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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數十年來，海魚養殖業一直是香港漁業的重要一環。各種海魚養殖活動都必須按照《海魚養殖條例》

（第 353 章）的規定領取牌照，並在指定的魚類養殖區經營。由於海魚養殖對環境的影響，當局自 1990

年起已暫停為現有魚類養殖區發出新的海魚養殖業牌照及擴展持牌養殖區域；而且，除了少數因為公共

工程而必須於新地點重置的魚類養殖區之外，停止了指定新的魚類養殖區。鑑於多年來海魚養殖技術的

進步和監管措施的提升，業界的運作方式亦有改變，魚類養殖區和附近的海洋環境在過去二十年已有顯

著改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了「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負責研究本港漁業長遠發展的方向和目標，以

及促進漁業可持續發展的可行方案。該委員會於 2010 年建議政府重新檢討以上暫緩發展的措施，以促

進漁民從捕撈漁業轉型至海魚養殖業。捕撈漁民對海洋環境和魚類的知識有助於養殖海魚，因此，海魚

養殖業是他們另一個可行的謀生選擇。 

為了促進本地海魚養殖業的可持續發展，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建議解除這些暫緩發展的措施，並

設立新的魚類養殖區和發出新的海魚養殖業牌照。漁護署於 2014 年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研究，根據多項

社會和環境準則並參考國際最新的海魚養殖方法，探討適合作為魚類養殖區的新地點
(1)
。此外，研究也

就著新魚類養殖區的選址向相關持份者進行諮詢，包括政府部門及海魚養殖業的代表。海魚養殖業界大

致支持設立新的魚類養殖區，並同意業界應該走向現代化。研究選出四個具有潛力發展新的魚類養殖區

的地點，包括黃竹角海魚類養殖區、外塔門魚類養殖區、大鵬灣魚類養殖區和蒲台（東南）魚類養殖區。

行政長官在 2018 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將建議在合適地點設立新的魚類養殖區，務求創造更

多空間供海魚養殖業發展，包括讓捕撈漁民轉型至這種可持續發展的營運方式，以及提供空間在開放水

域發展新型的深海養殖技術，及吸引新從業者營運。 

本環境影響評估（環評）研究了其中一個具有潛力的魚類養殖區地點，即黃竹角海魚類養殖區（以下稱

為「本項目」）。本項目的位置圖在圖 1.1 展示。 

1.2 本項目的性質 

本項目旨在於黃竹角海設立新的魚類養殖區以促進本地海魚養殖業的可持續發展。本項目內容包括： 

▪ 組裝和錨固在場外預製的魚排結構，包括在項目範圍內的魚排／網箱、輔助設施和繫泊系統；及 

▪ 在本項目範圍內受《海魚養殖條例》（第 353章）規管的海魚養殖活動。 

本項目不涉及任何陸地上進行的工程、結構及活動。 

根據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環評條例）附表 2 第 1 部第 M.1(a) 項，本項目為「魚類養殖區，而其面積

超過 5 公頃」，屬於指定工程項目，須申請環境許可證以進行其施工和營辦。 

根據「環評條例」第 5(1)(a) 條的要求，漁護署於 2019 年 10 月 15 日提交了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概要申請，

並附有《工程項目簡介》（編號 PP-590/2019。根據「環評條例」第 5(7)(a) 條的規定，環保署在 2019 年

11 月 27 日發出《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概要》（編號 ESB-324/2019）（以下簡稱《研究概要》）。 

1.3 指定工程項目 

是次環評研究旨在就本項目及相關工程於建造和運作期間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提供有關其影響性質

和範圍的資料。這些資料有助於環境保護署署長就下列事項作出決定： 

▪ 本項目可能造成的不良環境影響的整體可接受程度； 

▪ 本項目在詳細設計、施工和運作方面必須盡可能符合的條件和要求，藉以緩解工程可能造成的不良

環境影響；及 

▪ 在實施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後，相關剩餘影響的可接受程度。 

 
1
 合約編號 AFCD/FIS/01/14：於香港境內物色新魚類養殖區 – 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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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環評研究的詳細要求載於研究概要第 3 條。是次環評研究按照環評研究概要的要求，探討了本工程項目

在建造和運作期間的主要環境議題。 

本環評報告是根據研究概要（編號：ESB-324/2019）和《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的有關規定

編制，以便申領環境許可證。環評報告中有關本項目的情況，均基於漁護署目前所能提供的資料，當中

闡述了相關的施工活動、運作詳情，以及有關本工程項目及四周環境的基線情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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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目的目的和效益以及對其他選擇的考慮 

2. 本項目的目的和效益以及對其他選擇的考慮 

2.1 本項目的目的和目標 

本項目涉及在黃竹角海設立一個新的魚類養殖區，供養魚戶運作他們的魚排。本項目的主要目的和目標

是提供機會去開發新型深水養殖，創造空間讓海魚養殖業進一步發展並吸引新從業者，從而有可能使捕

撈漁民轉型至可持續的經營模式。 

2.2 本項目的效益 

本項目的效益已於環評報告第 2.3 節詳述，並總結於表 2.1： 

表 2.1 本項目的效益 

範疇 效益 

香港海魚養殖的可持續發

展 
▪ 增加本地海魚養殖產量以滿足本地對活海魚的需求，並以低碳形式提供優

質、健康、安全、多樣化和穩定的供應； 

▪ 為面臨各種經營挑戰的捕撈漁民提供一條轉向可持續經營模式的途徑，從而

緩解本地捕撈壓力，及促進漁業資源的存護和恢復以及保護海洋環境； 

▪ 允許現有魚類養殖區的養魚戶考慮在新魚類養殖區尋求現代化和可持續的經

營模式，以當現有魚類養殖區的海魚養殖活動量下降時，現有魚類養殖區的

海洋環境可以得到改善； 

▪ 通過技術實現更大的生產規模可以優化營運成本，從而提高成本效益和競爭

力； 

▪ 提供高增值的漁業產品，和協助漁業界把握大灣區及其他地方的機遇； 

▪ 吸引新從業者和商機，以進一步發展該行業和相關行業，同時提供就業機

會。 

深水區採用先進的海魚養

殖作業 
▪ 可以在更大的水體區域內養殖更多的魚群，以達到最佳的魚群密度和良好的

海水養殖環境； 

▪ 魚網之間以及魚網與海床之間保持足夠的距離，以容許水體充分循環，並防

止有機物的積聚和附近海洋環境的惡化。海床也不會累積有機物，因此位於

深水區的魚類養殖區不需要進行維護性疏浚和清理沉積物，並可以避免相關

的水質影響及生態和漁業影響； 

▪ 使用耐候性材料的網箱可減少海面上的一般／漂浮垃圾； 

▪ 魚籠設計可承受強浪和湧浪，在颱風期間可以維持在現場水域，並減少魚群

的損失／逃逸，及能有效減少海魚逃逸對本地生態和漁業的影響以及由於惡

劣的天氣魚籠搬遷而對其他地方造成的影響； 

▪ 在擬議的魚類養殖區只使用商業顆粒飼料或有更好換肉率的替代飼料。此能

有效減少因飼料浪費而產生的有機物料，以及減少寄生蟲和傳染病對魚類的

潛在傳播。這些疾病可從魚類養殖活動產生的魚屍體和死魚產生有機物料； 

▪ 使用綠色和自動化技術可以減少飼料浪費和現場勞工，以及減少排放（例如

用於發電的柴油發電機）、廢物量和水質影響； 

▪ 魚排結構有潛力提供人工基質以惠及海洋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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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目的目的和效益以及對其他選擇的考慮 

2.3 進行本項目和不進行的情景 

2.3.1 不進行本項目的情況 

在沒有新魚類養殖區的情況下，漁業界將需要依靠現有的魚類養殖區推動海魚養殖發展。業界只有有限

空間去利用先進以至更環保的海魚養殖技術，而這些技術只有在深水區域才能達至最佳效果，因此，業

界在淺水區域為主的現有魚類養殖區中採用先進海水養殖技術的潛力和成本效益有限。儘管海魚養殖業

的某些元素可以現代化和改進，例如使用更耐候性和更耐用的物料、可再生能源和技術、更好的海魚飼

料質量等，鑑於現時養魚戶以家庭為基礎的小型規模經營，以及由於新從業者認為現有魚類養殖區存在

環境限制及財務上的風險，沒有誘因在這些現有魚類養殖區投資海水養殖，在現有魚類養殖區沒有空間

去提升養殖區環境及產量。這些現有魚類養殖區以現狀運作並不適合香港海魚養殖的可持續發展。在沒

有新海魚養殖地點和養殖方式下，養魚戶將會很困難去投資和多樣化，而海魚養殖產量將參照往年生產

趨勢繼續出現質量和數量的下降，漁民生計將受損和漁業界發展亦會停頓。 

2.3.2 進行本項目的情況 

擬議的黃竹角海魚類養殖區是通過指定新魚類養殖區來支持香港海魚養殖可持續發展的措施之一。隨著

本項目的落成，海魚養殖的可持續發展和使用先進海水養殖操作的相關的環境效益（表 2.1）可以實

現。最終，根據漁護署於 2006 年 12 月下旬設立的可持續漁業委員會制定的長期目標，設立新的魚類

養殖區可以促進海洋資源的可持續管理和保護海洋環境，以供社會大眾享用，同時為本地消費者提供新

鮮優質的魚類產品，並為漁業界和相關行業創造就業機會，使漁民和養魚戶在不斷變化的商業經營環境

中能夠自力更生並維持生計。 

2.4 不同發展方案的考慮 

2.4.1 擴建現有魚類養殖區作為發展方案 

擴建現有魚類養殖區是其中一個曾經考慮發展的方案。可是鑑於大多數現有魚類養殖區位於較淺水的近

岸位置，這些地方無法支持應用於全世界使用的先進型深水海魚養殖。此外，現有魚類養殖區的鄰近地

方存在其他發展限制，例如現有的海上用途、生態敏感受體等。而且可能需要定期清除沉積物，以保持

適合的環境進行海魚養殖。 因此，位於較淺水近岸位置的魚類養殖區可能會對環境造成較大的影響。

這將限制發展可持續海魚養殖和促進漁業現代化和競爭力的潛力。因此，擴建現有魚類養殖區不是可行

的發展選擇。 

2.4.2 物色適合位置設立新魚類養殖區作為發展方案 

在考慮可持續海魚養殖的選址時，漁護署參考了國際準則（例如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當中包括最

