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more robust

San Tin Technopole  Dr. Francis Neoton Cheung    2024.11.02

新田科技城調整方案芻議 倡議人：新田科技城研究組

香港建築師學會 主辦 未來城市願景 · 北部都會區論壇 3.0

HKIA Future City Vision · Northern Metropolis Forum 3.0



目錄

• 河套區港深創新科技園的緣起

• 新田科技城規劃設計考慮原則

• 大河套港深創新科技園—組團拆解

• 新田科技城調整方案

• 鐵坑科技園深化方案

• 方案比較

• 總結

1



2

河套區港深創新科技園的緣起

1997年
• 回歸之際，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規定深

圳河治理後，以新河中心綫作爲香港特別行政區域界綫，深圳河裁彎拉直後的
「過境」土地納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範圍。該河套地區地塊，擁有權屬深
圳，土地管理權屬香港。該地塊，位於蠔殼圍和三寶樹之間的一片相連濕地，是
整片逾1800公頃濕地的重要組成部分。（見圖一）

2007年
• 該約87公頃的河套區地塊被定為港府與深圳市政府共同開發的「河套區港深創新

及科技園」（簡稱「河套創科園」），藉以解決土地權屬問題和兩地經濟利益分
配問題。然而，這片高自然生態價值的濕地便須填平。

2017年
• 港深兩地官員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正

式啓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建設。

2021年
•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提出完善廣深科技創

新走廊和深港河套科技創新極點，推進深港河套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
可見河套創科園區已經提升爲國家級的發展項目。

2021年10月
•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更宣布擴充原「河套創科園」的規模，將落馬洲和新田一

帶約150公頃土地納入「大河套創科園」的範圍，擴大後的「河套創科園」更名
為「新田科技城」。將原河套區的87公頃，連同此150公頃土地以及其他零碎地
塊，合共增至約300公頃的創科用地，其規模基本與深圳科創園區的300公頃看齊。

在此背景下，上述新納入的約150公頃濕地，即將被填平的命運似乎無法改變。原三
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約520公頃，倘若被拿走此150公頃後，再剔除其他零碎片區，
所餘的338公頃將無法完全發揮其原有濕地生態功能，特別是其天然排水功能。再者，
因此而造成的生態分割，對其周邊的濕地生態影響程度亦難以估量，更有機會截斷
飛鳥走廊。（見圖二）

河套區地塊未平整前的濕地範圍（圖一）

新田科技城公布後的濕地範圍（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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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中的新田科技城

港深河套建創科園 - 2017

深方科創園區

150公頃魚塘

河套港深創科園

新田科技城

建議鐵坑山
創科園組團

2022年12月
• 港府公布《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特別點出由港深創科園和深圳

科創園區組成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2023年8月
• 中央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提出一系

列措施，推動深港雙方園區協同發展，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産業中
試轉化基地，構建國際化的科技創新體制，以及打造匯聚全球智慧的
科技合作平台。

國家如此重視「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建設，
而這項目又對香港的未來發展如此關鍵，這下達任
務必須快速落實，刻不容緩。

港深河套建創科園 - 2024

河套港深創科園

深方科創園區

150公頃魚塘

新田科技城

建議鐵坑山創科園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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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科技城 規劃考慮原則

成功的秘訣
科技城的建設，必須以前瞻的視野，去規劃未來香港創新與科
技產業發展所需的各項要求。簡易言之，必須以三「 E 」和三
「 R 」原則為其規劃設計指導思想。

高速上馬 Expeditious

 科技城必須能快速上馬，以抓緊發展機遇。

高效率 Efficient

 科技城必須能高效率運行、具備多功能性和有優質的配套設
施和基礎設施。

高效益 Effective

 科技城必須具備低成本和高宜居性，以吸引全球高端企業和
人才落戶於此。

高對應性 Relevant

 科技城必須以前瞻的城市設計和可持續發展原則去對應一個
超前優秀創科園區的要求。

高韌性 Resilient

 科技城必須維持發展和環境容量的高韌性，以滿足未來創科
產業的靈活要求。

高質資源 Resourceful

 科技城必須用好目前的高質社會、環境、科技、人才、制度
和政策資源，整合好創科産業生態圈。

新田科技城 設計考慮原則

科技園目前的選址規劃在三寶樹的濕地緩衝區。但作爲一個
先進的社會和經濟體系，我們應秉持可持續發展的設計原則，
以呼應國際認可。我們應該盡量保留這些生態和環境敏感地
帶，另覓更合適的土地興建創科設施。

