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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慶春約七村  ‧ 谷埔 ‧ 鳳坑概念計劃將

實現獨特、可持續和復原力強的  21 
世紀鄉郊地區 — 一個具高文化和經

濟參與度，並且建構健康的社區和永

續環境的區域。
Building a 

Modern Yeuk

Ecotourism 
outcomes

Rural 
governance

Human-nature 
approach

Self-sustaining 
livelihoods

Long term healthy 
communities

O1

O2

O3O4

O5

概念計劃圍繞以下5大目標:

慶春約七村 ‧ 谷埔 ‧ 鳳坑概念計劃（以下簡稱

為概念計劃）借鑑過往成功前例，包括荔枝窩

保育和復育的模範，以及漸受歡迎的谷埔和鳳

坑郊遊熱點。作為一份長遠規劃文件，概念計

劃將引導印洲塘的復育發展。

概念計劃務求保留該地區的鄉村特色，同時克

服種種復育挑戰，實現村落宜居、交通流動分

佈、提升文化韌性、保障現代村落生計和生態

環境保育等目標。

5個規劃目標

O1

O2

O3

O4

O5

O1 印洲塘區域會成為香港鄉

村復育的典範

O2 九個村落會展示一種人與

自然融合共生的發展模式

O3 九個村落會提供自給自足

的生計

O4 健康社區長期紥根於印洲

塘區域

O5 九個村落將會更加從旅遊

業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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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成果

概念計劃成功落實後，印洲塘區域將會：

要成功落實概念計劃，便必須協調整合現有各

個管治機構的行動。

概念計劃概念計劃採取地域性鄉郊規劃模式，

委任區域協調機構負責管理，並由各政府部

門、官方機構、村落組織和項目合作夥伴則負

責執行計劃。

概念計劃重點落在九村（慶春約七村、谷埔、

鳳坑）的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互通相連

的路徑，以及毗鄰的郊野公園及海岸地境，同

時，部分行動將涵蓋其他鄰近村落。計劃預計

逐步擴展至印洲塘的其他村落，包括榕樹凹、

吉澳、鴨洲、烏蛟騰、西流江、亞媽笏及九擔

租等地區。

實行慶春約七村  ‧ 谷埔 ‧ 鳳坑概念計

劃

O1 視為富有香港特色的鄉村

復興典範

O2 成為世界級農業景觀，展示

人和自然之間的獨特互動

O3 成為鄉村聯盟經濟體，各村

互惠互利，擁有本土商戶

O4 適合跨代混齡共居，傳統

及現代生活方式並存

O5 成為優質的鄉村旅遊目的地

，充滿獨特鮮明的村落文化

7



全新印洲塘區域協調中心

鄉郊辦作為對外的政府部門，充當政府部門及

鄉郊持份者之間的中間人，負責協調各夥伴的

行動，以整體政府（whole-of-government）方

式實現印洲塘的復育計劃。鄉郊辦亦負責主導

和統籌與夥伴之間的商談，共同磋商鄉郊的復

育規劃。

在概念計劃下，印洲塘區域協調中心（以下簡

稱為中心）將成立，專為鄉郊辦提供支援及建

議，並協助其監管印洲塘區域的復育工作。中

心將建立一個穩固的管治體系，在計劃執行上

提供建議，以取得概念計劃所預期的成果。

區域協調中心招攬專才及工作人員時，將優先

考慮具有管理印洲塘地區或實行鄉村項目經驗

的人士。中心將提供專業意見和規劃設計，依

照計劃採取行動，並與鄉郊辦一起協調和推動

印洲塘區域獨有的鄉郊活化。

鄉郊辦

區域協調中心

隨著鄉郊保育辦公室（鄉郊辦）提供的復育資

金，印洲塘村落逐漸建立起復育夥伴關係網

絡。政府、企業和社區攜手合作，共同規劃印

洲塘的未來。概念計劃將以夥伴合作的形式運

作，不同行動會在規劃期間內逐步實施。

社區組織或個人 大學研究員

政府部門 私人機構或組織

主導機構

執行夥伴

計劃執行的相關復育架構

Policy makers

Funding parties

Working groups

Local organizations 
& individuals

University 
researcher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rivate organizations 
& institutions

Lead agencies

Implementation partners

Steering Committee Working Groups

印洲塘復育夥伴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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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相關組織的合作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STKDRC）與鄉郊辦共

同負責規劃印洲塘的未來發展。新界鄉議局作

為較廣泛地區的主要諮詢及協商的法定組織，

能營造有利實施政策的環境，並成為支持概念

計劃執行的關鍵合作夥伴。

政府與機構合作夥伴將著重：

● 參與區域管治安排來支援計劃的實行

● 採取在地規劃行動以實踐印洲塘的復育

主導機構和合作夥伴

主導機構必須具備足夠能力及專業知識，以分

階段實踐復育行動。

區域協調中心將為概念計劃提供實踐框架，而

主導機構將領導計劃的執行過程。機構的篩選

過程將優先考慮擁有在地和鄉郊復育經驗的組

織，特別是曾在香港鄉村發展取得實績的合作

夥伴。

政府部門和現時印洲塘地區的主要持份者將成

為主要牽頭的機構，負責實行和管理持續進行

的各方行動，他們將實地協調和處理分階段的

行動計劃。

負責執行的合作夥伴會組成團隊，同步落實行

動，適合的執行人員該富有對這區域現況的了

解和直接參與印洲塘村落事務的經驗。

連繫其他策略、規劃及政策

概念計劃將於連串相關活動中分階段執行。現

正進行的項目及措施，與此概念規劃的願景一

致，列於各規劃方案的「現有項目」部分。

概念計劃根據並符合國家、本地及此區域以往

發佈的策略、規劃及政策。包括印洲塘區域在

内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將影響並決定新

界北發展的長遠規劃願景。作為新界北發展計

劃一部分，概念計劃的項目亦會與政府的重點

概念、措施及撥款一致，參考的政策亦包括以

《香港2030+》的遠景及同類型文件為基礎所

制定香港2030年以後全港空間發展策略。《香

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同時列出5年

策略中的相應生態保育行動，以維護生物多樣

性及支持本港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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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計劃變成行動

其中一系列的行動將標示為「持續進行」，而不

是以短、中或長期區分作完工，這類行動會成

為區域規劃的關鍵發展部分。

各項行動將分派予一個主導機構作主要負責

實行該行動的單位，行動亦會被區分及推薦予

擁有專業經驗的合作夥伴來實行。區域協調中

心將負責整體協調及監督工作。此 概念規劃同

時鼓勵本地社區參考「村民行動列表」所建議

來設計自發性的項目倡議。

公眾可於慶春約七村  ‧ 谷埔 ‧ 鳳坑概念計劃網

頁閱覽這系列行動列表。

慶春約七村  ‧ 谷埔 ‧ 鳳坑概念計劃建

基於現有項目並提出實行  

20 項行動

以及 52 項執行建議
各項行動與規劃目標及策略一致，以

達成建構現代鄉約的願景。

短期

首3-5年

中期

其後5-10年

長期

其後10-20年

持續進行

進程不中斷的行動

行動將分階段執行：

10

For Villagers to resettle 
and rejuvenate 
communities, 

government must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For the Government 
public investment must 
achieve public benefit 

from village revitalisation 
assistance

政府未能承諾在

個別村落投放資源

村民無法活化其村落

A regional 
revitalisation plan 

creates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benefit, 
thereby justifying 

government and 
villager co-action

鄉村活化存在的

「雞與蛋」問題

Government

Villages

政府在鄉郊活化方面

投資，無法取得有利

大眾的成果

惡性循環： 

誰應該為復育踏

出第一步？

慶春約七村 ‧ 谷埔 ‧ 鳳坑概念計劃是一份政策

建議書。鄉郊辦及其合作夥伴將根據政府政策

和預算程序，制定措施實行概念計劃所需的基

礎建設施工和項目時間管理等相關的細節。

概念計劃的調查結果和建議必須得到相應的資

金決策，行動方可實施，鄉郊辦對執行此規劃

的承諾將可使印洲塘地區的長遠規劃願景得以

實現。

就復育資金援助、法律修訂及新法規倡議等事

宜，政府應繼續積極研究和嚴謹處理。

對於上述提出的所有措施和行動，其執行與時

間框架將以科研數據為基礎，並很大程度取決

於其項目的淨效益。

政府未能改善

村落的基礎建設，

以推動村落復育活化

The effect is that villagers do not get 
necessary government assistance to 

enable revitalisation

The effect is that villagers remain unable 
to rejuvenate their villages

慶春約七村  ‧ 谷埔 ‧ 鳳坑概念計劃的

決策過程與實行

一個區域活化計劃能取得

滿足各方並更全面的

社會效益，充分證明政府與

民間的共同行動

如何走出這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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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Components

行動與執行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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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Rural Revitalisation Action Area

鄉村復育行動區
設立概念框架，以確立政府的投資承諾，

推動區域鄉村復育進程

P1 鄉村復育行動區

印洲塘區域一直以分散資助和實施小型鄉村項目的模式發展。此方式與政府目標互不協調，導致投

放於該地區的資源受限。鄉村復育行動區(RRAA)將開創香港獨有、由社區主導的鄉村發展模式。

要實現這發展模式，便須確立政府的投資承諾，且吸引更多私營部門投入鄉郊發展，同時提供區域

項目執行框架。

區域網絡
● 永續鄉郊-亞太區域合作計劃（AIRI）

（屬於滙豐永續鄉郊計劃）

非針對此區域  |  HKU CCSG

村落管治安排
● 荔枝窩村培成堂委員會

荔枝窩  |  村民、HKU CCSG

● 暖窩有限公司
荔枝窩 |  村民、香港鄉郊基金

● 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

荔枝窩  |  香港鄉郊基金、長春社

● 村落管理策略（屬於「森林村落」計劃）

蛤塘、梅子林  |  HKU CCSG、ASTKCE

社區架構設計
● 鄉村的互助自理：開拓一個以社區主導的

鄉村復育模式
非針對此區域  |  HKU DLA

現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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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1
區域管治 透過建立一套區域規劃和協調機構，監管印洲塘區域的復育活

動。

這意味著建立為印洲塘區域度身訂造的管理方式，便於長遠規

劃和執行項目，促進村落自身以及不同村落之間的發展。

● 「印洲塘協調中心」持續吸引並分配投資到印洲塘各村

落，實現區域發展計劃（見1.1）

● 「印洲塘2035願景」就鄉村復育提供了長遠發展路徑

（見1.2）

● 「社區規劃工作坊」展示香港以社區為本的鄉村復育模

型，實現印洲塘獨特的鄉郊發展（見1.3）

行動 1 旨在改善管治體系，有助規劃與實踐印洲塘的復育和發

展。

執行細節︰

1.1 印洲塘協調中心

1.2 印洲塘2035願景

1.3 社區規劃工作坊

規劃目標 O1

建議範圍 區域性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鄉郊辦

執行夥伴 印洲塘村代表、
規劃署、HKU 
DUPAD

Establishment of a regional institution to coordinate revitalisation 
activities within the Yan Chau Tong area. This body will facilitate village 
and intervillage development by standing up a tailored governance 
structure for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ver a long term horizon. The 
‘coordination hub’ will make it possible to optimise revitalisation 
investments, avoid redundant or conflicting projects, enable the gradual 
build of local capacity and manage development actions according to a 
specified planning process.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Hub itself will be established under the 
Countryside Conservation Office (CCO), as a way of distributing its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most suitable scale. This regional approach 
will enable the CCO to expand its mandate to include a more active 
management role, enabling it to deploy a cradle-to-grave assessment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fine-tune its targeted investment through its 
ongoing funding scheme.

As most existing funding is currently nested within the CCO they will take 
the leading role in formulating the hub and authorising it with the 
relevant powers. That said, the Sha Tau Kok District Rural Committee, 
the Yan Chau Tong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and their village committees 
will be key partners for creating an overall governance approach. 

The CCO will consider delegating the following specific authorities to this 
new sub-body:

● Decision-making on project financing related to the Yan Chau 
Tong area as part of the Countryside Conservation Funding 
Scheme

● Coordinating authority of projects under the rubric of a regional 
planning framework (see A4) 

● Additional funding grants for investment into capacity-building 
for enhanced implementation competence

Action 1 aims to improve institutional design for the planning and 
delivery of Yan Chau Tong’s development. 

計劃預計逐漸推至印洲塘的其他村落，包括榕樹

凹、吉澳、鴨洲、烏蛟騰、西流江、亞媽笏及九擔租

等地區

政府應指定這地區為鄉村復育行動區，

這舉動不僅能證明政府的決心，

更能有系統地動員村民和私營合作夥伴。

— 凌嘉勤先生

港深合作策略規劃顧問村
落
小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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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管理體系，以監管印洲塘復育行動區的發展。

1. 透過融會鄉郊知識，並且聘請在地區域持份者

當顧問或管理要員，更有效利用所投放的資源

2. 按照長期規劃協調和管理現行工作

3. 通過提升村落承載力、協調現行工作和共同策

劃解決方案，達成預期效果

執行細節

1.1 印洲塘協調中心

執行夥伴 鄉郊辦

資助路徑 現時鄉郊辦是負責管理鄉村發展資金和決策的主要單位，因此將主導「區域協調中心」

的建構工作

試點 不適用，將作為體制變革，以建立鄉村復育行動區（RRAA）

Action 2 aims to establish a competent 
implementation structure to deliver on  
planning work in a way which meets 
established timelines and build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Yan Chau Tong Steering Committee, the following Working Groups will be designated for implementary 
roles:

A3.1  Small Business Working Group

● Will deliver the Small Business Ecosystem programme (P9)
● Will manage implementation of other entrepreneurship-related actions

A3.2  Regional Agriculture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Hakka Agrarian Revival programme (P8) and the Upscale Primary Production 
programme (P7)

A3.3  Regional Recreation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Reg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programme (P13), the Visit Yan Chau Tong 
Promotion programme (P14) and the Coastal Ecology Cluster programme (P6)

A3.4  Village Heritage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Five Senses Placemaking programme (P4)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nections 
programme (P3)

A3.5  Smart Village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Digital Livelihoods programme (P10)

Where relevant, each Working Group’s specific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re further outlined in the programme action 
plans described in this document. 

