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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文件：  W P / C M P B / 9 / 2 0 2 2  

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  

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的准备工作  

 

1 .  目的  

1 . 1  本文件旨在让各委员知悉为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香港地质公园）再评估而持续进行的准备工作。  

2 .  背景及香港地质公园再评估  

2 . 1  香港地质公园于二ＯＯ九年成为国家地质公园，其后在二Ｏ一一年

获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接纳为世界地质公园，并于二Ｏ一五年随着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标识正规化，更名为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

园。   

2 . 2  所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通常会每四年接受一次再评

估。香港地质公园的上一次再评估在二Ｏ一七年进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地质公园理事会（理事会）当时决定给香港地质园延续四年资格，同时提

出多项建议；香港地质公园为即将进行的再评估作出准备时，亦以此为工作

焦点。   

2 . 3  香港地质公园即将接受的再评估原订于二Ｏ二一年进行，唯因二Ｏ

一九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而延后，秘书处将在适当时候就再评估安排知会香港

地质公园。   

3 .  响应二Ｏ一七年再评估各项建议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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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在过去数年间，香港地质公园竭力响应理事会于二Ｏ一七年再评估

后提出的各项建议，相应的行动／改善概述如下：  

 

3 . 2  建议 1：改善吉澳地质教育中心和荔枝窝地质教育中心，增添更具专业

性及创意的高质素展品。   

3 . 2 . 1  两间中心均已在上一次再评估后进行更换或翻新工作。吉澳故事馆

在二Ｏ一九年十月取代吉澳地质教育中心，荔枝窝故事馆则于二Ｏ二一年十

二月取替荔枝窝地质教育中心；此外，另一间设于荔枝窝的全新故事馆（小

瀛故事馆）亦在二Ｏ二一年二月启用。这些故事馆是在「同根．同源」计划

之下与当地小区共同建立的新类型游客中心，当中蕴藏来自村民的珍贵历史

信息及材料，包括藉由访问而取得的乡村生活第一手叙述、昔日的照片及器

物等，透过将之融入优质展品中，呈现这些乡郊小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3 . 3   建议  2：改善所有游客中心和地质教育中心内关于全球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和区域地质公园网络（亚太地质公园网络、拉丁美洲与

加勒比海地质公园网络、欧洲地质公园网络）的宣传及更新信息。   

3 . 3 . 1  在所有游客中心、地质教育中心和故事馆设置专题展板，展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和区域地质公园网络的资料

及宣传。   

3 . 4  建议 3：透过在区域和国际层面与大学和科学机构的合作及伙伴关

系，改进研究活动。  

 

3 . 4 . 1   自二Ｏ一八年起，香港地质公园就新界东北沉积岩园区的古生物资

源研究及管理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合作。此外，亦协助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的研究生进行研究，后者在二Ｏ一八年及二Ｏ一九年分别发表关于

赤洲和东平洲地质特征的论文。在文化研究方面，香港地质公园委托香港科

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记录十年一度的庆春约太平清醮，并就香港地质公园其

他小区的文化、遗产及节庆进行全面研究。  

3 . 5  建议 4：继续加强与当地小区和持份者的合作及伙伴关系，以推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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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设和伙伴合作项目。  

3 . 5 . 1  在「同根．同源」计划之下，香港地质公园自二Ｏ一七年开始与四

个小区，以及包括狮子会自然教育基金、蓬瀛仙馆和华懋集团等其他持份者

合作，设立五间故事馆。大埔地质教育中心和火山探知馆亦分别由环保协进

会与三门仔村，以及西贡区小区中心管理。除了故事馆之外，两本关于鸭洲

和吉澳的书籍亦由「同根．同源」计划促成出版。此外，与各类不同组织建

立的伙伴关系及合作包括： 1）地质公园酒店； 2）与香港科学馆合力设立地

球科学厅及古生物厅； 3）金融管理局在二Ｏ一八年发行展现香港地质公园六

角形岩柱的 5 0 0 元新钞票。   

 

3 . 6  建议 5：继续积极参与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和亚太地质公园网络的活动，

透过伙伴关系宣传本港的国际价值。  

 

3 . 6 . 1   香港地质公园积极参与两年一度的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大会和亚太地质

