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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交椅洲人工島計劃：填海面積約1,000公頃，是「明日大嶼願景」（共
1,700公頃）之先導計劃。島上七成住宅將建設為公營房屋

三個近岸填海項目：屯門龍鼓灘及其鄰近一帶、北大嶼山欣澳以及北大嶼山小蠔灣

32公頃高爾夫球場將改作房屋用地：主建公營房屋，預計2024年可以動工起樓；
其餘140公頃，暫不改變其土地用途

發展新界北約340公頃棕地：涵蓋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及元朗南發展區

發展新界農地：繼續收回私人土地，同時引進公私營合作模式

放棄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未能獲得多數市民支持，且涉及複雜生態，無
需繼續推展

發展岩洞及地下空間：沙田污水廠及鑽石山水庫將遷往岩洞

擴大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的組成和職權

■資料來源：發展局

政府回應土供組報告重點

習近平會見「嫦四」參研參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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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椅洲填出個灣仔
1000公頃可建26萬伙 土供組建議全接納

A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民建
聯認為政府全盤接納報告是合理及妥
當的做法，當中改劃棕地、公私合作
發展農地、維港以外的填海計劃及開
展新發展區等均與民建聯過去的建議
及主張一致，而暫緩馬料水的填海計
劃也是合乎地區民情。就發展粉嶺高
球場32公頃用地方面，民建聯指若全
面發展並以公營房屋為主，估計總單
位數量可達約2.5萬個，惟當局只計劃
擴闊或改善約200米道路，要求提出
全面的交通改善方案。

民建聯並指，當局應透過具公信
力的獨立組織處理公私合作發展農
地的申請，以釋除公眾對「官商勾
結」的疑慮。而在開拓土地及填海
過程中，民建聯促請當局必須注意
對漁農業、棕地作業、鄉郊及寮屋
居民的影響，推出合理的搬遷補
償、復業選擇及發展政策。

盼盡快填海造地 支持公私營合作
工聯會認同政府接納土地供應小組

的報告，並希望當局盡快開展1,000

公頃人工島研究，以加快土地供應，
紓緩房屋短缺問題。對於政府收回32
公頃粉嶺高爾夫球場來發展，工聯會
希望能以公營房屋發展為主，並研究
妥善處理社區配套；餘下的140公頃
土地亦應繼續研究，包括重置球場
等。
就政府對屯門內河碼頭用地作研

究，工聯會希望可盡快開展相關研
究，並應包括物流業用地規劃及該區
交通負荷評估等。工聯會亦指，支持
政府就公私合營的框架展開研究，但
希望加入罰則，確保發展商遵守土地
發展協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仍未提交報告時在施政報告提出

填海1,700公頃的「明日大嶼」計劃，規
模較專責小組提出討論的填海1,000公頃
計劃大，令社會有意見質疑專責小組是否
不被尊重。

另填700公頃作前期研究
政府最終決定全盤接納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的報告，「明日大嶼」計劃亦會依
照專責小組的建議，暫時只是開展交椅
洲填海1,000公頃興建人工島的研究，
餘下700公頃位於喜靈洲附近填海的計
劃暫不處理，但會進行前期研究。
在只填海1,000公頃的計劃下，人工島
仍然可以提供15萬至26萬個房屋單位，
並有機會發展成本港第三個核心商業
區，預料能提供約20萬個就業機會。
同時，人工島落成後亦有助加強道路及
鐵路網絡，大幅紓緩新界北的交通壓力。
黃偉綸表示，同意專責小組不能以支
持填海1,000公頃的民意用於支持填海
1,700 公頃的說法，所以決定先處理
1,000公頃的研究，但強調專責小組從
未表示會反對填海1,700公頃，指政府
的「明日大嶼」計劃願景仍然是合共填
海1,700公頃。
他補充，「明日大嶼」計劃的另外
700公頃的填海計劃暫時未訂出時間
表，透露當局將在下月向立法會申請撥

款，就計劃展開詳細研究工作，並包括
就於喜靈洲及長洲南填另外700公頃的
計劃進行收集基礎資料的基線研究。
不過，他強調政府啓動有關計劃前會

先開展另一輪公眾諮詢。

擴大土供會職權
另外，政府亦會加快進行近岸填海研

究，龍鼓灘、欣澳和小蠔灣三個近岸填
海計劃將盡快展開詳細研究，包括研究
內河碼頭用地的發展潛力及可行土地用
途，但位於馬料水的項目就因為附近居
民極力反對而暫緩推展，而在青衣西南
填海的計劃更因為目前未有妥善方式處
理該處的5個油庫重置問題而未有打算
推展。

政府並透露，會擴大現時由財政司司
長出任主席的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的組
成和職權範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與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日後亦會加入委員會，
委員會將採取以願景帶動和具前瞻性的
方法重新評估本港在房屋、經濟、社區
和康樂方面的土地需求及政府需要訂立
的土地儲備目標。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表示，

很高興政府全面接納他們的意見，稱政
府雖然未有放棄日後擴大「明日大嶼」
計劃，首階段撥款亦會用於進一步填海
700公頃的前期研究，但認為做法不會
大幅增加計劃成本，相信相關工作有助
政府規劃土地儲備，將有利於香港整體
規劃用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去年底向政府提交報

