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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南水域離岸風力發電項目  

於 2 0 1 2 年 7 月 6 日早上 1 0 時至下午 2 時在西貢舉行  

第五次持份者聯絡小組會議記錄  

 

出席：  

陳君頴先生（中華電力）─持份者聯絡小組主席  

陳龍生教授（香港大學）  

林傑明教授（香港大學）  

吳祖南教授（香港大學）  

吳敏先生（香港觀鳥會）  

張韻琪小姐（綠色和平）  

鄭睦奇博士（綠色力量）  

駱水生先生（西貢鄉事委員會）  

鄭景文先生（西貢漁民互助會）  

邱榮光博士（大埔環保會）  

凌文海先生（西貢區議會區議員）  

 

缺席：  

劉啓漢教授（香港科技大學）  

百察樂教授（西貢之友）  

黃容根議員太平紳士 S B S（立法會漁農界議員）  

余家熾先生（香港攀山總會）  

 

 

出席者亦包括持份者聯絡小組會議主持人彭毅信先生、中電員工及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E R M）

的技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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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編號  
事項 /討論  

跟進行動及負責人  

1 .  乘船前往中電的海上數據塔  

 

1 . 1  在乘船前往數據塔途中，主席解釋海上數據塔的安裝方法。  

 

1 . 2  在整個視察期間，主席解釋興建及操作數據塔的方法，以收集數據作中電離岸風

力發電項目的可行性研究。  

 

1 . 3  視察完畢後，船隻返回西貢公眾碼頭。  

 

 

2 .  2 . 1  主持人開始第五次會議，首先檢討聯絡小組自第四次聯絡小組會議    ( 2 0 1 2 年 1

月 1 1 日 )  至今相關跟進事項的進度。  

 

2 . 2  主席匯報數據塔已於 2 0 1 2 年 4 月初完成安裝，並於 2 0 1 2 年 5 月初開始收集數

據。  

 

在果洲群島安裝監察設備的可行性  

 

2 . 3  主持人跟進第四次聯絡小組會議記錄中，關於在果洲群島上安裝鳥類雷達監察設

備（第四次聯絡小組會議記錄 -第 3 點）之可行性，並請中電報告相關進度。  

 

2 . 4  主席補充背景資料，表示由於數據塔缺乏足夠空間及電力供應，中電正探討在果

洲群島安裝監察設備的可行性。  

 

2 . 5  E R M 匯報了研究結果，指出果洲群島經常受強風吹襲且地勢陡峭，除了山頂外欠

缺適合地點安裝監察設備和發電機。此外，由於果洲群島屬「具有特別科學價值

的地點」，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Q . 1，土木工程或須進入《環境影響

評估條例》之申請程序。另外，保安和前往島上的交通亦是要解決的問題。  

主席同意在項目取

得政府批准後，研

究在夜間用雷達監

察鳥類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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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6  聯絡小組成員對此議題表達了不同意見：  

2 . 6 . 1  一位成員表示他相信在政府協助下，場地部份場地的限制可得到解決。如

北果洲的燈塔可用作安裝雀鳥監測設備和相關的電力供應裝置。現有碼頭可用作

上岸點。  

2 . 6 . 2  一位成員非常關注島上的環境會否受影響  

2 . 6 . 3  一位成員認為果洲群島是重要的自然棲息地，並不應安裝雷達系統，並強

調由於該地方是敏感地區，若確認會在島上安裝雷達系統，應向區議會提交有關

文件。  

2 . 6 . 4  一位成員表示現階段對該議題沒有讚成或反對的立場，因為要視乎政府對

整項風力發電場項目的批核。  

 

2 . 6 . 5  一位成員表示監測系統的成效須視乎雀鳥的大小和雷達系統的頻率和範

圍。  

 

2 . 7  E R M 補充為了較對和提升鳥類偵測系統的準確度，應同時在船上進行廣泛的雀

鳥監察活動。正如已批核的環評報告提到，將透過在船上進行的雀鳥監察掌握日間

雀鳥的活動。就使用雷達雀鳥監察系統所進行的討論，主要是有關如何加深我們對

晚間雀鳥活動的認識。  

 

2 . 8  主席總結，有關在果洲群島安裝雷達雀鳥監察系統的方法和成效，聯絡小組成員

有不同的意見，並強調設立雷達系統必須具成效及符合成本效益，而前題是離岸風

力發電項目需先獲政府批准。  

 