少水深、海浪程度、水質、與現有用途和環境的兼容性、便捷程度和基礎設施及地方安全性。 

漁護署基於選址準則進行研究以在香港水域物色適合的位置發展新的魚類養殖區，並在環評報告第 

2.5.1.2 節中討論。具有絕對限制的不相容區域已被排除，並考慮了在環境、自然地理和操作的限制下，

相容區域內的適合位置。由於香港西部水域受到珠江口淡水排放的影響，因此傾向選擇香港東部水域作

為新魚類養殖區的合適地點。然後再根據避開佔用生態敏感區域、選擇具有更好水流速度的地點，以及

營運上的考慮，包括現有基礎設施的便捷程度和可用性等因素去選擇最適合設立魚類養殖區的地方。根

據選址準則和持份者的意見，漁護署建議在四個地點設立新的魚類養殖區，包括黃竹角海、外塔門、大

鵬灣和蒲台（東南）（圖 2.1）。這些地點避開佔用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棲息地的地方，例如海岸公園／

保護區、具有高生態價值的珊瑚棲息地、主要海洋哺乳類動物棲息地、鳥類的越冬和築巢地、紅樹林和

馬蹄蟹的棲息地。這些地點也相對偏遠，減少對空氣質素、噪音和視覺敏感受體的影響。 

2.4.3 項目規模和界線的考慮 

本項目的界線設計已考慮環境、自然地理和操作上限制。本項目擬定的規模可提供足夠的空間以支持可

持續海魚養殖活動，同時不損害周邊環境。例如，項目已考慮設立單一大型魚類養殖區和在不同位置設

立較小型魚類養殖區的方案。設立單一大型魚類養殖區會將污染物集中在單一地點，而在不同位置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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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型的魚類養殖區可減少在個別位置所產生的污染物，從而減少對周邊水域珊瑚群落、海洋生態環境

及漁業資源的影響。 

此外，本項目的規模和界線已經作出優化並提供了足夠的距離，以盡量減少對沿海岸線的珊瑚群落，以

及海洋生態資源和漁業資源的影響。另外，本項目為附近船隻航行路線提供了足夠的距離，以盡量減少

因船隻與魚排設施發生意外／碰撞而導致魚類逃逸和引進入侵性物進入海洋環境的潛在風險。本項目的

界線位置也與低水位線和近岸界線保留了 50 米距離。 

2.5 在擬議魚類養殖區使用的養魚場設計方案 

本項目考慮了不同的養魚場設計（於環評報告第 2.6 節闡述），而擬議魚類養殖區所選的魚排的環境考

慮因素在表 2.2 所示。整體而言，對環境效益較少的筏上傳統網箱並不適合在本項目使用。而四個具有

先進技術和各種環境效益的現代化魚排，包括浮式重力網箱／沉水式重力網箱、多營養層次綜合水產養

殖法和半潛式桁架深水網箱，已完成檢視並適合及優先在新魚類養殖區使用。現代化魚排的環保表現大

致相近，在擬議魚類養殖區投放的魚排／網箱類型將視乎未來持牌人提交的養魚場營運計劃，並與漁護

署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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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養魚場設計的環境考慮因素 

養魚場設計 環境考慮因素 

筏上的傳統網箱

 

(圖片來源: 漁護署) 

 

 

 

 

 

 

 

 

 

 

▪ 大部分傳統的網箱在魚類養殖區現場建造，使用木材及由空塑料桶或發泡膠

製成的浮式組件支撐，這可能導致在施工過程中將廢物排放到海中； 

▪ 不具耐候性，及需要經常維護和修理，導致在海魚養殖過程中產生更多的廢

物。 

▪ 容易因天氣造成破損，因此傳統的網箱必須安裝在可能需要進行維護性疏浚

及清理沉積物的近岸和避風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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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魚場設計 環境考慮因素 

先進養殖技術 - 浮式重力網箱／沉水式重力網箱 

    

(圖片來源: Polarcirkel Plastic Cage, 啟航創智（青島）海工裝備科技有限公司) 

▪ 養魚場組件是在場外預製，減少了現場施工活動及廢物產生，從而減少對周

圍環境造成的潛在影響； 

▪ 使用技術（例如實時監控和水質監察、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和自動

化機械（例如自動投料機）可以減少勞工的勞動活動，從而減少因飼料浪

費、勞動力產生的廢料、船隻進出等對生態和環境的干擾； 

▪ 由耐候性物料（如高密度聚乙烯 (HDPE) 和桁架）製成的網箱較為耐用和質

量較好，而因損壞或維修產生的廢料則較少； 

▪ 潛式／半潛式魚籠是設計來抵禦惡劣天氣。因此可以減少魚籠／魚排的損壞

而導致的魚類損失／逃逸，從而減低因魚類逃逸而引進入侵性物種對本地生

態和漁業造成的潛在影響。此外，因惡劣天氣而導致臨時搬遷魚排的需要也

會減少，因此亦減低了相關的潛在影響； 

▪ 魚排／網箱之間以及網箱底部與海床之間的保持間隔距離，使其水流充足以

減少對水質的影響，如水流變化和有機物含量的累積，從而減低對附近生態

和漁業的影響及附近海洋環境的惡化； 

▪ 由於海床不會積累有機物，位於深水區的魚類養殖區不需要進行維護性疏浚

和清理沉積物，並可以避免相關的水質影響及生態和漁業影響；及 

▪ 魚排結構有潛力提供人工基質，以讓海洋生物生長及建立多樣化和功能性的

棲息地。 

先進養殖技術 – 多營養層次綜合水產養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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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魚場設計 環境考慮因素 

先進養殖技術– 半潛式桁架深水網箱 

 

(圖片來源: 漁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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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施工方法和次序的考慮 

在採用先進海魚養殖技術下，大部分魚籠框架將在場外預製，然後利用拖船將養魚場框架拖到項目範圍

進行組裝和錨固。事實上，這種更先進的深水海魚養殖類型並不可能在現場完全由原材料組裝而成，也

沒有替代的建造方法。場外預製工作可以大幅縮短現場施工時間，從而減少對環境產生潛在影響的時間，

同時亦預計可以避免在項目施工期間產生的建築廢料和施工現場徑流對水質的潛在影響。使用這種方法

所產生的水底聲音較為輕微，對海洋和漁業棲息地的干擾相對較低。此外，亦可減少現場所需的勞工，

從而減少人類活動產生的廢物。 

2.6 主要環境問題的避免及敏感地區保護的概要 

通過環保方案和建議的項目環保設計以避免主要環境問題已在環評報告第 11.3 及 11.4 節討論，並在表
2.3 概述。 

表 2.3 主要環境問題的避免、敏感地區保護和取得的環境成果 

設計方法 主要環境問題的避免、敏感地區保護和取得的環境成果 

轉型至環保的現代化海魚養殖 ▪ 避免由養殖活動造成不良的水質、海洋生態、漁業和廢

物管理的影響。 

選址避免侵佔環境敏感地區 ▪ 避免由魚類養殖區的錨固、安裝和運作對海洋生態資

源，如人工魚礁、海岸保護區，造成直接影響。 

▪ 避免因侵佔環境敏感地區而造成不良的海洋生態和漁業

的影響。  

選址位於較深水域以避免有機物積累和清理沉

積物的需要 
▪ 避免由維護性疏浚和清理沉積物造成不良的水質、海洋

生態和漁業的影響。 

控制最大養殖量 ▪ 避免由養殖活動造成不良的水質、海洋生態和漁業的影

響。 

採用現代預製魚排 ▪ 避免由現場施工造成不良的水質、海洋生態、漁業和廢

物管理的影響。 

採用現代魚排設計和先進海魚養殖技術 ▪ 避免由養殖活動造成不良的水質、海洋生態、漁業和廢

物管理的影響。 

採用魚排設計和布局以保持足夠水體流動 ▪ 避免由養殖活動造成不良的水質、海洋生態、漁業和廢

物管理的影響。 

2.7 替代緩解措施的概要 

在項目的可行性研究期間，已根據新魚類養殖區施工和營運的環境效益和壞處來考慮項目的可行選址。

是次環評研究已審視和考慮了各種發展方案。表 2.4 總結了發展方案的環境效益和壞處。黃竹角海是符

合新魚類養殖區選擇標準的擬議地點之一，其選址避免佔據敏感受體（例如生態重要棲息地、漁業重要

性高的區域）。為進一步減低潛在影響，項目將採用現代化和先進的水產養殖技術，並在本環評研究確

認的最大養殖量內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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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發展方案對環境的效益和壞處以及替代緩解措施的考慮 