原則1

 以尊重自然、保護及擴大濕地的原則去擴大環境容量，以
支持建造一個達到香港能引以爲傲的、創科産業樞紐。必
須要求這發展項目能成爲國際典範，彰顯香港在日益嚴峻
的全球氣候挑戰下，仍致力於維護和改善濕地防潮防洪的
承諾。

原則2

 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旅遊的目的地。發展項目定位為世界級
生態觀賞中心，並擴大拉姆薩爾濕地的鳥類和野生動物棲
息地。

原則3

 與當地文化遺産共存、與當地現有村落共存，讓民俗、傳
統、耕作中的農地、溪流、本地的青磚灰瓦，一並揚頌我
們的傳統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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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科技城調整方案—規劃設計指導思想

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政府擬議的新田科技城總體規劃。

我們必須從生態、文化遺產和時間/成本控制等角度著手分析。

推動城市的創新産業與發展固然重要。但目前的政府分區規劃大綱圖並未提供創新、

高適應性、尊重自然的方案。

新田公路與深圳河之間、牛潭山和麒麟山兩側，當玻璃塔樓和混凝土森林建築一旦

建成，將對候鳥和動物造成不可逆轉的不良影響，其中包括一些是全球瀕危的候鳥和生物。

當原有的自然候鳥棲息地因建築物覆蓋及/或地下結構引致微氣候及水文變化而消失

時，將難找到同等質量的替代棲息地。

世界將目睹香港爲了短視的發展利益而摧毀這片多年所建立的棲息地。這些棲息地

一旦消失，將一去不返。

我們在此擬議這替代方案，藉以向世界展示香港能實現與原住民和諧發展的目標。

替代方案是在鐵坑山和牛潭山現有的山脊和山谷之間，村落和活化梯田農田，建造

覆蓋著植物的山脊體狀建築，幷沿著現有的山脊和山谷層叠而下。

這些建築除了包含科技城所需的必要設施。他們更模擬自然山丘來吸引鳥類和動物

作爲栖息、居住和繁殖的地方。

這些建築物的外層應覆蓋著茂盛的綠色植物，以盡量减少熱島效應。

加上自動噴灑霧氣，可在熱天爲建築物降溫，同時也作爲全球負碳建築物群。用遮

蔽良好的人工照明，創造一個適合鳥類居住的高地，讓環境模擬鳥類習慣的山丘生境。

連接城市與國家所需興建的交通建設，可考慮有蓋或以自然景觀覆蓋，使道和鐵

道與候鳥和當地野生動物生活和經過的區域分隔開來。

我們應該盡力控制鐵道和建築物發出的噪音和光缐，因爲動物對這些噪音和光缐很

敏感，並且避免使用架空電纜。

發展範圍可限制在鐵坑山以北、新田公路以東和以南，尤其是尚未開發的低價值現

時規劃爲「綠化地帶」的地方。

理想情况下，深圳河兩岸應該建沒有光和噪音污染的建築，使可以建立對鳥類和動

物友善的建築群。

現有的圍、村不應像島嶼一樣被孤立。相反地，我們應該利用魚塘和自然農田將這

些村落作為城中村與自然景觀重新連接起來。

科技城在這個理想的願景中，新田公路與深圳河之間的現有魚塘、泥灘、基圍、天然

灌木叢和山丘均不會因發展而受到破壞，反而因保育而升值。

這些敏感的棲息地將得到改善，以繼續支持各種水生物種的繁殖，進而為候鳥提供重

要的覓食地。

在這些珍貴的土地旁開發科技城時，應該著眼如何讓這些棲息地更具持續性及更適當

地生物群落生活的願景來興建。

這也向其他國家顯示出作香港為一個國際城市，作為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組成部

分，是多麽有意識地尊重自然，促進共存及維護自然居民生態系統微妙的生存平衡。

請想像一下，郁郁蔥蔥的涼爽人造山地，從現有的山丘延伸如山脊體的地形，在低層

設置實驗室、資訊科技服務、配套設施、住宅、單車徑、無人駕駛運輸系統（以減少依賴