告，政府昨日宣佈全盤接納小組的

建議，未來將透過發展私人遊樂場

地用地、填海及發展棕地等措施增

加土地供應，而施政報告提出在中

部水域填海1,700公頃的「明日大

嶼」計劃亦會先按小組諮詢期間提出的填海1,000公頃的規模

（面積如灣仔區）進行，首先聚焦在交椅洲填海，但發展局局

長黃偉綸強調，政府的願景仍是最終填海1,700公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發展局局長黃偉
綸昨日表示，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選項未能獲
大多數市民支持，現階段不會尋求改變郊野公園
邊陲地帶的土地用途。而發展棕地作其他具土地
效率的用途，一直是政府多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
略的關鍵要素，政府會繼續推動已規劃新發展區
項目所涵蓋340公頃棕地的發展。
黃偉綸說，在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方面，房協
在完成目前基線研究後，中止繼續推展下一步研
究。他指，目前繼續推動發展郊野公園邊陲是不
切實際，但政府不會以「放棄」來形容決定，只
是目前要集中資源，聚焦發展優先選項。房協是

在前年應政府邀請，就元朗大欖及沙田水泉澳郊
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幅土地，作公營房屋及非牟利
的老人院等非地產用途，進行可行性研究。房協
表示，與政府商討後，決定終止研究。
黃偉綸表示，位於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及

元朗南新發展區的340公頃棕地，當局會繼續推
動發展。涵蓋新田／落馬洲一帶的新界北新發展
區研究第一期預計於第3季展開，並將探討發展
當中的棕地。至於其餘尚未包括在現時或擬議新
發展區內的760公頃棕地，政府將於年中進行研
究，以評估它們的發展潛力，並優先把當中具房
屋發展潛力的土地交由相關部門作進一步研究。

「郊邊地」暫不動 棕地續規劃發展 民記工聯促完善配套方案

32公頃高球場最快2024年起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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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明日大嶼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填海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發展局局長黃偉綸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文森文森））政府政府
決定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建議決定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建議，，收收
回相當於回相當於11..77個維園的個維園的3232公頃粉嶺高公頃粉嶺高
爾夫球場用地作房屋用途爾夫球場用地作房屋用途，，發展局發展局
預計有關土地最快可於預計有關土地最快可於20242024年動工年動工
起樓起樓。。當局雖然同時表明沒有計劃當局雖然同時表明沒有計劃
進一步改變球場餘下進一步改變球場餘下140140公頃土地的公頃土地的
用途用途，，但香港高爾夫大聯盟召集人但香港高爾夫大聯盟召集人
劉家樂批評決定對體育界不公道劉家樂批評決定對體育界不公道。。
粉嶺高爾夫球場的土地合約即將粉嶺高爾夫球場的土地合約即將
屆滿屆滿，，政府決定收回球場位於粉錦政府決定收回球場位於粉錦
公路以東的其中公路以東的其中3232公頃土地用作房公頃土地用作房
屋用途屋用途，，受影響的包括受影響的包括「「舊場舊場」」其其
中中88個洞及停車場等設施個洞及停車場等設施，，當局會在當局會在
今年下半年開展詳細技術研究今年下半年開展詳細技術研究，，確確
立短中期內最多可以提供多少單立短中期內最多可以提供多少單
位位、、需要什麼基建設施及落實執行需要什麼基建設施及落實執行
時間表和成本等時間表和成本等，，有關工作預計可有關工作預計可

於於20212021年初完成年初完成。。

或逾或逾46004600伙伙 主建公營房屋主建公營房屋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表示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表示，，如果相關如果相關

工作一切順利工作一切順利，，該幅土地預料可於該幅土地預料可於
20242024 年變成可以動工起樓的年變成可以動工起樓的「「熟熟
地地」，」，最快最快20282028年或年或20292029年入伙年入伙。。
他指有關土地未來將主要提供公營他指有關土地未來將主要提供公營

房屋房屋，，住戶使用私家車的比率較低住戶使用私家車的比率較低，，
所以交通基建需承受的壓力較細所以交通基建需承受的壓力較細，，當當
局不會被早前評估土地可以提供局不會被早前評估土地可以提供44,,600600
個單位的數字個單位的數字「「綁死綁死」，」，最終提供的最終提供的
單位量可能更多單位量可能更多，，但他未有透露該區但他未有透露該區
的公私營房屋發展比例的公私營房屋發展比例。。
至於粉嶺高爾夫球場其餘至於粉嶺高爾夫球場其餘140140公頃公頃
用地則不會改變現有用途用地則不會改變現有用途，，黃偉綸解黃偉綸解
釋釋，，粉嶺高球場現時的開放程度已較粉嶺高球場現時的開放程度已較
要求高要求高，，當局有需要平衡不同人士需當局有需要平衡不同人士需

求求，，一旦決定進一步收地一旦決定進一步收地，，政府需考政府需考
慮重置高球場等問題慮重置高球場等問題，，認為中長期的認為中長期的
土地供應選項有其他選擇土地供應選項有其他選擇，，所以決定所以決定
保留球場保留球場。。
民政事務局表示民政事務局表示，，在純粹由體育在純粹由體育
政策角度出發政策角度出發，，該局認為應該與高該局認為應該與高
球場續約球場續約，，但由於政府已決定局部但由於政府已決定局部
收回收回3232公頃公頃，，局方會與球場訂立局方會與球場訂立33
年特別過渡安排年特別過渡安排，，而餘下而餘下140140公頃土公頃土
地則會繼續以象徵地價續期至地則會繼續以象徵地價續期至20272027
年年66月月。。
劉家樂接受傳媒訪問時批評政府劉家樂接受傳媒訪問時批評政府

理據不充分理據不充分，，形容決定形容決定「「夾硬夾硬
來來」，」，認為政府即使收回認為政府即使收回3232公頃高公頃高
球場用地亦未能紓緩輪候公屋時間球場用地亦未能紓緩輪候公屋時間
長的問題長的問題，，擔心政府收回部分用地擔心政府收回部分用地
會影響香港舉辦國際賽事會影響香港舉辦國際賽事，，批評決批評決
定對體育界不公道定對體育界不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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