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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文件： W P/C MPB/ 5 / 20 24  

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  

应用科技管理郊野公园和海岸公园  

1 .  目的  

1 . 1  本文件旨在向委员简介郊野公园和海岸公园在游客服务和管理方

面应用科技的最新情况。  

2 .  背景  

2 . 1  渔农自然护理署 (渔护署 )负责管理郊野公园和海岸公园，当中所涵

盖的受保护自然生境面积广阔，而且大多数字处偏远地点。这些地区

的管理涉及需要大量人手的监察工作，例如陆上和海上巡逻，以及驻

场人员进行实地监察和点算游客数目。  

2 . 2  渔护署一向致力探索适用于郊野环境的科技，以配合日常运作需

要，从而提高郊野公园和海岸公园管理工作的效率。本文件介绍最近

推行提升受保护地区的管理效率和成效的几项先导计划，这些计划包

括为郊野公园设置自动人数点算器和山火侦测器，以及为监察海岸公

园及海岸保护区内船只活动设置视频分析系统。  

3 .  在郊野公园应用自动人数点算器  

3 . 1  掌握郊野公园的游客流量和使用情况对于郊野公园设施的规划和

适应性管理十分重要，这有助确保游客有优质体验和自然环境得到妥

善保护。以往郊野公园的游客数字是由郊野公园内 76  个策略性地点 (例

如远足径主要入口和热门郊游场地 )的抽样点算结果推算所得。署方会

派员在进行日常巡逻期间，于不同时间及日子在指定地点及固定时间

内以人手点算游客人数，再按点算所得的游客人数推算出每年游客数

字。虽然延长点算游客的时间和增加点算游客地点的数目可改善推算

数字的准确度，但这会对人手调配带来重大影响。  

3 . 2  渔护署在 20 22  年开展一项先导计划，在香港仔郊野公园和大榄郊

野公园引入自动人数点算器，以持续自动记录有关郊野公园的每日游

客人数。这项计划涉及在通向该两个郊野公园的多个入口安装共 28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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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人数点算器，并利用红外线传感器记录游客人数，所得的数据会

自动传送到网上数据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和检索。该项试验计划还透

过人手同步实地点算来进行验证，以确定点算器录得数据的准确性。  

3 . 3  在 20 23  年，自动人数点算器录得前往香港仔郊野公园和大榄郊野

公园的游客分别共有 9 0  万人次和 1 10  万人次。除了记录游客的实际进

出数字外，有关数据系统还提供不同地点和时间的游客流量和分布信

息，对管理工作有帮助。举例来说，香港仔郊野公园的香港仔水塘道入

口和大榄郊野公园的大棠山道入口录得的游客人数，分别占这两个郊

野公园总游客人数约 36 %和 2 2 %，显示这两个入口对游客十分重要。另

外，所有点算地点的游客流量都有明显的时间规律，即大多数在周末

录得最多游客流量。透过以人手同步点算进行验证的结果显示，自动

点算器颇为准确。不过，署方发现点算器录得的游客数字，较同年按例

行人手点算所估算的数字高约 7 0 %，显示自动点算器能够记录先前可

能被低估的游客流量。两组游客数据显示近似的规律。  

3 . 4  与现行的人手点算方法相比，自动人数点算器较为可靠和准确，

并且能提供更多有关游客流量和分布的数据，这有助实行以实证为本

的管理和妥善分配资源。继先导计划取得成功后，我们计划把自动人

数点算器的应用扩展至其他郊野公园，并逐步淘汰人手点算，首批约

6 0  部点算器将于 20 2 4  年年底前安装在新界中部和港岛的郊野公园内。 

4 .  自动化山火侦测的应用  

4 . 1  山 火 是 郊 野 公 园 自 然 生 境 面 临 的 最 大 威 胁 之 一 。 过 去 十 年 (即

2 0 14  年至 20 23  年 )，郊野公园内或邻近地区录得约 2 10  宗山火，烧毁

2  70 0  公顷土地和超过 63  0 00  棵树木。  

4 . 2  山火侦测对在郊野公园内执行灭火工作至关重要，有助迅速调派

山火队进行灭火行动，以尽量减少山火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损害。现时

全港不同郊野公园内设有 11  个山火瞭望台。以往渔护署会在山火频繁

季节 (即每年 9  月至翌年 4  月 )派员到山火瞭望台轮值监察山火，鉴于这

些山火瞭望台位置偏远，加上工时长，令这项昼夜不间断的工作 (每周

七天，每天 2 4  小时 )既需要大量人手，又具挑战性。为提升山火监察成

效，渔护署于 2 01 7  年推行先导计划，在大榄郊野公园田夫仔山火瞭望

台安装采用红外线热能探测技术的自动山火侦测器。侦测器可把发生

山火的时间、地点、山火规模和影像等有用的数据实时收集和传送至

渔护署的山火控制中心，以便迅速部署山火队到确切的地点进行灭火

工作。应用自动侦测器还可节省珍贵的人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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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为进一步提升侦测器的侦测性能和减少误报，渔护署和香港物流

