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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框架析爭議
考試將近，相信同學正積極作應考準備，
開始要整理溫習的材料。筆者認為，除了歸
納以往所學的課題外，還需要掌握最新的資
訊，以增加答題素材。
香港的土地發展向來是重點的時事議題，
而近來備受關注的相關新聞，必然為「東大
嶼都會」發展計劃。政府早於2014年1月已
成立「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並提出
「東大嶼都會」的人工島填海建議，直至本
年度的施政報告發表，便宣佈將會開展有關
的公眾諮詢。
許多同學往往會就此止步，僅僅了解到有

「東大嶼都會」這個計劃而已，但在實際答
題時，又不知如何應用。其實我們只是需要
多做一步，嘗試運用不同的思考框架，如
「持份者」、「成效」、「正負影響」等分
析，梳理出值得討論的地方。

民生環保發展時有矛盾
以「東大嶼都會」為例，我們首先從「持

份者」出發，這項政策的推行目的，是旨在
增加長遠的土地供應，建設能夠容納40萬
至70萬居住人口的社區，同時政府亦希望
將「東大嶼」建造成繼中環、九龍東後第三

個核心商業區，以配合珠三角經濟的發展，
因此預計的受惠者眾多。
可是，「東大嶼都會」的建設，亦會引起

一些環保和居民團體的憂慮，如填海工程對
於附近環境生態的影響、開發規模無法控
制，以及本土社區的民生發展等，可見「東
大嶼都會」的人工島計劃具有多方爭議。

成效短期內難料
關於「東大嶼都會」發展計劃的成效，顯

然在短期內是難以確定的。人工島的工程浩
大，將來所需的開支和時間或會大大超出預

期，未能同步配合屯門赤鱲角連接路、港珠
澳大橋和機場第三條跑道等大型基建的發展
機遇，存在「大白象工程」的隱憂，就此政
府還需要展開更深入的研究和諮詢工作。
當我們掌握議題的討論關鍵時，便能將其

活用為答題素材，如「東大嶼都會」可作為
分析當政府推行政策時，在環境保育與經濟
發展之間能否取得平衡的例子，亦可成為其
中一個探討政府如何應對長遠土地和房屋需
求的研究方向。 ■馬燕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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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經濟 VS環境

港府：產業就業居住綜合突破
財富對現今人類的生活非常重要，至少財富能滿

足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因此，維持經濟的可持續性
是至為重要的，因為沒有財富人類也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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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的可持續性泛指透過改善個人福祉，以至

整體社會的福利。開發大嶼山可望解決香港發展
受制約的現況，實現產業、就業、居住等方面的
綜合突破。

環保團體：避免過度開發
環境的可持續性取決於地球整體的承載能力和

自然資源的再生能力。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而且
人類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往往是不可逆轉的。當人
類消耗自然資源的速度高於其回復率時，世界便
處於環境不可持續的狀態。人類必須保護和善用
自然資源，避免過度開發，進一步劣化環境。
此外，人們須透過制定經濟上可行的解決辦

法，盡量減少對生態的損害，藉以保持生物多樣
性和保證生態系統可恒久地運作。

(b) 缺乏社會凝聚力
社會凝聚力是指社會大眾凝聚在一起。事實

上，所謂「凝聚」是指信任、參與、幫助，以及
歸屬感。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如果一些持份
者不理會其他人的利益，社會便會出現分化，這
種情況如長期持續的話，社會充滿怨氣和戾氣，
人們的工作動力與生產力亦會受到情緒所影響而
下降，對經濟發展百害而無一利。
社會凝聚力是衡量社會和諧與各階層之間關係的

重要概念。社會和諧，市民安居樂業，對政府的管
治表現滿意，社會凝聚力就上升。生活素質的改善
會受社會凝聚力的影響，當前的香港社會凝聚力較
弱，不同的社會階層對政府施政難以達成共識。
目前本港環保意識不斷提高，加上事事政治化的

氣氛，大嶼山發展計劃恐怕難免遭到狙擊。政府縱
有全盤開發大嶼山等新區域的計劃，亦難以獲得市
民的支持，生活自然難以獲得改善。
對社會公義觀點
不同人士對社會公義有不同觀念，這成為維持或

改善香港居民生活素質的其中一個障礙。例如部分
香港市民贊成大嶼山等新區域的開發，能夠改善經
濟和社會問題。一些保育團體則有所保留，對政府
發展深感不滿，並認為政府不重視環境的保育。新
界東北發展計劃已經阻力重重，開發大嶼山亦很可
能被加上「出賣香港」、「深圳後花園」等等的不
公義的「罪名」，發展舉步維艱。
由於不同的持份者對社會公義有不同觀點，有

些市民認為應該優先發展經濟，有些市民卻認為
保育才是公義，這些不同的觀點令政府在施政上
難以取捨。

(c) 我在很大程度上不認同開發大嶼山新區域，原
因如下：
在政府預測下，香港的人口在2030年將會增長

至840萬人。短期而言，新區域的開發主要集中
在市區的東九龍和西九龍發展用地，但長遠來
看，人口增長最終會使市區發展飽和，因此新區
域的開發將會進一步分散至新界地區。大嶼山等
新區域的開發仍然是有理可循的。為確保更平衡
和可持續的發展，未來的新界地區將會採用中低
密度的發展模式，為市民提供有別於市區高密度
模式的生活環境。
然而，大嶼山以綠色旅遊聞名，「東大嶼都
會」連帶港珠澳大橋人工島、東涌新市鎮擴展及
三跑等項目，大嶼山一帶填海面積達約2,200公
頃，等於三分一個香港島，對區內生態很可能有
嚴重破壞。

