
之醫療篇」將
於下周二（4月
15日）刊登。

本港官方、測量界、政黨等不同持份者都對政府
發展大嶼山的計劃有以下看法：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港珠澳大橋落成後，大嶼

山交通策略位置會改變，本港來往珠三角將形成「一
小時生活圈」，並有海底隧道連接屯門，拉近新界西
與大嶼山的距離，加上東涌新市鎮調整發展，人口會
由9萬人增至20萬……大嶼山發展除增加土地外，
也會加強交通配套。
．大嶼山發展聯盟主席哈永安：政府提出的發展

方向有助提升區內交通等配套設施，可推動本港旅
遊、會展、酒店及零售業發展。施政報告提出，將就
港珠澳大橋口岸區發展大型購物、餐飲、娛樂和酒店
等設施的可行性盡快開展研究，歡迎有關構思。
．離島區議員暨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政府應重新

考慮東涌舊墟的規劃，發展（「東大嶼都會」）的同
時，也要考慮本土社區如何得益，舊墟有不少不錯的
小型食肆和商舖，但那裡重建限制多，幾塊綠化地一
直在「曬太陽」。重新規劃舊墟，東涌就可像西貢一
樣有小店的靈活和熱鬧。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
中：大嶼山擁有機場博覽館
這個大型基建，連同多個景
點，絕對可在規劃上與港珠
澳大橋串連在一起，為港製
造吸金良機……不認為發展
一個地區必會與居民及環保
團體發生衝突，彼此之間可相輔相成，只要有足夠的
就業機會，自然會令區內樓市暢旺……環保團體不
應一刀切否定有關方案。
．香港航海學校校董李建強：東大嶼中部水域非

本港主要航道，該處水淺，只有平底拖船行走，大的
遠洋船和郵輪都不走……特首「聰明」，選對填海
地方。海事處的水深圖顯示，東大嶼中部水域是香港
平均水深最淺的地方，只有8米至12米，填料也可省
回，加上該處被三面包圍，應是全港風勢最弱的內
海，相當安全。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陳茂波：增交通配套
董耀中：製吸金良機

■陳茂波指出，本
港來往珠三角將形
成 「 一 小 時 生 活
圈」。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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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今日香港＋現代中國＋能源科技與環境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宣布，將成立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研究進一步開
發大嶼山東部水域及鄰近地區，打造優質的
「東大嶼都會」，發展橋頭經濟，成為中區
及九龍東以外的第三個核心商業區。
有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經早前諮詢後，大

嶼山欣澳及港島與大嶼山之間的中部水域，
可優先研究填海，中部水域會研究興建1,400公頃至2,400公頃
的人工島，即施政報告中提到的新核心商業區，並於年中展開
研究，包括交通接駁，例如經隧道或橋連接港島及大嶼山，預
計有關研究在2016至2017年度完成。
為回應施政報告，政府於1月17日宣布成立「大嶼山發展諮

詢委員會」，任期兩年。有關委員會由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牽
頭，包括19名非官方委員、9名官方委員，就充分發揮大嶼山
作為連繫香港、澳門及珠三角西部主要交通基建交匯點優勢所
帶來的社會及經濟發展機遇，滿足香港長遠發展需要，以及促
進大嶼山可持續發展和保育相關政策和
措施提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填海造人工島
發展橋頭經濟

今日香港
（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1：生活素質
探討主題：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

素質的發展方向如何？
．香港居民對不同層面的生活素質的優次
有甚麼不同看法？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哪些被視為最急切的
需要？甚麼人可作出相關的決定？為甚麼？

．不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甚麼貢獻？
有甚麼障礙？在沒有清除障礙的情況下，哪些群體最受影
響？

東大嶼都會

輿論

支持
．大型基建配合
．分擔其他地區的
旅客壓力

．未來經濟火車頭

反對
．影響中華白海豚
生態

．工程浩大，建造
需時

陳茂波：港珠澳大
橋落成後，本港來往
珠三角將形成「一小
時生活圈」。
哈永安：推動本港

旅遊、會展、酒店及
零售業發展。
董耀中：能為港製

造吸金良機。

多角度觀點

．大嶼山欣澳及港島
與大嶼山之間的中
部水域研究填海造
人工島

．已成立「大嶼山發
展諮詢委員會」，
任期兩年。

背景

透視施政系列之發展篇

能源科技與環境
（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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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現與科
學及科技的發展又有何關
係？

．人們的生活方式及社會發展怎樣影響
環境和能源的使用？

．社會大眾、不同的團體和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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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各界對政府發展大嶼山
的計劃存在支持和反對的聲
音：

支持
．雖然大嶼山是離島，但近

年的基建迅速發展，包括早年
青馬大橋的開通，港珠澳大橋和屯門至香
港國際機場連接路全段將先後於2016年及
2018年落成，大嶼山會成為往來香港和珠
海、澳門的必經之地，加上香港國際機場
第三條跑道將於9年後建成，可見發展潛
力巨大。
．內地旅客越來越多，對傳統旅遊旺區

（如油尖旺等）居民的生活造成一定程度
的影響，發展大嶼山橋頭經濟，可擴大旅
遊盛載量，分擔本港其他地區的旅客壓
力，避免旅客過分集中在傳統旅遊旺區。

反對
．為發展大嶼山，日後將於東部水域填

海，可能對中華白海豚和其他海洋生態造
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當局應進行環境
研究，包括有關工程對環境影響等。
．建造工程浩大，而且仍在構想階段，

事前必須交給專家研究眾多細節，估計需
時15年至20年才能建成，
未能趕及與第三條跑道和
港珠澳大橋同步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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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

建東大嶼都會建東大嶼都會
拱照拱照未來商核未來商核

■■東大嶼都會可望分擔其他地區的旅客壓力東大嶼都會可望分擔其他地區的旅客壓力。。圖為東涌購物景圖為東涌購物景
點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團體促請政府成立有團體促請政府成立「「大嶼山發展委員會大嶼山發展委員會」，」，把握經濟機把握經濟機
遇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嶼山擁有多個旅遊景點大嶼山擁有多個旅遊景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梁振英率領梁振英率領
官員視察港珠官員視察港珠
澳大橋香港口澳大橋香港口
岸工程岸工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珠澳大橋落成後將有助港珠澳大橋落成後將有助
推動東大嶼都會的發展推動東大嶼都會的發展。。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