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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4 — 推動社會參與
行動 具體行動 負責機構a 支持機構a 實施時間b

20
提升對生物多樣
性的意識

a） 檢討並加強漁護署所舉辦用以推廣生物多樣性
的教育活動。

漁護署 中期

b） 透過公民科學監察計劃，提升意識並推動社會
參與。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教育界

中期

c） 透過舉辦年度節目，提供平台讓合作伙伴和相
關持份者參與向市民推廣生物多樣性的工作。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教育界，
社區合作伙伴

持續進行

d） 就市民對香港生物多樣性的認識和態度進行調
查。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學者

短期

e） 鼓勵商界成為政府就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合作伙
伴。

漁護署 商界 中期

f） 藉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資助，鼓勵進行推動
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教育和社會參與活動。

環境保護署，
漁護署

本地的非牟利
機構

持續進行

21
在教育層面推廣
生物多樣性

a） 把生物多樣性的概念納入學校課程。 漁護署，教育局 教育界 中期

b） 鼓勵非政府機構參與，提升教師在教導生物多
樣性課題方面的能力。

漁護署，教育局 非政府機構，
教育界

長期

c） 優化有關自然保育的幼兒教育資源。 漁護署，教育局 大專院校 短期至中期

22
推廣可持續使用
資源

a） 推行社會參與活動，並探討推廣可持續使用生
物資源的相關措施。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商界，相關政
府部門

短期

23 
優化生物多樣性
教育和研究設施

a） 在香港科學館內設立和營運一個以生物多樣性
為題的常設展廳。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漁護署，
非政府機構

短期

b） 支持設立生物多樣性中心。 漁護署 大專院校 中期

c） 探索長遠設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機會。 環境局，漁護署 商界，
非政府機構，
相關政府部門

長期

a 漁護署 – 漁農自然護理署
b 持續進行 – 繼續推行現有項目或措施；短期 – 目標在首兩年達成；中期 – 目標在第三至五年達成； 長期 – 預計至少須
五年或更長時間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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