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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從事環評工作的人士都覺得，環評除了是一個 ，亦是一種

，作用是： 

• 預防發展項目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方法是評估有關環境影響，並推行措施

避免出現問題； 

• 為發展決定及環境管理提供重要的平衡點；以及 

• 在決策過程中讓相關人士進行磋商及提出意見。 

 

 

 

 

 

 

 

 

 

 

 

 

 

 

 

   

文獻對環評的評論是…… 

 

 「環評是一個程序，在決定應否批准進行某項建議前，用以確

定並評估有關工程項目可能對環境產生的重大影響。即是說，對

環境最有利的方案，或至少在環境上可接受的方案，可在工程項

目的初始階段確定，並據此進行設計而得以避免或減少對環境造

成影響。」(英國環保署，二零零二年五月) 

 

 「環評是一個程序。過程中，由於掌握充足兼有用的環境資

料，使決策者能充分考慮環境因素，因而確保決策過程具透明度

及向公眾負責。」(Robert Verheem，荷蘭環評委員會) 

一般人會誤以為「環評」是一份報告。事實上，環評

是一份報告，也是一個程序。 

對於環評的作用，我們不應僅僅把環評視為評估工程

項目的環境影響及找出緩解措施的工具。環評的作用

不止於此，它還是一種規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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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從事環評工作的人士都覺得環評機制可用作： 

 爭取公眾對工程項目的支持； 

 及早解決相關人士關注的問題； 

 提供合法及有公信力的架構處理環境問題； 

 推廣工程項目倡議人的公眾形象；以及 

 為一種制定決策的工具。 

 

進行環評時考慮替代方案，避免、減少及緩解建議發展項目對環境造成不良影

響的程序，愈來愈備受關注。此外，公眾的參與，亦成為環評程序的重要一

環。 

 

 

 

 

 

 

 

 

 

 

 

 

 

普遍對環評的需要存有錯誤觀念： 

「環評之所以有需要，只是因為環境保護署要推行環

評而已！」 

「環評是用來滿足環評條例的規定的！」 

採用環評機制的最新發展 

考慮替代方案 

公眾參與 

促進跨界別合作 

外在開支轉為內在成本 

預測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 

建議環境緩解措施 

關注 
程度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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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環評條例指南》第1/2002號訂明環評程序的10項基本原則： 

 

：作為積極的規劃及決策工具 

：避免、預防及防止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 

：及早對決策作出正面影響，並積極構思各種方案 

：在整個工程項目發展周期內靈活運用 

：使環評建議能付諸實行 

：健全、透明度高兼具靈活性，可供公眾參與，並能因應環境作出改變 

：為環境及市民求取切實可行的環境成效 

：避免延遲提出關注 

：有效率兼具成效 

：各有關人士能坦誠達成協議、清晰預期需進行的工作及可取得的成

效，以及對爭議定出明確的解決方法 

 

 

環評機制可按以下的先後次序，用於工程項目或發展計劃，以： 

• 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 

• 及控制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 

• 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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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造成環境問題至為重要，從《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環評程

序技術備忘錄」) 關於生態的部分可見： 

 

 

 

 

 

 

 

 

 

 

 

 

 

 

 

 

 

 

 

 

 

 

 

關於「緩解」一詞 

 

 

 

 

 

 

 

 

 

 

 

 

環評程序技術備忘錄附件16第5.4.1條 

緩解重要生境及野生生物所受生態影響的一般政策，按優先次序臚列如下： 

(a) 避免： 
須採用合適的替代方法，盡可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潛在的生態影響，(例如：

更改工程場地、設計、建造方法、路線、規劃設計、工程計劃等)。在極端情

況下，當生態評估找出一些非常嚴重但不能緩解的影響時，「不進行」可能是

唯一切合實際的替代方法，並須列為方法之一，與所有其他方法對照評估。 

(b) 抑減： 
須採取適當可行的措施，如移植重要的植物物種、把工程限於某一特定地方或

季節進行、把受干擾地區修復 (如可能的話予以改良) 等，以盡量減少無可避

免的生態影響。 

(c) 彌償： 
重要物種 (例如樹木) 及生境 (例如林地) 的喪失，可藉着在其他地方 (工程

場地內或工程場地外) 提供同樣物種及生境的方法彌償。如可能的話，應要考

慮採取可豐富物種及生境，以及其他存護措施。 

 

