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顾问研究」工作坊 

2005年 4月 7日 
 
 

  旅游事务署于二零零四年七月委托顾问研究发展水

疗及消闲度假设施。一个就有关顾问研究初步结果的工作坊

已于二零零五年四月七日举行。 

  共有超过１２０位参加者参与是次工作坊，包括区议

员、来自环保团体、相关业界人士（包括旅游业、酒店、水

疗及度假设施营运商）、商界、大学、专业团体、香港旅游

发展局及政府部门等代表。  

  工作坊由独立的顾问主持。独立顾问已完成有关意见

报告（载于附件）总结参加者于工作坊发表的意见。 
 

  顾问将会在考虑工作坊及由其它途径收集所得的意

见后完成有关研究报告。政府对如何展开有关计划持开放态

度，并将审慎考虑顾问提交的最后建议及咨询收集的意见。

我们会在有具体方案时再咨询公众。 
 

 

 

旅游事务署 

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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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顾问研究」工作坊  
 

2005 年 4 月 7 日  
 
 

工作坊意见报告  
 
 

 
 
 
 
 
 
 
 
 
 
 
 
 
 
 
 
 
此意见报告综合了工作坊内参加者的意见。讨论的意见共分以下三个

范畴： I. 可发展设施的类别； II. 发展时须考虑的主要因素； III.发
展过程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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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4 月 7 日  
「发展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顾问研究」工作坊  

 
 
 
背景  
 
  旅游事务署在 2004 年 7 月委聘顾问公司就在香港发展水疗及
消闲度假设施进行研究。顾问公司的初步研究结果确定了香港具有发

展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的潜力。  
 
 旅游事务署于 2005 年 4 月 7 日举办了一个工作坊，介绍顾问
研究的初步结果，并搜集市民对此事宜的意见。大部分参加者均表示

支持香港发展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认为有关项目可促进旅游业，并

改善本港经济。很多参加者认为香港具有发展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的

潜力，因为香港郊区及海岸一带的自然环境优美。在小组讨论时段，

我们就多方面征询了参加者的意见，特别是以下三个范畴：  
 
I.  可发展设施的类别  
II.  发展时须考虑的主要因素  
III.  发展过程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意见摘要  
 
I.  可发展设施的类别  
 

A.  设计准则   
 

-  该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需有明确的主题供拓展整体形象和
提升竞争能力，以便日后成为著名的品牌  

-  该度假设施应以高消费客群为目标，但亦应吸引中上层的消
费者享用设施  

-  低密度的度假设施更见吸引  
 

B.  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的主题  
 

-  洗涤心灵、宁谧恬静、远离繁嚣  
-  全面护理，着重身心健康  
-  全天候式综合度假设施  
-  外展式旅游点  
-  糅合东、西方特色的度假设施  
-  与压力管理、团队精神及自我反思有关的主题  
-  利用香港的特色，包括海洋及岛屿  
-  建议以 “芬芳之园 ”为主题  
-  富渔农特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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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家庭为本的主题  
-  与太极、针灸、中医等东方文化有关的主题   
-  推广文物及文化的主题  
 

C. 拟议兴建／提供的具体设施  
 
水疗设施  
-  瑞士式或中国式的室内及户外水疗设施，以及高科技水疗设
施  

-  美容或护肤活动，例如按摩服务、医疗或护肤水疗、蒸气浴、
纤体水疗／服务及香熏治疗   

 
康乐设施  
-  水上活动设施，例如帆船及供垂钓用的船只  
-  其它室内及户外体育设施，例如攀石、绳网、健身、单车及
远足、跳伞、高尔夫球及郊游用的设施  

-  户外水上活动，例如滑水、帆船、独木舟、水肺式潜水、喷
射滑橇及钓鱼   

-  室内水上活动，例如水球、水上舞蹈及表演  
-  户外活动，例如大自然导赏班、远足、历奇游戏、高尔夫球、
露营、植树及日光浴  

 
商务设施  
-  与商务旅程有关的设施，例如会议室及商务中心  
 
教育设施  
-  学生培训中心  
-  生态公园  
-  中药种植及教育中心  
-  展览中心  
-  为儿童而设的教育设施，例如活动营、海洋研究设施和骑马
活动的设施  

 
其它设施  
-  幼儿设施，例如日间照顾和游戏小组   
-  营地  
-  餐厅及酒吧  
-  药膳食坊  
-  晚间娱乐，例如赌场、的士高、游戏中心、商店  
-  婚宴设施  
-  美容设施  
-  艺术、音乐及颜色治疗   
-  专为非酒店住客而设的高级餐饮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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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发展时须考虑的主要因素  
 

A.  环境方面的关注  
 

-  水疗设施需要大量能源加热用水和冷却住客房间；应规定回
收热能，并使用高效能的水加热机、热泵和不会排放废气的

设备及鼓励使用再生能源  
-  废物和废水的管理和处理  
-  应确保度假设施的兴建工程不会污染水质，而政府应一并推
行水疗度假设施项目与水质改善计划  

-  要求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的旅游作业，包括不破坏现存环境
并保持优美风景的要素，对当地居民的滋扰减至最低，善用

土地，以及不剥夺市民大众享受大自然的权利  
 

B.  交通方面的关注  
 

-  需要方便易达的道路及交通连系  
-  虽然水路交通仍有限制而需进一步改善，但可把陆路交通对
地区运输所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  

