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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浚生 民主思路地區幹事 

(2023 區議會選舉離島直選參選人、元朗分區委員會委員) 

1. 引言 

我們認識到政府提出的「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研究建議的意義，該計劃展現了

對大嶼山自然和文化資源的重視。透過此計劃，我們有機會加強對自然環境的保

護，同時提升公眾對生態保護的意識。然而，在進行計劃的同時，我們也留意到

其可能對當地社區和生態帶來的影響，特別是在環境管理和社區參與方面的挑戰。 

雖然我們看到計劃在促進生態旅遊和環境教育方面的潛力，但也關注到執行過程

中可能出現的生態破壞及社區衝突。我們特別強調需要在保護自然資源和發展遊

憩設施之間找到平衡，以確保計劃的可持續性和公正性。 

 

2. 建議的核心理念 

建議步道和其他基礎設施設計遵循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的 NbS 標準，以確保生物

多樣性的增益，並應對社會挑戰，提高生態和經濟的可持續性。以下是基於自然

的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NbS）標準的八項準則簡述： 

 

社會挑戰：設計應直接回應社區的重大需求，例如增進安全性、提供教育資源，

並明確測量這些活動對提升居民福祉的貢獻。 

大規模設計：：步道及相關設施的設計需融合生態與社會因素，考量不同部門的需

求，並尊重和整合地區的文化與歷史實踐。 

生物多樣性淨增益：：確保計劃設計強化當地及周邊的生態系統完整性，帶來正面

的生物多樣性增益，保護原生物種並促進其繁榮。 



 

 

經濟可行性：：計劃應具備長遠的經濟可行性，考慮到成本效益及維持可持續性的

潛在收益。 

包容性治理：：確保治理過程包容透明，讓地區社區和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決策過

程，並擁有足夠的回饋和申訴管道。 

平衡權衡：：計劃應平衡生態保護與社區發展的需求，透過持續的評估與調整，獲

得廣泛的社區認同和支持。 

適應性管理：：應對變化的環境和社會條件靈活調整策略，針對實施過程中出現的

新挑戰和問題進行調整。 

主流化與永續性：：將 NbS 標準融入相關法律和政策框架，保證計劃的持久性和效

果，與現有的規範和倡議保持一致。 

 

3. 具體意見和建議 

3.1 考慮以梅窩作為生態旅遊和分流中心的整合規劃 

在考慮到「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的發展後對基礎設施造成的壓力，特別是交通

老化和生態影響。建議將梅窩作為一個中心點來分流遊客, 作適應性管理。這樣

的規劃其有戰略意義可以解決幾個關鍵問題: 減少在脆弱生態區大興土木、交通

老化與基礎設施升級需求、以入場簡介來減少遊客公害。 

 

3.1.1 減少在脆弱生態區大興土木 

梅窩憑借其地理位置和豐富的文化背景，是設置主要遊客中心和分流點的

理想選擇。梅窩碼頭正在翻新，可將提升其作為生態走廊接待中心的功能，

同時減少在長沙、水口等地進行大規模土木工程的遊客中心。在交通樞紐

作起點，有效分流遊客，控制人流對脆弱生態區的影響。 

 



 

 

3.1.2 交通老化與基礎設施升級需求 

隨著「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的發展，大嶼山的交通老化問題都日益嚴重。

大嶼南路和羌山道等老舊道路，由於長期缺乏適當的維護，已顯著老化，

面對未來遊客量增加的壓力，迫切需要對這些基礎設施進行升級和改造。

同樣地,： 升級基礎設施需要時間,： 以配合其他改善工程計劃。 

 

3.1.3 以入場簡介來減少遊客公害 

作為生態旅遊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場所，梅窩利用其翻新後的碼頭不僅可以

作為遊度遊的「入口處」：，加入「沉浸式介紹」環節,： 展示南大嶼的生態和

文化。透過這些：「入場簡介」，教育遊客對進入「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後

應有的自然保護意識，減少遊客公害。 

 

3.2 社區牛管理 

在討論「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發展計劃時，必須平衡權衡, 可以透過解決牛群

管理和福利問題增添廣泛的社區認同 ,還可通過將牛群融入生態旅遊活動來增強

遊客對當地生態保護的認識。 

 

3.2.1 牛棚計劃與社區動物管理的意義 

發展生態旅遊應視整個生態鏈作為一體，包括社區牛。透過科學和人道的

管理方法，可以減少積存已久的人牛衝突問題，保護自然景觀及生態環境，

並提升地區作為生態和文化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 

 

