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近期社會
關注土地供應來源，有聲音建議發展郊野公
園部分土地，但亦有聲音反對並建議特區政
府設立人口上限。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認為，
若因為一些眼前的土地發展爭議，便輕率地
轉向訂立人口上限，擔心會令將來人口老化
比例更嚴峻，直言：「我們不應該『斬腳趾
避沙蟲』」。不過他稱，有關2030年後土地
供應，特區政府會研究新界北及東大嶼山發
展，並強調東大嶼山發展不會觸及郊野公
園。
陳茂波昨日接受傳媒提問時稱，有關2030
年後的土地供應，特區政府正進行個研究考
慮，包括新界北初步可行性研究及大嶼山的
發展。他表示，大嶼山有70%的土地是郊野
公園，但東涌及小蠔灣等地會先行發展，料
有20多萬人口。如果2030年後仍要討論有
關土地供應，東大嶼山會是解決方案，其會
在交椅洲附近中部區域進行填海，配以交通
接駁，延伸至港島西、九龍西及新界西，並
強調東大嶼山發展不會觸及郊野公園。

各類樓面供求失衡嚴重
他昨日亦發表題為「與民共議、共建『宜
居宜業』的香港」的網誌，稱早前發展局聯
同5個專業團體，包括香港建築師學會、香
港工程師學會、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規劃
師學會，以及香港測量師學會，在政府總部
舉辦了「土地供應論壇」，合共有200多名
土地規劃和相關專業人士、學生參加。陳茂
波表示，現時各個指標，不論是住宅、寫字
樓或商舖的租金、售價和空置率，都顯示香
港各類樓面的供求失衡非常嚴重。
陳茂波續說，香港在過去10多年的土地開

發明顯放緩滯後，但未來20年至30年有約
100萬人、50萬戶的增長，相當於3個半沙
田新巿鎮（不包括馬鞍山）的住戶規模。對
於坊間有論述稱，市區仍有幾千公頃的「閒
置土地」，只要全部發展此等土地便無需開
拓新土地，陳茂波認為，有關的替代論未必
具有現實的基礎，直言：「我們的巿區是否
真的有所謂『閒置土地』可以容納3個半沙
田？」

勿為土地爭議輕率限制人口
陳茂波稱，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對

社會的經濟活力、政府的收入和開支、巿民的供養比
率，都帶來重大的影響。若因為一些眼前的土地發展爭
議，便輕率地轉向訂立人口上限，擔心會令將來人口老
化比例更嚴峻，直言「我們不應該『斬腳趾避沙
蟲』」。他續稱，前日的土地供應論壇上，與會者雖意
見側重點不同，但均以市民的福祉出發，以「人」為
本。如有一方意見認為，應盡量保留鄉郊土地和自然環
境給下一代享用，但另一方則念及現時居住惡劣環境劏
房內的人的處境，認為特區政府應該繼續發展土地。
他表示，正因如此，社會各界更需要理性、客觀地看

待開拓土地的工作，平衡發展和環境保育的需要，為香
港長遠未來制訂全面而合理的土地規劃發展策略。對於
與會人士提出不同增加土地的方法，例如發展夾雜「棕
地」和寮屋的新界鄉郊，或探索全新的填海技術，當局
都會細心聆聽，並認為必須採取多管齊下，兼顧短、
中、長期的措施，去解決目前土地不足的問題。
陳茂波期望社會各界可以繼續客觀看待事實，共同權

衡輕重、突破樽頸、解決土地不足問題，令香港繼續成
為世界上數一數二宜居宜業的大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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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蝶來港飛足2500公里
鳳園發現罕見品種 大斑尾蜆愛登高 珍貴嫵灰喜棲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秋
高氣爽，最宜登高欣賞美景，甚至
有機會欣賞從日本遷飛到港的蝴
蝶。環保協進會鳳園蝴蝶保育區表
示，在今年4月及5月發現兩個珍
貴品種的蝴蝶，分別是非常罕見的
珍貴嫵灰蝶(Udara dilecta)，及罕見
的大斑尾蜆蝶(Dodona egeon)。該
兩種蝴蝶均以樹林為棲息地，當中
大斑尾蜆蝶有登峰習性，有機會在
高地觀察到。另外，鳳園亦發現有
大絹斑蝶曾由日本遷飛到香港，其
飛行直線距離逾2,500公里，有助
了解斑蝶越冬遷飛的習性。