環評條例附表1 

「緩解」，就一項指定工程項目而言－ 

(a) 指對該項工程項目的不良環境影響的消除、減少或控制； 

(b) 包括以取代、修復、補償或其他方式為該影響所導致對環境的損害

而作的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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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資料來源：按照環評條例規定作業的實例及良好作業方法，

環保署) 

 

2.3.1  
 選址 
 路線方案 
 選擇發展 / 建造 / 營辦項目的類別、規模及形式 
 選擇技術 / 燃料的種類 

在規劃階段避免產生環境問題的實例 
• 個案1 - 九廣東鐵紅磡至尖沙咀支線 
• 個案2 - 港燈的一座1 800兆瓦燃氣發電廠 
• 個案3 - 大嶼山南北連接路的改善工程 
• 個案4 - 東涌及大蠔餘下的發展計劃 
• 個案5 - 寶林至對面海的132千伏特電纜 

 

2.3.2  
 適當的布局、形式及外形設計 
 環保處理技術及設施 
 固定保護區 

在設計階段實施環境措施的實例 
• 個案6 - 數碼港發展計劃 
• 個案7 - 西鐵第1期工程 
• 個案8 - 香港迪士尼樂園 

 

2.3.3  
 分期進行填海 / 工程 
 使用淤泥屏障以減少污染 
 使用隔音屏障 / 隔音蓋以減少噪音影響 
 環境監察及審核 

在建造期間實施環境措施以減少影響的實例 
• 個案9 - 白石角填海工程 
• 個案10 - 長沙灣魚類養殖區的挖泥工程 
• 個案11 - 港燈的一座1 800兆瓦燃氣發電廠的填海工程 
• 個案12 - 數碼港發展計劃的北面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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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造及營運約1.5公里的地下鐵路。 

 

多邊形方頂訊號塔建於
一九零七年，用作放置
時間球儀。時間球儀有
助把西方的時間標準，
帶入使用傳統計時制度
的中國人社會。 

原定計劃 
進行環評研究後的修訂計劃 

 
 
 

 
原定計劃據用具高文化遺產價值的訊號山。 
 
 

 
透過另定路線及設計，避開具100年歷史的訊號山，以免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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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800  

 地點 1－喜靈洲南 
地點 2－周公島南 
地點 3－大鴉洲南 
地點 4－小鴉洲南 
地點 5－石鼓洲南 
地點 6－南丫島西 
地點 7－長洲北 
地點 8－龍鼓灘 
地點 9－大嶼山北 
地點 10－西博寮海峽的人工島 
地點 11－南丫島東南 
地點 12－南丫島東 
地點 13－鶴咀半島的西面海岸線 
地點 14－赤柱半島西南 
地點 15－赤柱半島東南 
地點 16－Bokharo Rocks 的人工島 
地點 17－南丫島發電廠擴建廠址位置  

 
 

建議建造一座 1 800 兆瓦的新發電廠 
 

 
 

 － 在規劃階段初期列出 17 個地點，以供選取環保方案 
 

 － 在規劃階段初期，確定並評價不同的燃煤及燃氣技術 
 

 －採用環保燃料發電，避免釋出大量污染物及減少填海 
 
 

香港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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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海工程項目 
 

 
新發展計劃對大蠔灣的生態造成影響。 
 

 
透過環評程序取消整項大蠔灣填海工程，避免對生態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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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 
鹿地塘沼澤地

保護大蠔灣生態
系統(淡水生境、紅
樹林、海草及泥灘) 

保存大蠔河 
(育有 46 種淡水魚) 