Action 3 aims to provide tailored and expert knowledge within the Hub to deliver revitalisation programmes 
according to designated targets and planned outcomes.

理據：

1. 目前區域協調程度不足，令現行的鄉

郊保育資助計劃（CCFS） 項目未能受惠

，並只能追求短期目標

2. 地區能力不足，阻礙專門化發展，難

以實行較進取的復育工作

1.2 印洲塘2035願景

執行夥伴 鄉郊辦、印洲塘村代表

資助路徑 現時鄉郊辦是負責管理鄉村發展資金和決策的主要單位，因此將主導「印洲塘2035願
景」的執行工作

試點 不適用，將與「區域協調中心」一同作為體制變革，以建立RRAA

制定區域性計劃吸引直接投資，推動獨特村落和大型

鄉村合作項目的發展。

1. 訂立區域總體規劃文件，指導印洲塘RRAA的

發展

2. 九村各自分階段實施發展計劃，以取得長遠復

育成效

3. 規劃方向與城市、區域和國家規劃協調一致，

如《香港2030+》和《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等

4. 社區規劃過程具高度參與性和包容性，務求取

得村民的長期投入與支持

理據：

1. 該地區缺乏有共識並有效力的區域性

規劃文件指導復育工作

2. 為確保復育投資用得其所，且行之有

效，政府需提供發展方向作參考

3. 印洲塘要成為鄉村復育的典範，必須

釐清其活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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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鄉村復育行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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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2 aims to establish a competent 
implementation structure to deliver on  
planning work in a way which meets 
established timelines and build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Yan Chau Tong Steering Committee, the following Working Groups will be designated for implementary 
roles:

A3.1  Small Business Working Group

● Will deliver the Small Business Ecosystem programme (P9)
● Will manage implementation of other entrepreneurship-related actions

A3.2  Regional Agriculture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Hakka Agrarian Revival programme (P8) and the Upscale Primary Production 
programme (P7)

A3.3  Regional Recreation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Reg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programme (P13), the Visit Yan Chau Tong 
Promotion programme (P14) and the Coastal Ecology Cluster programme (P6)

A3.4  Village Heritage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Five Senses Placemaking programme (P4)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nections 
programme (P3)

A3.5  Smart Village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Digital Livelihoods programme (P10)

Where relevant, each Working Group’s specific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re further outlined in the programme action 
plans described in this document. 

Action 3 aims to provide tailored and expert knowledge within the Hub to deliver revitalisation programmes 
according to designated targets and planned outcomes.

執行夥伴 印洲塘村代表、HKU DUPAD

資助路徑 各研討工作坊將設計為 CCFS 下的「研究活動」項目

試點 三椏村將率先試行社區研討工作坊，及後推展至其他村落

將村民自發定立的復村目標和願景傳達至機構和合作

夥伴，並加以實現。行動以社區為主導，透過規劃上

的交流促使政府部門對行動的認可和支援。

1. 各村落社區將舉辦工作坊，以制定各村落獨特

的規劃文件

2. 發展工作坊將由村民、鄉事政界人士和合作夥

伴共同舉辦，以敲定復育方向

3. 鄉村規劃會議將由村民和規劃顧問攜手舉辦，

以議訂正式規劃文件

理據：

1. 印洲塘村落缺乏正式規劃，難以與政

府官員和官方機構談判  

2. 在發展印洲塘區域時，必須以村民為

本，方可塑造獨特鮮明的鄉村身份

3. 區域規劃要取得成果，必須運用實戰

經驗，並考慮村落的實際條件和狀況

執行細節

1.3 社區規劃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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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Processes

參與式發展過程
向村民提供資源以允許其自發項目，並共同規劃、

共同創建及共同實踐其相關活動



因缺乏可用資源，印洲塘區域的村民感慨難以通過自發行動來實行鄉村活化。為改善現況，創立一

個供村民申請資助、尋找機會及接收最新資訊的平台可以減低對政府投資發展項目的依賴，同時建

立共同合作模式並兼顧本地需要，允許活化成果提升社區福祉。

現有項目

村落溝通平台和項目資訊分享
● 持份者whatsapp群組 

區域性  |  村民、項目人員

● 現有項目網頁和社交平台專頁

 區域性   |  項目機構或人員

社區參與設計
● 永續鄉村露營設計實驗坊（屬於「森林村

落」計劃）
梅子林  |  HKU CCSG、

ASTKCE、HKU DLA

● 梅子林鄉郊保育及復育之參與式行動研究
梅子林  |  暖窩有限公司

村民 — 外界組織配對計劃
● 復育潛力諮詢

牛屎湖  |  鄉郊辦 / 環境保護署 / 私人

社區承載力提升
● 社區共創：重塑鄉郊（屬於滙豐永續鄉郊

計劃）
非針對此區域  |  HKU CCSG

● 鄉郊大使義工訓練活動 （屬於「森林村
落」計劃）

蛤塘、梅子林  |  HKU CCSG、ASTKCE

● 荔枝窩學農實習計劃（屬於滙豐永續鄉郊
計劃）

荔枝窩  |  HKU CCSG

● 農產加工隊隊員招募（屬於滙豐永續鄉郊
計劃）

荔枝窩  |  HKU CCSG

● 生態教育及農業技術訓練（屬於荔枝窩自
然管理協議） 

荔枝窩  |  香港鄉郊基金、長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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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2
CCFS — 村民協調合作 項目協調倡議鼓勵村民參與現有的復育工作。

這將涉及印洲塘九村的中青年村民，目的是要藉著現行的鄉郊

保育資助計劃（CCFS），培育地區和村落的社區承載和發展能

力。

● 「就業配對計劃」將作為CCFS項目的一部分，把村民

配對至村落項目的在職空缺（見2.1）

● 「鄉郊辦 — 鄉郊論壇」會成為政府官員及村民之間的

溝通平台，攜手建立鄉村復育的模範（見2.2）

● 「村民主導的CCFS項目」讓村民直接參與區域復育計

劃，並憑藉其獨特能力實現目標（見2.3）

行動 2 旨在令復興工作及村民相互協調。

執行細節︰

2.1 就業配對計劃

2.2 鄉郊辦 — 鄉郊論壇

2.3 村民主導的CCFS項目

規劃目標 O1

建議範圍 沒有特定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鄉郊辦

執行夥伴 印洲塘村代表們

鎖羅盆的原居民已開始活化工作，自行修復水塘的堤堰

和水閘，使水塘恢復其魚塘的功用。居民希望此舉能讓

村民重返舊地消遣，並且共同建構社區。

鎖羅盆

村
落
小
資
訊

P2 參與式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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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主持人將安排村民參與CCFS項目執行工作的機

會，同時與鄉郊辦和村代表合作，把村民配對至合適

的村落項目在職空缺。

1. 一般就業組別會以兼職合約形式聘請合適的村

民，以參與CCFS 項目

2. 學徒組別讓年輕村民跟隨CCFS項目的工作人

員，協助研究活動，並指導準確的基線數據收

集

執行細節

2.1 就業配對計劃

執行夥伴 鄉郊辦、印洲塘村代表們

資助路徑 不適用，這計劃可按現行的CCFS系統實行，無須投入額外資金

試點 不適用，這計劃可當作政策調整實行，或由鄉郊辦倡導

Action 2 aims to establish a competent 
implementation structure to deliver on  
planning work in a way which meets 
established timelines and build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Yan Chau Tong Steering Committee, the following Working Groups will be designated for implementary 
roles:

A3.1  Small Business Working Group

● Will deliver the Small Business Ecosystem programme (P9)
● Will manage implementation of other entrepreneurship-related actions

A3.2  Regional Agriculture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Hakka Agrarian Revival programme (P8) and the Upscale Primary Production 
programme (P7)

A3.3  Regional Recreation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Reg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programme (P13), the Visit Yan Chau Tong 
Promotion programme (P14) and the Coastal Ecology Cluster programme (P6)

A3.4  Village Heritage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Five Senses Placemaking programme (P4)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nections 
programme (P3)

A3.5  Smart Village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Digital Livelihoods programme (P10)

Where relevant, each Working Group’s specific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re further outlined in the programme action 
plans described in this document. 

Action 3 aims to provide tailored and expert knowledge within the Hub to deliver revitalisation programmes 
according to designated targets and planned outcomes.

理據：

1. 為更有效推動鄉郊活化，印洲塘迫切

需要提升本地復育能力

2. CCFS項目需與村民多作交流，使項

目的研究和行動能按村落的現況實行

3. 年輕村民需要在他們的村落裡學習

和工作，培訓他們成為下一代接班人

2.2 鄉郊辦 — 鄉郊論壇

執行夥伴 鄉郊辦、印洲塘村代表們

資助路徑 論壇可以從鄉郊辦非經常開支項目或小型改善工程基金獲得資助

試點 荔枝窩廣場，未來可按各村承載能力分村舉辦

由鄉郊辦所建立的交流平台，用以推廣此地區當前的

良好復育進展，並充當有效的溝通渠道，讓村民就他

們村落的需求和願景發表意見。

1. 年度現場論壇由政府主辦，讓村民、村落領袖

和合作組織共同參與

2. 論壇可配合CCFS最新一輪獲批項目進行

理據：

1. 目前印洲塘村民與政府之間缺乏正

式的溝通渠道，不利村民參與自己村落

的規劃

2. 村民表示對當前復育工作進度亳不

知情，並且無從知悉最新項目和參與機

會

3. 現時村民、項目合作夥伴和政府官員

的會面皆屬短暫和即興性決定，合作力

度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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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將村民納入CCFS項目作為項目主持人或調查研

究員，讓其著手帶領村落活化工作，進一步推動現時

的鄉郊發展。

1. 向有能力或曾接觸過往CCFS項目的村民徵集

建議書，用以申請新一輪的CCFS項目資助

2. 指派技術人員到村落支援村民填寫必要文件，

協助他們完成申請程序

 

2.3 村民主導的CCFS項目

執行夥伴 鄉郊辦、印洲塘村代表們

資助路徑 不適用，此行動可按現行的CCFS系統實行，無須投入額外資金

試點 不適用，這計劃可當作政策調整實行，或由鄉郊辦倡導

Action 2 aims to establish a competent 
implementation structure to deliver on  
planning work in a way which meets 
established timelines and build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Yan Chau Tong Steering Committee, the following Working Groups will be designated for implementary 
roles:

A3.1  Small Business Working Group

● Will deliver the Small Business Ecosystem programme (P9)
● Will manage implementation of other entrepreneurship-related actions

A3.2  Regional Agriculture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Hakka Agrarian Revival programme (P8) and the Upscale Primary Production 
programme (P7)

A3.3  Regional Recreation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Reg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programme (P13), the Visit Yan Chau Tong 
Promotion programme (P14) and the Coastal Ecology Cluster programme (P6)

A3.4  Village Heritage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Five Senses Placemaking programme (P4)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nections 
programme (P3)

A3.5  Smart Village Working Group

● Will oversee delivery of the Digital Livelihoods programme (P10)

Where relevant, each Working Group’s specific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re further outlined in the programme action 
plans described in this document. 

Action 3 aims to provide tailored and expert knowledge within the Hub to deliver revitalisation programmes 
according to designated targets and planned outcomes.

理據：

1. 在CCFS架構下，3個獲批項目由在地

的村落社企帶頭執行

2. 為了加強管治的成效和改善鄉村管

理，村民必需擔任領袖角色

3. 村民強調現時村內的CCFS項目無法

應用在他們的日常村落生活上

P2 參與式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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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3
村民行動平台 發展多渠道的溝通平台，以提供所需的資源及資訊予村民，去

引導他們提出自發性倡議。

這平台讓村民得以為復育計劃出一分力（如設計社區花園、藝

術項目、社區空間、村落活動）。

● 「線上資料庫」將為村民提供資源及資訊，以採取行動

（見 3.1）

● 「改進告示版」持續給予村民參與社區事務的機會

（見 3.2）

● 「復育資訊熱線」就村民的自發計劃提供額外服務

（見 3.3）

行動 3 旨在給予居民全面支援服務，推動自發性倡議，實現村

民主導的發展。

執行細節︰

3.1 線上資料庫

3.2 改進告示版

3.3 復育資訊熱線

規劃目標 O1

建議範圍 區域性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鄉郊辦

執行夥伴 香港鄉郊基金、
漁護署、
STKD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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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內容全面，能支援村民統籌自發項目，以及參

與現時的復育工作。

1. 「資助路徑」 將不斷更新列出由公共和私人

機構統籌的資助計劃，涵蓋現行及最新的項目

，方便村民查閱

2. 「就業機會」會發布各種最新消息，讓村民知

悉最新項目、即將舉行的活動和現行職缺（包

括義工及兼職），好讓他們參與其中

3. 「最佳實例概覽」囊括世界各地有關鄉村復育

的成功例子，並列出其解決方案，讓村民得以

學習借鑒，應對常見的鄉村挑戰

執行細節

3.1 線上資料庫

執行夥伴 香港鄉郊基金

資助路徑 資料庫將設計為 CCFS下的「研究活動」項目

試點 不適用，資料庫可供所有村民瀏覽，包括居民和非居民

理據：

1. 香港鄉郊政策日新月異，村民需要不

斷閱讀和跟進有關消息，才能掌握最新

機遇和改革資訊

2. 政府主導的復育工作不一定配合或

考慮到村民主導的民生活動（例如餐

廳、旅館、復修等），因此村民只能靠一

己之力尋找機會和籌集資金

3.2 改進告示版

執行夥伴 STKDRC、鄉郊辦

資助路徑 告示版可從鄉郊辦項目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獲得資助

試點 不適用，改善工程可於整個地區落實，與現行的鄉郊辦工作步伐一致

充當鄉村的實體資訊站，讓村民報名參與村內項目，

並獲得會議和活動資訊，時刻掌握有關區域現正進行

之活動的資訊。

1. CCFS項目將於相關村落發布就業消息

2. 村民可使用告示版宣傳現行活動，並分享有關

工作機會

3. 鄉郊辦和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STKDRC）可

利用告示版宣傳他們的工作，並為村民提供工

作機會 

理據：

1. 現時村落的告示版只涵蓋與鄉村發

展相關的資訊，廣度不足

2. 村民表示希望能參與目前的復育計

劃，並加深對各項目的掌握

3. 區域內每個村落已有一個實體告示

版，有助更快落實改善工程

4. 實體告示版將補足網站和其他溝通

渠道之不足

P2 參與式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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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村民而設的電信服務，解答有關復育工作的疑問，