發展方案 效益 壞處 

項目選址 

建議方案 

參考國際標準訂立可持續海魚養殖的選址準

則，包括最少水深、海浪程度、水質以及與現

有用途和環境的兼容性 

▪ 避免佔據生態敏感受體，如海岸保護區、具有高生態價

值的珊瑚棲息地和漁業重要性高的地區，從而避免影響

海洋生態和漁業 

▪ 較好的海魚養殖水流速度能有效促進水體流動，避免有

機物累積及減低對附近海洋環境的惡化。因此，海床不

會積累有機物，位於深水區的魚類養殖區也不需要進行

維護性疏浚和清理沉積物，並可以避免相關的水質影響

及生態和漁業影響 

▪ 選址位於黃竹角海偏遠地區可減少對空氣質素、噪音和

視覺敏感受體的影響 

▪ 可能對新受影響的地區造成潛在的環境影響。然而，項

目已經進行了仔細的選址和魚排設計，以避免／減少潛

在影響 

 

替代方案 

擴展現有魚類養殖區 

▪ 將環境影響限制在受現有魚類養殖區影響的區域 ▪ 現有魚類養殖區的發展受現有的海上用途和鄰近生態敏

感受體限制。由於現有魚類養殖區主要位於較淺水的近

岸位置，水流速度普遍較低。 當需要進行更多海魚養殖

作業以支持本港海魚養殖發展時，對水質的影響，包括

魚類養殖區運作時有機物受限制的散佈和積聚，很可能

隨即增加  

▪ 可能需要定期清除沉積物，以保持適合的環境進行海魚

養殖。 因此，位於較淺水近岸位置的魚類養殖區可能會

對環境造成較大的影響。亦可能需要替代緩解措施，如

使用淤泥屏障及密封式抓斗挖泥機等，以減少對水質及

海洋生態的影響 

項目規模 

建議方案 

在不同位置設立較小型的魚類養殖區 

▪ 設置較小型的魚類養殖區可減少在個別位置所產生的污

染物，從而減少對珊瑚群落、海洋生態環境及漁業的局

部影響 

▪ 影響更多具有潛在環境影響的區域，但影響強度能夠更

好地控制在相關環境標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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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目的目的和效益以及對其他選擇的考慮 

發展方案 效益 壞處 

▪ 透過與船隻航行路線保持充足距離，可以減少海上船隻

與魚類養殖設施的碰撞／意外，以及減少魚類逃逸以及

引進入侵性物種的風險 

 

替代方案 

設立單一大型魚類養殖區 

▪ 將環境影響限制在單一地點，但影響強度較高 

 

▪ 海魚養殖作業產生的污染物會聚集於一個區域，預計對

鄰近水域的水質、海洋生態及漁業的潛在影響會增加 

魚排布局和設計 

建議方案 

採用先進海魚養殖的設計（例如：高密度聚乙

烯網箱、桁架） 

 

 

 

 

▪ 使用耐候性和耐用的物料能減少損壞或維修，從而減低

從中產生的廢料 

▪ 不易受惡劣天氣情況的影響而損毀，如颱風，並減低魚

類損失／逃逸的潛在風險，從而減少對本地生態和漁業

的影響，以及因魚籠搬遷對其他地方造成的影響 

▪ 水體充分流動及在魚排／網箱之間以及沿著水體有效擴

散有機物。亦會保持與海床有充足空間。減少水質因水

流變化和有機物含量累積的影響，從而減低對附近生態

和漁業的影響及附近海洋環境的惡化。因此不需要在項

目施工和營運期間進行維護性疏浚和清理沉積物 

▪ 使用綠色和自動化技術可以減少飼料浪費和現場勞工，

從而減少因飼料浪費、勞動力產生的廢料、船隻進出等

對水質、生態和環境的潛在干擾 

▪ 較高建設費用 

替代方案 

採用傳統魚類養殖場的設計（例如：由木材製

成及由空塑料桶或發泡膠製成的浮式組件支撐

的魚排） 

 

 

 

▪ 較低建設費用 ▪ 不耐候性的物料容易損壞或需要維修，因此預計產生較

多廢料 

▪ 容易受惡劣天氣的影響，如颱風，並增加魚類損失／逃

逸的潛在風險，從而增加其對生態和漁業的影響，以及

因魚籠搬遷對其他地方造成的影響 

▪ 對水流和在魚排／網箱之間以及沿著水體有機物的擴散

有潛在影響，海床容易積累有機物。因此需要進行定期

維護性疏浚和清理沉積物，繼而增加對水質的影響，並



 

 
 

 

www.erm.com  項目編號: 0549925  客戶: 漁農自然護理署           Page 12 

0549925_A_WCKH_FCZ_EIA_Executive Summary(Chi)_202211.docx 

合約編號：AFCD/FIS/02/19 

在黃竹角海設立魚類養殖區 - 行政摘要 

本項目的目的和效益以及對其他選擇的考慮 

發展方案 效益 壞處 

 

 

 

 

  

增加對附近生態和漁業的影響及令附近海洋環境惡化。

需配合其他緩解措施，控制並減少對水質的影響，如使

用淤泥屏障、密封式抓斗挖泥機等 

▪ 需要使用更多勞工，從而增加因飼料浪費、勞動力產生

的廢料、船隻進出等對生態和環境的潛在干擾 

項目施工方法及施工次序 

建議方案 

在場外預製的魚類養殖場框架，然後於現場組

裝和錨固  

▪ 縮短現場施工時間，從而減少對環境產生潛在影響的時

間 

▪ 項目施工期間項目現場不會產生建築廢料，同時避免施

工現場徑流對水質的潛在影響。因此無需使用淤泥屏障

及設置淤泥屏障的有關施工船隻，從而減低對海洋和漁

業生境的影響，如海上船隻產生的水底聲音 

▪ 減少所需勞工，從而減少人類活動產生的廢物 

▪ 不適用 

替代方案 

由於用作先進海魚養殖的魚類養殖場框架規模

較大，無法於現場使用原材料建造，因此沒有

其他替代方案   

▪ 不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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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目的目的和效益以及對其他選擇的考慮 

2.8 公眾關注的考慮 

本項目的《工程項目簡介》已於 2019 年 10 月 16 日公開向公眾徵求意見，並在 2021 年 6 月就本環評

研究過程進行了相關持份者的諮詢工作，包括舉行簡報會及與立法會成員、漁民團體、養魚戶、環保團

體等進行會議。公眾及主要持份者的意見集中在本項目對水質、海洋生態、漁業、廢物管理、視覺和噪

音方面所造成的潛在影響，並在環評報告第 1.5 節討論。這些潛在影響均在本環評研究中進行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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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目概況 

3. 本項目概況 

3.1 工地位置與歷史 

本項目場地在黃竹角海位於新界東北水域以及地質公園（新界東北沉積岩園區）內（圖 1.1）。項目所

佔面積約 35 公頃（約 750 米長及約 450 米闊）。本項目所在地在冬季時通常會受到東北風和東風影響。

本項目所在位置的水深介乎 10 至-15 米。 

根據現有資料，項目範圍並沒有歷史用途。項目所在地附近大致上是鄉郊地區，在附近沒有任何已規劃

的發展項目、具歷史價值或現有基礎建設。項目範圍內並沒有發現歷史污染問題。距離項目所在地最近

的非刊憲泳灘，是位於 1,000 米外的往灣洲和娥眉洲。項目場地以西約 900 米有一個現正運作的往灣魚

類養殖區。 

3.2 項目簡介 

本項目由下列各個主要部份組成。有關詳情，請參閱環評報告第 2.9 節： 

▪ 魚排／網箱於埸外預製，然後利用拖船拖往本項目範圍； 

▪ 把魚排／網箱固定及在現場組裝的繫泊系統；及 

▪ 輔助設施，例如儲存空間和休息區，均會以繫泊繩索繫縛於海床上的錨固點。 

有關魚排／網箱的詳細數目、大小和間隔距離會於日後階段決定。本項目不涉及陸上工程。 

視乎修改《魚類養殖區（指定）令》（第 353 章，附屬法例 B）完成立法工作的時間，本項目可能會與

於外塔門及大鵬灣擬議的魚類養殖區，以及附近現有魚類養殖區相互影響。是次環評研究在項目所在地

附近沒有找到任何在本項目的施工和營運期間，可能與本項目互相影響的其他現有或已規劃工程項目。

本環評研究內闡述的累積影響為最保守的情況，已考慮附近現有和已規劃的魚類養殖區同時營運時所產

生的污染及影響。 

3.2.1 施工階段 

針對四種先進的海魚養殖技術，擬議項目的施工將主要涉及安裝養魚場結構，包括魚排／網箱、輔助設

施（如公共筏上的儲存區）和海上繫泊系統。本項目不涉及陸上的工程、結構物和活動，亦不影響景觀

區域。現場施工規模較小，預計每一個魚排的結構安裝可在數週內完成。魚排／網箱的主要組件會在場

外製造，並使用拖船運載到項目現場。現場組裝和錨定魚排／網箱將由少量海上船隻（例如舢板和小型

快艇）協助，每天最多航行數次。在施工階段，這些船隻將是來往項目現場的主要運輸工具，而這些船

隻有可能需要拋錨。施工階段無需進行疏浚工程，亦不會使用重型機械。魚排／網箱及輔助設施，例如

儲存空間和休息區，將透過連接到海床錨固點的錨索定位。魚排／網箱的組裝和錨固過程可能需要使用

絞車。根據不同設計和規格，現場組裝魚排所需的工作可能會有所不同，可能包括通過螺母和螺栓、繩

索或相關物件擰緊連接、組裝帶有預製凹槽的零件等。所有施工活動均在白天進行。 

3.2.2 營運階段 

擬議項目的營運階段將進行海魚養殖活動，包括管理在項目範圍內的魚排／網箱及魚群。項目不涉及陸

上的工程、結構物和活動，也不影響景觀區域。魚排上將使用有限數目的小型發電機，以支持日常海魚

養殖活動。於營運階段，每天主要會使用小型船隻航行數次，例如舢板和快艇，以協助運輸魚群、飼

料、魚排設備、工作人員以及少量遊客。這些船隻將是前往項目現場的主要交通工具。由於養魚區設施

主要用作魚類養殖，並需要設置儲存空間和休息區等輔助設施，此外，項目將採用自動化／遠程投料機

以減少勞工數量，因此預計養魚戶並不會像現有魚類養殖區般居住在魚排上。魚類養殖區營運期間無需

進行維護性疏浚或清理沉積物。 

漁護署會限制發出的海魚養殖牌照數量以控制本項目範圍的養殖量在環評研究估算下於任何時間不高於

755.2 噸的最大環境承載力之內。持牌人需要按照《海魚養殖條例》（第 353 章）向漁護署提交一份魚

排營運計劃，描述現場工作安排和海魚養殖活動的控制，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新魚類養殖區的整體管