建造成本高昂的重型鐵路）道路、公用設施等，並採用低碳材料，例如青磚、石材和土磚。

從外部來看，我們看到悉心保存的景觀原貌的建築物 - 綠色山丘，阻隔光線和聲音的

干擾。道路和鐵道被自然景觀覆蓋著、改善池塘的潮汐、鳥類飛行的走廊和其他野生動

物的通道。深圳的玻璃幕牆與鋼鐵構成的天際線標誌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數十年的工業

進步，也是國家的驕傲。我們經常聽到對岸的聲音 -- 位於香港邊境一側未開發的濕地既

離奇又古怪。像用引號括起來的‘錯失良機’。

事實上，我們認為對世界傳達“我們與眾不同”的最強優勢，就是保護這些珍貴的生

物多樣性濕地。

我們以可持續的方式思考，以生態的角度思考，在本世紀的發展過程中，每一步都至

關重要。尤其隨著氣候災害日益嚴重，地球的生存也受到挑戰。

我們不需要破壞數百公頃的濕地，僅僅為了創造一片混凝土、鋼鐵和玻璃鏡子的發展，

以向世界展示我們在“進步”。進步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衡量 …… 一種更理想的方式，

一種以尊重自然為更高的目標。

建築師歐中樑在香港大學的畢業論文中，構想了一個城市和發展區，名為“生態城”

（ECOPO LIS）。ECO代表生態，POLIS是希臘語，意為“城市”或“社區”。在生態城

中，人造建築與人類曾經所属的城市前生態系统和諧共存。

讓我們探索一下這個思路 : 

它，將成為香港和大灣區在世界地圖上可持續發展的標杆。

它，成為一個碳負荷、綠色環保、濕地保護的高科技樞紐。

它，符合陰陽之道，以“陰”伴著深圳高樓的“陽”。

它，以尊重大自然闡解新科技，令世界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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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港深創科園組團
面積：約 87公頃

2
落馬洲組團
面積：約 132公頃

3
新田南組團
面積：約 260 – 400 公頃

4
原魚塘濕地
面積：約 150公頃

5
鐵坑組團
面積：約 72 - 200公頃

新田科技城政府方案 總面積：約 629公頃

新田科技城調整方案 總面積：約 679 - 691公頃

6

大河套港深創新科技園—組團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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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區港深創科園組團—約 87公頃

•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科園）位於得天獨厚的落馬洲河套地區，
是全港唯一與深圳一水相連的創科園區。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港
深創科園盡享「一區兩園」的獨特協同發展優勢，匯聚兩地創科人
才及技術，配合先進基礎建設與頂尖科研設施，為企業創造無限商
機，開拓成功之路。

87 公頃
佔地面積

100 萬平方米
第一期總樓面面積

大河套港深創新科技園—組團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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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馬洲組團—約 132 公頃
• 落馬洲組團位於落馬洲管制站的現有政府土地。
• 開發高度不超過 20 米，以讓出鳥類的飛行路

