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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定期檢討地質公園符世界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香港地質公園於2011年獲接納為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成員，並命名為「中國香港世界地

質公園」，今年需就成員資格首次接受每4年一次的中期評估。漁護署昨日表示，過去4年已按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

發展及需要，定期檢討及更新工作指引與管理計劃，並特別加強地區參與及交流分享工作，以繼續符合「世界地質

公園」資格。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於今年約7月對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進行首次中期評估，並於9月公布評估結果。湖南張家界

等3個內地地質公園，於2013年初曾在評估後被發「黃牌」警告，瀕臨被除名的邊緣，去年經評估後方重獲「綠卡」

，延續4年「世界地質公園」資格。

改善交通憂毀特色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昨日討論評估準備工作，會上有委員認為現時地質公園交通不便，不利公眾參觀，可考

慮增建設施或安排穿梭巴士；但有委員卻擔心地質公園淪為景觀旅遊，改善交通反會破壞公園特色。

漁護署高級地質公園主任楊家明表示，地質公園並非主題公園，例如果洲群島等核心保護區，當局不會興建碼頭

，僅讓市民乘船觀賞；綜合保護區則可讓多些人實地觀賞，近期亦增設火山探知館，提供地質公園資訊之餘，亦方

便公眾報名參加導賞團。

對於地質公園的訪客人數由2011至12年度的150萬人次降至翌年的140萬人次，楊家明坦言，擔心若宣傳太好會吸引

太多人前往地質公園，「大前題是遊客有空間欣賞地貌、空氣、水質，以及生物多樣性等沒受影響，現時亦達到目

標。」

擴園研足夠資源管理

對於有委員提出擴大地質公園的規模，特別本港當見的花石崗的地質元素，楊家明指蒲台島及馬鞍山均具花石崗的

特色，當局會謹慎考慮擴展地質公園的建議，但強調地質公園不只限地質因素，更要考慮是否有足夠資源作有效管

理。

本內容經慧科的電子服務提供。以上內容、商標和標記屬慧科、相關機構或版權擁有人所有，並保留一切權利。使用者提供的任何內容由使用者自行負責，慧科
不會對該等內容、版權許可或由此引起的任何損害 / 損失承擔責任。
慧科電子服務列印本。



太陽報 | 2015-02-27

報章 | A22 | 港聞 |

地質公園升格7月受評估

【本報訊】香港地質公園一一年獲接納為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成員，今年七月將面臨首次四年一度的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評估，料九月下旬會知道能否達標。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開會商討準備工夫，漁農自然護理署表示，今年

會以「形象建立及宣傳」為主題，重點推廣本地參與，但不希望有太多旅客致「踩冧」園區，冀每年維持在一百四

十萬旅客人次水平，從中取得平衡。

p;憂過度推廣增承受力

漁護署高級地質公園主任楊家明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評估包括八大範疇，涉三百多項準則，非常嚴謹及具挑戰

。他指，當年香港地質公園被升格為「世界級」時，評委曾指示當局要做好本地參與、方便旅客獲取資訊、設立博

物館及科學普及等，「湖南張家界因無對外交流曾獲發黃牌警告，我地唔敢鬆懈」。

對於有委員擔心過度推廣會加重本港旅客承受力，楊家明指香港地質公園規劃上有三個保護等級，包括東平洲及西

貢大浪灣等承載量較高的綜合保護區、荔枝莊及萬宜水庫東壩等設有基本郊遊設施的特別保護區，以及只適合乘船

遊覽的果洲群島及糧船灣花山等核心保護區，「難去地方會集中係西貢火山探知館組團控制人流，希望令每年旅客

人數維持在一百四十萬水平」。

被問及現時到訪香港地質公園人數，由初期每年有一百五十萬人次，降至前年的一百三十五萬人次，是否已呈現下

降趨勢時，漁護署署長黃志光指，旅客都是貪新鮮，去一次便作罷，故下跌是正常，強調當局對能通過評估非常有

信心。不過，他承認推香港地質公園時，交通不便是一個問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每年均會對約十個世界地質公園進行發展評估，結果分成綠、黃及紅色，即通過、警告或除牌。

內地的張家界、廬山及泰山地質公園曾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黃牌警告」，去年通過「再評估」才保住世界級品

牌。

本內容經慧科的電子服務提供。以上內容、商標和標記屬慧科、相關機構或版權擁有人所有，並保留一切權利。使用者提供的任何內容由使用者自行負責，慧科
不會對該等內容、版權許可或由此引起的任何損害 / 損失承擔責任。
慧科電子服務列印本。



東方日報 | 2015-02-27

報章 | A24 | 港聞 |

港地質公園七月接受聯國評估

【本報訊】香港地質公園一一年獲接納為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成員，今年七月將面臨首次四年一度的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評估，料九月下旬會知道能否達標。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開會商討準備工夫，漁農自然護理署表示，今年

會以「形象建立及宣傳」為主題，重點推廣本地參與，但不希望有太多旅客致「踩冧」園區，冀每年維持在一百四

十萬旅客人次水平，從中取平衡。

楊家明

遊園人數呈下降趨勢

漁護署高級地質公園主任楊家明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評估包括八大範疇，涉三百多項準則，非常嚴謹及具挑戰

。他指，當年香港地質公園被升格為「世界級」時，評委曾指示當局要做好本地參與、方便旅客獲取資訊、設立博

物館等，「湖南張家界因無對外交流曾獲發黃牌警告，我哋唔敢鬆懈」。

對於有委員擔心過度推廣會加重本港旅客承受力，楊指香港地質公園規劃上有三個保護等級，包括東平洲及西貢大

浪灣等承載量較高的綜合保護區、荔枝莊及萬宜水庫東壩等設有基本郊遊設施的特別保護區，以及只適合乘船遊覽

的果洲群島及糧船灣花山等核心保護區。

被問及現時到訪香港地質公園人數，由初期每年有一百五十萬人次，降至前年的一百三十五萬人次，是否已呈現下

降趨勢時，漁護署署長黃志光指，旅客都是貪新鮮，去一次便作罷，故下跌是正常，強調當局對能通過評估非常有

信心。不過，他承認推廣香港地質公園時，交通不便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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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攻略：地質公園配套不足

香港地質公園於二○一一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接納，進身成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成員，今年將面臨首次四年一度的

評估。事實上，每年到訪地質公園的遊客數目超過一百萬人次，但過往不時被批評配套不足，洗手間亦欠奉，更有

遊客破壞自然環境。究竟在發展旅遊業的前提下，如何能平衡生態發展﹖

Q:地質公園進身世界級對本地旅遊業有何幫助﹖

A:擁有世界級地質公園對吸引本地旅客未必有具體幫助，因為愛好大自然的港人早已知道及到訪該些地方，不過在

吸引外地旅客的作用就相對較大，現時有不少歐美及日本遊客專誠到香港遊山玩水。

Q:有聲音批評地質公園的設施及配套不足，你同意嗎﹖

A:政府如要推廣地質公園成為旅遊景點，公園應集中一個範圍，興建有限度的基本配套及設施，例如加建碼頭及公

廁方便遊客，其餘地方則盡可能保持原貌，以免造成破壞。

延伸思考

1.發展旅遊業及生態保育如何作出平衡﹖

#

2.本港地少，郊野用地對港人有何價值﹖

#

3.政府應否限制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邊緣土地的用途及發展﹖

#

#

網上專頁:on.cc/sunstudies

聯絡電郵:studies@o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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