3.2.2 以梅窩作為黃牛牛棚試驗地點 

梅窩因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和生物多樣性，是建立黃牛牛棚試點的理想



 

 

地點。梅窩的淡水濕地，作為香港最後的由牛隻放牧的濕地之一，提供了

人與自然可持續共存的展示窗口。 

 

3.2.3 牛棚計劃和策略（見附件一至三） 

(a)半開放式牛棚，以食物引導黃牛群的活動路線，並提供遮陽避雨的基本設施。 

(b)採用夜間集中圈養方式，減少牛群在社區內的活動，從而降低與人類的衝突和

交通安全問題。 

(c)配備排污和清潔系統，定期清理和消毒牛棚，確保牛棚和周圍環境的衛生。 

(d)社區參與和教育計劃：鼓勵當地居民和在全港招募義工參與牛棚的日常管理，

提升社區的認同感和參與度，同時透過教育活動和講座，增進公眾對動物保護和

自然保護的意識。 

 

3.3 深化及優化環保旅遊 

隨著「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計劃中提出增加住宿設施的建議，我們特此強調環

保旅遊（Green Tourism）的重要性，並提出以下策略以深化及優化此類旅遊方式，

確保其與環境保護的目標相符： 

 

3.3.1 建設環保住宿設施 

推動建設符合綠色標準的住宿設施，這包括使用可持續材料、節能設計、

以及有效的水資源管理系統。這些設施應力求對當地生態影響最小，並提

供高質量的客戶服務，以吸引對環保有認知的旅客。 

 

3.3.2 推廣低碳交通工具 

大嶼山的交通老化問題日益嚴重, 在此背景下，我們特別鼓勵遊客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訪問景點，以減少對道路的壓力和環境污染。建議不擴大「大

嶼山自駕遊計劃」，避免增加對脆弱生態區的擾動和污染。同樣地，升級基

礎設施需要時間，應與其他改善工程計劃配合，確保對當地生態的最小影

響。 

 

3.3.3 支持和促進地方產業及創新使用 

與嶼南農地合作，推廣當地有機和可持續生產的食品。此外，支持當地手

工藝品和其他傳統產業，透過旅遊消費來增加地方社區的經濟收入。特別

地，提倡利用牛糞為原料製作天然蚊香。這不僅幫助解決當地牛糞過剩的

問題，同時創造出環保、有用的產品，增加地方創新產品的多樣性。 

 

3.3.4 參與在地文化和社區活動 

在推動南大嶼的綠色旅遊和深度文化體驗方面，已有多個團體積極參與，

提供豐富的在地導覽和文化活動。為了進一步深化這些活動的影響和範圍，

建議政府參與並支持這些努力。通過與當地大學合作，推廣學術研究和實

地考察，不僅能增強教育價值，還能提升公眾對生態保護和文化保存的認

識。政府的參與可以為這些計劃提供必要的資源和政策支持，確保這些活

動的成功和可持續性，同時加強社區的凝聚力和文化的傳承。 

 

3.4 廣泛的社區認同 

在討論「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的每個項目時，我們注意到當地居民表達了多樣

的意見和擔憂。要讓這個項目成功，政策的製定和執行必須策略性地獲得廣泛的

社區支持。公眾的反應往往是可以理解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集體意

識和期望。因此，我們希望政府在推進「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時，應通過有效



 

 

的參與機制，充分聽取和考慮社區的聲音，以確保項目能夠真正符合當地居民的

利益和需求。這種廣泛的社區認同是計畫長期成功的關鍵。 

 

4. 結語 

總結本意見書的主要觀點，重申對這項重要倡議的成功，在於是否得到不同

持分者支持，並強調公眾參與在保障這項目有效而又持續實施中的重要性。希望

這些建議能被充分考慮，共同推動南大嶼的生態康樂走廊成為兼顧生態保護與公

眾利益的典範。 

 

 

 

 



 

 

附件一. 半開放牛棚的概念位置和黃色位置 

 

 

 

 

 

 

 

 

 

 

 

 

 

 

 



 

 

附件二. 半開放牛棚位置（綠色位置） 

A 區和 B 區:牛棚主要用地, 近堤有樹蔭。 



 

 

 附件三. 半開放牛棚位置入口（橙色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