線。道路要避開高架電纜，並作半覆蓋式的園
景平台，成為鳥類對光線和噪音的屏障。

• 考慮重型鐵路與無人駕駛的連接。
• 擬設世界級的觀鳥設施於落馬洲科技大樓的西

邊，俯瞰優化後的新田濕地，該濕地可作為香
港未來擴展的拉姆薩爾濕地的新組成部分。

• 在下灣村和濕地周圍引進供水獺通行的園景式
水道（香港園境師學會和世界自然基金會提
議）。

• 落馬洲組團擬議的用地面積約爲 132 公頃、擬
議的總樓面面積約爲 150 萬平方米。

場地分析

擬議計劃大綱發展藍圖

大河套港深創新科技園—組團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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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南組團—約 260 - 400 公頃
• 米埔隴的米埔白鷺鷥棲息區面積將有所增加。
• 提升及擴建古洞路以增加交通容量。
• 考慮重型鐵路與無人駕駛的連接。
• 高樓式睦鳥的建築群，綠意盎然，觀感如牛潭山的延伸，

具有良好的遮光和隔熱效果，提供多功能共享公用的配
套設施、基礎建設、科技實驗室、資訊科技服務、住宅、
單車徑部份覆蓋道路與現有的農地相鄰，並建立農業公
園。（由香港園境師學會和世界自然基金會提議）。

• 現有的溪流將美化為河濱公園。保留現有的魚塘以防洪。
（由香港園境師學會和世界自然基金會提議）

• 保留民俗、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公民設施，如粵戲
神功戲、竹棚、盂蘭勝會、宗族春秋二祭、香天后誕、
食盆宴、涼茶與紮作技藝，建築採用現代式的低碳青磚
灰瓦建築。

• 標誌性生態高層建築的最高高度為 350 至 380 米，與深
圳的同類建築相呼應。新田南組團的擬議用地面積約400

公頃、擬議總建築面積約700萬平方米。

場地分析

擬議計劃大綱發展藍圖

構建農業景觀

大河套港深創新科技園—組團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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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坑組團—約 72 - 200 公頃

擬議計劃大綱發展藍圖

• 鐵坑組團位於鐡坑綠化地帶的現成政
府土地。

• 與落馬洲河套地區隔河相呼應，正好
在深圳、古洞、新田的中央。位於地
勢較高的位置，洪水風險極低。

• 建築物依山坡而建，主要在鐵坑山脊
的北坡發展，發展輪廓依階梯式而下。
選址範圍避開所有自然現有資源如村
落、灌木叢和溪流、落馬洲瞭望台、
村墳等。

• 考慮重型鐵路與無人駕駛的連接。主
建築立面避開鳥類飛行路綫，配有景
觀綠化陽台，可進一步過濾人工照明。

• 鐵坑組團擬議的用地面積約爲 72 -

200 公頃、擬議的組團總樓面面積約
爲 250 - 350萬平方米。

大河套港深創新科技園—組團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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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質量生態容量支撐高質量發展
鐵坑科技園深化方案

• 檢視國家下達文件，只是支持香港成爲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
建設，並沒有硬性規定河套創科園區的擴展部分必須在平地上興建。

• 發展局一直認爲，要建立完整創科産業生態圈，新田科技城須有足够規模的創科用地，
更認爲由於新田一帶地理限制，東面和南面均是山巒，包括鐵坑和鷓鴣坑，故有需要向
西面和北面擴展。這可能是個先入為主的誤判。

• 我們建議，保留新田科技城計劃中靠近河套區西南面的150公頃濕地（見圖三），而將
位於原河套區東南的一片逾200公頃的政府土地（見圖四）與之置換（見圖五）。這200

公頃土地範圍內完全沒有任何山墳，而落馬洲警署亦將完整保存（見圖六、七）。這樣
便可以拯救和保留整片原規劃約520公頃的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完整性。

• 及此，河套創科園區擴展部分的建設，便毋須填平原來位於上述位置的魚塘，其基準面
亦毋須加高至七米高的水泥面，圍困南面原來的村莊；而可以在置換的區域內依山而建，
形成錯落有致的建築集群。如此布局，在香港建築集群中便有兩個活生生的例子，我們
的中文大學和科技大學也是依山而建，國內和海外的例子更是多不勝數。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河套區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綠化地帶
200公頃

