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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机场勿临渴掘井 

 

 扩建香港机场计划的第一阶段公众咨询虽然到8 月底才结束，但各方支持、质疑、或反对

的理据已透过媒体大鸣大放，而本月19日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亦会讨论此事，给公众充分机会

发表意见。 

 笔者是支持兴建第三条跑道的，理由已于香港集思会在去年底发表的《香港国际机场第三

条跑道分析报告》中阐述，在此不赘。 

 至于公众反对意见，主要是基于计划有损环境与保育，和发展成本高昂与经济效益成疑等。

篇幅所限，今天先谈笔者对环保问题的看法。 

 环保理据特别获得年轻人的认同，认为加建跑道是破坏环境和海洋生态，违背可持续发展

原则。在赤腊角机场以北填海兴建跑道，无疑是会影响中华白海豚与海洋生态。机管局虽然不欲

在扩建计划未有定案前进行等同法定要求那么仔细和严格的环评工作，免得惹来「偷步」、「假

咨询」和花钱的恶评，但现时提供有关环境影响的初步资料，也免不了被环保团体批评为刻意淡

化这些影响，或被指未能提供充分环评数据、甚至发放误导性的信息。 

 

勿让肥水流别人田 

 为了响应这些质疑和要求，机管局可「名正言顺」从速开展第三条跑道的深入环评工作。

法定环评工作预计需时一年半，机管局好应争分夺秒，一如咨询文件所言， 「把握现在，立即

行动」，否则一方面说待决定方案后才进行深入环评，另一方面则坚持待有满意的深入环评资料

才决定不反对方案，只会变成鸡与鸡蛋的问题。伦敦希斯路机场加建跑道的计划，当局用了近十

年的时间也说服不了环保团体，最终告吹。别的城市可能花得起时间和承受内耗，但香港处于重

重隐忧的形势下，我们负担得起吗？ 

 大家也不可不知，伦敦并非因环团反对而没有加建跑道，只不过是扩建区内其他机场，转

移或减轻对环境的影响而已。伦敦付出的代价，就是近年跑道容量不足，令它作为欧洲及国际航

空枢纽的重要性逐步下降，被其他欧洲机场迎头赶上。 

 假如香港不在现有机场加建跑道，还有何处适合地点？有人建议利用珠三角洲其他机场，

但撇开拱手奉上香港经济利益予他地不说，单从环保角度来看，此举是把兴建跑道的环境影响「输

出」至内地。这个损人不利己的建议，实不可取。 

 扩建机场刻不容缓，实际兴建工程需时约十年，还可客观地以先例估算，但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决定是否落实计划，则要看港人的意愿。 

 

不要等待「狼来了」 

 质疑或坚决反对兴建第三条跑道的团体及人士，若是为香港前途着想，应及早提出他们的

论据和要求，让当局毋须等候为时三个月的公众咨询期完结后才响应和消除他们的疑虑，为进行

扩建机场与否这个问题当机立断。笔者不希望出现类似过往的情况，即有人投诉咨询数据不足、



咨询时间不充分，要求延长咨询期等。 

 兴建第三条跑道耗资庞大，影响环境生态在所难免，当然不能草率决定，但就算政府和机

管局今天便能拍板兴建第三条跑道，估计工程只能在现有两条跑道容量饱和后才完成，所以第三

条跑道的规划其实已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到了临渴掘井的关头。 

 也许有人觉得香港机场面对的形势并不如当局描绘的那么严峻，认为是当局唬人接受兴建

第三条跑道的手段。 

 若有人认为当局现在是喊「狼来了」而不接受扩建机场的必需性和逼切性，待他们终于接

受「狼来了」之时，还能有力量确保香港的发展命脉不会被噬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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