公园网络研讨会，以及每年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管

理及发展国际培训课程。在二Ｏ一七年及二Ｏ一八年为国家林业及草原管理

局主持能力建设研讨班，不少亚太地质公园网络成员均参与其中。香港地质

公园在二Ｏ一九年主动担任亚太地质公园网络的社交媒体统筹专员（管理亚

太地质公园网络的 T w i t t e r  和  I n s t a g r a m 账户），并于疫情之下在亚太地质公

园网络成员之间发起每月或每两个月一次的网上会议。  

4 .  重点工作范畴的进度  

4 . 1  除了理事会提出的建议之外，香港地质公园亦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地质公园准则的要求，就四大范畴展开具体工作，亦即教育、地质旅

游、可持续发展及地区参与，以及网络交流。   

4 . 2  教育  

4 . 2 . 1  香港地质公园一直与不同伙伴合作推行教育计划，包括姊妹地质公

园、学校和大学、非政府机构及政府部门。岩石学堂和讲座均公开让所有学

校参与，而更深入的活动 (例如工作坊及野外考察等 )则透过地质公园学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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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在地质公园学校计划之下，二Ｏ一七至二Ｏ一九年期间共举办六次前

赴海外地质公园的交流活动，在二Ｏ二一和二Ｏ二二年疫情时期，则以网上

形式安排五个交流环节。在一年一度的科学节中，香港地质公园与香港科学

馆合办公众工作坊及设置趣味摊位；亦自二Ｏ二一年起，在香港科学馆主持

每月一次的「幸会啊～岩石先生」公众工作坊。为庆祝香港地质公园成立十

周年而在二Ｏ二一年举办的多项公众教育活动则包括公开讲座、巡回展览及

小区同乐日等。  

4 . 3  地质旅游  

 

4 . 3 . 1  已改善部分偏远地质景点的可达度，包括： 1 )自二Ｏ一八年起开设来往

万宜水库东坝的全新专线小巴路线，其后再扩展服务； 2 )  自二Ｏ一八年起开

设前往吉澳和鸭洲的全新街渡渡轮服务；及 3 )  于二Ｏ二Ｏ年扩展前往荔枝窝

的街渡渡轮服务。自二Ｏ一七年开始，香港地质公园在建立崭新游客设施及

重新包装现有旅游路线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包括五间故事馆、万宜地质步道

标尖角段和吉澳文化径。此外，香港地质公园继续为地质公园导赏员推荐制

度提供支持，并举办定期培训，以提升地质公园导赏员的质素。为了推动绿

色旅游，香港地质公园参与二Ｏ一八香港国际旅游展，并与香港旅游发展局

合作，把地质公园纳入为「香港郊野全接触」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4 . 4  可持续发展及地区参与  

4 . 4 . 1  「同根．同源」计划涵盖鸭洲、吉澳、滘西村和庆春约七村，已成为

香港地质公园深化小区参与的主要部分。除了透过故事馆及刊物推广其历

史、文化和遗产之外，亦与这些小区维持紧密沟通，由此加深了解其需要，

尽量给予帮助。例如，香港地质公园在猛烈台风吹袭之后及二Ｏ一九冠状病

毒病疫情期间为该等小区提供协助，亦推行「尊重乡民」宣传运动。  

4 . 5  网络交流  

 

4 . 5 . 1   由于深知与地质公园和地质公园网络交流的重要性，香港地质公园会

如上文第 3 . 6 . 1 段所述，竭力把握任何机会参与、统筹和举办网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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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主要项目   

5 . 1  我们会就上文第 4 部分所强调的重点范畴继续保持优质管理及地质

公园服务。正在计划或已实行的主要项目及行动如下：  

( a )  西贡海艺术节：由二Ｏ二二至二Ｏ二四年推行，香港地质公园在

该项为期三年的项目中为旅游事务署提供支持，在桥咀洲，以及

盐田梓、滘西村和粮船湾等西贡小区推广绿色旅游；   

( b )  庆春约文化径：作为「同根．同源」计划的项目之一，加上在建

立吉澳文化径时吸取的经验，香港地质公园将在二Ｏ二三年设立

一条连接荔枝窝、梅子林和蛤塘的文化径，稍后再延长至约内其

余乡村，藉以继续推广庆春约；  

( c )  提高可达度：香港地质公园将与其他相关部门协调，提高偏远地

质景点的可达度，藉以支持有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旅游；

以及  

( d )  向学生与公众宣传香港地质公园的科学价值，特别是获选为首百

个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国际地科联)地质遗产地之一的流纹质岩

柱群。  

6 .  征求意见  

6 . 1  请各委员留意香港地质公园的进展，并就上述计划和持续工作提供

意见。  

 

 

渔农自然护理署  

二Ｏ二二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