理需按照《海魚養殖條例》（第 353 章）及《海魚養殖規例》（第 353 章，附屬法例 A）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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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初步實施時間表 

視乎是次環評研究及發出環境許可證的進度，將以「先訂立、後審議」的機制，就指定新魚類養殖區修

訂《魚類養殖區（指定）令》（第 353 章，附屬法例 B）進行立法工作。如有需要，亦會對其他相關

條例作出相應修訂。預計在 2023 年指定新的魚類養殖區後，漁護署將向成功申請牌照的養魚戶發出新

的海魚養殖牌照以在本項目範圍內營運。 

視乎申請和批准新的海魚養殖牌照的時間，預計持牌人將於 2024 年展開施工活動。海魚養殖活動預計

將在持牌人的魚排／網箱完成安裝後展開，一般可營運 10 年以上，而無需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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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要求、評估標準和敏感受體 

4.1 水質 

是次環評研究闡述了本項目在施工和營運期間對水質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並分析這些影響是否符合

《水污染管制條例》所規定的《水質指標》和《技術備忘錄：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統、內陸及海岸水域

的流出物的標準》，以及分別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和《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6

和 14 所闡述的準則和指引。 

本項目進行水質影響評估的評估範圍涵蓋了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和吐露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評估範圍內

的水質十分良好，其溶解氧含量較高，而營養和大腸桿菌的水平則較低。在兩個水質管制區所選的監察

站所監測的大部份參數都符合水質指標。評估範圍內的水質敏感受體包括： 

◼ 康樂地區，例如水質管制區的次級接觸康樂活動分區； 

◼ 海岸公園； 

◼ 現有和擬議的魚類養殖區； 

◼ 珊瑚和底棲生物群落，以及江豚等海洋生物的生境； 

◼ 漁業資源的產卵和育幼區； 

◼ 人工魚礁； 

◼ 潮間帶區域； 

◼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及 

◼ 非刊憲泳灘。 

是次研究評估了本項目在施工和營運期間對這些水質敏感受體的潛在影響，並於第 5.1 節總結有關結果。 

4.2 海洋生態 

本環評報告評估了本項目的施工和營運活動對海洋生態的潛在影響。是次研究識別了這些影響，並進行

了分析，以了解是否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8 和 16 所闡述的準則和指引。 

海洋生態影響評估的評估範圍與水質影響評估所述相同。在本項目附近及評估範圍內的已知具海洋生態

重要的生境和物種包括：現有的郊野公園、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現有海岸公園、紅樹林、珊瑚群落、

具保育價值的海底生物，以及具重要生態價值的物種，包括文昌魚和白腹海鵰。 

於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2 月期間，是次研究在本項目範圍內及附近進行了實地勘察調查，包括潮下帶

底棲生物及珊瑚調查，以更新該區海洋生境和生物群落的基線資料。調查的結果證實了文獻檢閱的結果，

現闡述如下： 

▪ 已知具保育價值的地點：當中包括現有的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及船灣（擴建部分）郊野公園）、

特別地區（印洲塘特別地區）、現有的海岸公園（印洲塘海岸公園及海下灣海岸公園），以及具特

殊科學價值地點（赤門海峽（北部海岸）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及海下灣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 海洋哺乳類動物：根據漁護署最新《監察香港水域的海洋哺乳類動物（2021-22） 》(2)，在評估範圍

內沒有記錄到香港常駐海洋哺乳類動物的出沒，即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和中華白海豚

（Sousa chinensis）。江豚主要分佈於本港的南部和東部海域，而中華白海豚則主要出沒於大嶼山海

域的西部和西南部。因此，他們的生境並沒有與本項目範圍重疊。 

▪ 馬蹄蟹及其繁殖和育幼區：本港海域內曾記錄到兩種馬蹄蟹，中國鱟（Tachypleus tridentatus）和圓

尾鱟（Carcinoscorpius rotundicauda）。在香港東北面海域未有記錄到成年的馬蹄蟹。最近距離的已知

育幼地點和主要育幼區是位於評估範圍以外的印洲塘海岸公園內的茘枝窩，與本項目所在地相距很

遠，所以不會受本項目影響。 

 
2
 漁護署 (2022) 監察香港水域的海洋哺乳類動物(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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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樹林：位於評估範圍内紅樹林包括：大鵬灣一帶的海岸線，從牛屎湖灣的潮間帶區延伸至三椏涌，

以及在吐露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的紅樹林則涵蓋鳳凰笏的潮間帶區域。最近的紅樹林位於東灣，距

離項目範圍約 1 公里，大部分位於 4 公里以外。這些紅樹林與本項目相距很遠，不會受到本項目影

響。 

▪ 珊瑚群落：實地調查的結果顯示，在評估範圍內的珊瑚大都是本港常見和分佈廣泛的品種，包括濱

珊瑚屬（Porites sp. ）、捲曲黑星珊瑚（Oulastrea crispata ）和肉質扁腦珊瑚（Platygyra carnosa））；

當中在調查範圍沒有記錄到八放珊瑚和黑珊瑚。在本項目附近的珊瑚覆蓋率偏低（少於 10%）。在

黃竹角海北面沿岸（距離本項目所在地約 200 米）的淺水區則錄得覆蓋達 11-30%的石珊瑚。黃竹角

咀有中等數量的石珊瑚和黑角珊瑚。 

▪ 文昌魚：根據文獻記錄，文昌魚分佈在香港東部海域的西貢半島對開的大浪灣、蚺蛇灣、浪茄灣和

白腊灣等地出沒，密度介乎每平方米10至400條，這些地方均在評估範圍以外。在雨季潮帶底棲生

物基線調查中錄得少量的文昌魚（Branchiostoma belcheri）。 

▪ 其他潮間帶和潮下帶生物群落：是次研究的實地調查和文獻檢閱結果顯示，評估範圍內的其他潮間

帶和潮下帶底棲生物都屬香港常見和分佈廣泛的物種，當中沒有發現具保育價值的物種。先前研究

顯示，評估範圍內的底棲生物群落都很貧乏。荔枝窩海灘錄得具有生態價值的矮大葉藻（Zostera 
japonica），但由於荔枝窩海灘屬評估範圍外，因此不會受到本項目的工程影響。 

▪ 白腹海鵰：在吉澳和赤洲都有發現白腹海鵰，距離本項目所在地超過 3 公里。白腹海鵰不是常見的

物種，但在香港分佈廣泛。白腹海鵰的築巢地與本項目距離很遠，不會受到本項目的工程影響。 

根據文獻資料及實地調查數據，本項目所在海域的生態價值屬於偏低。本項目及附近的其他海洋生境

（例如潮間帶、潮下帶石質、潮下帶軟底質）的生態價值屬偏低；而在黃竹角咀附近的潮下帶石質生境

的生態價值則屬於中等至高。 

是次研究評估了本項目在施工和營運期間對這些海洋生態資源的潛在影響，並於第 5.2 節總結有關結果。 

4.3 漁業 

本環評報告評估了本項目的施工和營運活動對漁業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是次研究識別了這些影響，並

進行了分析，以了解是否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9 和 17 所闡述的準則和指引。 

有關漁業的評估範圍與水質影響評估所述的相同，漁業敏感受體包括： 

▪ 位於項目地點內的東北水域商業漁業資源的繁殖區和育幼區； 

▪ 往灣魚類養殖區（位於項目地點以西約 0.9 公里）； 

▪ 印洲塘海岸公園（位於項目地點約 1.7 公里）和在海岸公園內共 19,820 立方米的已投放人工魚礁；

及 

▪ 海下灣海岸公園（位於項目地點約 5.1 公里）和在海岸公園內共 9,530 立方米的已投放人工魚礁。 

是次研究從文獻中檢閱了有關項本項目附近水域的商業漁業資源、生境和捕魚作業等的基線資料。檢閱

結果顯示在項目範圍屬中至高水平漁業作業及低至中水平漁業生產。而在評估範圍內，包括項目範圍，

大多數為商業價值較低的魚類。而一些具較高商業價值魚類的地區，例如海下灣海岸公園，都距離本項

目較遠。本項目及附近水域成為獨有的繁殖區和育幼區的潛力較低。是次研究評估了本項目在施工和營

運期間對這些敏感受體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 

是次研究評估了本項目在施工和營運期間對這些敏感受體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並於第 5.3 節總結有關