環保協進會鳳園蝴蝶保育區昨日舉辦
「鳳園蝴蝶嘉年華2015暨香港蝴蝶保

育日」，並公佈最新蝴蝶普查資料。鳳園蝴
蝶普查員在今年4月及5月的每月蝴蝶普查
中，分別記錄到非常罕見的珍貴嫵灰蝶
(Udara dilecta)，及罕見的大斑尾蜆蝶(Dodo-
na egeon)，成為鳳園新記錄的兩個蝴蝶品
種。該兩種蝴蝶均以樹林為棲息地，但分佈
非常局限，只有少數地方有記錄，當中大斑
尾蜆蝶有登峰習性，有機會在高地觀察到。

標放逾四千斑蝶研飛行路線
鳳園在2011年起，開始在本港進行「華南
地區香港越冬斑蝶標放普查研究」，於本港
不同地點標放斑蝶，以了解斑蝶於香港的飛
行路線及聚集行為。
研究直至今年，研究員共標放超過4,000

隻有遷移習性的斑蝶，地點覆蓋大埔區的鳳
園谷、西貢區的榕樹澳、屯門區的小冷水以
及南區的深水灣等。其中鳳園谷、小冷水及
深水灣均被政府劃定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SSSI)」。如已標記的蝴蝶於另一地方再被
發現，便可間接了解其飛行路線，為整個華
南地區的斑蝶保育計劃提供更多資訊。
環保協進會義務總幹事邱榮光表示，研究
至今已進行至第五年，其間先後有2次突破
性發現。調查員及義工分別於2011年12月

31日及2013年11月16日，在深水灣及太平
山頂，記錄到由日本遷飛到香港的大絹斑蝶
(Parantica sita)，其飛行直線距離逾2,500公
里，橫越南中國海途經中國沿海或台灣地區
到港，僅次於美國帝王斑蝶 (Danaus plexip-
pus) 單程飛行距離（約4,000公里），旅程

約相等於人類行走47,000公里，或圍繞地球
多於一次的行程。

助了解斑蝶來港過冬習性
邱榮光稱，斑蝶遠道由日本地區遷飛到港

屬「非常罕見」，此兩次的發現有助了解斑

蝶越冬遷飛的習性及路線及有停留香港過冬
的特性，這是相當重要的科學發現。
他希望透過每年進行的研究工作，以及與

鄰近地區合作，進一步認識斑蝶的越冬遷飛
模式，以更有效地保護牠們的生態環境。
鳳園現正舉行「華南地區香港越冬斑蝶標

放普查研究」，市民若發現到翅膀上畫有記
號的斑蝶，將其拍攝成照片，以電郵方式傳
送至hkdanaidae@gmail.com，並在電郵中
註明拍攝地點、時間及日期以作記錄，以協
助收集數據，了解於香港越冬遷飛斑蝶的特
性。

瀕危魚製花膠王 漁署放蛇搗兩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加利福尼亞灣石首魚
是墨西哥加利福尼亞灣北部特有的一種魚，可以生長
至2米長及100公斤重，被列為瀕危物種。漁護署在
今年中收到線報，指懷疑有人將石首魚製成花膠王，
進行非法貿易，署方向約150店舖放蛇，揭發兩宗懷
疑非法貿易。漁護署署長梁肇輝表示，漁護署會繼續
巡查及執法。