在環評程序中 
放棄的路線 

正考慮擴闊 
現有的東涌道 

保存蓮花山 
已成長的天然林地 

 

 
改善現時未符合標準的東涌道，並建造一條改良的道路，連接大嶼山南北。 
 

 
建議的道路貫穿鄉郊地區，包括郊野公園及生態易受破壞地區。 
 

 
及 對環境造成影響一直是環評程序中的重要元素。透過全面的方案評估，評價並比較介乎大

東山與長沙的 4 個北面路線方案及 4 個南面路線方案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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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32  

 

 原定路線

修訂路線

 

 
 

建造及營辦132千伏特的架空電纜杆及地底電纜。部分電纜位於馬鞍山郊野公園，以及井欄樹、

蠔涌及北港等地的自然保育區範圍內。 
 

 
沿原定路線發現稀有及受保護的樹木品種。 
 

 
透過另定路線， 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採用環保設計， 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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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ey measuresKey measures

6,000 existing6,000 existing
residents residents 
protectedprotected

Key measuresKey measures

6,000 existing6,000 existing
residents residents 
protectedprotected

 
 

 

 

 

 

數碼港發展計劃擬建造世界級設施，供資訊科技公司設立辦事處。發展項目包括在現有的26公頃填海土

地上建造住宅及商業樓宇、幹路、污水處理廠及300米長的海底污水渠。 

 

隔音蓋

 
 

 

裝設臨時隔音罩 / 屏障及向填料灑水，

以控制污染。 

經常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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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工程項目為建造電氣化雙軌載客鐵路系統。 
 

 
在環評過程中策劃的特別減音設計、隔音屏障及隔音罩，將令大約560 000名現有及將來的居民受到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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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採用護面石砌斜面海
堤設計，以利便潮間及
潮後在硬面羣聚的生
物重新繁殖 

採用明渠設計，以保
存 2 公里長的天然
海岸線 

在主題公園的設計圖內納入 6 公
里長的景觀美化土堤，使愉景灣
25 000 名及坪洲 11 000 名居民受
到保障 

按照環評研究的建議，把扒頭鼓陸
岬及附近水域劃為自然保育區，以
保護生態易受破壞地區 

 

 

在主題公園發展工程項目納入全面的環保措施，可製造超過20 000個就業職位，每年吸引2 000萬名遊客

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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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填海工程分階段進行，以減少懸浮固體及沉積物捲流散逸。 

10  

 

Silt Curtains 

保護 22 公頃魚類養殖區 

淤泥屏障 

 

 

使用淤泥屏障及密封式抓斗挖泥機，減少懸浮固體散逸，以保護22公頃的魚類養殖區。 

 

 

 



 環境保護署 

2 - 15 
2.4  

12  

 
隔音屏障  

N i

 

 

 

11 1 800  

 

淤泥屏障

淤泥屏障
 

 

易受噪音影響的地方： 
高樓大廈的平台 

 

使用淤泥屏障，減少懸浮固體散逸，以保護附近易受影響的地方。 

 

使用隔音屏障及隔音蓋，盡量擋隔噪音。 

碎石用隔音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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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替代方案及進行工程項目的理據 

 

 

 

 

 

 

 

 

 

 

 

 

 

 

 

 

 

 

 

 

 

 

 

 

 

 

 

在工程項目發展周期，包括在前期可行性研究及可行性研究階段，應徹底考慮

進行工程項目的理據及替代發展方案。 

為了促進工程項目發展周期較後階段的進展，工程項目倡議人應積極確定環境

影響，並應用環評的基本原則 (避免-減少-緩解環境影響)。環評機制在工程項

目的構思階段較為重要，因有足夠的空間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由於公眾一般希望知道進行工程項目的原因、進行的理據及替代方案，故應在

