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建人工泳灘建人工泳灘建人工泳灘建人工泳灘、、、、    漠視地貌漠視地貌漠視地貌漠視地貌岩石岩石岩石岩石保育保育保育保育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於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去信環保署, 強烈反對政府計劃在大埔龍尾建

200 米的人工泳灘。 

 

天然海岸線是香港的珍貴資源, 一經毀壞, 不可彌補。近年更因興建大量房屋基建項目，我們有

限的天然海岸線已迅速減少。 因此, 除非該工程是為解決基本民生問題，否則，政府不應隨意

破壞天然海岸線。 

 

政府建議在大埔龍尾發展人造泳灘, 因為除了西貢區外，新界東並無泳灘設施，而前者亦遠離大

埔區。這樣的論據，實屬牽強。 如此推論，我們豈非每一區也需要建一泳灘？香港已有很多優

美自然的海灘，交通亦非常方便。政府豈能為了滿足一區對游泳設施的需求而破壞全港市民的

寶貴資源。  

 

我們亦質疑這人工泳灘將會帶給該區及香港市民的實際效益。據環評報告資料顯示，在零七年

三月至七月泳季，龍尾的水質, 只有 19%的日子達一般，欠佳的為 43% ，極差的高達 38%；即

使如環評報告估計在渠務工程完成後，泳季水質欠佳日子的比率也有 24%，極差的也高達 14%。

據環保署資料，水質欠佳的輕微疾病感染率為每千名泳客 11 至 15 宗。 試問政府花費一億三千

萬公帑（而日後運作和保養費仍是未知之數），更要犧牲我們珍貴的資源，去建一個水質欠佳

的人工泳灘，是否合符經濟效益？是否負責任的行為？ 

 

建議書亦指出泳灘亦可用作堆沙、日光浴及其他沙灘上的康樂活動。 現時龍尾的沙/石灘及其附

近的自然生態已是一個極佳的景點去提倡生態旅遊。 藉此,可提高市民對大自然的欣賞， 帶動

本土的經濟。 為何要用人工泳灘取代大自然沙灘、石灘， 嚴重破壞自然生態和野生動物？這

是什麼邏輯 、是什麼環保政策？ 

 

環評報告更顯露政府完全漠視地貌岩石保育的重要性。報告指出，大埔龍尾的前濱景觀區和沙/

石灘，在該區非常罕見，景觀價值甚高，施工期間所造成不可減輕的影響很大; 就算在緩解措施

實施 10 年後,仍有中度的剩餘影響。如此，政府為何仍擬建人工泳灘，徹底催毀香港珍貴的地

貌岩石–所有生態系統之本。 

 

我們認為當局應該珍惜這片天然海岸線，保留原有自然景貌，配合與自然環境融合的設施、發

展為一個生態旅遊點，既可提供市民一個休憩場所，亦可吸引遊客。懇請政府認真徹實執行環

境保育及可持續性發展政策，不再空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