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面質詢

蘇嘉豪議員

受機場、焚化爐、污水廠、危險品中心夾擊的偉龍地段真的適合居
住嗎？

　　儘管「積極覓地增建公屋」早已成為明確的社會共識，本人亦
一直參與督促政府盡快回應大量居住訴求；然而，這絕不代表公眾
會放任政府胡亂選址，把原已飽受住屋之苦的居民，再安置到身心
健康將受威脅的險地。

　　1980年代，澳葡政府於台山木屋區原址興建大批公屋，並豎立
了刻有「大庇寒峻」的巴波沙牌坊，以記念此一德政。公屋顧名思
義是為了讓處境不良甚或嚴酷者能有獲庇護在安全居住環境的機會
，但在特區成立後居民理應當家作主的今天，機場對面偉龍馬路地
段的公屋選址，卻成為置居民於險境的劣政。

　　過去長期漠視住屋訴求的特區政府於2016年突然提出在偉龍地
段興建8,000個經屋單位，預計有逾兩萬居民入住；但由於地段受
機場、垃圾焚化爐、污水處理廠、危險物品處理中心等厭惡設施夾
擊，加上周邊道路交通早已不勝負荷，毗鄰的北安區也朝著集中建
設政府辦公和倉儲、升級工業、公共基礎設施等方向發展，因此隨
即引起城市規劃、環境保護專業人士以至公眾的質疑。

　　當年政府似乎看準社會殷切的住屋需求，不負責任地選址厭惡
設施群周邊建屋，製造了社會分化的客觀效果，關注經屋居民日後
健康和安居環境的聲音卻被抹黑為「反對公屋的地產商代言人」。
但試想，假如該地段項目建成，經屋申請人肯定會陷入進退維谷，
如拒絕入住將可能被社會指責驕縱，但若選擇入住又將面臨環境污
染造成身體、精神及對家庭後代生活的影響，結果該地段將淪為一
個「人為製造但原可避免」的問題社區，衍生比居住問題大不知幾
倍的更多問題。

　　雖然偉龍地段早年曾獲政府批建龐大私人豪宅項目「御海南灣
」，但最終被法院證實涉及行賄和清洗黑錢等罪行，名副其實是「
貪腐的產物」。況且在當年項目未出事前的土地批給公聽會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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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經已質疑機場航班升降噪音及焚化中心污染物擴散對偉龍地段
的影響，加上當年的土地、城規和環保法律制度均尚未健全，故以
過去「貪腐的產物」作為今天支撐經屋選址的理據絕不合適，也不
存在「可建豪宅而不可建經屋」的邏輯，因為從科學、客觀、理性
的角度分析，偉龍地段是否確實適合居住（不論私樓或公屋）？根
本就有極大的保留。

　　其後政府亡羊補牢展開環境評估研究，並於2018年度施政報告
提出將建屋量減至6,500個，及至近月又提出兩個修改方案，再減
至4,000至5,300個，變相證實多年來專業人士及公眾的高度質疑成
立，但不論當年「御海南灣」項目，抑或近年偉龍經屋項目，所有
相關的環境評估報告和資料均一直秘而不宣，致使公眾無從進一步
科學評斷。

　　再者，作為偉龍選址爭議要素的垃圾焚化爐本身的透明度依然
非常不足。雖然2010年有焚化中心員工指控當局隱瞞焚化爐排放尾
氣經常嚴重超標，環保局於翌年開始公布尾氣檢測數據，但始終沒
有實時或定期（如每週或每月）數據，而且一直運作的第一期（1
號、2號、3號）焚化爐的數據更長年空白。即使預計數年後第三期
焚化爐落成投運，由於城市垃圾量日增、成份越趨複雜，且普及分
類回收進程緩慢，也難免需要繼續同時使用被高度懷疑不達標的第
二期甚至第一期焚化爐，尤其本澳在冬季盛行東北風時，偉龍地段
處於焚化中心下風位，污染情況將更為嚴重。

　　為此，本人現行使《基本法》和《議事規則》之監察的權力，
提出書面質詢如下，要求特區政府逐點作出清晰、客觀、貼切的書
面答覆。

一、	2016年政府在爭議聲中執意選址偉龍地段建屋，製造了社會
分化的客觀效果，但今非昔比，近年政府已收回78幅、涉及69萬平
方米的閒置土地，加上新城區規劃逐步成型，目前特區土地儲備有
條件謀劃更宜居的生活環境。請問政府：會否積極另覓不涉環境爭
議的替代土地，興建與偉龍地段一致甚至更多的經屋量，再集約規
劃偉龍地段連結周邊的交通運輸、環保、工業基建片區，達致土地
利用的公共效益最大化？

二、	不足五年間，政府提出的偉龍經屋量一再萎縮，由最初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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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的8,000個一減再減至最近提出的4,000至5,300個，意味著公
眾始終對日後逾萬經屋居民飽受厭惡設施夾擊的質疑成立。請問政
府：何時完整公布過往針對原「御海南灣」項目及偉龍經屋項目的
所有環境評估報告資料（包括機場噪音、焚化爐及污水廠影響、交
通流量、風流動、社會設施佈置等），讓專業人士及公眾共同評斷
地段興建住宅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三、	本澳過去不時因新建厭惡設施而引發社區爭議，如今政府反
而打算將逾萬居民搬入厭惡設施群，情況堪憂。當中垃圾焚化爐的
廢氣排放標準管控一直備受質疑，現時焚化中心並非實時公布尾氣
檢測數據，連定期的完整數據也沒有，第一期三個焚化爐數據更長
年空白。請問政府：為何一直沒有實時和完整公布各個焚化爐的數
據；如何讓公眾尤其是日後的經屋居民確信居於焚化爐周邊也不存
在健康衛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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