港非石首魚瀕危物種集散地
漁護署署長梁肇輝昨日向傳媒表示，漁護署在去年

歷時4個多月，向約150店舖放蛇，至少在兩間商店
檢獲石首魚花膠，懷疑是非法貿易，現正徵詢律政司
意見，若有足夠證據會提出檢控。
他續說，到目前為止，仍沒有證據顯示香港是石首
魚等瀕危物種類別的集散中心，漁護署會繼續巡查及
執法。
被問及在今次執法後，會否令不法商人提高警覺，

致日後搜查行動更困難。梁肇輝稱，不論商人用何種
手法，署方亦會繼續收集情報作出偵查，包括採取放
蛇行動，打擊非法行為。

海味店店主黃小姐稱，得知石首魚花膠價錢昂貴，
每公斤需要數十萬元，不過她的店舖屬小本經營，故
不會購入來貨價格昂貴及不合法的花膠。有批發及零
售海味的店舖職員說，店內的花膠會標明貨品的出產
地，並會教導顧客如何分辨正貨，故不擔心生意會因
此受到影響。
漁護署發言人說，加利福尼亞灣石首魚受《保護瀕
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管制，其商業貿易被禁止，若非
法進出口及用作商業用途，最高可被罰款500萬元及
監禁兩年。

回收回收77噸蔬果敬老噸蔬果敬老逾逾23002300人次受惠人次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世
界綠色組織主辦，領展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贊助的「食物送出愛—長幼
共融新鮮食物捐贈計劃」昨日於赤
柱廣場舉辦計劃閉幕禮暨同樂日，
由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及世界綠色
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主禮。計劃成
功回收近7噸食物，減低堆填區的負
荷，將可食用蔬果轉贈有需要長
者，逾2,300人次受惠。

領展聯同世界綠色組織主辦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表
示，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食物捐
贈計劃、減少食物浪費，學會珍惜
及分享資源，延續「食物送出愛」
的精神。領展企業傳訊及對外關係

總監盧炳松表示，領展很高興能利
用各方面的資源支持世界綠色組
織，透過撥款資助、呼籲商販參
與、提供場地協調及推動領展義工
參與，秉承連繫美好生活理念，為
環保出力，推動香港的可持續發
展。
上述計劃為期一年，青少年及長

者義工隊到領展旗下的石籬及屯門
H.A.N.D.S.兩個鮮活街市收集商戶
每天賣剩的蔬果，再轉贈至區內長
者或基層家庭。此計劃充分體現珍
惜及善用資源的美德，同時促進社
區關愛精神；藉着定期收菜和派菜
服務，讓青少年及長者義工有機會
親自向基層人士表達關懷，以及減
輕受惠者食物支出上的負擔。

張建宗：老「友」所為紓勞力萎縮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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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機管局
昨日表示，在10月國慶黃金周期間，
機場客運量升4%，抵港及離港旅客人
數較去年同期增長一成。而今年頭9個
月的總旅客數字，則較去年同期升
6.3%。機管局表示，受本港居民外遊人
數上升帶動，9月份的客運量增長達
12%，往來日本及東南亞的客運量升幅
顯著，轉機和過境旅客量亦增加7%。
機管局表示，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空交
通量於9月持續上升。月內，客運量較
去年同月上升 6.3% 至 540 萬人次，飛
機起降量增加 3.3% 至 33,085 架次。
貨運量在近數月下跌後，9 月份亦同比
增長 1.1% 至 368,000 公噸。9 月份的
客運增長，主要受本地居民外遊人數帶
動，同比上升 12%。轉機∕過境旅客
量亦同比增加 7%。往來日本及東南亞
的客運量亦顯著攀升。
此外，10 月 1 日至 7 日國慶黃金周期

間，整體客運量繼續上升 4%，抵港及離
港旅客人數則較去年有 10%的增長。
9 月份的航空貨運量回升，主要是出
口貨運量同比上升 3% 所帶動，進口貨
運量亦輕微增加。然而，轉口貨運量與
去年同月比較下跌 3%。在主要貿易地
區當中，往來北美洲及澳大拉西亞的貨
運量增長最為明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中高齡的前輩擁有寶
貴經驗和生活智慧，不但不會過時，更是千金難買的無
價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按特區政府統計
處最新推算，香港勞動人口將由2018年的頂峰約365
萬人，逐步滑落至2038年的342萬人，鼓勵僱主多加
採納長者友善的就業僱傭措施，讓有心有力的中高齡者
可以留在或重投職場，在崗位上繼續發揮所長，讓「老
友記」老有所為，活得精彩豐盛。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稱，按特區政府統計處上月底發