墓地山墳

落馬洲警署

墓地山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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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坑創科園組團—總體規劃平面圖
鐵坑科技園深化方案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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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坑組團規劃發展大綱
鐵坑科技園深化方案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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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坑創科園組團—發展參數
• 博匯智庫就擬置換的鐵坑200公頃範圍制定了初步《建議發展大

綱圖》(RODP)，並詳列各項發展規劃參數及城市設計指標。
（圖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 擬議的「大河套創科園」，包括原來河套區的87公頃和鐵坑的
200公頃土地（後稱「大河套創科園二期」）。該200公頃的土
地用途細分爲：

圖十四

圖十五

鐵坑科技園深化方案

容積率

建筑高度

• 由於在原來的150公頃魚塘濕地上建房，必須低高度、低密度和
階梯式布局，其地積比率不宜太高。故此150公頃內要承載350萬
平方米的樓面面積，其建築物的覆蓋率必然是高。

• 反之，在200公頃內綠化地帶高地建房，只需將香港主水平基準
50米以上的山頂削平，便可以稍爲提升地積比和降低覆蓋率，輕
鬆地提供350萬平方米創科産業樓面面積同時，更可額外提供250

萬平方米其他用途如：商業、文化、藝術、體育、教育等配套設
施樓面面積，功能整合更爲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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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坑創科園組團—配套設施
鐵坑科技園深化方案

• 大河套創科園二期的西北端，設文化區（面積約108,000平方米）。緊貼落馬洲警署，區內設博物館、圖書
館、歌劇院、演奏廳、藝術館等娛樂文化設施。

• 大河套創科園二期的南端，則興建小型的大學鎮和體育設施，讓海外和國內的著名學府，在此設分支機構，
營辦與創科産業相關的各項高階主管教育課程。大學鎮行政中心，將整合跨大學、跨學科、跨專業的教育
課程模塊，滿足不同人士的科研、管理、設計進修需求。

• 項目的另一亮點是在高地部分的東側建設450米高的觀光塔，其位置並不影響雀鳥飛行路綫，讓本港和其
他地區人士可一覽無遺地觀賞這周邊的生態環境。



16

原150公頃魚塘徵地需時、成本逾200億元
鐵坑科技園深化方案

• 原納入興建新田科技城的約150公頃土地中，有約130公頃為私人土地，其收購、補償
和行政費用估計達200億港元之钜；且其收購和安置所花的時間更是一至兩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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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比較—經濟技術指標
鐵坑科技園深化方案

• 按原150公頃濕地上的容積率2.33計算，其所承載的創科建築樓面面積3,500,000平方米置換至鐵
坑的200公頃山地，只要容積率不低于1.75，也可以達到原來計劃的總建築樓面面積。

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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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坑方案中的交通布局更爲合理
鐵坑科技園深化方案

• 土地置換後的另一好處是交通布局將變得更爲合理。原計劃連接河套區和創科園擬擴展部分（濕地）的跨境鐵路布
局並不理想。由於鐵路走向的弧度問題，該鐵路未能連貫創科園的擬擴展部分（見圖八），且北環線要2034年才
可落成，圖八所示的擬建鐵路走向並不合理。土地置換後，從上水—落馬洲支綫在古洞站再分支一條支綫，連接創
科園擬擴展部分（鐵坑）至河套區，再過境到深圳則更爲合理，河套區創科園及其擬擴展部分（鐵坑）連接新田市
中心，則可用公路連接更符合經濟效益（見圖九）。

圖八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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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田科技城原方案比較—整體效益

方案比較

生
態
濕
地

三
寶
樹

高成本 該150公頃魚塘濕地絕大部份是私人土地，渉200

億元的收地和補償費用和約兩年的收地時間。 X ✓
鐵坑山所在地塊屬於政府土地，無需花巨額收地
及補償，及省却收地時間。

低成本

綠
化
用
地

鐵
坑
山

低效率 所涉及的150公頃漁塘，其西面和北面均爲環境
敏感濕地，南面是原居民的村落，東面是即將重
建的落馬洲管制站，土地平整工程較爲複雜艱巨。
且擬建的港鐵站不能直達創科園區，極不方便。