村民亦可就著自發行動獲得指導及支援。

1. 訓練有素的代理團隊將提供技術支援，並回答

有關復育的問題

2. 代理團隊將為村民提供轉介服務，讓他們接受

相關培訓，同時提供融資和技術支援

執行細節

3.3 復育資訊熱線

執行夥伴 香港鄉郊基金

資助路徑 此熱線可由STKDRC會資助，作為其為印洲塘村提供的服務之一

試點 不適用，印洲塘區域的所有村民都可以使用此熱線

理據：

1. 香港鄉村政策日新月異，村民需要地

域性的支援才能實行自發的項目

2. 網上資源及告示版受眾人數有限，窒

礙信息共享

3. 互動式復育支援為村民提供必要資

源，讓他們有信心實行自發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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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Intergenerational Connections

跨代連繫 
創造機會予下一代及引發動機以珍惜其文化並

培育在地青年領袖



現時較年長人口仍居於鄉村社區，較年輕人口則於本地或海外的城市環境生活及工作。面對人口方

面的挑戰不但危及鄉村文化遺產及在地社區能力，而且對社區健康亦造成威脅。通過創建新機遇供

後裔參與鄉村生活，鞏固本土鄰里關係並建設領導職務，以彌補幾代人的文化差距及締造可持續發

展的社區。

現有項目

領䄂培訓
● 永續社區學院（屬於「永續荔枝窩」計劃）

非針對此區域  |  HKU CCSG

兒童文化工作坊
● 荔枝窩兒童創意遊樂劇場【兒童劇場工作坊

+Art Tech演出】
荔枝窩  |  進念 ‧ 二十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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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落
小
資

訊

下個行動

行動 4
村民後代領導培養 環環相扣的活動能加強年輕一代與老一輩的互動聯繫，即使村

落人口分佈甚廣，仍可增強兩代人的凝聚力，培育未來領袖。

行動利用共同傳統文化價值及風俗，增強村民之間的互動，同

時深化他們與祖地及社區的聯繫。老一輩能傳承那些瀕臨滅絕

的珍貴文化，保留該區獨有之處。

● 「定期社區比賽」能強化在港及海外原居民彼此之間的

聯繫（見4.1）

● 「後裔同樂節」提供溝通平台讓非居民及村民持續交流

（見4.2）

● 「客家青年領袖計劃」培育未來村落領袖 （見4.3）

行動 4 旨在加強村民之間的聯繫，並培育未來領袖，同時保育

本土文化習俗。

執行細節︰

4.1 定期社區比賽

4.2 後裔同樂節

4.3 客家青年領袖計劃

規劃目標 O1

建議範圍 區域性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印洲塘村代表們

執行夥伴 凝思文化、
MaD、
暖窩有限公司、
ASTKCE、
荔枝窩村培成
堂、STKDRC

我們的下一代幾乎不懂說客家話......如果不能把客家話

傳承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我總是叫年輕人回來多練

習。我們必須保存客家話，因為客家話是世界通行的語

言。在海外的兄弟有些即使不會說廣東話，也記得客家

話。

— 蛤塘村代表

P3 跨代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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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舉辦一連串比賽，以聚集世界各地的鄉村村民，

並憑藉非物質文化風俗，弘揚傳統。

1. 重新舉辦搶花炮活動，讓居民與其他村民同樂

，以此弘揚歷史悠久的失落傳統

2. 說唱比賽為年青村民而設，藉此探索客家話的

文化，並透過歌曲展示其現代一面

3. 業餘烹飪比賽邀請參賽者嘗試炮製客家經典菜

餚（如客家燜豬肉）

執行細節

4.1 定期社區比賽

執行夥伴 凝思文化、暖窩有限公司、ASTKCE、荔枝窩村培成堂

資助路徑 此活動可設計成CCFS下的「文化復興／復育」項目，或受其他文化資助計劃（文物保育

專員辦事處（CHO）、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LCSD-ICHO）、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

助

試點 荔枝窩廣場可作試點主辦比賽，再稍後推展到各村舉辦

理據：

1. 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編織、客家食品、

風水學）重新注入活力，使之融入當代

脈絡，達至保育之效

2. 活動採用線上線下同步進行的混合

模式，消弭在地村民和離鄉村民之間的

隔膜

3. 比賽展現文化遺產的活力一面，吸引

年青村民參與

4.2 後裔同樂節

執行夥伴 印洲塘村代表們

資助路徑 同樂節可受各村委員會共同資助，同時受鄉郊辦及／或LCSD-ICHO的「社區主導項

目」資助

試點 荔枝窩，並考慮在多個村落舉辦（牛屎湖、鎖羅盆）

理據：

1. 很多村民表示代溝越來越大，青年也

無意參與鄉村活動

2. 村代表們年事已高，需要培養未來領

袖

3. 印洲塘村落有大量海外村民，他們對

這地方充滿依戀，同時身懷有用技能

活動每年或每兩年舉辦一次，以吸引印洲塘地區的客

家原居民重返該地。同樂節好比歸鄉，加深參與者彼

此之間的聯繫，與本土文化和地方產生連結。

1. 一連串的活動以客家話、歌謠、詩詞為題，突

顯共同意義和回憶

2. 宣揚傳統耕作及其他文化產物（例如米酒、醃

製食品、農業文化等），有利有形文化的傳承

3. 展示客家人的傳統文化創意產物反映這地區可

持續發展的鄉村歷史，培養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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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為居住在海外的年輕後裔（18-30 歲）而設，資

助他們於印洲塘地區生活一周，以親身發掘自己家鄉

的文化遺產，並與之產生聯繫。

1. 安排青年乘坐渡輪前往該地區，並居住在村落

內復修完成的客家村屋中

2. 提供一日三餐，讓他們親嚐在地客家美食，認

識烹飪文化

3. 安排生態文化活動，並介紹這地區一流的自然

景觀

4. 與村內長輩互動，並透過故事交流促進跨代聯

繫，同時提供領袖培訓

5. 參觀區內（包括沙頭角）的實踐文化習俗的重

點場所，加深對該地的歸屬感

 

4.3 客家青年領袖計劃

執行夥伴 印洲塘村代表們、STKDRC

資助路徑 計劃可以由各村委會集資，旅遊業收益亦可提供補貼。此計劃的資助上限將與該年可用

資金數量掛鉤，亦可由政府合適的基金幫補

試點 區域性，可試行一次再作評估，單次資助便足以支持整個區域活動

理據：

1. 不少年輕一代對自己的村落遺產漠

不關心，並且不熟悉相關傳統

2. 本地客家青年散佈於香港和世界各

地，因此欠缺共同群體意識，亦不曾在

鄉村生活

3. 村民和長老堅持只可讓原居民世襲

領導位置

P3 跨代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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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Village Placemaking

鄉村地方營造
利用五感體驗的項目框架保留鄉村風俗、

轉化文化遺產及提升景觀 雖然訪客與居民普遍反映鄉村氛圍是值得保存，但鄉郊文化遺產，尤其鄉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於

現行政策下獲益甚少。利用多元化並充滿活力的保育途徑作保留村落及地方營造之用途可凸顯五感

融匯的村落特質，同時能滿足各方利益，包括向本土根源及回憶致敬，提升訪客體驗，以及吸引新

舊村民遷入村落。

現有項目

建構地方特色的活動
● 太平清醮

區域性  |  STK HCY Da Chiu Committee

● 梅子林 • 蛤塘 「森活節」 （屬於「森林村
落」計劃）

 蛤塘、梅子林  |  HKU CCSG、ASTKCE

● 村樂節（屬於滙豐永續鄉郊計劃下的「社
區共創：重塑鄉郊」）

荔枝窩  |  村民、HKU CCSG

● 修靜體驗＠荔枝窩
荔枝窩  |  靜心園

● 梅林屋下
梅子林  |  繼里畫坊

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坊
● 古建技藝 ‧ 文化傳承 — 荔枝窩

梅子林  |  香港鄉郊基金

生態文化工作坊
● 生態藝術工作坊（屬於「森林村落」計

劃）
梅子林  |  HKU CCSG、ASTKCE

村落文化及自然遺產的有關法例支援
● 香港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

非針對此區域  |  古蹟辦

● 香港歷史建築的評估
非針對此區域  |  古蹟辦、古諮會

● 古樹名木冊
非針對此區域  |  DB GLTMS

P4 鄉村地方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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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項目

活化村落建築
● 遊谷探埔：從五肚到谷埔河及平原的多學

科保育、教育與行動式復育研究
谷埔  |  CUHK SoA

● 谷埔村針灸觸媒計劃：啟才學校附屬建築
修復與周邊環境改善

谷埔  |  HKU CCAU

● 梅子林故事館（屬於「森林村落」計劃）
梅子林  |  ASTKCE

村落遺產紀錄

● 村里故事－鄕郊保育及創新平台（延伸自
繼里畫坊）

區域性  |  MaD

● 沙頭角慶春約［鄉郊保育文化之旅］
區域性  |  鄉郊辦

● 保育與活化：沙頭角客家聚落空間環境的
建築與地景研究

鳳坑、谷埔（和鄰近村落）  |  HKU CCAU

● 谷埔口述歷史、插畫圖像紀錄計劃：
《重聚谷埔：今昔、再延續》

谷埔  |  PolyU

● 「同根．同源」計劃
荔枝窩（和鄰近村落）  |  香港地質公園

● 賽馬會惜水‧識河計劃 （荔枝窩河） 
（屬於「永續荔枝窩」計劃）

荔枝窩 |  HKU 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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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5
充滿活力的鄉村氛圍 推動村落五感特質的保育政策、文獻記錄及活動設計。

這些特質雖是鄉村的魅力所在，亦能吸引大眾，現時卻因難以

量化而不被納入現存文化遺產及政策之中。

● 全面的「鄉村保育政策」能保存和提升村落氛圍

（見5.1）

● 「體現地方特色的活動」強調五感特質，將其融入現代

村落文化，並加以活化，以吸引旅客（見5.2）

行動 5 旨在立下全面的保育支援框架，以推廣五感體驗，同時

保留非物質的鄉村特質。

執行細節︰

5.1 鄉村保育政策

5.2 體現地方特色的活動

規劃目標 O2

建議範圍 區域性，
蛤塘作先導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鄉郊辦

執行夥伴 CHO、
HKICHDB、
凝思文化、
印洲塘村代表們、
ASTKCE、
暖窩有限公司、
旅遊事務署

P4 鄉村地方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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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紀錄、設計和政策主張保育五感鄉村元素。

1. 就村落氛圍作文化紀錄，以建立印洲塘五感村

落元素的基線數據庫

2. 從文獻擷取鄉村保育標準，成為制定政策的基

礎

3. 保育獎勵先導計劃將推出，以凝聚行動力，推

動村落保育進程

4. 國家和國際審核單位將評估整個過程，展示村

落的世界級五感特質（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住

房和城鄉建設部的歷史文化、生態、生態文

明、美化和美麗休閒鄉村推介名單和／或國際

美麗鄉村聯盟)

執行細節

5.1 鄉村保育政策

執行夥伴 HKICHDB、凝思文化

資助路徑 此活動可設計成CCFS下的「文化復興／復育」項目或受其他文化資助計劃（CHO、

LCSD-ICHO、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

試點 保育研究於蛤塘試行，再擴展至其他村落

理據：

1. 非物質鄉村遺產缺乏文獻記錄和不

受廣泛認識

2. 印洲塘村落的氛圍及多感官景觀獨

特細緻

3. 要捍衛在地的文化遺產價值，便需建

立新的保育系統，以保護非物質文化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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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村落活動以加深地方認同，為傳統注入新活力。

浸沉式五感活動培養村民的歸屬感，甚至讓訪客感受

到社區共融。

1. 地方身份工作坊讓村民聚首一堂，融匯村落的

傳統，創造充滿活力的新風俗

2. 在地村落活動將結合生態、美食和藝術，弘揚

村落文化，突顯村落的場所感(sense of place)

，並通過應用來保育傳統文化

3. 區域慶典（例如DIY傳統編織工作坊、村落生

活故事分享和跨代交流）將促進鄉村居民的地

方認同，豐富印洲塘的故事

 

5.2 體現地方特色的活動

執行夥伴 印洲塘村代表們、暖窩有限公司、ASTKCE、旅遊事務署

資助路徑 活動可設計成CCFS下的「文化復興／復育項目」，受旅遊事務署活動基金（見鹽田梓為

期3年的先導計劃）或LCSD-ICHO的「社區主導項目」資助

試點 1. 蛤塘落實「在地村落活動」先導計劃：「蛤塘青蛙與楊桃節」

2. 荔枝窩落實「區域慶典」先導計劃：「自然及文化物料體驗」

理據：

1. 此地區的無形傳統文化因沒用武之地

而面臨滅絕危機

2. 財政資源貧乏，阻礙了村落傳統習俗

的傳承

3. 移民和都市化導致村民對傳統在地

文化習俗失去興趣或認識

下個行動

行動 6
鄉村遺產具體化 政策及設計計劃以實體形式將村落文化和特質具體展現。

廢棄的村屋可翻新成社區用途和改善村落景觀，計劃旨在重建

傳統佈局，並加入現代化元素，勾勒出文化回憶。

● 「活化村落建築」將荒廢村屋復修成可用空間（見6.1）

● 「村落景觀修復」恢復生態文化環境，為地方身份及歷

史注入新活力（見6.2）

行動6旨在立下框架，將廢棄建築重建成可用空間，同時恢復自

然及文化景觀，以改善村落空間。

執行細節︰

6.1 活化村落建築

6.2 村落景觀修復

規劃目標 O2

建議範圍 區域性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鄉郊辦

執行夥伴 CHO、香港鄉郊
基金、HKU 
DLA、
HKU CCAU、
CUHK SoA

問卷調查結果表示村民和居民絕大多數認為，

村落景觀（分別為72%和69%）和客家文化（分別

為52%和45%）是保育該地區的重要要素。

村
落
小
資
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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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文物建築政策和先導計劃恢復鄉村環境特質，締