結果。 

4.4 廢物管理 

本環評報告評估了本項目的施工和營運活動對廢物管理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是次評估是依據研究概要

附錄 E 所闡述的技術要求而進行。在識別有關影響後，是次研究亦進行了分析，以了解是否符合《環境

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7 和 15 所闡述的準則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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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研究分析了廢物產生活動，以識別本項目的施工和營運活動所產生的廢物數量、質量和時間。此外，

考慮到潛在危險、空氣和氣味的排放、噪音、廢水排放和公共運輸等因素，研究針對每種廢物建議了適

當的廢物管理措施，包括減少產生廢物、回收和棄置以及其他項目設計方案，藉以令本項目減少產生廢

物和加強減廢。 

是次研究評估了本項目在施工和營運期間對廢物管理的潛在影響，並於第 5.4 節總結有關結果。 

4.5 視覺 

本環評研究描述了與本項目的施工和及營運相關的視覺影響。評估的目的是根據環評條例 GN 8/2010 以

及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10 和 18 中規定的標準和指南評估對視覺敏感受體的預測影

響。 

是次環評研究識別出五個視覺敏感受體，包括來自船灣郊野公園／赤門海峽（北部海岸）具特殊科學價

值地點高地的遠足／休閒人士、印洲塘海岸公園和紅石門的遊客、在往灣魚類養殖區工作／來往的漁民、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的使用人士和來往黃竹角海和香港東北海域的遊客和海員。面向本項目的視覺景觀質

素大致良好，對自然景觀的可見度很高。 

是次環評已經評估了本項目於施工及營運階段對這些視覺敏感受體的潛在視覺及眩光影響，並於第 5.5
節總結有關結果。 

4.6 噪音 

本環評報告評估了本項目的施工和營運活動可能造成的潛在噪音影響。是次研究已識別有關影響，並進

行了分析，以了解是否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5 和 13 所闡述的準則和指引，以

及《噪音管制條例》所闡述的適用準則。 

本項目位於船灣郊野公園東北約 200 米之處的外開放海域。項目所在地和附近環境的背景噪音，主要為

海浪聲。是次研究識別了當中的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包括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往灣洲訓練基地、船灣郊

野公園及船灣（擴建部分）郊野公園，並已評估本項目在施工和營運階段對這些具代表性的噪音感應強

的地方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船灣郊野公園和船灣（擴建部分）郊野公園均位於這 300 米的評估範圍內。

其他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則距離項目界線 700 米以外。研究評估了本項目在施工和營運階段對這些具代表

性的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並於第 5.6 節總結有關結果。 

4.7 文化遺產 

本環評報告評估了本項目在施工和營運期間對文化遺產，特別是海洋考古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是次評

估研究是按照《海洋考古調查的指引》（研究概要附件 H）而進行。研究識別了這些影響，並進行了分

析，以了解是否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件 10 和 19 所闡述的準則和指引。 

是次研究沒有在評估範圍內找到經古物古蹟辦事處確定的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法定古蹟、暫定古蹟、

已評級歷史遺址／建築物／結構及古物古蹟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海洋考古調查在評估範圍內識

別了一個聲納接觸點。然而，此聲納接觸點很可能是現代的、最近沉積的碎片，考古潛力不高。 

是次環評已經評估了本項目於施工及營運階段對文化遺產的潛在影響，並於第 5.7 節總結有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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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影響摘要 

5.1 水質 

5.1.1 施工階段 

本項目不會涉及土木或海事工程。建造活動包括將組件組裝成海魚養殖所需的魚排，並以拖船把魚排從

其他地方拖運至新魚類養殖區，並加以錨固。預計拖運和錨固魚排只會對水質造成十分有限的影響。錨

固工作只會令十分有限的沉積物局部地懸浮在水體中。此外，本項目的所在地有足夠水深，令船隻的推

進器不會影響海床沉積物，所以預料推進器尾流不會令懸浮固體水平增加。預計在現場使用化學品的數

量極少，現場的魚排安裝預計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水質影響。現場採用的工具和物料的詳情會由將來養

殖持牌人決定。 

由於本項目在施工階段不涉及主要工程，預計現場不會有大量勞工，而施工期間產生的污水／廢水都需

要由運輸／工作船隻收集，並運至陸上的適當設施處理。因此預計，工作人員所產生的污水／廢水不會

造成不可接受的水質影響。 

5.1.2 營運階段 

項目的最大環境承載力是以根據已建立的電腦模擬系統進行估算。漁護署會通過控制個別許可證所允許

的海魚養殖生產規模，以確保項目的生產規模不會高於最大的環境承載力。是次研究對在項目海魚養殖

活動可能造成的水質轉變，已運用電腦模擬進行評估，當中已考慮了附近魚類養殖區的營運影響，以及

香港其他地區和廣東地區的背景污染物情況。模擬結果顯示所有水質敏感受體均符合水質指標（除了溶

解氧於澳背塘魚類養殖區及本項目作為水質敏感受體的範圍於基線情況超標）。根據漁護署過去的記錄，

每公升 4 毫克或以上的溶解氧含量一般並不會對養魚作業造成顯著影響，因此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水質

影響。 

在潛在情況令海魚養殖作業受影響的情況下，持牌人可以在得到漁護署同意後自行決定臨時搬遷魚排。

魚排將搬離生態和漁業敏感受體，以及航道和公用設施。此類魚排搬遷為臨時性，魚排將在事件結束後

返回項目現場。根據模擬分析的預測，海魚養殖活動不會對水質造成不可接受的變化，如果臨時搬遷部

分海水養殖作業的魚排，相關的污染物預計會更加分散，水質的潛在變化將更不顯著。 因此，預計魚

排的臨時搬遷不會導致水質的不良變化及超出正常營運情況。 

魚排／網箱之間會保持足夠間距，以保持水流暢通。所以，魚排的浮式結構不會對潮水造成顯著阻礙。

因此預計，不會令水流模式有顯著改變。 

在本項目經營的養魚戶必須嚴格遵守《獸醫註冊條例》（第 529 章）的規定，並嚴格控制處方藥物。在

漁護署近年對現有魚類養殖區的定期檢查中，並沒有已知的儲存過量藥物或藥劑製品的案例。所以，現

場保存的魚類藥物將非常有限，並會存放在安全的地方，而日常運作亦不會排放含有藥物的水。因此，

發生魚類藥物或藥劑製品溢漏的風險偏低。 

只有顆粒飼料或具有更好換肉率的替代飼料可准許在擬議魚類養殖區內使用。發生魚糧溢出／過量的情

形通常都不會持續很久，因為工人會試圖回收或由現有魚群吃掉。若在儲存或運送魚糧時有整包魚糧掉

入海中，工人會設法回收。所以，出現這種情況的風險和後果輕微，預計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水質影響。 

養殖工作需要清理魚排和網箱上的附著生物。附著生物通常是以物理方式清理，一般無需使用化學物品。

由於這些附著生物是以食用魚類養殖區內的污染物為生，因此脫落海中的附著生物不會增加該區的污染

量。 

養殖工具都必須定期消毒以控制疾病傳播。在不同的消毒方法中，可使用密封容器浸入裝有甲醛或漂白

劑的水中。所有化學物品都必須妥善儲存並由持牌承辦商進行處置，並不可以棄置於現場。 

鑑於在海魚養殖期間每天將使用舢板和快艇等小型船隻進行數次航行，海上交通量的增加並不會導致水

質有顯著變化。工人及訪客在現場產生的污水量有限。污水需要存放於船上或海魚養殖設施中，並由持

牌承辦商定期進行處置。並不可在海中排放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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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海洋生態 

5.2.1 施工階段 

鑑於魚排的組裝和安裝只屬臨時性質（每個魚排／網箱的安裝裝需時約數星期時間），而且考慮到附近

可用的相若生境和受影響範圍的生態價值整體偏低，所以對該海洋生境（最大約 35 公頃，包括海洋水

域和底棲生境）的海洋生態所受到的滋擾屬於可接受的水平。 

預計海洋生物（大都是魚類）會暫時避開工程區附近或避開靠近滋擾來源的地區，而主要的燈光都會向

內和向下照射，以免滋擾野生動物，因此其他滋擾，例如建造活動產生的噪音、眩光和粉塵對海洋生態

的影響，都屬於可接受水平。 

由於建造魚排時往來的船隻數量較少，而且為時短暫，再加上海洋生物已習慣現時水底聲音環境中的相

近聲音，因此預料，建造活動所產生的水底聲音和海上交通的增加，不會對海洋生態資源造成不可接受

的影響。本項目在施工期間毋須為海洋生態實施特定的緩解措施。 

5.2.2 營運階段 

魚排的結構物不會佔用整個項目地點，而且生態價值整體偏低。所以，在本項目範圍當中有不多於 35

公頃的海洋生境受到滋擾，對海洋生態而言屬於可接受水平。預計海洋生物會在魚排的結構物所提供的

新建人工生境中重返原處棲息。 

魚排／網箱都是以透水的魚網建成，以便網箱內的水體可以與週邊海洋環境的水體進行交換。因此，本

項目不會對水流造成不可接受的改變。 

預計海洋生物（大都是魚類）會暫時避開運作範圍附近或避開靠近滋擾來源的地區，而主要的燈光都會

向內和向下照射，以免滋擾野生動物，因此其他滋擾，例如營運活動產生的噪音、眩光和粉塵對海洋生

態的影響，都屬於可接受水平。 

預計在本項目的營運期間，海上交通的增加和工程船隻產生的水底聲音都不會對海洋生態資源和海岸公

園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個別事件（例如颱風和紅潮）可能需要臨時遷移魚排；而且，在緊急情況下，