工程項目的發展過程中作記錄，以顯示曾考慮的因素。 

據《土木工程管理手冊》所載： 

工程項目的需要基於： 

a. 符合規劃及發展要求； 

b. 改善現有的設施 / 服務；或 

c. 完成現有的發展計劃。 

為確定某工程項目的需要，一般應考慮： 

a. 問題的原因； 

b. 替代方案，包括評估相對的優點和缺點； 

c. 選擇較可取方案而非其他替代方案的原因；以及 

d. 維持原狀的後果。 

在確定工程項目的細節前，倡議人有責任考慮工程項目是否有需要，並協助解

釋工程項目的理念。 

展開工程項目的初期規劃工作時，應確定多個因素，當中包括： 

a. 工程項目確有需要進行，並具理據證明 

b. 建議的工程項目完全或部分符合實際需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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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述問答只應作訓練用途，不能作為法律解釋或視為全面涵蓋。 

 

 

2.5.1 環評機制的基本原理及原則 

 

 

 

 

按照環評條例的規定建立的環評機制，在平衡保護環境及發展需求方面擔當重

要角色。據《二零零一年施政方針》所載，環評條例有助工程項目倡議人在工

程規劃初期，充分考慮各項環保要求。鑑於發展的壓力日益增加，環評機制的

有效運作更見重要。 

制定環評條例，是為了評估個別工程項目及建議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並為保

護環境及附帶事宜訂定條文。 

 

 

 

 

 

位於香港灣仔修頓中心 27樓的環評條例登記冊辦事處展示了環評條

例 的 記 錄 ， 供 公 眾 查 閱 。 此 外 ， 公 眾 可 透 過 環 評 條 例 的 網 頁  
(http://www.epd.gov.hk/eia/)，獲取關於環評的最新資料，當中包括獲批准的環評

報告、環評研究概要、已簽發的環境許可證等。網頁亦載有有用的參考資料，

例如環評條例指南、良好環評作業及實例，以及其他有用資料。 

 

 

 

 

 

工程項目的 ，即由策略規劃階段至建造及營辦階段均應納

入環境因素。當局已完成多個策略性環評研究，並已上載本署的網上環評協助

平台，以供參考。 
重點 

環評機制的作用為何？發展環評條例及環境許可證的基礎為何？ 

如何獲取環評條例的最新資料？ 

倡議人應在哪個階段，把環境因素納入工程項目的規劃？ 



 環境保護署 

2 - 18 

環保署建議工程項目倡議人在實施工程項目，尤其是在工程項目構思階段跟進

策略性研究的建議。及早關注環境，有助避免產生環境問題。 

 

 

 

 

 

這是環評機制中運用的重要原則，按先後次序排列。 

環評程序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避免及防止建議的工程項目對環境產生不良後

果。如不能完全避免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應考慮採取措施，減少及控制可能

出現的環境影響，以符合既定的準則。 

為使環評報告讀者更清楚了解箇中情況，環評報告內關於工程項目歷史的章節

應列出曾考慮過之替代方案，以免對環境造成影響。 

 

 

 

 

 

在典型的環評程序下，篩選會用作決定建議的項目是否需要進行環評研究，而

劃定評估範圍則為確定在環評研究中須評審的相關環境問題。篩選及劃定評估

範圍在環評程序的重要性，可由下述圖片說明： 

 

重點 

在一般環評程序中，「避免、減少及緩解環境影響」涉及什麼工

作？ 

篩選及劃定評估範圍與環評研究之間的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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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如決定提交環評報告，便應提交工程項目簡介，以申請研究概要。擬備

研究概要時，須進行劃定評估範圍的工作，以確定相關的環境問題。 

 

篩選及劃定評估範圍的重要性

• 篩選 – 決定是否需要樁地基

• 劃定範圍 – 決定需要哪種樁地基 (鑽孔樁、H形鋼樁等)

PILES

環評程序的其他部分
(上層結構 )
篩選及劃定評估範圍
(底層結構 )

 

篩選及劃定評估範圍的重要性

環評程序中如沒有進行篩選
及劃定評估範圍的工作，建
築物就如建在啫喱物上，岌

岌可危。

JELLY

篩選及劃定評估範圍的重要性

JELLY

建築物最終會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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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關於環評程序及時限的資料，讀者可參閱《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指