造沉浸式體驗，將荒廢村屋改造成有用的社區設施

（例如資訊中心、咖啡館、餐廳和社區中心）。

1. 全面審視現行政策，支持擴展現有遺產資助計

劃至鄉郊地區（例如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2. 物色新的資助，並爭取支持，以提供誘因推動

活化計劃，修復日久失修和／或遭棄置的文物

建築

3. 活化先導計劃將展示修復文物建築的價值，提

高日後相同計劃的可行性

執行細節

6.1 活化村落建築

執行夥伴 香港鄉郊基金、HKU CCAU

資助路徑 1. 政策檢討可由政府部門主導的內部工作之一，或按需要歸類為 CCFS下的「研

究活動」

2. 活化先導計劃可歸類為CCFS下的「文物建築復修」項目

試點 於多個村落實行，將鎖羅盆的啟明學校和三椏村的三省學校改建為工作空間，用以舉辦

村落活動

理據：

1. 村落發展因大量廢棄建築而受阻，這

些建築被閒置良久，削弱整個地區的活

力

2. 村民缺乏場地舉辦社交聚會和享用

社區服務，影響日常生活

3. 村落的文物建築需要修復，好讓此地

區成為鄉村復育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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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化和生態納入設計考量，藉此恢復傳統佈局，展

現人類與自然共融的村落特質。

1. 利用1960年代的衛星圖像作參考，引導景觀修

復研究

2. 村民與項目合作夥伴結合自然元素（如花草樹

木）和人造設計元素（如入口、雕像），恢復

村落佈局，締造優質公共空間

3. 地境保育將納入歷史元素（例如三椏村的傳統

米酒生產）作為設計靈感

4. 改善工程會提供嶄新視覺，並揉合新的景觀元

素，昇華村落設計（例如保育重要植物、翻新

入口、蛤塘蛙池、梅子林蝴蝶園）

 

6.2 村落景觀修復

執行夥伴 HKU DLA、HKU CCAU、CUHK SoA

資助路徑 此恢復項目將設計成CCFS下的「文化復興／復育」項目，及／或「文物建築復修」項目，

或受其他文化資助計劃（CHO、LCSD-ICHO、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

試點 鎖羅盆率先試行「地境保育」：恢復果園，並透過重新設計，重現該鄉村盛極一時的漁業

（以前有八個碼頭和數十艘漁船蝦艇）

理據：

1. 村民表示村落雜草橫生，降低了他們

回流的意欲

2. 荔枝窩村落環境體現了修復鄉村景觀

的價值

3. 區域鄉村景觀將加以修復，以體現富

有五感特色的村落

P5

Wetland Stewardship

村落濕地管理
識別主要濕地區域並落實村民主導的

在地治理模式



香港的淡水濕地為生態系統及本地社區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務。但因缺乏妥善管理，淡水濕地之面積

在過去二十年間減半。通過積極保育最大及僅餘之淡水濕地區域網絡 — 印洲塘淡水濕地，摒棄以被

動保護的管理模式，可以令濕地再生，並擴大其功能。該區域作為人類主導的棲息地，管理濕地應

顧及村落社區，並鼓勵他們一同參與保育工作。

現有項目

濕耕地管理模式
● 復耕並研究另類耕種方法

荔枝窩  |  HKU CCSG、綠田園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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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7
地區濕地網絡 保育管理項目將重要的地區濕地修復為印洲塘地區的濕地保育

模式範例。

濕地分佈於不同村落環境，這意味著它們展示了不同的濕地類

型（淡水、微鹹水和鹹水）。具有代表性的嵌合式（mosaic）

保育系統可展示這些棲息地，並為它們提供適當且積極的管理

以進行再生。

● 「社區濕地管理」將確定主要濕地地點並以社區為基礎

在人類主導的棲息地建立濕地管理試點（見 7.1）

● 「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展示」將向公眾介紹濕地所提供的

重要生態系統服務和功能，以教育香港人去參與保育濕

地（見 7.2）

行動 7 旨在為濕地提供度身訂造的管理方法，以確保可以積極

進行保育。

執行細節：

7.1 社區濕地管理

7.2 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展示

規劃目標 O2

建議範圍 谷埔、三椏村、小
灘、鎖羅盆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漁護署 

執行夥伴 HKWCA、
HKU SBS、
長春社、綠色力
量、WWF-HK、
OWLHK

村
落
小
資
訊

印洲塘地區可提供多樣化的棲息地，拼貼岀具代表性的

區域濕地版圖。一些濕地，如荔枝窩的濕耕地需較高強

度管理的範圍，並與食物和文化主題結合，吸引公眾

……其他濕地則回歸自然，灌溉系統只需一次性的修復

及定期檢查……而擁有鹹淡水濕地的村落只需較低程度

的管理。

— 劉惠寧博士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濕地保育總監

P5 村落濕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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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為印洲塘地區濕地提出保育倡議，制定合適的棲

息地管理計劃，並讓村落社區持續參與管理。

1. 綜合性基礎調查將根據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協議

（Wetlands Ecosystem Services Protocol）對

濕地水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進行更

新分析

2. 保育模式研究將確定需要積極保育管理的優先

地點

3. 區域性集水區保護將通過保護水源和確保適當

灌溉來保持濕地「濕潤」

4. 「村民管理」試點將測試向村民支付月薪的可

行性，而非政府承包商提供濕地保育服務

5. 「以生態系服務功能補償」試點將測試創新濕

地管理方案的可行性，按保育結果向村民支付

佣金，旨在激勵村民提升濕地功能

執行細節

7.1 社區濕地管理

執行夥伴 漁護署、HKU SBS、HKWCA、綠色力量、長春社

資助路徑 隨著《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推出和預期的資金支持，濕地項目可以與其行動32（「推
動在大鵬灣 / 印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框架下與深圳攜手合作保育雙方境內的自然保護

區、海岸公園及地質公園」）保持一致

試點 1. 谷埔作「村民管理」試點

2. 三椏村作「以生態系服務功能補償」試點

理據：

1. 目前，缺乏有關谷埔、三椏村、小灘

和鎖羅盆剩餘的主要濕地群的最新資

料

2. 現時的法規僅提供被動的保護，不要

求對具有高保護價值的區域進行積極

管理

3. 此地區的濕地以人類為主導（即濕地

的邊界毗鄰村莊），這意味著需要採取

「人為保育」（conservation with 
human）的方法來確保充分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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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以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為基礎的生態教育活動，

旨在促進公眾了解濕地所提供的服務。

1. 生態系統服務調查將有助於用金錢量化重要功

能，從而提供一個簡單易明的溝通指標

2. 生態宣傳活動將宣傳濕地在減緩氣候變化、保

護物種和防洪方面等的功能的重要性

3. 視覺和具體的舉例說明有助於以更刻骨銘心的

方式展示濕地的角色，例如紅樹林在颱風期間

發揮了保護海岸的作用

 

7.2 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展示

執行夥伴 WWF-HK、OWLHK

資助路徑 研究活動將作為綜合地區濕地調查的一部分。該活動可以作為漁護署「生物多樣性教

育」項目資助的一部分推出，也可以作為一般社區外展活動的公眾教育部分作推行

試點 不適用，這將是針對全港市民的行動

理據：

1. 過去20年，缺乏積極的濕地保育導致

印洲塘地區的濕地面積減少了40%

2. 印洲塘擁有全港現存最大的淡水濕

地網絡

3. 大眾和決策者對濕地重要的功能缺

乏了解，阻礙了政府採取更積極的保育

措施

P6

Marine-scape Activation

活化海岸景觀 
透過投資策略與發展定位來活化海岸線，
以展示生態豐富度，並宣揚公民生態保育 



即使印洲塘沿岸的棲息地已被劃入香港海岸公園範圍，其區域生態特色仍被低估及不為人知。 針對

區域裏最豐富的海岸棲息地設計概念規劃群，有利吸引相關投資及活化項目，並且讓參加者在其中

以互動形式體驗其海岸景觀。 

現有項目

本地生態保育培訓
● 永續社區學院（屬於「永續荔枝窩」計

劃）
非針對此區域  |  HKU CCSG

● 公民科學家計劃（屬於「森林村落」計
劃）

蛤塘、梅子林  |  HKU CCSG、ASTKCE

生態教育
● 生態教育（屬於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

荔枝窩  |  香港鄉郊基金、長春社

基線調查

● 生物多樣性監測計劃（屬於「永續荔枝
窩」計劃）

荔枝窩  |  HKU CCSG, HKU 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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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8
海岸生態群 活化三椏村、牛屎湖、西流江及小灘之間海岸景觀的發展概

念。

村落之間的海岸區域擁有獨特的優勢，包括印洲塘海岸公園的

沿岸資產及生態特色。此生態群能提供健全及高質素的生態活

動，亦不會影響海岸公園所擬定的生態彌償功能。

● 「海岸徑」的設計包含世界級保育、教育及旅遊設施，

讓訪客體驗印洲塘海岸公園（見8.1）

● 「海岸活動」振興偏遠村落的經濟，讓遊客投入的休閑

娛樂（見8.2）

● 「探索大自然考察學堂」計劃制訂特定的教育課程，並

提供有關印洲塘海岸生態的培訓及研究（見8.3）

行動 8 旨在建立一個融入生態旅遊元素的全面生態保育模型，

展現印洲塘豐富的海岸生態特色及活化偏遠的沿岸村落。

執行細節：

8.1 海岸徑

8.2 海岸活動

8.3 探索大自然考察學堂

規劃目標 O2

建議範圍 多個村落，
三椏村、
牛屎湖、
西流江、
小灘作執行地點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漁護署 

執行夥伴 WWF-HK、
SWIMS、
OPCFHK、
OWLHK

受訪者（65%的村民，79%的遊客）十分同意

生物多樣性是該地區最應該受保護的資產。

村
落
小
資
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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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活化海岸景觀 



全面改進工作將提升三椏及牛屎湖半島的吸引力，建設

世界級的海岸徑將展現其海岸生態特徵，並提供高效生

態旅遊。

1. 基線評估將區分此區域於海岸公園的海洋及沿岸

生物豐富性，並確認保育的脆弱性

2. 可行性研究將評估設計海傍沿岸徑及成為高質素

旅遊勝地的潛力

3. 基礎建設及小型工程投資將為訪客提供基礎設施

，同時能為偏遠村落的必要服務升級

執行細節

8.1 海岸徑

執行夥伴 漁護署、SWIMS、WWF-HK

資助路徑 海岸徑將由政府特別津貼資助（如更新的千禧年發展項目）及透過私營捐款（香港滙豐，

或香港賽馬會的惠澤社群慈善信託基金）

試點 建設增值設施以實現沿岸群（三椏村、牛屎湖、西流江及小灘）

理據：

1. 印洲塘的海岸生態多樣性於現行

旅遊中只獲少數宣傳

2. 印洲塘海岸公園的豐富景觀及生

物多樣性被低估，同時亦缺乏相關吸

引訪客的設施

3. 鄰近的沿岸村落一直不被納入發

展（牛屎湖、西流江及小灘），建設海

岸徑可使村落恢復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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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海岸活動

執行夥伴 WWF-HK、OPCFHK

資助路徑 政府與WWF-HK能贊助具體商業計劃，為村民建構可行的生計機遇

試點 1. 於牛屎湖灣設立世界自然基金會海岸中心

2. 於三椏村設立沿岸活動中心供訪客註冊及預先登記活動

3. 於三椏村及西流江設立器材出租店

理據：

1. 與海下及其他本地海岸公園比較，

印洲塘海岸公園缺乏親身體驗與大

自然互動的機會

2. 區域内最常到訪的都是與行山有

關的活動，未能為本地居民帶來顯著

收入

3.生態活動將振興偏遠村落經濟，並

提供商機予重返村落生活的居民

活動規劃與休閑娛樂的機會集中於海岸線一帶，為訪客

提供於沿岸風景及海岸公園沉浸式的體驗。

1. 村民經營的器材出租店為本地自遊行訪客提供獨

木舟、直立板及浮潛用品

2. 遊船河為參加者提供探索沿岸棲息地及偏遠村落

的機會，同時避免弄濕身體

3. 獨木舟的遊覽路線將提供探索三椏涌沿岸及河岸

景觀

4. 海洋生態導賞團由文化經驗豐富的導賞員帶領，

為希望更深入探究海岸公園的參加者提供浮潛行

程

5.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HK）於牛屎湖灣所創立

的海岸中心將提供活動及展覽，宣揚保育教育及

互動生態體驗

 

8.3 探索大自然考察學堂

執行夥伴 SWIMS、OWLHK

資助路徑 探索大自然考察學堂可作CCFS的「自然保育管理協議」計劃之一部分或經其他生態教

育計劃推出（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ECF）的「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

試點 於三椏村設立學堂設施

理據：

1. 現時此區域缺乏技術容量以實踐

重要保育功能，包括珊瑚定點普查、

水質監測、物種數目統計、沿岸垃圾

調查、沉積物調查等

2. 印洲塘海岸公園及其海岸線提供

獨有的培訓機會，致力培育本港下一

代的保育領袖

制訂教育課程大綱及設施，並建設與沿岸及海洋生態相

關的培訓及研究。

1. 專門的市民科學附屬計劃將連結外部機構，為小

學、中學及大專院校的學生提供學習以及選擇海

洋沿岸生態學為專業的機會

2. 成人培訓系列將分成技術提升及工作培訓計劃，

並向有意投身海洋保育行業的人士提供

3. 參加這兩個系列的人士將被邀請參與現正於此區

域進行的生態研究工作

4. 已完成培訓的畢業生將於聘請與此區域生態監測

相關的工作獲得優先考慮

P6 活化海岸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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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

