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零零六年六月二十六日會議  
討論文件  
 
 

立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新界東北部綠色旅遊先導項目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簡介在新界東北部的綠色旅遊先導

項目。  
 
背景  
 
2.  推廣綠色旅遊，除可令香港的旅遊特色更多元化，更有

助提高公眾人士對環境保育的意識，帶動本土經濟。政府旨在按

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善用現有資源推廣綠色旅遊。  
 
3. 新界北部擁有豐富的天然、文化及文物資源。旅遊事務

署早前曾委託顧問進行研究，以尋求該區可推廣旅遊的機會。在

研究完成後，旅遊事務署就研究結果諮詢各有關人士，包括區議

會、當地社區、環保團體、旅遊業界等。由於各界反應正面，旅

遊事務署成立跨部門委員會，在船灣及赤門海峽一帶和東平洲推

行綠色旅遊先導項目。  
 
4. 旅遊事務署在2005年年初舉辦諮詢會，徵詢各界人士對

先導項目的意見。環保團體認為東平洲的生態環境易受任何積極

發展影響。在船灣及赤門海峽一帶的先導項目，則普遍獲得支持。 
 
先導項目  
 
5.  政府與當地居民、業界及旅遊發展局（旅發局）進一步

討論後，在 2005年年底落實先導項目的細則。先導項目包括三大

環節：改善基本設施、環遊外島觀光路線、及以自然保育和教育

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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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改善基本設施  
 
6. 我們正在船灣及赤門海峽一帶，提供及改善基本設施，

例如廁所、涼亭、座椅、碼頭設施、指示標誌等，方便遊人欣賞

自然景緻。改善工程的範圍如下：  
 

地點  工程  

　枝窩  (a) 重建廣場  
n  重鋪地面  
n  設置座椅、涼亭及排水渠  

(b) 於廣場設置指示鄰近旅遊景點的資訊地圖

牌  
(c) 於適當地點設置指示標誌  

鴨洲  (a) 設置指示島上旅遊景點的資訊地圖牌  
(b) 於適當地點設置指示標誌  
(c) 建造觀景台和相關的行人徑通道  
(d) 於觀景台設置指示鴨洲鄰近景點的資訊板  

吉澳  (a) 建造廣場  
(b) 設置指示島上旅遊景點的資訊地圖牌  
(c) 於適當地點設置指示標誌  

塔門  (a) 於碼頭設置座椅  
(b) 設置指示島上旅遊景點的資訊地圖牌  
(c) 於適當地點設置指示標誌  
(d) 為弓背的步行徑沿途現有座椅設置上蓋  

烏溪沙碼頭  (a) 設置資訊地圖牌指示旅遊景點，例如區內離

島的位置  
(b) 於適當地點設置方向指示標誌，方便公眾人

士前往碼頭   
(c) 通往碼頭的行人徑設置照明設備  
(d) 沿行人徑設置座椅及上蓋  
(e) 為行人徑附近範圍栽種樹木  

大尾篤  (a) 設置指示旅遊景點的資訊地圖牌  
(b) 於適當地點設置指示標誌  
(c) 在碼頭附近設置座椅和涼亭  
(d) 改善現有一個廁所  

船灣–新娘潭路  改善並為現有三個廁所供應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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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工程  

馬料水碼頭  (a) 設置指示旅遊景點的資訊地圖牌  
(b) 於適當地點設置方向指示標誌，方便公眾人

士前往碼頭  
(c) 在碼頭設置座椅  

 
7. 鑑於東平洲被認定為生態保育地區，其生態環境易受影

響，不宜在該處進行大規模的基建發展。故此，政府按可持續發

展的原則，只計劃改善島上的基本設施，包括：  
 

(a) 持續提升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設施，以配合遊人使用東

平洲郊遊徑欣賞島上的自然景緻；  
 
(b) 改善現有的東平洲碼頭；  

 
(c) 改善碼頭附近一個現有厠所；及  

 
(d) 在天后廟和譚大仙廟外豎設資料板，講述這些廟宇的歷

史和文物價值。  
 

8. 先導項目的改善工程已於 2006年 3月動工，大部分將於

2007年完成。  
 
9. 因不涉及大型工程，所以有關項目由旅遊事務署統籌，

並由各專責部門包括建築署、土木工程拓展署及漁農自然護理署

(漁護署 )以現有資源進行。  
 
(B) 環遊外島觀光路線  
 
10. 旅發局將與業界於 2006年 9月試辦環遊外島半天團，為

期六個月，以測試市場反應。旅發局擬吸引旅客到印洲塘海岸公

園、荔枝窩、吉澳和塔門島觀光和欣賞大自然景緻，例如當地的

傳統村落、海岸小徑和原生樹木等。特色旅遊點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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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印州塘海岸公園的沿岸風景；  
 
(b) 荔枝窩獨特的原生樹木、客家村落和協天宮；  
 
(c) 吉澳的傳統魚村和天后宮；及  
 
(d) 塔門著名的呂字疊石等。  

 
11. 業界對試辦環遊外島團大致表示支持。旅發局會推出業

界考察活動，並透過其網站和印製小冊子加強推廣。  
 
(C) 以自然保育和教育配合發展  
 
12. 郊野公園是推廣綠色旅遊的焦點。漁護署會繼續在郊野

公園、海岸公園和生態易受影響的地區推行自然保育及教育措

施，包括保護本港的動植物，改善郊野公園的環境，並透過互聯

網、刊物、現場解說牌、主題活動及導賞團等不同途徑，推廣負

責任的自然觀賞行為。  
 
未來路向  
 
13. 政府將以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為原則，繼續探索推廣

綠色旅遊的機會，並會邀請區議會及相關人士參與計劃過程。  
 
 
 
 
 
 
 
經濟發展及勞工局  
二零零六年六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