可發展舊區或鄉郊
其實政府還有其他的發展方法。首先，政府可

發展舊區。近年香港城市老化的問題使舊區市民
的生活素質不斷下降，這些地區的生活和工作條
件已不能達到「世界級城市」的標準。如灣仔、
九龍城等區的住宅、商業和工業樓宇漸見殘舊，
這些地區又缺乏休憩用地和社區設施，土地使用
效率低，住屋和衛生環境亦比較惡劣。因此，市
區重建更新將是解決這問題、實現城市可持續發
展的最合適辦法之—，即重建發展、樓宇復修、
文物保育及舊區活化。
其次，政府可考慮運用鄉郊的保育地區。香港

在推動城市發展的同時，必須兼顧生態保育和環
境保護，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現時郊野公園、特
殊地區、保育地帶等法定保護地區，約佔43％的
土地。在「密集城市」發展模式的優勢下，未來
20年的發展估計只需多開發2％的土地（香港城
市化地區的面積只佔全港土地的21%）。因此，
運用小部分鄉郊的保育地區即可滿足未來多年的
發展需要。
總括而言，由於大嶼山發展對環境帶來的不利

影響，並加上還有其他發展方法，因此我在很大
程度上不認同開發大嶼山新區域。

想 一 想

探官民共贏探官民共贏
拓大嶼拓大嶼拓大嶼

1. 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包含了兩

個關鍵的概念，即「需
求」和「限制」。
首先要滿足人們的需求，特別是世界上貧困人民
的基本需求；在滿足「需求」的同時，也要顧及現
時科技水平、社會發展狀況和環境承載能力所施加

的「限制」，一旦超越這種「限制」，必將危及支
援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統，並褫奪了後代滿足自己需
求的權利。
2. 可持續發展價值原則
保育：可持續發展仍與一般的環保概念有所不同。
一般的環保概念基本上只從環境的角度出發，而在可
持續發展的概念中，環境保育只是3個角度的其中一

項，因此在進行保育工作的同時，亦需考慮當中的經
濟和社會因素。
世代公平理念：急速的經濟發展使各種環境問題叢

生，人們認識到這些問題對未來的影響比戰爭的殘害
更為深遠，使世代間的意識日趨成熟，並確立了維護
「世代公平」的理念。
「世代公平」的理念要求人類在不超出生態系統承

載能力的條件下，謀求生存和發展，使社會生活素質
提高的同時，亦不破壞大自然的動態平衡，讓我們的
後代在發展時擁有同等的機會，達至人類世代繁衍和
持久發展的最終目標。

資料A
香港近年發展緩慢，被周邊競爭對手超越，土地供應不足、缺

乏大型綜合項目帶動是主要原因之一。大嶼山是本港最大島嶼，
面積接近150平方公里，約為港島的兩倍。
特首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提出要發展大嶼山，充分發揮港珠
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的橋頭經濟，並且研究進一步開發大嶼山
東部水域和鄰近地區，建造優質的「東大嶼都會」，使之成為新
的核心商業區，容納未來新增的人口。
這個戰略方向，是符合香港發展實際的步伐。開發大嶼山可望
解決制約香港發展的燃眉之急，實現產業、就業、居住等方面的
綜合突破。大嶼山已成為特區政府未來的重點發展區域。

資料B
守護大嶼聯盟召集人形容報告對大嶼山來說是翻天覆地的災難
性建議，指大部分建議為配合珠三角經濟發展，以綠色旅遊為
名，消費港人珍貴的生態環境，擔心「香港後花園」最終會被內
地人逼爆。
他又推算，連帶港珠澳大橋人工島、東涌新市鎮擴展和三跑等
項目，大嶼山一帶填海面積達約2,200公頃，等於三分之一個香港
島，對區內生態將有嚴重破壞。

資料C
在目前本港環保意識不斷提高，加上事事政治化的氣氛，大嶼

山發展計劃恐怕難免遭到狙擊。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已經阻力重
重，開發大嶼山亦很可能被加上「出賣香港」、「深圳後花園」
等等的「罪名」，發展舉步維艱。因此，開發大嶼山計劃有必要
充分諮詢各界意見，做好事前解釋游說，盡可能照顧各持份者的
利益，讓公眾清楚認識開發大嶼山對香港的重要性。

(a) 參考資料A及資料B，指出兩種主張的可持續
發展觀。

(b) 參考資料C及就你所知，香港政府在發展大
嶼山計劃時可能會遇到什麼障礙？

(c)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你在多大程度上
認同開發大嶼山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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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正積極規劃將大嶼山打造成一個連接大珠三角區的大都會。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早前公佈第一屆工作報告，

就大嶼山未來發展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在交椅洲附近水域及喜靈洲避風塘一帶填海，將該處建造成一個可容納約40萬至70

萬人口的「東大嶼都會」，成為2030年後的主要土地供應來源之一。報告亦建議在欣澳透過填海60公頃至100公頃，再設

立新的旅遊景點及康樂、文娛設施，締造東北大嶼旅遊大門。 ■李偉雄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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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東面主力發展住宅及商業中心區。 資料圖片

尖 子 必 殺 技

■行政長官梁振英（左二）在大嶼山東涌出海視察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工程進度。 資料圖片

城 市 規 劃
■■政府提出多項大嶼山發展項政府提出多項大嶼山發展項
目目。。圖為將增建三跑的赤鱲角圖為將增建三跑的赤鱲角
機場機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