Upscaled Primary Production

提升初級生產量 
善用本地小眾市場需求，集中生產

以供給注重其價值的消費者 荔枝窩與其他鄰近村落持續舉辦農業復興需要依賴外來資金，否則只能進行供應村內需求的小型活

動，同時，目前銷售額亦依賴訪客人流及區域農產市場來支撐。結合農業生產與地方品牌建設，並

運用數碼工具以更高價格向更多客戶推廣及出售地方特產，可增強農業的生命力。本地農業增值將

造就新興的現代農業生計。 

現有項目

農業活動
● 小型耕作

蛤塘、谷埔、荔枝窩、梅子林、三椏村  |  村民 / 項目機構

● 果樹再種植
蛤塘、谷埔、荔枝窩、梅子林、三椏村、鎖羅盆  |  

村民 / 項目機構

生態產品品牌
● 生態產品品牌營造（屬於荔枝窩自然管理

協議）
荔枝窩  |  香港鄉郊基金、長春社

農產品店舖網絡
● 荔枝窩有農墟（屬於「永續荔枝窩」計

劃）
荔枝窩  |  HKU CCSG

研究高價值農產品
● 研究另類耕種方法和農作物（屬於「永續

荔枝窩」計劃）
荔枝窩  |  HKU CCSG、綠田園基金

P7 提升初級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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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9
鄉村焦點營銷 通過增值策略和發掘高端客戶來加強正在進行的農業活動。

通過增值策略和發掘高端客戶來加強正在進行的農業活動。荔

枝窩十年來的復耕、收割和農業業務增長，為現代生活奠定了

基礎，而谷埔則在進行新的小規模復產。 文化品牌將為本地產

品帶來更高的價值和文化意義。 同時，與高端市場的新聯繫將

使小眾生產支持當地農業。

● 「品牌說故事」將鄉村歷史和社區身份納入產品營銷以

提高價值（見 9.1）

● 「農場到餐桌」應用程式將印洲塘農業生產商與本地高

級餐廳聯繫起來（見 9.2）

● 「季節性高端銷售額」策略將提升印洲塘品牌生產的營

銷價值（見 9.3）

● 「手作店舖網絡」將為本地農業企業建立村落日常銷售

點，以推廣和銷售他們的產品（見 9.4）

行動 9 旨在整合地方和產品品牌，以加強本地產品的定位，並

建立一套新的銷售關係，以改善農業生計。

執行細節：

9.1 品牌說故事

9.2 「農場到餐桌」應用程式

9.3 季節性高端銷售額

9.4 手作店舖網絡

規劃目標 O2 + O3

建議範圍 區域性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HKU CCSG

執行夥伴 Marche、
HKU CCAU、
Farmshare、
漁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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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落
小
資
訊

（在規劃部門，）人們認為（印洲塘）鄉村只是偏遠的村

落。但這些鄉村的偏僻和遙遠意味著長遠來說出租農田更加

實惠且可行。其中一個關鍵的機會是為年輕農民制定長期農

業規劃，而不僅僅是農業轉型。 當地的農田將更適合開發

特定農作物，如特殊的梅子品種等。 農作物還可以進行二

次生產（例如釀酒）、食品加工，並成為體驗式收割活動的

一部分，以提升其價值和使收入更多樣化。

       — 葉子林

農業專家及HKU CCSG永續社區學院課程導師

農產品 開始出產的年份

咖啡 2016年起

木瓜 (紅妃木瓜) 2019年5月

薑黃 2019年1月

薑 2019年2-3月

蘿蔔 2019年10月

芥菜 (芥菜葉/梅菜/搾菜) 2019年10月

白菜 2019年10月

冬瓜 2020年3月

辣椒 2019年3月

紫蘇 2020年3月

子薑 2020年2-7月

南瓜* 2020-2022年

香茅* 2020-2022年

菠蘿* 2020-2022年

花生* 2020-2022年

紅蘿蔔* 2020-2022年

荔枝窩農作物試產數據（2020年9月，2022年8月）

*這些較新的農作物屬於試驗性生產，不會被視為農場項目的主要農作物

P7 提升初級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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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個代表地區的「精選品牌」，利用現有的地方品

牌和相關的文化定位來達致高端品牌。該消費品牌將通

過實體和線上銷售渠道售賣蔬菜、水果和地區製造產

品。

1. 在地故事和歷史將被記錄並包裝為品牌內容，

以發展印洲塘精選品牌

2. 設計新包裝可把文化和故事的元素融入產品宣

傳中

3. 影片、網站、社交媒體宣傳將用於與客戶溝通

並建立知名度

執行細節

9.1 品牌說故事

執行夥伴 漁護署

資助路徑 漁護署的「蔬菜統營處貸款基金」或漁護署其他市場營銷資金可用於品牌設計工作和實

物生產

試點 荔枝窩社區和HKU CCSG經營的農場

理據：

1. 正在進行的農業業務無法與香港

其他大型商業活動進行大規模競爭

2. 文化地理和鄉村定位是此地區農

業產業的賣點之一

3. 本地對傳統品牌的需求正在不斷

增加，可以利用它的歷史和文化來推

動銷售額並識別客戶

9.2 「農場到餐桌」應用程式

執行夥伴 Marche

資助路徑 該應用程式可以在「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或其他五項政府供尋求財政支援的企業

家使用資助計劃之下開發

試點 HKU CCSG在荔枝窩經營的農場（中心已與開發商取得聯繫）

理據：

1. 香港是人均餐廳數量最多的地方

之一，擁有87家米芝蓮星級餐廳，但

許多星級餐廳難以與農民聯繫，以致

無法提供使用本地食材的菜單

2. 這地區農業規模小，遠離市場，限

制了商業生產的可行性

3. 將廚師與本地農民聯繫起來，可

建立穩定和長遠的業務關係

創建一個平台（已在開發中），將印洲塘農民與本地高

級餐廳連繫起來。

1. 開發一個應用程式，通過數據、信息技術和語

言處理促進農民和企業之間的貿易和知識轉移

2. 實地收集數據和數碼化，以創建農產品數據庫

和準確的生產指標

3. 與廚師聯繫以建立關係並確保對印洲塘產品有

穩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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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季節性高端銷售額

執行夥伴 Farmshare

資助路徑 不適用，可從荔枝窩現有的HKU CCSG農業項目內提供小規模資金

試點 HKU CCSG在荔枝窩經營的農場

理據：

1. 荔枝窩的農業活動規模小並且分

散，遠離主要農產品供應商和分銷商

2. 此地區以種植傳統的特殊農產品

而聞名（例如柑橘類水果、生薑、紅

薯、冬瓜）

3. 此地區作為「鄉郊重要景觀」的聲

譽造就了額外的品牌潛力，並成就了

將本地生產獨家產品的可能性

針對特殊季節性產品為高端市場獨家分銷關係制定銷售策

略。

1. 與高端市場建立季節性分銷關係（如Market Place 

by Jasons和Citysuper）

2. 利用正在進行的品牌推廣工作來推銷印洲塘產品，

作為季節性假期推出的獨家限時產品的一部分

3. 通過網絡和數碼宣傳材料將印洲塘產品包裝成傳統

品牌進行營銷

P7 提升初級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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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手作店舖網絡

執行夥伴 HKU CCAU

資助路徑 旗艦店可以作為漁護署「可持續農業發展基金」的一部分興建，也可以作為CCFS下的

「文物建築復修」項目的一部分興建。或者，它可以通過私人慈善事業和村落籌款來興建

試點 荔枝窩旗艦店（小瀛學校儲物房的建築）

理據：

1. 本地荔枝窩農墟每月只開放一次

2. 鄉村手工藝品生產者目前只能在

家中出售他們的商品，限制了可及性

和大眾認受

3. 商店網絡將造就協同購買機會並

將產品定位為地區故事的一部分

在此地區建立手工藝品商店，可為區域小型手工藝品企

業創作空間和營銷機會，以推廣和銷售他們的產品。與

直接農業、增值生產、護膚品和其他文化工藝品相關的

當地企業將有機會通過商店網絡推廣和銷售商品。

1. 荔枝窩的首家手工藝品店將利用現有客流創造可

行的市場需求並製作運作模式原型

2. 額外的小型商店網絡可以在這地區建立，以滿足

不同遊客的需求，並且為地區商店建立一個真正

的存在，促進產品的多樣性

3. 將印洲塘品牌產品與地區手工藝品商店網絡連接

起來，將提供交叉促銷機會，並進一步加強產品

作為地方一部分的這一定位



P8

Hakka Agrarian Revival 

客家農耕復興
通過互動方式展示該地區的傳統農業，
並將這種方法推廣為可持續發展的典範 因為農地荒廢和人們對農業的興趣減弱，這地區的農業生態及其相關文化傳統習俗正在迅速消失。 

然而，這些傳統做法可被視為在地構想的可持續發展，存在值得保留的價值。透過將其概念作為綠

色發展的典範向廣大公眾介紹並突出其文化價值，這種獨特的人與自然融合共生的傳統做法得以保

留和延續。

現有項目

農業系統復修
● 森林村落生態系統 農地復耕項目（屬於

「森林村落」計劃）
蛤塘、梅子林  |  HKU CCSG、ASTKCE

● 傳統農耕方式使用（屬於「森林村落」計
劃）

 梅子林  |  HKU CCSG、ASTKCE

沉浸式農業旅遊
● 農業旅遊活動（屬於荔枝窩自然管理協

議）
荔枝窩  |  香港鄉郊基金、長春社

● 「幫農HOLIDAY! @荔枝窩」（屬於滙豐永
續鄉郊計劃）

荔枝窩  |  HKU CCSG

生境保護與管理
● 蝴蝶園（屬於「森林村落」計劃）

梅子林  |  HKU CCSG

農業支援計劃
● 洛神認養計劃 （屬於荔枝窩自然管理協

議）
荔枝窩  |  香港鄉郊基金、長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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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10
體驗式學習活動 一項教育旅遊協調工作，旨在與學校建立持續的關係，以提供

農業體驗學習活動。 

 此活動為本地導遊創建一個系統，為學校提供農業遺產節目，

並展示這地區的農業景觀和歷史。 這將為本地農業的非生產性

方面創造新的經濟機會和互動交流，進而展示印洲塘農業多世

紀以外的傳統。

● 新組織的「人與自然學校遊」將為香港學生提供體驗式

學習機會，以加深他們的文化認知（見10.1）

行動 10 旨在建立一個高質素的農業學習交流會，展示此地區的

傳統農業習俗。

執行細節：

10.1 人與自然學校遊

規劃目標 O2 + O3

建議範圍 區域性，
谷埔作執行地點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鄉郊辦

執行夥伴 HKU DUPAD、
HKU CCAU、
印洲塘村代表們

在客家文化中，「務農是生活和生存的基礎」，村民

過去依靠農業活動（特別是水稻種植，後來種植果樹

和其他農作物）......「他們種什麼便吃什麼」

— 夏思義博士

新界和圍村的歷史專家村
落
小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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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學校計劃建立的特殊教育之旅，將學生帶到印洲塘

，並提供信息共享、邊做邊學和全面的活動，旨在傳授

知識並表達對當地傳統的關注。

1. 作為現有學校規劃和資助的一部分，將進行課程

調整以跟學校建立固定且長期的聯繫

2. 經過特別修復的「道地村落知識學校」將為農業

持續學習活動提供一個基地

3. 野餐日和實地考察（與課程相關）將舉行以展示

當地的農業實踐。例如傳統藥膏的調製或當地美

食的製作（梅菜和其他粵式醃製蔬菜和水果）

4. 更廣泛的生物、服務和文化之旅將在各個村落進

行，從谷埔開始，展示其他農業示範區，然後經

荔枝窩渡輪碼頭出發

執行細節

10.1 人與自然學校遊

執行夥伴 漁護署 

資助路徑 學校將提供固定收費，作為現有體驗式學習基金的一部分。分配的金額將用於支付當地

導遊的費用，其餘的將分配給地區基金用於項目升級

試點 谷埔，可以通過活化啟才學校建立「道地村落知識學校」

理據：

1. 香港學校有專門的撥款和規定，為

學生提供體驗式學習機會（例如野餐

日、實地考察、體驗式學習活動）

2. 由於一般來說客流量偏低，村落

的商業活動和其他活動在平日較少

3. 由於興趣低或缺乏分享機會，重

要的農業知識和傳統將面臨消失的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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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目標 O2 + O3

建議範圍 多個村落，
谷埔、小灘、
鎖羅盆作
執行地點，
蛤塘、梅子林作活
動設計點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漁護署 

執行夥伴 SeasonfoodHK
、旅遊事務署

下個行動

行動 11
沉浸式農業旅遊 作為地區景觀體驗一部分的農業區域重建和復興的活化理念。

多元化和具示範性的地點將展示印洲塘的傳統農業生態，新設

計的活動將加深參加者對農業的參與和了解的機會，發展理念

是希望將印洲塘打造為香港主要的農村農業景觀。

● 谷埔「客家試驗農場」將在谷埔展示傳統的農耕方法

（見 11.1）

● 「傳統水果體驗」將在鎖羅盆歷史悠久的桔園改造成一

個農業旅遊景點（見 11.2）

● 「魚塘探索區」將修復在小灘的廢棄池塘，為示範水產

養殖做好準備，並為遊客提供新的娛樂設施（見 11.3）

● 「一天農家樂」套餐將為遊客提供沉浸式農業生活體驗

機會（見 11.4）

行動 11 旨在豐富與農業實踐相關的機會，並將正在進行的農業

與生態旅遊相結合，使其具有經濟韌性。

執行細節：

11.1 客家試驗農場

11.2 傳統水果體驗

11.3 魚塘探索區

11.4 「一天農家樂」套餐

- Anna Yau

農業文化遺產（例如堤堰、水井和魚塘）沒有被公眾

正確理解或向公眾展示，也沒有被列入現有遺產分級

系統。

— 游慧瑜小姐

文化遺產顧問村
落
小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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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細節

11.1 客家體驗農場 

執行夥伴 漁護署、旅遊事務署

資助路徑 示範區可通過漁護署的「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或作為 CCFS 下的「研究活動」項目的一部

分獲得資金

試點 谷埔

理據：

1. 谷埔正在進行非正式復耕，但需要

進一步的財政支援

2. 傳統客家農業和農業基礎設施在

香港的文化遺產資產仍然被低估

3. 展示傳統習俗將有助於將該地區

定位為區內主要農業景觀

谷埔農場將建基於鄉村正在進行的非正規農業之上，並

展示與傳統客家農業相關的農耕方法。該農場將成為農

業示範區網絡的一部分（見 11.2 和 11.3）。

1. 此計劃將恢復和收復谷埔的農地，使其成為示範

農業的生產景觀

2. 農民將使用傳統的客家耕作技術試種新作物並將

耕作轉為一種文化和傳承過程

3. 互動式邊做邊學活動將教導參加者種植傳統農作

物並了解水稻梯田系統的構建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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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傳統水果體驗