會出現額外船隻活動。然而，這些事件所需的船隻數量較少，而且是屬於臨時性質，因此預料，因臨時

遷移魚排所增加的海上交通，不會對海洋生態資源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由於魚排運作而導致水底聲音增加的情況為時短暫，而這類船隻所產生的水底聲音特徵，與往灣魚類養

殖區的魚排和附近私人繫泊地點運作所產生的聲音相若，這些水域的海洋生物已經習慣這種水底聲音的

背景水平，因此預計，有關水底聲音不會對海洋生態資源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預計魚類養殖活動引起對水質變化的影響主要局限於項目範圍附近。預計在比較基線和在項目運作的情

景下，所有海洋生態敏感受體都不會因水質轉變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此外，通過定期監察各項海魚養殖設施以避免海魚逃逸，引進入侵性物種的影響會屬輕微。預計不會對

海洋生態資源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營運期間並毋需實施海洋生態相關的緩解措施。 

5.3 漁業 

5.3.1 施工階段 

擬議魚排的施工活動可能造成的直接影響包括對項目範圍內漁業生境及因養魚場結構而部分佔用的水體

構成暫時滋擾（每個魚排／網箱的安裝約需數星期時間），以及失去約 35 公頃潛在捕漁場。養魚場結

構，如魚籠，將佔據水體的一部分，因錨定養魚場結構而對海床的干擾將僅限於局部水體區域的表層

（少於 0.5 米）。由於施工階段影響屬短暫，項目施工對捕魚活動的影響為輕微。鑑於附近的往灣魚類

養殖區及私人繫泊地點所產生的現有水底聲音水平，本項目各項的施工令水底聲音增加而可能造成的潛

在影響屬於可接受水平。預計本項目在施工階段不會對漁業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因此毋須在施工期間

實施漁業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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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營運階段 

海魚養殖活動可能造成的直接影響會包括改變項目範圍內漁業生境及因養魚場結構而佔用的水體，以及

失去魚類養殖區內的捕漁場（35 公頃）。魚排的結構物不會完全佔用項目範圍，主要佔用部份水體和小

片海床的淺層位置（少於 0.5 米）。在比較香港東北水域其他地方可使用的捕漁場，因項目營運而失去

的捕漁場範圍相對很小。魚排的結構物亦會提供硬質基底，讓多種海洋生物聚居定殖，因而會為漁業資

源帶來潛在的正面影響。考慮到受影響的範圍較細，而項目所在地及其附近的漁業資源大都只有偏低的

商業價值，因此不會對漁業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鑑於附近的往灣魚類養殖區及私人繫泊點所產生的現

有水底聲音水平，本項目的船隻令附近水底聲音增加而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屬於可接受水平。魚排的臨

時遷移工作為時短暫，因此也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根據預測，海魚養殖活動令水質改變而可能造

成的影響，主要會局限於項目範圍附近。為了防止爆發魚類疫症，本項目會定期進行魚類健康管理，包

括漁護署定期進行的魚類健康檢查計劃，以及由持牌人實施良好的水產養殖方法。預計本項目在營運階

段不會對漁業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因此毋須在營運期間實施漁業緩解措施。 

5.4 廢物管理 

5.4.1 施工階段 

是次評估結果顯示，本項目在施工期間不會產生建築廢料和化學廢物。預計現場工人產生的一般垃圾量

以及網箱／魚排纏繞的漂浮垃圾的數量極微。本項目預計建造每個魚排需時數星期。 

本項目會在工地的適當位置提供足夠的廢物收集箱，以便收集可回收物品。這些廢物必須定期清理和處

置，以免造成氣味和垃圾影響。在施工期間在實施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後，廢物的儲存、搬運、收集、

運送和處置都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環境影響。 

5.4.2 營運階段 

預計本項目在營運階段每日會產生少於 42 公斤的有機廢物，包括：吃剩的魚糧、魚類排洩物和魚類屍

體。持牌人必須定期清理在持牌範圍內的有機廢物，並須以封閉的容器妥當儲存，及根據《海魚養殖條

例》（第 353 章）下的現有做法在附近設有公眾碼頭的食環署垃圾收集站棄置。在出現大量死魚的不尋

常情況下，持牌人需要即時通知漁護署，而漁護署則會聯絡相關政府部門（如食物及環境衛生署、海事

處），按需要直接在項目現場收集死魚。所有員工及訪客不得在海上棄置廢物。 

預計由本項目產生的一般垃圾和積聚的海洋漂浮垃圾所造成的廢物影響並不顯著。本項目會在工地的適

當位置提供足夠的廢物收集箱，以便回收項目範圍內的可回收物品。這些廢物必須定期清理和處置，以

免造成氣味和垃圾影響。本項目將會產生少量化學廢物，並會按照《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

守則》的要求小心處理，然後由持牌的化學廢物收集商收集，並運送至持牌的化學廢物處理設施，即位

於青衣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予以處理。在營運階段實施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後，廢物的儲存、搬運、收

集、運送和處置都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環境影響。 

5.5 視覺 

5.5.1 施工階段 

本項目預計建造每個魚排需時數星期。有關的影響只屬暫時性，而且可以逆轉。緩解措施，包括減少現

場施工時間和使用配合四周環境的魚排／網箱的設計，將進一步減少對所有視覺敏感受體的影響。 

在實施緩解措施後，預計項目施工期間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視覺影響。 

5.5.2 營運階段 

預計魚類養殖區露出水面的設施不會高於 3 米（除了維修時間以外），以及只有魚排／網箱的上半部分

會露出水面，因此只會遮擋廣闊大海中的部份視野。有關的影響可以逆轉。魚排的新結構將按照有關海

上安全標準及規定設計。在可行的情況下，將考慮與環境融洽的建築設計。剩餘視覺影響屬不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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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安全理由，本項目會使用夜間照明；而光源一般屬低強度，光的方向將指向魚排／網箱，而不是水

平照射指向任何視覺敏感受體。此外，魚排／網箱都不會裝設鏡子或經抛光的物料，反射光亦會偏低。

故此，夜間照明和眩光的影響屬於可接受水平。 

在實施緩解措施後，預計項目營運期間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視覺影響。 

5.6 噪音 

5.6.1 施工階段 

潛在的影響來源主要來自拖船把魚排拖運至魚類養殖區，以及組裝魚排和用起錨機進行魚排錨固工作所

產生的噪音。本項目預計建造每個魚排需時數星期。本項目毋須使用重型機動設備，所以在施工階段不

會進行高噪音活動。所有建造工程將僅在非限制時間內進行。 魚排和網箱的主要組件將在場外製造。 

在本項目的 300 米評估範圍內，有船灣郊野公園和船灣（擴建部份）郊野公園。然而，在有關的法例和

指引中，包括《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和《管制建築工程噪音（撞擊式打樁除外）技術備忘

錄》，對郊野公園都沒有特定的噪音標準。郊野公園只有有限的郊遊者作短暫停留，而最接近的指定露

營地點距離項目所在地逾 4 公里。其他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則距離項目較遠（最少 700 米）。本項目的規

模細小，每日來往的船隻的數量有限，亦毋須進行高噪音活動，所以在施工階段不會造成不良的噪音影

響亦毋須實施任何緩解措施。儘管預計不會產生不良的施工噪音影響，但仍建議執行良好的工地管理守

則。 

5.6.2 營運階段 

日常的海魚養殖活動需要在魚排上使用有限數量的小型發電機。由於需要運送魚群、魚糧、魚排設備、

在場工人日常所需物品，以及偶然運送訪客，所以每日會有小型船隻，例如舢舨和快艇往來魚排數次。

預料魚類養殖區在營運期間，不會在現場使用擴音系統或擴音器，也不會進行維修疏浚作業和清理沉積

物。 

在本項目的 300 米評估範圍內，有船灣郊野公園和船灣（擴建部份）郊野公園。然而，在有關的法例和

指引中，包括《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和《管制建築工程噪音（撞擊式打樁除外）技術備忘

錄》，對郊野公園都沒有特定的噪音標準。郊野公園只有有限的郊遊者作短暫停留，而最接近的指定露

營地點距離項目所在地逾 4 公里。其他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則距離項目較遠（最少 700 米）。本項目在營

運期間，每日只需運輸船隻往來數次，並在項目所在地使用數量有限的小型發電機，但沒有高噪音活動，

因此不會造成不良噪音影響。所以本項目在營運階段毋須實施任何緩解措施。 

5.7  文化遺產 

5.7.1 施工階段 

在項目的施工階段可能會對具有海洋考古潛力的聲納接觸點 A-SC001 造成潛在影響。建議在距離 A-

SC001 設立半徑 20 米的緩衝區，避免拖船錨泊及在該區域內進行魚排／魚籠錨固，以免對 A-SC001 造

成影響。魚排／魚籠的位置和遷移受《海魚養殖條例》（第 353 章）規管，漁護署會確保船隻錨泊和魚

排／魚籠的地點不會位於緩衝區內。同時亦建議環境小組定期進行實地巡查，以檢查緩衝區內有否進行

任何擾動海床的工作。隨着實施緩解措施，預計項目在施工期間不會對文化遺產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5.7.2 營運階段 

