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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行動及具體行動清單

範疇1 — 加強保育措施
行動 具體行動 負責機構a 支持機構a 實施時間b

1
保護及優化保護區的
管理

a） 擬備生物多樣性管理計劃，定出在郊野公
園、特別地區、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保育生
物多樣性的行動綱領，並予以落實。

漁護署 中期至長期

b） 進行植林優化計劃，以優化郊野公園內植林
的生物多樣性。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持續進行

c） 檢討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管理計劃，以改
善現行的保育及監察工作。

漁護署 短期

d） 檢討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的管理計
劃。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中期

e） 優化米埔自然護理區的生境管理工作。 漁護署 世界自然基金
會香港分會

持續進行

f） 檢討及優化香港濕地公園的生態監察及生境
管理計劃。

漁護署 短期

2
保育現有保護區以外
具重要生態價值的
生境

a） 指定位於大小磨刀、索罟群島及大嶼山西南
附近的水域為海岸公園。

環境局，漁護署 短期

b）指定紅花嶺為郊野公園，以及擴大郊野公園
範圍至涵蓋位於適當位置的郊野公園「不包
括土地」。

環境局，漁護署 中期至長期

c） 在塱原建立自然公園，支持在這個重要生境
的保育工作及農耕作業。

土木工程拓展署 漁護署 中期

d） 透過與非政府機構及鄉郊社區合作，繼續
落實管理協議計劃及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
積極保育由私人擁有而具重要生態價值的
地點，包括12個須優先加強保育地點、郊野
公園的「不包括土地」及郊野公園內的私人
土地。

環境局，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鄉郊社區

持續進行

e） 探求嶄新方法，加強、支援及促進具高生態
價值鄉郊地區的保育工作。

環境局，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鄉郊社區

持續進行

3
優化天然溪澗的保育

a） 進行生態調查及整理天然溪澗（特別是具重
要生態價值的溪澗）的生態數據庫。

漁護署 中期

b） 改善在天然溪澗及引水道進行小型保養及衞
生工程的做法，以期盡量減少這些工程對生
態造成的影響。

水務署，渠務
署，食物環境衞
生署，漁護署

短期至中期

c） 控制未有污水設施地區的污水排放及其對
溪澗造成的負面影響。 

環境保護署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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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具體行動 支持機構a

4
為野生生物維護生境
連繫

a） 加強生境連繫，並建立跨境生態廊道。 環境保護署，
漁護署

持續進行

b） 檢討並更新野生動物通道的設計指引。 漁護署 工程部門 短期

5
加強執法打擊涉及野
生生物的罪案

a） 保持高度警覺，加緊執法打擊非法捕獵或採
集本地物種，並提升公眾意識。

漁護署，
香港警務處

非政府機構，
地方社區

持續進行

b） 針對野生生物罪行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以
加強合作和交換情報。

漁護署 環境局，
香港警務處，
香港海關

持續進行

c） 加強執法並檢討罰則，以打擊非法象牙貿
易。

環境局，漁護署 持續進行/
中期至長期

6
為須予優先保育的物
種實施保育行動計劃

a） 為制訂物種行動計劃設立劃一機制。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學者

短期

b） 為迫切須予保育的物種制訂行動計劃。.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學者

短期至中期

c） 檢討並加強現有的物種行動計劃。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學者

中期

7
加強管理外來入侵物
種

a） 提升管理外來入侵物種的能力。 漁護署 學者 中期

b） 針對目標外來入侵物種加強監察、管理和控
制計劃。

漁護署 其他管理部門 持續進行

c） 舉辦教育活動，以提升意識，並勸諭公眾切
勿把外來物種放生到野外。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持續進行

8
管制向環境釋出基因
改造生物

a） 繼續管制向環境釋出基因改造生物、留意相
關科技的發展，並擴展篩檢計劃。

漁護署 持續進行

負責機構a 實施時間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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