執行夥伴 漁護署、旅遊事務署

資助路徑 示範區可通過漁護署的「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或作為 CCFS 下的「研究活動」項目的一部

分獲得資金

試點 鎖羅盆

理據：

1. 由於缺乏規劃，因此鎖羅盆目前的

遠足客流量為村落帶來的經濟收益

不大

2. 桔仔是此地區具有重要文化意義

的農作物，已被證明是近年來最成功

種植的農作物

3. 村民之前自發實行了一個果園修

復項目（耗資83萬港元），最終不成

功，但他們繼續表達對鄉村果園的強

烈熱情

4. 示範區將吸引遊客到鄉村，進一

步為活化村落籌集資金，並為區域農

業景觀做出貢獻

修復鎖羅盆的桔園並將其重塑為「傳統水果體驗」項

目。示範區將重點關注在地傳統桔仔的收穫及其加工農

產品。果園將成為農業示範區網絡的一部分（見 11.1 和 

11.3）。

1. 果園將被修復並作為「人與自然學校遊」行程的

一站（見 10.1）

2. 果園場地的中期投資和擴建將有助於其轉變為綜

合獨立項目，並設立一家出售在地製作的產品和

可租借設備供遊客採摘桔仔的商店

3. 特別策劃的活動將為參觀者介紹鎖羅盆桔仔文化

的意義和文化遺產



執行細節

11.3 魚塘探索區

執行夥伴 漁護署、旅遊事務署

資助路徑 示範區可透過漁護署的「可持續農業發展基金」、ECF的「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的自然保

育項目」或政府特別撥款（例如更新的千禧年發展項目）獲得資助

試點 小灘

理據：

1. 從商業生產的角度來看，魚塘在經

濟上不再可行

2. 小灘大範圍已被廢棄，但其魚塘

和地區景觀有巨大潛力變成旅遊設

施

3. 遊客賺取的收入可以幫助建立可

持續的水產養殖商業模式並幫助振

興村落

小灘的魚塘修復項目將振興鄉村，提供一個主要的農業生

態景點，並提供傳統水產養殖範例。魚塘將成為農業示範

區網絡的一部分（見 11.1 和 11.2）。

1. 修復魚塘並創建探索區，讓遊客體驗人造景觀

2. 景觀設計（例如添加椅子、桌子、涼亭和其他小

型設施）將有助於其後將探索區建設成一個定位

於高質素農業生態景點的綜合場所

3. 水產養殖演示過程將向遊客介紹傳統捕魚方式

4. 額外的活動，如池塘遊船（近距離觀察）和海鮮

餐廳將成為村民的額外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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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一天農家樂」套餐

執行夥伴 SeasonfoodHK

資助路徑 漁護署可以贊助制定商業計劃，並幫助村民為潛在參加者創造銷路好的套餐

試點 谷埔，作為正在進行的農業義工服務項目的一部分

理據：

1. 公眾通過社交媒體渠道和問卷調

查中表示對印洲塘新的文化學習機

會感興趣

2. 體驗式農耕可以為實踐區域農場

提供替代收入來源，以幫補其生產經

營開支

3. 此倡議可以吸引義工到村落的農

場，提供額外農業勞動力

農業旅遊計劃將參加者、農民和在地農業生產聯繫起來，
並將活動包裝成體驗銷售，供有興趣嘗試和了解農業生活
方式的參加者享用。

1. 「農家過夜」套餐將為參加者提供食宿和邊做邊學
的機會，以換取固定收益，作為農家過夜體驗的一
部分

2. 「一天農家樂」行程將義工安排在農場工作，體驗
從黎明到黃昏的村落行程，並嘗試播種和收穫過程

P9

Small Business Ecosystem

小企業生態圈
為居民創造有利創業的環境，讓他們自主發起

村落可行的可持續生活模式



返鄉村民和新村民利用持續的客流量發展當地企業，但受到不利監管制度和缺乏政策支持等限制。 

這導致了不穩定的營商環境，缺乏商業潛力和可持續的商業機會。 假如將生態系統的模式應用於創

業發展將有助於提高本地經濟韌性，使業務類型和經營方法更多樣化，並促進與新興和正發展中行

業相關的新業務發展。

現有項目

本地創業和旅遊服務供應
● 餐廳和農產品商店

鳳坑、蛤塘、谷埔、荔枝窩、三椏村  |  村民

● 荔枝窩客家生活體驗（屬於「永續荔枝
窩」計劃）

荔枝窩  |  香港鄉郊基金

● 梅子林營地（屬於「森林村落」計劃）
梅子林  |  HKU CCSG、ASTKCE

鄉村經濟框架
● 小型耕作

蛤塘、谷埔、荔枝窩、梅子林、三椏村  |  村民 / 項目機構

● 果樹再種植
蛤塘、谷埔、荔枝窩、梅子林、三椏村、鎖羅盆  |  

村民 / 項目機構

● 荔枝窩有農墟（屬於「永續荔枝窩」計
劃）

荔枝窩  |  HKU CC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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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項目

創業培訓
● 本地廚房（屬於「永續荔枝窩」計劃）

荔枝窩  |  HKU CCSG

● 荔枝窩及週邊村落導賞員培訓班（屬於
「永續荔枝窩」計劃下的荔枝窩客家生活
體驗）

 荔枝窩  |  香港鄉郊基金

牌照管理及條例研究
● 偏遠鄉郊舊村持牌食肆可行性研究

區域性  |  香港鄉郊基金

● 荔枝窩穿村水上巴士暨綠色水上生態遊探
討研究及試行運作

區域性  |  香港鄉郊基金

● 民宿規管條例覆核（屬於「永續荔枝窩」
計劃下的荔枝窩客家生活體驗）

區域性  |  香港鄉郊基金、鄉郊辦

資助計畫和創業支援
●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非針對此區域  |  漁護署

● 漁農自然護理署貸款基金（包括嘉道理農
業輔助貸款基金、約瑟信託基金、 蔬菜統
營處貸款基金）

 非針對此區域  |  漁護署

● 「三斗種」社區培育計劃（屬於「永續荔

枝窩」計劃）
荔枝窩  |  HKU CC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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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12
鄉村經濟框架 用於本地供應鍊和促進互惠的企業對企業（B2B）關係的經濟

框架。

此方法通過強調這地區的餐廳、旅遊設施和企業內部和企業之

間本地產品的消費和銷售，相互支持，經濟框架將以切實和有

益的方式為村民提出「約」的概念。

● 「印洲塘供應鏈」將長遠為經濟韌性提供藍圖並促進此

區域的小企業發展（見 12.1）

行動 12 旨在為小企業辨別和創造機會，以供應村落所需的商品

並促進鄉村區域經濟。

執行細節：

12.1 印洲塘供應鏈

規劃目標 O3

建議範圍 區域性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STKDRC

執行夥伴 印洲塘村代表
們、村民

我們目前主要靠售賣手工製的天然護膚品維生，這些

護膚品是用我們家前院種植的香草製成的（例如墨西

哥薄荷、艾蒿、蘆薈、薄荷、 紫蘇，小蕃茄）。我們

在朋友和熟客當中都有很好的口碑……雖然如此，我

們仍需要每週乘船到大埔補貨，並寄賣產品。不同產

品的供應取決於天氣和當年的農業收成。去年我們有

很多好的小蕃茄收成，但今年不多； 薄荷也是一樣，

天氣太熱太乾燥，我不能製造薄荷產品。

— 三椏村護膚用品店店主

三椏村

村
落
小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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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細節

12.1 印洲塘供應鏈

執行夥伴 印洲塘村代表們、村民

資助路徑 經濟藍圖設計（包括有助村民採用和實行框架的互惠商業計劃制定）可以作為 CCFS 下
的「研究活動」資助項目

試點 荔枝窩、三椏村與蛤塘及梅子林村落之間的小規模測試模型

理據：

1. 企業目前沒有利用整合跨行業的

優勢（例如，蛤塘的麵包師傅的麵包

不包括在村落的餐牌中，餐廳出售的

大多數飲料都來自大型企業品牌）

2. 地理距離意味著餐廳和商店必須

從遙遠的市場（例如上水和沙頭角）

採購材料

3. 村落的小企業可以通過展示各自

的產品和推廣彼此的服務來相互支

持

為村落度身定制的供應鏈規劃，將小企業納入區域長遠

的經濟網絡。

1. 村落小企業協會會將為企業之間創造交流、協作

和尋找協同合作和相互支持的新機會的場所

2. 組織大量資源採購可以為村落的生產商提供更大

的銷售利潤，並減低供應此地區的物流挑戰

3. 互惠的業務指南將促進本地化策略，並有助於將

新業務融入這區經濟框架

4. 創業活動將加強當地企業之間的關係，促進區內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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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13
小型初創企業 為打算在村落創業的居民和非居住村民提供培訓計劃。

開放沙頭角將進一步加快本地遊的發展，讓村民有機會參與旅

遊價值鏈的不同階段，同時，進行中和未來的監管改革將繼續

為各種新興小企業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此行動將建立一套全

面的服務，創造一個支持新企業的生態系統。

● 「全面牌照覆核」將加快鄉村創業過程（見 13.1）

● 「導賞員培訓和認證」將促進個體經營指南的發展並提

供當地就業機會（見 13.2）

● 「旅遊營運商實驗室」將使村民（尤其是青年）能夠以

所有者或管理實習生的身份參與旅遊業（見 13.3）

● 「商業貸款與籌劃」試點將支持村落企業家融資和經營

在地小生意（見 13.4）

行動 13 旨在擴展由村民經營的村落生意，並為其企業發展建立

支援網絡。

執行細節：

13.1 全面牌照覆核

13.2 導賞員培訓和認證

13.3 旅遊營運商實驗室

13.4 商業貸款與籌劃

規劃目標 O3

建議範圍 區域性，
三椏村作執行地
點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STKDRC

執行夥伴 鄉郊辦、
鄉議局、
Eco Travel、
HKMC、
YBHK、
Y.E.S.、香港鄉郊
基金、
HKU CCSG

當被問及村落的餐廳和吃正宗的鄉村食物時，參加焦

點小組的遊客表示，與城市地區相比，只要食物是新

鮮的、在地採購的、並且餸菜是自家製的，與城市地

區的食物相比，他們願意為每道菜多付30-50%。

村
落
小
資
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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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細節

13.1 全面牌照覆核

執行夥伴 鄉郊辦

資助路徑 覆核可以在政府內部由部門領導進行，也可以作為CCFS下的「研究活動」項目

試點 發牌給蛤塘及三椏村民宿作初步政策試點

理據：

1. 許多商業條例側重於城市商業作

環境，不平等或無意忽略了印洲塘村

落的商業發展

2. 由於現時村落的條件限制，村落

的農民和小商戶被迫在沙頭角（而非

自己村落內在地加工）加工他們的產

品

3. 村民經營非正規民宿受到限制，

現時亦沒有牌照審核去認受這些商

業服務

對限制農村企業成立或實踐過程的牌照許可和其他控制

措施進行監管審視。

1. 擬議的審查過程將針對與旅遊業和創業發展相關

的監管障礙

2. 將研究調整審核機制，確保平衡項目推展和業務

啟動的工作

3. 可行性先導研究將測試放寬許可對主要領域的實

際影響：餐飲、賓館、消費品生產、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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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導賞員培訓和認證

執行夥伴 Eco Travel、鄉議局

資助路徑 項目可以通過鄉議局或STKDRC獲得政府支持

試點 混合模式，在三椏村現場提供培訓以及在現有公司總部作理論講座

理據：

1. 現有居民和返鄉村民在村落謀生

的機會有限

2. 目前的遊客以行山人士為主，他

們提供的收益較少，另一方面，從自

由行中獲得的文化收益亦有限

3. 許多退休的村民都有珍貴的村落

生活故事和童年記憶，可以作為村落

導賞的內容

培訓和認證村落持份者開展自雇形式的旅遊導賞生意。 

這倡議將特別針對村民，以利用他們的經驗和記憶作為

高質素旅遊產品的一部分，並在村落創造就業機會。

1. 將通過告示版上張貼廣告招募村民，隨後再公開

徵集感興趣的外來人士

2. 將聘請現有專業導賞員和退休人員為村民和感興

趣的外來人士提供安全和專業技能培訓

3. 導師將著重於教導參加者如何建立和經營成功的

自僱旅遊生意，培訓包括保險備案、保存記錄、

融資、法律和許可問題等

4. 課程將獲得認證，之後導賞員可以在印洲塘推展

他們的服務

5. 如有必要，可與現有的本地旅遊公司建立合作夥

伴關係，為無意自僱的導賞員可通過公司獲得優

先聘用的機會

P9 小企業生態圈



執行細節

13.3 旅遊營運商實驗室

執行夥伴 香港鄉郊基金、HKU CCSG、YBHK

資助路徑 培訓實驗室可以通過香港青年協會的「香港青年創業計劃」（YBHK）、旅發局的「香港青

年協會領袖學院」或作為漁護署新專項撥款的一部分設立

試點 混合式，於荔枝窩旅遊設施作現場指導；以及實驗室的在外培訓學院或管理學院的非實

地課程

理據：

1. 村內缺乏工作機會來吸引的返鄉

村民或新村民

2. 隨著《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生

態康樂旅遊圈和沙頭角碼頭的開放，

旅遊業將為此區域提供新的就業機

會

3. 印洲塘區域的承載能力和投資不

足，阻礙了為迎合遊客而激增的小型

旅遊生意

此初創項目使村民（尤其是青年）能夠參與旅遊業相關

的持續和新興機遇。參加者將接受業務規劃和發展、融

資、記錄保存和營運、營銷和推廣方面的培訓。

1. 這實驗室將作為一個密集的領袖計劃實行，計劃

將為參與者提供開展旅遊業務所需的培訓，並幫

助他們駕馭許可流程

2. 營運商系列將培訓村民自主創業，當中涉及設備

租賃業務、保護旅遊、沉浸式生態、文化設施、

美食旅遊等

3. 管理人員培訓系列將讓參加者有機會在專業人士

監督下學習現有大型項目（民宿、農墟、營地）

的營運，學習如何進行農村項目管理

4. 畢業生將在地區旅遊產業不同階段的價值鏈中優

先獲得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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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商業貸款與籌劃