在營運階段，在具有海洋考古潛力的聲納接觸點 A-SC001 設立半徑 20 米的緩衝區以避免對聲納接觸點 

A-SC001 造成影響。緩衝區內避免拖船錨泊及在該區域內進行魚排／魚籠錨固，以免對 A-SC001 造成影

響。魚排／魚籠的位置和遷移受《海魚養殖條例》（第 353 章）規管，漁護署會確保船隻錨泊和魚排／

魚籠的地點不會位於緩衝區內。同時漁護署亦會定期進行實地巡查，以檢查緩衝區有否進行任何擾動海

床的工作。隨着實施緩解措施，預計項目在營運期間不會對文化遺產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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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環境監察與審核 

表 5.1 概述了本項目的環境影響。環評研究已顯示本項目能夠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

所闡述的要求。至於各項施工及營運活動實際造成的影響會透過詳細的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來進行監察。

有關該計劃的詳情，都在附屬於本環評報告的《環境監察及審核手冊》內闡述。這項計劃說明了在出現

影響時所應採取的管理行動和補解措施，藉此確保本項目在施工和營運期間對環境的影響能達到可接受

水平。 

在任何領有牌照的魚排展開建造工作前，環境小組需要在所有指定的監測站，包括參考站進行基線海水

質素監察。 

此外，在項目施工期間，環境小組每兩個星期會定期進行實地巡查，以核實適當的環境保護和污染控制

緩解措施已按照環評要求妥善實施。 

本項目的營運期間，會根據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在指定的水質敏感受體中進行水質監察，以確認項目對

附近水質敏感受體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水質變化。該計劃的詳情載於與本環評報告相關的環境監察及審
核手冊。 

除了在營運階段於敏感受體實施水質監察外，漁護署亦會進行海魚養殖水質監察，以定期監察擬議魚類

養殖區內的營運及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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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竹角海設立魚類養殖區 - 行政摘要 

環境影響摘要 

表5.1 環境影響摘要 

敏感受體／評估點 相關的標準和準則 影響預測結果 預測的超出範圍 考慮過的防避影響措施 建議的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實施緩解措

施後） 潛在影響 受影響程度（沒有緩解

措施下） 

水質 

在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和吐露港及

赤門水質管制區的水質敏感受

體： 

▪ 康樂地區，例如水質管制區的

次級接觸康樂活動分區； 

▪ 海岸公園； 

▪ 現有和擬議的魚類養殖區； 

▪ 珊瑚和底棲生物群落，以及江

豚等海洋生物的生境； 

▪ 漁業資源的產卵和育幼區； 

▪ 人工魚礁； 

▪ 潮間帶區域； 

▪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 非刊憲泳灘 

▪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

件6和14 

▪ 《水污染管制條例》 

▪ 《技術備忘錄：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

統、內陸及海岸水域的流出物的標準》 

▪ 海水水質指標： 

• 大鵬灣水質管制區 

• 吐露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 

▪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施工階段 

▪ 魚排的拖運和在現場的安裝工程 

▪ 來自勞動力的污水／廢水 

 

 

▪ 沒有不可接受的影響 

▪ 沒有不可接受的影響 

沒有 ▪ 魚排／網箱之間會保持足夠間距，以

保持水流暢通及減少對水質的影響，

例如水流模式改變。 

▪ 本項目的發牌數量將根據本項目範圍

的預計環境承載量，以限制水質的潛

在變化。 

▪ 不須進行沉積物清理／疏浚工作。 

▪ 除了裝嵌及拖拉工序，不須進行其他

現場施工活動。 

施工階段 

▪ 本項目產生的污水／廢水都須以

運輸船／工程船收集，並運至陸

上的適當設施處置。 

▪ 預料不會有不可接受

的剩餘影響。 

營運階段 

▪ 海魚養殖作業令污染物增加並改變水質  

▪ 海魚養殖設施令水文和水流模式改變 

▪ 魚藥、藥劑化學品和魚糧添加劑的溢出 

▪ 魚排日常運作和工具消毒所產生的廢

水，以及勞工產生的污水 

▪ 海上交通、船隻活動和訪客活動的增加 

 

▪ 沒有不可接受的影響 

▪ 沒有不可接受的影響 

▪ 沒有不可接受的影響 

▪ 沒有不可接受的影響 

 

▪ 沒有不可接受的影響 

除了澳背塘魚類養殖

區及項目範圍外，其

他水質敏感受體均符

合水質指標 

營運階段 

▪ 養殖量在任何時間不應超過755.2 

噸。漁護署會通過限制個別養殖

牌照控制海魚養殖的生產規模，

確保項目場地的生產規模不超過

最高養殖量。 

▪ 漁護署及養魚戶應自行監察項目

範圍可能會出現低溶解氧的情

況，而養魚戶在有需要時將採取

適當的控制措施（例如打氣）。 

▪ 在潛在情況下（例如紅潮事件、

魚病爆發），持牌人會檢視搬遷

魚排的需要，並在有需要時建議

魚排搬遷計劃，以與漁護署達成

協議。 

▪ 只有顆粒飼料或具有更好換肉率

的替代飼料可准許在擬議魚類養

殖區內使用。 

▪ 不可把養殖工具消毒時產生的含

化學物質的溶液排出海中。 

▪ 應控制儲存並儘可能減少現場的

化學品。過量的化學品和產生的

化學廢物應盡快通過適當的設施

或由持牌的承辦商從現場清除。 

▪ 應盡量減少現場燃料儲存，如有

需要，應放置在有遮蔽和安全的

位置。 

▪ 禁止在海上棄置廢物。 

海洋生態 

在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和吐露港及

赤門水質管制區的海洋生態敏感

受體： 

▪ 郊野公園 

▪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 現有海岸公園 

▪ 紅樹林 

▪ 珊瑚群落 

▪ 白腹海鵰 

▪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

件8和16 

▪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指南 No. 6/2010、

7/2010和11/2010 

▪ 《海岸公園條例》 

▪ 《野生動物保護條例》 

▪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

章） 

▪ 《郊野公園條例》 

▪ 《城市規劃條例》 

▪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第10章 

▪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1992）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規 

 

施工階段 

▪ 棲息地干擾 

▪ 海事建造活動和海上船隻產生的水底聲音 

 

▪ 影響程度屬低 

▪ 影響程度屬低 

沒有 ▪ 詳見上述的預防措施。 

▪ 避免高海洋生態價值的地區，例如現

有的海岸公園。 

施工階段 

▪ 不適用 

▪ 預料在施工及營運階

段不會有不可接受的

剩餘海洋生態影響。 

▪ 魚排的結構物可以提

供人工基底，並成為

幼魚或成魚的生境和

蔭庇處。這些生境和

蔭庇處，可以為項目

所在地及其附近的海

洋生態資源帶來正面

影響。 

營運階段 

▪ 海洋生境（海洋水域和海底生境）的變化 

▪ 因臨時遷移魚排造成的水質變化 

▪ 日常作業和船隻所產生的水底聲音 

▪ 魚排運作時水質改變 

▪ 引進入侵性的物種 

 

▪ 影響程度屬低 

▪ 影響程度屬低 

▪ 影響程度屬低 

▪ 影響程度屬低 

▪ 影響程度屬低 

沒有 營運階段 

▪ 跟水質緩解措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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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竹角海設立魚類養殖區 - 行政摘要 

環境影響摘要 

敏感受體／評估點 相關的標準和準則 影響預測結果 預測的超出範圍 考慮過的防避影響措施 建議的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實施緩解措

施後） 潛在影響 受影響程度（沒有緩解

措施下） 

漁業 

在大鵬灣水質管制區和吐露港及

赤門水質管制區的漁業敏感受

體： 

▪ 商業漁業資源的繁殖區和育幼

區 

▪ 往灣魚類養殖區 

▪ 印洲塘海岸公園及其人工魚礁 

▪ 海下灣海岸公園及其人工魚礁 

▪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

件9和17 

▪ 《漁業保護條例》 

▪ 《海魚養殖條例》 

▪ 《水污染管制條例》 

 

施工階段 

▪ 對漁業生境的直接性影響及失去捕魚區

域 

▪ 海事建造活動和海上船隻產生的水底聲

音 

 

▪ 影響程度屬低 

 

▪ 影響程度屬低 

沒有 ▪ 詳見上述的預防措施。 

▪ 避免漁業重要性高的地區。 

施工階段 

▪ 不適用 

▪ 預料在施工及營運階

段不會有不可接受的

剩餘漁業影響。 

▪ 魚類養殖區可以為本

地及全球漁業市場帶

來更多漁業資源。魚

排的結構物可以提供

人工基底，並成為幼

魚或成魚的生境和蔭

庇處。此外，降低捕

撈壓力或可以為本項

目附近的漁業資源帶

來正面影響。 

營運階段 

▪ 漁業生境的變化及失去在魚排結構物所

在地的捕魚場 

▪ 因臨時遷移魚排造成的水質變化 

▪ 日常作業和船隻所產生的水底聲音 

▪ 魚排運作時水質改變 

▪ 魚病爆發 

 

▪ 影響程度屬低 

 

▪ 影響程度屬低 

▪ 影響程度屬低 

▪ 影響程度屬低 

▪ 影響程度屬低 

沒有 營運階段 

▪ 跟水質緩解措施相同。 

廢物管理 

項目範圍 ▪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

件7和15 

▪ 研究概要附錄E所閱述的技術要求 

▪ 《廢物處置條例》（第354章） 

▪ 《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

例》（第354C章） 

▪ 海魚養殖條例（第353章） 

▪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28章） 

▪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 - 

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 

▪ 《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條例》（第413

章） 

▪ 《2021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訂) 條例》 

施工階段 

▪ 產生一般垃圾及漂浮垃圾 

 