2 . 9  主席解釋由於數據塔上電力貧乏，只夠供電予數據收集設備，要安裝雷達系統並

不可行，而唯一的可行性是在完成數據收集後才安裝。有關建議須作進一步研

究，但先決條件是需延長數據塔的地契期限。多名聯絡小組成員認為，中電應向

政府申請延長地契期限，因為數據塔價值不菲，若只使用短時間便拆除將會造成

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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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0  一位小組成員表示，中電必須考慮政府及環保團體的關注。  

 

2 . 1 1  一位小組成員表示晚間的雀鳥監察活動存在多個技術問題有待解決。他希望中電

在研究於果洲群島安裝雷達系統時必須權衡輕重，作出取捨。  

 

3 .  採用香港天文台的雷達來偵察鳥類活動的可行性  

 

3 . 1  主持人提出採用香港天文台的雷達來偵察鳥類活動的可行性（第四次聯絡小組會
議記錄上第 6 點）。  

 

3 . 2  主席匯報，香港天文台雷達系統的解像度太低，不能用來偵察鳥類活動。  

 

 

4 .   數據塔安裝過程錄像  

 

4 . 1 會上播放了數據塔安裝過程的錄像，主席及其同事解釋了相關細節。  

 

 

5 .  延長監察時間及優化監測路線  

 

5 . 1  就有小組成員在上次會議上建議在環境許可證到期後繼續進行鳥類監察以及優化

風場範圍內的監測路線，會議主持人邀請主席作出回覆。  

 

5 . 2  主席表示，項目一經政府批准，便會進一步研究項目細節。  

 

 

 

主席同意在項目取

得政府批准後，探

討這兩個問題。  

6 .  雀鳥監察系統的許可證期限  

 

6 . 1  在一位聯絡小組成員提出查詢後， E R M 表示在運行階段，將根據環評報告及環境

監察及審核計劃手冊中的建議，在全面營運的第一年進行雀鳥監察活動。  

 

主席同意評估雀鳥

監察活動的時間是

否夠長。  

 

7 .  江豚監察系統  主席同意在離岸風



中電離岸風力發電項目持份者聯絡小組會議記錄─2012年 7月 6日 

Page 5 of 6 

 

 

7 . 1  一位聯絡小組成員查詢安裝江豚監察系統是否可行及風場安裝期間會否對江豚造

成影響。  

 

7 . 2  E R M 解釋，正如環評報告及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手冊中的要求列出，項目將須採

用 C - P O D s（鯨類動物─江豚探測器）來監察無鰭江豚，並以漁農署同意的監察

方法進行聯合  /  C - P O D 較準研究。  

 

7 . 3  主席補充，由於離岸風力發電項目採用的是吸力式沉箱地基，安裝地基時產生的

噪音相當少，故此對江豚的影響亦將相當微。  

電項目預算案中加

入江豚監察系統，

以供政府批核。  

8 .  風場教學參觀活動  

 

8 . 1  一位聯絡小組成員提出在風場舉辦教學參觀活動的構思。  

 

8 . 2  主席表示對這項構思持開放態度，這亦要將取決於社區的意見。  

 

8 . 3  一位聯絡小組成員表示，教學參觀活動的構思一旦獲得採納，便必須確保漁民仍

能在區內捕魚。  

 

8 . 4  主席指出，離岸風力發電項目一帶將會成為禁區，只有持牌船隻方能進入。然

而，中電樂於與業務相關人士磋商牌照的細節。  

 

8 . 5  E R M 補充道，將根據環境許可證的規定制訂「漁業改善計劃」，並需要與漁農署

和漁業組織進行磋商，以處理捕魚及漁業的問題。  

 

主席同意在離岸風

力發電項目預算案

中加入有關「漁業

改善計劃」的開支

預算，以供政府批

核。  

9 .  其他事項  

 

9 . 1  主席回答有關保護海床免受沖刷的問題，並解釋該地的海床屬於軟海泥，因此不

構成沖刷的問題。  

  

會議記錄將由秘書

處向各聯絡小組成

員傳閱，並在獲得

各成員同意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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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2  主席徵詢在下次會議進行的活動。  

 

9 . 3  一位聯絡小組成員表示，如能看到初步數據，將會很有幫助。  

 

9 . 4  主席回覆，視乎數據收集和分析的進度，只能提供總括性的資料。  

 

9 . 5  主持人感謝中電舉辦這次現場參觀活動，並感謝各聯絡小組成員的時間、提問和

興趣。下次會議約於六個月後舉行。  

 

9 . 6  聯絡小組會議於下午 2 時結束。  

開會後一個月內上

載至網站。  

 

< w w w . c l p . c o m .  

h k / o f f s h o r e w i n d  

f a r 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