執行夥伴 HKMC、Y.E.S.、YBHK

資助路徑 初創支援可以通過YBHK或勞工處的「青年就業起點」（Y.E.S.）服務提供資金。可以通過

按揭證券公司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或以政府種子基金開發新的區域循環基金獲得

貸款

試點 不適用，初期商業貸款試驗計劃可與旅遊營運商實驗室對接並一起擴展

理據：

1. 村落青年創業者缺乏創業資金和

服務支援

2. 印洲塘村落所剩餘的常住青年很

少，大多數人住在離在外工作地點較

近的地方

3. 年輕村民的商業機會也將支持當

地青年培養領導能力

為有意創業或擴充生意的村民提供綜合商業貸款和支援

服務，此培訓計劃的目標對象將是營運商和管理計劃的

畢業生。

1. 商業貸款服務將以可承受的利率，為打算創業和

經營村落生意的年輕企業家提供自償貸款

2. 培訓支援將提供同行指導、商業諮詢、擴張規劃

和尋覓市場機會，為鄉村商業發展提供藍圖

P10

Digital Livelihoods

數碼生活模式
通過智能服務的擴展和數碼經濟的聯繫，達致高質素

且長遠的村落生活模式



由於缺乏城鄉共生的規劃，香港的村落經常被排斥在創新經濟和社會服務之外。 寬頻覆蓋範圍不斷

擴大到此地區，同時智慧城市藍圖亦使這地區的村落能夠追求新的數碼化生活模式。 數碼化經濟調

整和提供遠端工作服務有助於減少對不穩定旅遊業的過度依賴。 同時，智能科技將克服傳統的運輸

瓶頸，為村民提供更好的社會基礎設施。

現有項目

通訊改善
● 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鄉村資助計劃

（屬於智慧鄉郊）
鳳坑、蛤塘、谷埔、荔枝窩、梅子林、三椏村  |  通訊辦

鄉郊科技研究
●

智慧鄉村先導計劃（屬於智慧城市藍圖2.0）
非針對此區域  |  創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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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14
打造智慧村落 通過投資新技術，運用數位技術解決鄉村現時問題。

在村落現有服務及其他商業活動中，可採用數位化和智能解決

方案。政府所推出的「智慧鄉村先導計劃」提供資金予升級及

試驗鄉村智慧服務。同時，數位科技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價格

亦變得更相宜，將有助優化鄉村服務以達致其持續的商業活

動。

● 「電子生活服務」升級，提供遙距醫療服務，推行智能

運輸及生態監察系統 （見14.1）

● 「電子商業服務」升級，可讓本地企業使用電子支付系

統，進入電子商務市場，鞏固網上市場（見14.2）

行動 14 旨在利用數位技術，打破現時鄉村服務的瓶頸。

執行細節：

14.1 電子生活服務

14.2 電子商業服務

規劃目標 O3 + O4

建議範圍 沒有特定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鄉郊辦

執行夥伴 ITB、印洲塘村代
表們、HKU 
CCSG

村民和遊客都強調本地網絡需要改進（包括無線

網路和數據網絡覆蓋）。在我們的調查中，電訊

設施的整體評分為 2.59 分（滿分 5 分），表明其

質素遠低於平均水平。

%

村
落
小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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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數碼生活模式



執行細節

14.1 電子生活服務

14.2 電子商業服務

執行夥伴 ITB、HKU CCSG

資助路徑 將電子商業項目設計成符合「智慧鄉村先導計劃」或CCFS的研究活動

試點 於荔枝窩設立實體先導中心用作試行支援服務

理據：

1. 現時本地飲食、旅遊及農產品企業

家仍依賴旅遊業及其本地遊客流量

以銷售商品及製造收益

2. 訪客在區域內飲食或購買紀念品

之消費僅限於使用現金付款

3. 村內商戶之營業資料經常更改（如

營業時間、價格），亦缺乏向顧客發

放最新資訊的平台

此措施支持現有本地商戶的商品及支付系統電子化，

並抓緊電子商務機遇。

1. 聘請政府或非牟利組織的工作人員，向村落提

供常設科技支援以令科技更能配合商戶增值

2. 村落電子支付系統的擴展方案將向村裏的商戶

宣揚零接觸支付方法，如轉數快、八達通、支

付寶等

3. 通過電子商務培訓，如網上應用技能工作坊及

在場支援，令商戶的現有存貨可在電子市場內

投放

4. 向村民提供營銷支援，包括設立網頁、改進搜

尋引擎及其他數位策略以增進其數位足跡

執行夥伴 ITB、印洲塘村代表們

資助路徑 不適用，資金直接從「智慧鄉村先導計劃」獲取

試點 研究及試驗以區域內的流動醫療船來增加本地醫療服務的可行性

理據：

1. 鄉郊因地理限制，令提供服務面對

困難，包括難以處理廢物、遊客滋擾

及缺乏社區服務等

2. 印洲塘的村落因人口相對稀少，人

均安裝成本較高，只得有限的政府及

社會服務供應

通過創科局現行的「智慧鄉村先導計劃」來申請撥款
以增加鄉村的生活服務。此措施將挑選合適的先導項
目，並與政府合作於區域選址推出這些項目。

1. 擴大至提供用手機亦能接觸到的支援服務給有
居民的村落，並研究供應流動醫療船，增設遙
距醫療服務

2. 監測車輛及碼頭，以控制人流量並為此準備，
並發掘本地可用的流動性科技

3. 智能生態監察系統防止非法傾倒、野生動物滋
擾等，並協助清理塌樹及提供山火與水浸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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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15
遠端工作鄉村 拓展印洲塘鄉村的遠端工作機會。

隨著有關光纖寬頻和村屋復修的投資增長，推廣遠程工作能為鄉

郊帶來增值。計劃將結合及輔助其他項目配合現有的社區目標，

不會阻礙以初級生產及鄉村特色為重點的發展。

● 「在地遠端工作」試驗計劃鼓勵非居民的村民重返社區生

活和工作，並測試遠端工作的概念 （見15.1）

● 「數碼牧民招覽」活動將遠端工作概念推廣至國際層面，

接觸更多的受眾，以增加收入 （見15.2）

行動 15 旨在提供一個可行及高效的新方案，帶動村民回流，促進

多樣化的本地經濟。

執行細節：

15.1 在地遠端工作

15.2 數碼牧民招覽

規劃目標 O3 + O4

建議範圍 區域性，
蛤塘作執行點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鄉郊辦

執行夥伴 香港鄉郊基金、
ITB、旅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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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細節

15.1 在地遠端工作

執行夥伴 香港鄉郊基金、ITB

資助路徑 將「在地遠端工作」試驗計劃設計成符合「智慧鄉村先導計劃」或CCFS「研究活動」

試點 多個村落，於蛤塘及梅子林復修房屋及建立共享工作空間 （於二零二四年的光纖寬頻覆

蓋率改善工程後建造）

理據：

1. 遠端工作推舉低成本、高價值的方

案，以善用現有寬頻、房屋及已改善

的服務創造高效經濟機遇

2. 遠端工作使非居民的村民重返其

家鄉長期居住和生活變得可行

3. 遠端工作者將為人丁稀少的村落

帶來租金收入、更多服務需求及增添

活力

「在地遠端工作」試驗計劃將試行遠端工作之可行性，

及後訂立長遠規劃架構，以擴大此計劃的實行範圍

1. 先導計劃將挑選擁有可用高效寬頻、已復修房

屋、有充裕糧食供應及能提供基本服務的村落

2. 設立額外共享工作空間供遠端工作者於工作時使

用及交流

3. 招覽活動針對非居民的村民重返村落遠端工作，

並鼓勵其他受眾融入現有社區習俗

4. 當先導計劃於村落證實遠端工作概念可行，設立

村落網上預訂平台就可滿足不同需求，包括臨時

住宿、工作假期住宿及中或長期於村落「在家工

作」之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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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數碼牧民招覽

執行夥伴 旅發局、ITB

資助路徑 將「數碼牧民招覽」設計成符合「智慧鄉村先導計劃」或與旅發局合作的CCFS「研究活動」

試點 不適用

理據：

1. 增加社區居住人口以確保為供應

本地服務及產品的商戶有足夠需求

2. 招覽將拓展本地住屋的潛在顧客

群，於旅遊淡季提供額外收入來源，

以幫補村民生計

3. 全球交流及共同生活造就共享資

訊的機會，令村落更能把握新機遇

作為長遠擴展計劃，將遠程工作措施推廣至國際層面。

數碼牧民是一群不受地域限制的工作者，他們可於全球

各地工作並為鄉村社區提供重要收入。試驗計劃將於村

落試驗數碼牧民之策略，亦會探討增加額外及重要收入

來源的可行性。

1. 透過線上社群網站及社交平台進行網上招覽，

宣揚印洲塘區域的設施並將其定位成鄉郊遠端

工作的集中地

2. 方便參與者的服務，包括加快處理簽證，建構

善待人才的工作環境及提供區域內的穿梭服務

3. 配合數碼牧民電子招覽活動與現有項目（如委

任青年經營者或電子商務培訓計劃），並共享

資訊及最佳實踐做法，以令區域的承載力提升

P11

Affordable Resettlement Support

村落復居支援
通過改善偏遠村落的長期和短期社區服務來

重建鄉郊生活圈



現有項目

自行復修建築
● 村屋和/或祠堂復修

蛤塘、三椏村  |  村民

外界協助村屋復修
● 梅子林復育計劃：實驗性建築復修示範

梅子林  |  CUHK SoA

社區設施和環境改善
● 荔枝窩村預防建築環境惡化暨園景改善工

程
荔枝窩  |  暖窩有限公司

● 年度大掃除（屬於「永續荔枝窩」計劃）
荔枝窩  |  荔枝窩村培成堂、HKU CCSG、

香港鄉郊基金、長春社

● 堤堰修復工程
鎖羅盆  |  村民、義工

社區基建
● 無止橋本地義工服務【梅子林】

梅子林  |  無止橋慈善基金

居民支援系統改善
● 地區垃圾收集

區域性  |  食環署

● 荔枝窩村村民以衛生為主題管理協議

 荔枝窩  |  暖窩有限公司

●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鄉郊實踐計劃
荔枝窩  |  環境保護署

● 亮城計劃
荔枝窩  |  邊界警區

讓鄉村重新宜居是全面復育地區的前提，村落開始出現房屋翻新項目，但由於相關成本太高，無法

大規模進行村屋翻新。 同時，基本服務（廁所、飲用水、污水和電力）的供應有限，減退村民欲返

鄉居住的意欲。一種低成本的自行翻新村屋和改善基礎設施的方法將有利於交通較便利的村落恢復

長期居住人口，並促使村民能在較偏遠的村落進行短期留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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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16
村屋翻新支援 房屋改造及引入新住戶，為村民提供居住所需的資訊和資金。

規劃地區的常住人口比例一直偏低，只有荔枝窩、谷埔和三椏

村等中心地帶人口相對較多（鳳坑表明無意參與是次工作，因

而被排除在外）。目前的瓶頸是房屋翻新費用過高以及回流的

居民太少。是次項目研究降低成本的方法，並向有興趣回來居

住的前居民推廣新計劃。

● 「村屋復修資料庫」列出合適和值得信賴的農村房屋承

辦商，讓村民採用集體承包的方式，以低成本翻新房屋

（見16.1）

● 「自助修建」試驗計劃為村民設計低成本的自行改造解

決方案（見16.2）

● 「復修貸款先導計劃」向擁有現有物業的村民提供低息

或免息貸款，以支援及加快翻新工程（見16.3）

行動 16 旨在提高村屋翻新的可行性，重塑活躍社區。

執行細節：

16.1 村屋復修資料庫

16.2 自助修建

16.3 復修貸款先導計劃

規劃目標 O4

建議範圍 區域性，
鎖羅盆作雛型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鄉郊辦

執行夥伴 香港鄉郊基金、
HKU CCAU、市
建局、HKU 
CCSG

村民想復修房屋，但沒有政策支持他們。 一些村民想回

去，但很難長期居留。我們向民政事務總署申請過的工

程不外乎斜坡維修、垃圾處理和污水處理等事務，但這

些申請仍面對重重障礙。

— 黃素珍

鎖羅盆原居民村
落

小
資
訊

P11 村落復居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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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細節

16.1 村屋復修資料庫

16.2 自助修建

執行夥伴 HKU CCAU, 香港鄉郊基金

資助路徑 房屋雛型、指引及培訓將設計成符合CCFS的「研究活動」或「文物建築復修」項目

試點 鎖羅盆，村民將測試雛型設計及接受復修培訓

理據：

1. 村民因改造成本（每間房屋約100
至200萬港元）因而妨礙他們對村屋

進行修復

2. 勞工及物料成本是限制村屋修建

的主因

3. 區域内的村民持續表示房屋翻新

是復育的重中之重

「自助修建」試驗計劃為回流的村民設計低成本的自助

復修方案。此項目的合作夥伴將監督這試驗計劃、與村

民共同建設自助改造房屋之雛型並為村民提供培訓及於

區域各地推廣此改造方式。

1. 發展一個實體低成本房屋翻新的雛型，達到村民

對成本及生活方式的必要需求

2. 建立自訂修復指引讓村民自行修建房屋 （以減低

成本）

3. 培訓項目能使村民了解並熟悉翻新村屋之準則，

亦增大本地房屋翻新的容量

執行夥伴 香港鄉郊基金

資助路徑 此資料庫及其相關活動將設計成符合CCFS的「研究活動」或「文物建築復修」項目

試點 不適用，此資料庫並非實體而區域内的村民亦可瀏覽

理據：

1. 因缺乏合適承辦商的相關資訊，現

行的房屋翻新工作受阻

2. 復修工程受限因運送物料的成本

高昂

3. 村民認為房屋是在個別村落社區

層面的問題，阻礙區域持份者彼此間

的共享資訊及最佳實踐做法

資訊性數據庫向村民提供村屋復修資訊，此資料庫將列出

專門翻新鄉郊房屋之承辦商並促使具創意的工程合約以減

低成本。

1. 用法簡易並持續更新的資料庫提供專業復修鄉郊房

屋、能夠並願意於印洲塘工作之承辦商資料

2. 測試村民與復修專家所共同建立的承包模型以減低

建築及物料成本

3. 探討其他運輸策略以尋找低價及可靠的物料運送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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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復修貸款先導計劃