表的《香港人口推算2015─2064》，香港未來人口將
顯著老化。撇除外籍家庭傭工，65歲或以上長者的比
例推算，將由2014年的15%，急速上升至2034年的
30%及2064年的36%，屆時每3名港人，當中就有一名
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
他表示，除了社會急速老齡化，香港亦正面對勞動力
萎縮的挑戰。按特區政府統計處最新的推算，撇除外籍
家庭傭工，香港勞動人口將由2018年的頂峰約365萬
人，逐步滑落至2038年的342萬人。在此消彼長的不
利形勢下，當局一方面積極培訓本地人才，另一方面以
「人盡其才」為理念，全方位提供就業支援，充分釋放
婦女、殘疾者、少數族裔以及中高齡者的潛在勞動力。

吸引年長者繼續或重新就業
張建宗表示，在50歲至64歲的較早退休者組群中，
有5%的調查受訪者表示，若有合適的工作機會，會願

意重投勞工市場。他續說，這個年齡群的人，大部分仍
精力充沛，故如何營造一個有利年長者就業的工作環
境，吸引他們繼續或重新就業，正是特區政府着力推動
的一個政策方針。
他補充，特區政府已率先於今年6月，提高新入職公
務員的退休年齡，而作為本港有法定年齡上限的保安員
行業，亦已獲立法會通過，把乙類保安人員許可證（俗
稱B牌）的年齡上限由65歲放寬至70歲，相關的政策
將於今年年底生效。

鼓勵僱主採納長者就業措施
張建宗續說，勞工處上月舉行的「中高齡就業新里

程」大型招聘會，吸引15間主要來自飲食、零售及運
輸等行業的機構參加，提供約1,200個適合中年及年長
求職者的職位空缺，吸引超過2,800人到場。此外，上
月起勞工處已把「中年就業計劃」的涵蓋範圍擴展至
兼職長工職位，鼓勵僱主為中年及年長者提供更多合
適的職位空缺。
為鼓勵僱主多加採納長者友善的就業僱傭措施，勞工處

正展開一連串宣傳及教育活動，包括在下月初推出全新的
電視宣傳短片。張建宗希望，社會能營造有利環境，一方
面讓有心和有力的中高齡人士可以留在或重投職場，在不
同類型的崗位上繼續發揮所長，另一方面則配合政府「積
極樂頤年」的政策，令「老友記」老有所為，活得精彩豐
盛。

■來賓透過體驗式活動，了解食物捐贈過程。

■■珍貴嫵灰蝶珍貴嫵灰蝶
潘瑞輝先生供圖潘瑞輝先生供圖

■■大斑尾蜆蝶大斑尾蜆蝶
黃傑先生供圖黃傑先生供圖

■■第二次捕獲之大絹斑蝶第二次捕獲之大絹斑蝶
鍾安明先生供圖鍾安明先生供圖

■■第一次捕獲之大絹斑蝶第一次捕獲之大絹斑蝶AA
潘瑞輝先生供圖潘瑞輝先生供圖

■■第一次捕獲之大絹斑蝶第一次捕獲之大絹斑蝶BB
潘瑞輝先生供圖潘瑞輝先生供圖

中文名 學名 科 展翅長度 分佈狀況
珍貴嫵灰蝶 Udara dilecta 灰蝶科 20mm-27mm 非常罕見
大斑尾蜆蝶 Dodona egeon 灰蝶科 35mm-50mm 罕見
資料來源：鳳園蝴蝶保育區 製表：記者 楊佩韻

鳳園每月普查發現蝴蝶新品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