-  建议提供 24 小时穿梭往来度假设施与市区的交通安排，并
提出不同岛屿之间交通运输的全盘计划，例如接驳岛屿与度

假设施的水上的士服务  
 

C. 财政可行性  
 

-  关注投资回报，以及政府并未作出利润保证  
-  必须在财政上可行  
-  有关项目可能需要政府资助才能有利可言  
-  担心租约年期和土地成本  
-  建议进行市场研究，以证实经济上的可行性  
 

D.  其它有关可行性方面的关注  
 

-  担心香港对外的形象并非 “静享闲情 ”的地方  
-  关注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及澳门等邻近地区的竞争或合
作机会  

-  关注发展新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与纯粹提升现有设施之间
的冲突  

-  鉴于所需投资庞大，质疑有关计划在吸引游客到访香港的成
效  

-  关注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预定对象的人数  
-  关注政府规例及审批程序，以及政府是否与私人发展项目在
土地使用上有竞争情况出现  

-  询问有关发展多个水疗设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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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营办商如何就发展项目接洽旅游团，以及日后设施的管
理和保养问题  

-  关注有关项目的推广计划  
-  应从市场需求出发，先确定顾客组合及期望，才进行设计并
制订适当的发展计划，包括交通畅达程度和环境兼容程度  

-  建议拨出更多土地供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的发展  
-  建议政府注意有关项目的定位应同时迎合本地市民和外国
游客  

 
 
III. 发展过程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A.  选址  
 

-  为选址订立客观的评审标准  
-  应选择偏僻且远离商业区的地点   
-  不一定要选择沿岸地点，可以考虑内陆地点或山区  
-  选址必须可作多用途发展，并为顾客提供游览多个景点的体
验  

-  选址应可作进一步扩充和发展  
-  选址时不应对准与外界隔绝且无人居住的地点或郊野公园，
否则会开在郊野公园内进行发展的不良先例  

-  如邀请当地主要有关各方参与发展，将可促进社会经济效
益，例如区内就业  

-  如选址交通方便，可在住宿服务以外增设日间水疗服务  
-  香港如要成为度假胜地，应有不同的度假设施供顾客选择  

 
个案研究：西贡万宜羁留中心  
 
-  建议改用大浪西湾，因为万宜羁留中心毗邻有一个筑得很高
的水坝（高坝）  

-  建议平衡香港东部和西部的发展，现时九龙和大屿山已有很
多发展项目，故提议以西贡作为首选  

-  西贡水陆交通方便  
-  除了羁留中心外，西贡尚有其它具备发展潜力的地点可进一
步研究用以发展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  

-  这选址并不天然，亦无天然沙滩；高坝更遮挡了其中一方的
景观  

-  对环境的影响较其余两个选址相对较小  
 
个案研究：南大屿山长沙泳滩  

 
-  或对沿岸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  缺乏污水处理基建设施  
-  因道路有使用限制，加上许可证制度的实施，该址不易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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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屿山有水质良好的土地。长沙泳滩环境优美，管理完善，
当地环境应不会受到太大破坏  

-  长沙位于南面山麓，阳光充沛，空气较其它地区清新，加上
环境较为和暖，有较长的时间适合游泳和潜水等活动  

 
个案研究：索罟群岛大鸦洲  
-  需斥巨资发展基建  
-  只能依赖水路交通  
 

B.  环保  
 

-  《环境影响评估条例》对项目的发展予以严谨的限制。在现
行《环境影响评估条例》规管下，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的发

展恐难成事，因此建议政府放宽政策  
-  质疑营办商是否会采取足以纾减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措施，因
为这些措施可能会影响有关项目的经济效益  

 
C. 社区人士的参与  
 

-  由于相关社区人士或会提出反对，建议先咨询区议会  
-  进行任何发展项目时，应注重社区效益   
-  应保障现时土地业权人士的利益  
-  应着重改善和振兴有关地区的社会经济地位  
-  发展项目需获有关地区人士支持，并在规划初期邀请他们参
与  

 
D.  政府的参与  
 

-  质疑为何选址只限于政府土地，建议同时考虑私人土地；政
府不应预先排除其它合适的地点  

-  建议公私合营  
-  关注向政府各部门申请各项所需的许可证需时太长，或会引
致“额外”成本  

-  关注政府对市场垄断、行业竞争、发牌和立法的政策及立场  
-  建议政府委派专责小组统筹发展项目，并理顺各部门的合作
关系  

-  建议政府提供基建支持，并鼓励私人参与  
-  需要一套政策和计划，方可有效推展有关项目  

 
E.  天气  
 

-  兴建全天候设施以补潜在不足之处  
-  关注“天气欠佳”时候的营商环境，建议在山区兴建度假设
施以解决天气问题  



 - 8 -

 
F.  所需劳工  

 
-  关注人力资源事宜，例如员工的薪酬、签证、工作许可证，
以及员工在提供水疗服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及技能  

-  担心从何处聘请专业治疗师，并问及可否从泰国引进  
-  关注市场上是否有培训和装备这类治疗师的机构／学院  
-  质疑香港人（尤其是青少年）是否有兴趣成为水疗治疗师  

 
 
IV. 其它 

 
-  认同这个项目可改善本港经济  
-  应订立一个应变持续发展方案，以防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的
式微  

- 质疑这是否改善有关地区的居民的“福祉”的唯一方法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