▪ 沒有不可接受的影響 

沒有 ▪ 轉型至環保的現代化海魚養殖 

▪ 採用現代預製魚排 

▪ 採用現代魚排設計和先進海魚養殖技

術 

▪ 採用魚排設計和布局以保持足夠水體

流動 

施工階段 

▪ 提名經批准的人員（如承辦商的

環境主任、項目倡議人的代表）

負責良好的工地管理、收集和有

效處置現場產生的所有廢物到適

當設施的安排。 

▪ 漁護署為工作人員提供適當的廢

物管理和處理程序培訓。 

▪ 提供足夠的廢物處置點和定期收

集處置。 

▪ 採取適當措施，使用密封容器運

輸廢物，以在廢物運輸過程中減

少風吹／漂浮垃圾和灰塵。 

▪ 設立記錄系統（例如海魚養殖作

業日誌），記錄產生、回收和處

置廢物的數量和地點，以供漁護

署檢查。 

▪ 在工地的適當位置提供足夠的廢

物收集箱，以便收集可回收物

品。 

▪ 定期清理和處置廢物，以免造成

氣味和垃圾影響。 

▪ 預料不會有不可接受

的剩餘影響。 

營運階段 

▪ 產生有機廢物、化學廢物、一般垃圾及

漂浮垃圾 

 

 

▪ 沒有不可接受的影響 

沒有 營運階段 

▪ 提名經批准的人員（如承辦商的

環境主任、項目倡議人的代表）

負責良好的工地管理、收集和有

效處置現場產生的所有廢物到適

當設施的安排。 

▪ 漁護署為工作人員提供適當的廢

物管理和處理程序培訓。 

▪ 提供足夠的廢物處置點和定期收

集處置。 

▪ 採取適當措施，使用密封容器運

輸廢物，以在廢物運輸過程中減

少風吹／漂浮垃圾和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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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摘要 

敏感受體／評估點 相關的標準和準則 影響預測結果 預測的超出範圍 考慮過的防避影響措施 建議的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實施緩解措

施後） 潛在影響 受影響程度（沒有緩解

措施下） 

▪ 設立記錄系統（例如海魚養殖作

業日誌），記錄產生、回收和處

置廢物的數量和地點，以供漁護

署檢查。 

▪ 定期清理在持牌區域內的有機廢

物，並須以封閉的容器妥當儲

存，及在附近設有公眾碼頭的食

環署垃圾收集站棄置。 

▪ 在適當位置提供足夠的廢物收集

箱，以便收集可回收物品。 

▪ 定期清理和處置廢物，以免造成

氣味和垃圾影響。 

▪ 按照「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

物的工作守則」小心處理化學廢

物。 

▪ 使用設計合適的網箱／魚排，沒

有尖角和凹陷處，以盡量減少纏

繞或積聚漂浮垃圾。 

▪ 使用優質魚糧（例如顆粒飼

料），以減少剩餘魚糧所造成的

浪費。 

▪ 持牌人將保留詳細的營運記錄，

以便更準確地預計所需飼料數

量。 

▪ 剩餘魚糧應立即清理，以減少滲

漏到附近的水體中。 

視覺 

可能受本項目影響的視覺敏感受

體 

▪ 休閒人士 

▪ 職業使用者 

▪ 旅客 

▪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

件 10 和 18，以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指南

8/2010 號（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之準備視

覺影響評估） 

▪ 規劃署（2015 年 11 月）發出的《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特別是第 11 章：城市

設計指引 

▪ 香港具景觀價值地點研究 

施工階段 

▪ 設置魚排／魚籠 

▪ 提供輔助設施 

▪ 沒有不可接受的影響 沒有 ▪ 選址遠離視覺敏感受體 施工階段 

▪ 項目工地的前期施工和施工時間

都應盡可能縮短，以減少視覺影

響。 

▪ 新結構將按照相關的海上安全標

準和法規進行設計。在可行的情

況下，魚排／網箱採用能配合四

周環境的建築設計。其中應考慮

物料的質感、顏色、結構物的飾

面，以確保魚排／網箱能融入現

有環境，務求對現有海上景觀造

成最少滋擾，而且最悅目。 

▪ 預料不會有不可接受

的剩餘影響。 

營運階段 

▪ 在場魚類養殖區的運作，包括為了安全

設立的夜間照明 

▪ 沒有不可接受的影響 沒有 營運階段 

▪ 在停止營運後，本項目所佔用的

開闊海域會被復原至原前狀態。 

▪ 項目燈光的強度和光線的方向角

度，都應在詳細設計階段加以控

制，以減少燈光污染和眩光（例

如有罩燈、特定方向聚焦等）。 

噪音 

與 300 米評估範圍內的噪音感應

強的地方 

▪ 船灣郊野公園 

▪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附

件 5 和 13 

▪ 《噪音管制條例》 

施工階段： 

▪ 使用拖船拖曳魚排產生的噪音 

▪ 使用絞盤組裝和錨定魚排產生的噪音 

▪ 預料不會造成不良影

響 

沒有 ▪ 本項目設於偏遠地點以避免影響噪音

感應強的地方 

▪ 良好的工地管理 ▪ 預料不會有不良的剩

餘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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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摘要 

敏感受體／評估點 相關的標準和準則 影響預測結果 預測的超出範圍 考慮過的防避影響措施 建議的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實施緩解措

施後） 潛在影響 受影響程度（沒有緩解

措施下） 

▪ 船灣（擴建部分）郊野公園 

 

與評估範圍相距 300米以外的噪

音感應強的地方 

▪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往灣洲訓

練基地 

 

 營運階段： 

▪ 海魚養殖活動產生的噪音 

▪ 使用小型船隻運送魚群、飼料、魚排設

備和工人，以及間中到訪的訪客。 

▪ 預料不會造成不良影

響 

 

 

 

 

沒有 

文化遺產 

敏感受體： 

▪ 在評估範圍內找到可能具海

洋考古潛質的聲納接觸點A-

SC001。 

▪ 研究方法按照《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

術備忘錄》附件 10 和 19 所闡述的準則

和指引，以及研究概要附錄 H 所闡述的

海洋考古調查的指引。 

施工階段 

▪ 由於海床會受到錨碇的滋擾，但只會局限

於淺層位置（少於0.5米深），以及少於2

米的水平距離，在拖船錨泊和錨固魚排／

魚籠時可能對具海洋考古潛力的聲納接觸

點A-SC001造成潛在影響。 

▪ 預料會造成潛在影響 沒有 ▪ 在A-SC001 半徑20米設立緩衝區，以

防止拖船錨泊，及該區域內魚排/魚

籠的錨固。 

施工階段 

▪ 在A-SC001 半徑20米設立緩衝

區，以防止拖船錨泊，及該區域

內魚排/魚籠的錨固。 

▪ 魚排／魚籠的位置和遷移受《海

魚養殖條例》（第 353 章）規

管，漁護署會確保船隻錨泊和魚

排／魚籠的地點不會位於緩衝區

內。 

▪ 預料不會影響陸上和

海洋的文化遺產資

源；亦不會有任何不

良的剩餘影響。 

營運階段 

▪ 可能對具海洋考古潛質的聲納接觸點A-

SC001產生潛在影響 

▪ 預料會造成潛在影響 沒有 營運階段 

▪ 在距離A-SC001 半徑20米設立緩

衝區，以防止拖船錨泊，及該區

域內魚排／魚籠的錨固。 

▪ 魚排/魚籠的位置和遷移受《海魚

養殖條例》（第 353 章）規管，

漁護署會確保船隻錨泊和魚排／

魚籠的地點不會位於緩衝區內。 

▪ 漁護署會定期到現場巡查，以檢

查緩衝區有否進行任何擾動海床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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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6. 總結 

是次環評研究評估了本項目在施工和營運期間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的整體可接受程度，同時亦展示了本項

目的剩餘影響的可接受程度，以及人口和環境敏感資源所受到的保護。是次環評研究認為本項目在實施

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後，對環境的影響是在可接受水平，並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所

闡述的相關標準／準則。此外，亦在適當地方建議了環境監察及審核機制，藉以核實各項環評預測的準

確程度，務求能確保各項建議緩解措施的成效。 

落實本項目與香港政府的目標一致，旨在透過設立新的魚類養殖區，務求創造更多空間供海魚養殖業發

展，讓捕撈漁民轉型至這種可持續發展的營運方式，以及提供空間在開放水域發展新型的深海養殖技

術，及吸引新從業者投身漁業界。



 

 

 

 

The business of sustainability 

 

ERM 在全球各地設有超過 160 個辦公室，包括下列國家和地區 

 

 

阿根廷 

澳洲 

比利時 

巴西 

加拿大 

智利 

中國 

哥倫比亞 

法國 

德國 

圭亞那 

香港 

印度 

印尼 

愛爾蘭 

意大利 

日本 

加薩克斯坦 

肯雅 

馬來西亞 

墨西哥 

莫桑比克 

緬甸 

 

荷蘭 

紐西蘭 

挪威 

巴拿馬 

秘魯 

波蘭 

葡萄牙 

波多黎各 

羅馬尼亞 

俄國 

新加坡 

南非 

南韓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台灣 

坦桑尼亞 

泰國 

英國 

美國 

越南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紅磡德豐街 18 號 

海濱廣場 1 座 

25 樓 2509 室 

 

T: +852 2271 3000 

F: +852 3015 8052 

www.er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