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在 20 21  年进行试验计划，透过应用经人工

智能、视频分析和机械人技术改良的侦测模型，为山火侦测系统进行

升级。结果显示，该系统可成功侦测在其侦测范围内发生的山火事故，

而且准确度和成效都有所提升。  

4 . 4  由于试验计划取得显著的成效，渔护署在 20 23  年获创新科技及工

业局 (创科局 )所设立的科技统筹 (整体拨款 ) 1拨出款项，将山火监察技术

更广泛地应用在所有郊野公园的山火瞭望台。渔护署会建立 “山火监察

网络系统 ” (该系统 )，当中包括安装在 1 1个山火瞭望台的升级版人工智

能辅助自动山火侦测器，以及一套安装在山火控制中心的控制系统。

该项目现已开展，预计在 20 26  年年中完成。采用该系统后，郊野公园

内 大 部 分 重 要 的 林 地 和其 他自 然生 境 将会 在山 火 侦 测 器 的 侦测 范 围

内。该系统会大大加强渔护署执行全天候的自动山火监察工作，有助

迅速调派山火队进行灭火，以减低山火的威胁和尽量减少对自然生境

和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害。  

5 .  运用视频分析在海岸公园及海岸保护区进行智能监察  

5 . 1  现时，本港共有七个海岸公园和一个海岸保护区，分布在偏远地

区并覆盖广泛水域。以海上或岸上巡逻等传统方式监察非法捕鱼或船

舶超速活动，往往需要大量人手。自 2 0 22  年起，渔护署在南大屿海岸

公园、拟议的北大屿海岸公园网络和鹤咀海岸保护区等三个试点，安

装采用视频分析技术的智能监察系统。三个试点共同使用同一用户界

面，以便对可疑的非法捕鱼和船舶超速活动进行实时监察，并收集相

关的空间及时间模式信息。收集所得的信息有助规划以目标为本的巡

逻时段和路线，从而提高执法行动的整体成效，打击非法活动。  

5 . 2  在 20 2 2年年中，首个试验计划随着指定南大屿海岸公园的规划工

作开展，目的是要为小鸦洲设计和安装视频分析系统，以便对南大屿

海岸公园核心区进行智能监察 (南大屿海岸公园视频分析系统 )。渔护署

联同机电工程署，透过机电创科网上平台，与创科方案提供者合作进

行概念验证项目，运用视频分析技术对南大屿海岸公园进行智能监察。

目前正训练人工智能辨识怀疑进行非法捕鱼或超速活动的船只，并在

侦测到该等活动时，向渔护署执法人员发出警示。南大屿海岸公园视

频分析系统已经装妥，有关计划预期在 20 24  年内完成。  

 
1 科技统筹 (整体拨款 )由创科局在 2017年成立，旨在协助各政府部门推行科技项目，以

提升运作效率和改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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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在 20 2 2年年底，在规划指定拟议北大屿海岸公园期间，渔护署再

度与机电工程署合作，为沙洲设计和安装另一套视频分析系统，以便

对拟议北大屿海岸公园网络进行智能监察 (北大屿海岸公园视频分析

系统 )。拟议北大屿海岸公园获指定后，将连接邻近的沙洲及龙鼓洲海

岸公园和大小磨刀海岸公园，在北大屿水域形成一个互相连系的海洋

保育区网络，俾能更妥善地保护中华白海豚和其他海洋生物的重要栖

息 地 。 北 大 屿 海 岸 公 园 视 频 分 析 系 统 已 经 装 妥 ， 有 关 计 划 预 期 在

2 0 24  年内完成。  

5 . 4  在 20 22年，创科局批准了一项有关开发视频分析系统的试验计划，

以便对鹤咀海岸保护区进行智能监察 (鹤咀海岸保护区视频分析系统 )。

鹤咀海岸保护区是香港唯一的海岸保护区，也是本港首批获指定的海

洋保育区之一，集保护生境、科研及教育用途于一身。有关视频分析系

统会安装在邻近的科研机构。渔护署已委托顾问公司设计和安装配备

人工智能的视频分析系统，以便对鹤咀海岸保护区进行智能监察。鹤

咀海岸保护区视频分析系统正在进行安装，有关计划预期在 20 25  年完

成。  

6 .  未来路向  

6 . 1  由于部分郊野公园和海岸公园幅员广阔，地处偏远，加上受地形

所限，在更广泛应用科技方面会遇上若干限制和挑战，例如缺乏电力

供应和基础设施，包括电讯网络覆盖。尽管如此，渔护署会继续探索适

用于郊野环境的创新及智能方案，以加强郊野公园和海岸公园的管理

工作和游客服务，提升游客的户外体验，以及保育本港重要的生境和

资源。  

7 .  意见征询  

7 . 1  请各委员就应用科技管理郊野公园和海岸公园提供意见。  

 

渔农自然护理署  

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管理局总监  

2 0 24年 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