南》。 

 

 

 

 

 

就申請環境許可證而言，指定工程項目可經過環評程序，或申請准許直接申請

環境許可證。 

 

 

 

 

 

環評是個 ，公眾及環諮會可在公眾查閱期內，就工程項目簡介及環評

報告提出意見。 

如要更深入了解公眾意見有何作用，讀者可到環評條例網頁參考「上訴案裁決

書－上水至落馬洲支線」。 

 

 

 

 

 

除合約規定外，倡議人與顧問之間宜建立合作伙伴關係。倡議人須負責整項工

程項目，了解到執行工程項目及環評建議的職責。他們應查明環評程序中假設

的情況、輸入的資料及建議在工程過程是否切實可行，以及能否適時及有系統

地完成工程。 

為指定工程項目申請環境許可證是否必須進行環評？ 

在整段環評研究進行期間，倡議人與環評顧問擔當什麼角色？ 

公眾意見在環評中角色在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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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進行環評工作的一些實用提示 

 

 

 

 

擬備工程項目簡介的規定已載於環評程序技術備忘錄附件1及2。 

基於工程項目簡介通常是公眾查閱的第一份工程項目資料，其內容應清楚及備

有足夠資料，使公眾明白工程項目的範圍而不致有所誤解。 

 

 

 

 

 

所有按照環評條例規定獲批准的環評報告，均存放在環評條例登記冊辦事處，

以及上載環評條例網頁(http://www.epd.gov.hk/eia/)，供公眾查閱。 

 

 

 

 

 

內容可靠而充足的基線調查及影響評估，是環評研究的基礎。沒有妥善確立這

些基本資料，環評便不可信。 

 

 

 

 

 

所有預測工作，從本質上來說，均包含不明朗因素。使用合適的模型及準確輸

入數據至為重要，有助從中作出可靠的預測。因此，倡議人應參與及全情投入

不同情景及假設的制定。其中，倡議人須確保採用有關參數能被其接受。 

 

如何擬備工程項目簡介？ 

如何從類似的工程項目及環評中獲取參考資料？ 

基線調查及假設資料在影響評估中擔當什麼角色？ 

如何利用定量模型作出可靠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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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發展項目的環境監察及審核指引》是一份有用的資料，可供讀者參考。 

該指引解釋，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可有效監察一個發展項目在實施期間的環境

表現，並採取適當的緩解措施，以減輕對環境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事實上，並

非所有發展項目均需要進行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需要進行與否，由獲批准的

環評研究決定。本手冊第六部會進一步討論有效的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並附

以個案研究說明。 

 

 

 

 

 

 

完成環評工作後，工程項目倡議人有責任實施環評報告所載的緩解措施及建

議。因此，工程項目倡議人應詳細檢討這些建議，務求以具效率、有效兼靈活

的方法實施有關建議。由於實施緩解措施的計劃執行時間表內摘錄多項環評建

議，而該時間表可能是落實工程項目的基礎，工程項目倡議人務須細心檢討環

評報告內的各項建議。 

有用的檢討工作指引，已分別載於《環評條例指南》第5/2002號「環境影響評估

程序要求的緩解措施計劃執行時間表」及第3/2002號「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建議的

緩解措施的靈活程度及執行範圍」。 

概括而言，工程項目倡議人須查明實施建議的效益及在工程上的可行程度 (如
有否清理足夠的建造工地、交通視線是否充足，或有否互不兼容的設施)。一般

而言，倡議人須查明「五何問題」，分別是： 

 會執行 緩解措施？ 

 由 執行？ 

 在 執行？ 

 在  (即在什麼地點) 執行？ 

 這些措施應符合 標準或規定？ 

本手冊第六部將會詳細討論如何更靈活地執行緩解措施，並提供更多實用提

示。 

 

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的功用為何？環境小組組長及獨立環境查核

人的角色為何？應由誰聘任？ 

哪些方法可協助倡議人檢討如何能靈活地實施緩解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