X ✓
所涉及的綠化用地、北面緊接河套區港深創科園
區，集群效應明顯。山丘的土地平整工程相對簡
單。創科園區內有港鐵站直達，且直接連接古洞
北站和河套區港鐵站。

高效率

低效益 收地過程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令企業難以有效規
劃其發展計劃，可能令其郤步。鐵路的不通達性
亦難以吸引企業落戶。

X ✓
不牽涉徵收私人土地，帶來土地交付時間的確定
性，令企業能快速决定落戶及規劃其發展計劃。
鐵路走線的通達性較吸引企業落戶。

高效益

低符合性 破壞原來的濕地令企業要付出較大的代價去滿足
環境、社會和管治(ESG)的要求。 X ✓

保留原來的濕地，創造更佳的環境容量來支持創
科園的發展，企業付出較小代價去滿足環境、社
會和管治(ESG)的要求。

高符合性

低韌性 填平魚塘涉及這250公頃濕地保育區及緩衝區，
將令深圳河以南的這片土地失去儲水功能。在極
端天氣下，新田科技城及鄰近地區將陷水浸危機，
甚至癱瘓科技城運作。

X ✓
河套創科園以南的鐵坑山則可以免于水浸的危機。
保留該魚塘完整不被填平，維持其儲水功能。

高韌性

低相容性 填平魚塘將令該區相對南面的村落高岀5-6米，
引致新城與舊村的不協調和不相容。 X ✓

不用填平魚塘令村落與魚塘之間在環境上更協調，
功能上更相容。

高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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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田科技城原方案比較—落實時間表

項目 生態濕地 –三寶樹 綠化用地 –鐵坑山

初步方案 完成 滯後3個月

修訂計劃大綱草圖 完成 滯後12個月

徵收土地 需18-24個月 不需要 √

環評報告 已批准，但正在被司法覆核 環評不會有大問題，2025年2月可完成 √

行政會議批准大綱草圖 2024年9月 2025年7月 √

土地平整 收地及立法會撥款後9個月 立法會撥款後9個月 √

鐵路走向 北環綫2034年才完工，北環
支綫則沒有完工日期。
洲頭站遠離創科園區

古洞北站支綫接駁可2030年前完成
古洞北站支綫連通鐵坑山組團 (鐵坑站)，以及
河套創科園 (河套站)，還可跨境到深圳方。

√

園區鐵路站完成日期 最快2034年 最快2030年 √

企業落戶 2029年5月 2029年5月 √

方案比較

• 總體開發可快速進行：在政府土地上的規劃綠化地帶工程可即時展開，鐵路計劃毋

須受北環線最快2034年才可完工的限制，而是直接從東鐵支線上的古洞站快速接駁

鐵坑站。鐡坑地鐵線及個別資訊科技項目最快可於2030年竣工，較政府擬建的相關

鐵路計劃提早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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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田科技城原方案比較—濕地損益

未來拉姆薩爾濕地的增益：
在現有魚塘的基礎上維護和提升92公頃的世界級生態觀賞中心和旅遊目的地，力爭將其納入拉姆薩爾濕地。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提議擴建拉姆薩爾濕地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提供）

方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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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田科技城原方案比較—水浸風險

幫助減少：
全球暖化導致極端天氣

幫助減少：
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氣候變遷引發的熱浪中感到
悶熱、痛苦、死亡全球暖化導致極端天氣

降低洪水及水浸風險：

• 保留92公頃現有魚塘作為洪泛平原區，避免深圳河三
角洲縮小

• 防止洪水期間對上游造成築壩效應，提高上游登陸的
水位，並增加下游洩洪的速度和沖力，影響米埔和拉
姆薩爾濕地

• 填平魚塘涉及這250公頃濕地保育區及緩衝區，將令深
圳河以南的這片土地失去儲水功能。在極端天氣下，
新田科技城及鄰近地區將陷水浸危機，甚至癱瘓科技
城運作

• 河套創科園以南高143mPD的鐵坑山北坡較為平緩而且
沒有墓地則可以免於水浸的危機。保留該魚塘完整不
被填平，維持其儲水功能

方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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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拉姆薩爾公約》的簽署國
鐵坑科技園深化方案

國際重要濕地（拉姆薩濕地）分布圖

• 面積1500公頃的米埔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是全國730萬公頃拉姆薩爾濕地的重要組成部
分。《拉姆薩爾公約》是世界多個政府於1971年2月2日在伊朗拉姆薩爾市簽訂的公約。
這片米埔濕地是中國以主權國身份與其他政府簽訂的公約，在1992年7月31日正式實施
《公約》規定的前提下，於1995年9月4日正式被列爲拉姆薩爾濕地。

• 今次因擬建新田科技城而遭即將被破壞的近250公頃濕地保育區及緩衝區土地，將直接影
響米埔拉姆薩爾濕地的地質和生境狀况。中國作爲簽約國，極有可能被西方媒體大做文
章，批評中國罔顧國際公約約定，肆意破壞這片國際性濕地的世界級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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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將鐵坑組團成爲「備呔方案」或「三期方案」
鐵坑科技園深化方案

• 有見及此，我們提出替代性方案，增加鐵坑200公頃土
地作爲整體大河套創科園的組成部分，一方面避免大
片濕地被破壞，另方面規避被西方媒體攻擊的危機。
我們建議將原來政府計劃的新田科技城發展分階段的
第一階段（Phase 1）分拆爲1A、1B、1C，其面積各
分別約爲160公頃、150公頃和130公頃，而本智庫建議
的鐵坑200公頃土地則標號爲1D。

• 政府已經公開承諾不會在2026或2027年「三寶樹濕地
保育公園」工程開展前（不是完成前）填塘，所以，
儘管鐵坑山的綠化用地（即1D）要變更爲「其他指定
用途（創新與科技）」或許需要18個月去走城規會的
流程，對整體工程進度並不構成影響。况且，據悉，
政府準備稍後在立法會申請撥款時，亦只限於1A範圍，
並未包括1B區，即並不涉及填塘範圍。

• 事實上，目前1B區的實施，仍存在不確定風險。環保
署5月有條件批准的環評報告，其程序並非零瑕疵。有
團體就此申請司法覆核，已獲高院受理。

• 我們全力支持政府發展創新與科技産業，以及積極在
適當的地塊上興建創新與科技産業園。我們的建議，
並非拖政府後腿，而是在有可能「爆呔」的情况下，
有一「備呔」的應變方案。我們建議1A區與1D區先同
步進行，1B區與1C區稍作延遲。萬一國際生態環境保
護團體向拉姆薩爾公約組織提出有力的反對理據時，
我們仍可以有多一手準備，在必要時可考慮放棄1B的
填塘工程，化險爲夷。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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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擬擴展在200公頃山丘部分的土地全屬政府所有，港府便更
有彈性地與有意向落戶於擴大後「大河套創科園」的海內外科
創龍頭企業磋商。機遇不等人，建議政府認真考慮這個「快、
好、省」的「備呔方案」或「三期方案」，重新檢視兩個方案
的優劣比較，讓大河套創科園的規劃、設計和實施，得以在可
持續發展的軌道上進行，更好地實現國家主張發展和保育並重
原則，回歸「大河套創科園」的初心。

• 進一步建議政府認真研究「鐵坑創科園」組團這「後備方案」，
立刻啓動深化其規劃及工程研究，就相關土地做好前期的地質
勘探，然後做好詳細設計方案，同時準備好在該綠化地帶規劃
變更用途的報批手續等。

• 我們再三强調，我們堅定不移支持政府在適當的土地上，儘快
興建創科園以推動創科産業的發展。我們提出以上建議，不是
拖政府後腿，而是在萬一該150公頃魚塘濕地的工程未能上馬，
本「備呔方案」就得補上，讓「大河套創科園」計劃更具韌性。

新田科技城研究組
2024.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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