執行夥伴 市建局、STKDRC

資助路徑 「復修貸款先導計劃」計劃將設計成市建局的「家居維修免息貸款」之延伸予鄉郊合適的

房屋，或構想成專門針對希望修復祖傳物業的鄉村居民之計劃

試點 不適用，此貸款先導計劃是非實體而區域内的村民亦可於試驗階段參與

理據：

1. 復修房屋成本估算對村民自籌資

金來説太高昂

2. 政府現時透過市建局向業主提供

修建村屋貸款，但此貸款只適用於市

區居民（根據其貸款額）

3. 建構一個可仿效的鄉郊區域並恢

復村落活力需要將村屋翻新及重返

村落生活納為重要考慮

「復修貸款先導計劃」為有意修建房屋的村民提供可用

資金。此計劃為擁有現有物業的村民提供低息或無息貸

款，並為復興村落社區及吸引非居住村民重返村落生活

之策略。

1. 設計一個達到本地業主需求的復修房屋貸款產

品。此貸款之價值應高於市建局所提供的「家居

維修免息貸款」，因村落的房屋翻新不僅涉及維

修屋內各項有關家居設備，同時亦涉及房屋的整

體建築架構

2. 項目工程優先考慮保護村落景觀及減低對環境的

影響，並與區域的生態及可持續發展目標一致

3. 藉向本地村民宣揚印洲塘房屋策略以測試此貸款

P11 村落復居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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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17
社區服務提供 投資印洲塘村落的社區設施，建立舒適、可負擔的居住環境。

改善工程為偏遠村落提供所需的設施，並擴大大型社區的現有

系統，以容納更多居民。是次方案希望採用綠色和可持續的物

料升級基礎設施。

● 「小型社區增值設施」為交通不便的村落提供可負擔和

可擴充的基本社區設施（見17.1）

● 「大型村落系統升級」研究審視推行新垃圾收集服務和

分散式污水處理系統的可行性（見17.2）

行動 17 旨在制定有系統性的改進方案，以滿足村民對社區基本

服務的需求，並確保公共投資具針對性和成本效益。

執行細節：

17.1 小型社區增值設施

17.2 大型村落系統升級

規劃目標 O4

建議範圍 區域性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鄉郊辦

執行夥伴 香港鄉郊基金、
STKDRC、民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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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細節

17.1 小型社區增值設施

執行夥伴 鄉郊辦

資助路徑 設施的雛型將設計成符合CCFS的「研究活動」或申請ECF的「環保研究、技術示範和會

議項目」撥款

試點 於梅子林試行組合式設施

理據：

1. 村落地形為安裝後端供水及排污

系統帶來挑戰，亦因此妨礙為位於上

坡的村落提供必要服務

2. 因標準沖廁水箱的安裝成本，政

府未能向偏遠及人口稀少的村落提

供基本服務

3. 村落設施升級的決策與其基礎需

要並不相符，亦未能達到人口及訪客

增加而帶來的需求

小型社區增值設施之原型及改進工程計劃為偏遠及人口

稀少的村落提供可負擔的必要服務設施。

1. 設計特製組合式設施，為每戶以低成本提供淋浴

設施、花灑及衛生設施

2. 於偏遠區域鄉村進行先導計劃試驗設施的效能

3. 擴大安裝組合式設施的規模，於其他難以前往及

缺乏基礎設施的村落實行

4. 實行項目後進行研究，根據人口增長及訪客需求

而分析投資予鄉村增值基礎設施的優先次序及速

度

P11 村落復居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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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大型村落系統升級

執行夥伴 鄉郊辦、食環署、民政署、STKDRC

資助路徑 研究撥款將由CCFS「研究活動」或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以「社區減少廢物項目」或「環保

研究、技術示範和會議項目」提出申請

試點 1. 研究谷埔之服務，根據人口增長以決定升級需要及其先後次序

2. 研究升級三椏村之服務，透過改進系統來處理亂拋垃圾及家居垃圾堆積的問題

理據：

1. 村落應有舒適及便利的服務提供

予其居住人口

2. 印洲塘村落居住環境因人口增加

及訪客流量而面對污水處理及垃圾

收集的困難

3. 印洲塘區域對脆弱及重要的生態

系統來説是家，亦易受環境破壞影響

改善基礎建設的研究針對投資優先次序及實行方式，升

級有既定居住人口（多於五戶）村落的後端系統。

1. 可行性報告用作決定如何實行分散式污水處理系

統

2. 村落整體服務的研究將確定系統升級需要，為居

住人口提供服務（污水處理、用水及垃圾收集）

3. 區域規劃研究將採用綠色系統設計來升級村落設

施，並為更多人口服務

4. 可行性研究將探討區域垃圾收集系統以解決現有

垃圾堆積的挑戰及偏遠村落缺乏的服務

5. 政策檢討將確保村落設施之供應與預計村落最新

人口增長相符，以提供足夠服務予居民



P12

Integrated Mobility

綜合交通網絡
利用區域性交通規劃分配整個地區的流動，

連接南北村落群，並活化荒廢村落

現有項目

山徑資訊提供平台
● 香港行山路線apps

非針對此區域  |  政府 / 私人

擴展水上交通服務
● 荔枝窩穿村水上巴士暨綠色水上生態遊探

討研究及試行運作
區域性  |  香港鄉郊基金

● 馬料水 — 荔枝窩街渡渡輪服務
荔枝窩  |  聲威實業有限公司

碼頭翻新
● 荔枝窩碼頭改善工程（屬於荔枝窩及東平

洲碼頭改善工程研究 - 勘查研究）
荔枝窩  |  CEDD

由於缺乏整體規劃，目前該地區對外及對內的可及度雜亂且臨時。 這對現有的幾個出入口造成了擠

塞，將南北地區分開，亦促使幾個村落被荒廢。地區交通規劃將更好地整合不同的出行方式，幫助

分配流量和連接道路，使出行更加便捷。 軸輻式的交通網絡將運用沙頭角開放帶來的人流和發展機

會，增加新的鄉村入口使用，並通過具有成本效益的網絡系統連接較小的僻靜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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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18
「三樞紐、三走廊」系統 透過連接規劃和投資相關建設，促進區域性交通的平衡發展。

此行動將改善偏遠村落的可及性，方便村民進岀，同時建立妥

善管理系統，控制旅遊人數，防止過度旅遊。此外，加強村落

之間的交通連接性，將有助連繫社區，保留共同文化。

● 「步道系統改善」可方便區內行人穿梭，同時修復具文

化意義的古道（見18.1

● 「指定碼頭翻新計劃」連接三個交通樞紐及偏遠鄉村

（見18.2）

● 「擴展水上服務研究」評估推岀水上交通的可行性，滿

足不同持分者的需求（見18.3）

行動 18 旨在加強區域流動性，在可及性和保育之間取得平衡，

並把九個村落連繫起來。

執行細節：

18.1 步道系統改善

18.2 指定碼頭翻新計劃

18.3 擴展水上服務研究

規劃目標 O4 + O5

建議範圍 區域性，
三椏村、鎖谷古
道、荔谷古道作執
行點；鎖羅盆及牛
屎湖作活動設計點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運輸署

執行夥伴 漁護署、CEDD、香
港鄉郊基金

在鎖谷古道仍常被使用時，從鎖羅盆到谷埔只需要45分

鐘，是另一條沿海岸步行經過榕樹坳的路線的的一半時

間。村民利用這條古道將貨物從谷埔碼頭運往沙頭角街

市進行交易。

村
落
小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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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 — 谷

執行細節

18.1 步道系統改善

執行夥伴 漁護署 

資助路徑 古道復修可納入漁護署轄下郊野公園管理科的「管理建設及維修郊野公園內的各項設

施」的範圍

試點 修復鎖谷古道

理據：

1. 根據街渡（荔枝窩）及巴士（鹿頸）

服務路線，提供更多到達此區域的選

擇

2. 藉此修復對村民和遊客別具意義

的古道系統

3. 區內步道缺乏保養，影響跨村落

的連繫和服務供應

4. 許多步道狀況欠佳或難以進入，

阻礙運送復育項目需用的物資至較

難到達的村落

透過修復古道，善用並擴展現有步道。三條走廊將參照

現時人流，以古道修復方式改建現有步道，以較低的成

本，提升居民日常岀入的便利度。

持續保養連接烏蛟騰和三椏村的一號走廊，毋須進一步

擴建

連接鹿頸和谷埔的二號走廊將擴展至鎖羅盆，以提高北

部地區的流動性

三號走廊將修復連接荔枝窩和谷埔的行人通道，以改善

區域之間的連系

1. 修復鎖谷古道，將鹿頸的路段延伸至鎖羅盆，替

代現有的沿岸的路段，提供更快捷的方法從谷埔

前往鎖羅盆

2. 修復荔谷古道可連接該地區兩個主要居住點

3. 設計指引透過建議選取在地物料、運用植物作邊

界、加入文化遺產元素和收窄道路，提升步道的

外觀

4. 分析印洲塘現有步道的步行性將為遊客提供全面

的步行資料，這些資料會成為AFCD管理的現有

步道及地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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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細節

18.2 指定碼頭翻新計劃

執行夥伴 CEDD

資助路徑 碼頭翻新工程由土木工程拓展署的「碼頭改善小組」進行，作為STKDRC小型改善工程

基金的一部分

試點 1. 翻新谷埔碼頭讓遊客可由沙頭角及/或馬料水直接前往北部村落

2. 修葺及翻新三椏村碼頭，以解決碼頭沉沒的問題，供村民日後使用

理據：

1.  讓遊客進入更多的村落，避免主

要旅遊地區岀現過度擁擠的情況

2. 以水路為基礎的解決方案可有助

活化牛屎湖和鎖羅盆等偏遠村落

3. 數個本地碼頭（如三椏村碼頭）已

沉沒或失修多年，對仍然使用碼頭的

村民構成潛在威脅

為區域村落建立水上網絡及翻新所需碼頭。

荔枝窩是現時渡輪進入印洲塘地區的主要途徑，將來可

從谷埔進入。這兩個村落將成為水上樞紐，小船可從這

裏接載遊客和村民到邊陲的村落。三椏村則是第三個樞

紐，作為主要的步行交匯處，並提供直達牛屎湖的渡輪

服務。

1. 改善工程將優先翻新其中兩個擬建樞紐(谷埔和

三椏村)未經修理的碼頭，亦需要進一步評估碼

頭的損壞程度，以確實碼頭翻新的需要

2. 對牛屎湖和鎖羅盆等偏遠村落的碼頭進行小規模

投資，以供小型船隻停泊，亦需為小規模使用準

備一切必要的研究和預防措施。  

3. 與藝術家合作並把活動聚集在碼頭周圍，從而發

展「碼頭為景點」的概念（例如水上的士旅遊、

商店、碼頭餐廳、船上生態旅遊項目）

P12 綜合交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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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擴展水上交通服務研究

執行夥伴 香港鄉郊基金

資助路徑 研究項目可作為CCFS「研究活動」的一部分，從以獲得資助

試點 不適用

理據：

1. 由於水上巴士班次有限，村民難以

到訪他們的家鄉

2. 下班時段幾乎沒有任何交通工具

接駁，項目工作人員難以岀進，令復

育工作有相當難度

3. 旅遊活動主要集中在週末，平日

的服務和商業活動難以擴展

一系列可行性研究將探討如何擴大常規水上的士服務範

圍，以較小規模的方式來補充現有的交通選擇。

1. 研究提供定期街渡服務的可行性，該街渡會由沙

頭角接載村民前往沿岸村落

2. 研究使用低成本水上的士的可行性，支援村民和

遊客在非繁忙時間岀入

3. 有限度地擴充沙頭角至荔枝窩之間在平日街渡服

務的可行性研究，並期望將服務擴展至谷埔

P13

Region-Wide Ecotourism

區域性生態旅遊
以區域性擴展來更好地管理持續增加的遊客流量並

將收益分配得更廣泛



現有項目

網上旅遊品牌營造
● 慶春約記 Facebook專頁

區域性  |  河童野地

● 「活『昔』新『鄉』」活動

 非針對此區域  |  鄉郊辦

● Discover Hong Kong 荔枝窩介紹

 荔枝窩  |  旅發局

旅遊發展策略的制定
● 永續鄉村露營設計實驗坊（屬於「森林村

落」計劃）
梅子林  |  HKU CCSG、ASTKCE、HKU DLA

旅遊路線設計
● 生態導賞團

區域性  |  私人旅遊公司

● 每月梅子林蛤塘文化生態之旅（屬於「森
林村落」計劃）

蛤塘、梅子林  |  ASTKCE

● 郊野樂行網頁的犁三古道介紹
三椏村  |  漁護署

區域實體宣傳

● 香港地質公園10周年慶祝活動
區域性  |  漁護署

持續增加的訪客流量所帶來的好處受到各種零散、欠缺整體規劃的旅遊活動所限制。 隨著沙頭角開

放後能預料到的遊客激增，旅遊業將進一步對當地社區和生態造成負面影響。 此外，該地區作為旅

遊景點的認可僅限於少數廣為人知的村落和已建立的遠足熱點。 這局限了旅遊收益的分佈。 透過積

極監測流量和影響並將此地區定位為一個整體，區域協調將帶來可持續、平衡和對社區有益的旅遊

業發展。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方案的執行範圍將擴闊至是次研究的重點九村以外的村落，將烏蛟騰、鴨洲、

吉澳、榕樹凹和附近受歡迎村落連接到這個區域性旅遊管理框架， 這將能夠以適度的規模對未來旅

遊增長作出全面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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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19
旅遊管理 設計旅遊管理系統，以監測遊客量分佈情況、控制營運質量、

及確保本地遊的效益。

嚴密監控可確保旅遊發展不超岀地區承載力，並提供優質及可

持續的旅遊服務。

● 「質量管控工具」確保旅遊活動維持最高質素和最佳數

量（見19.1）

● 「遊客行為守則」列明需遵守的事項，有助遊客了解地

區的習俗和價值（見19.2）

● 「本地旅遊效益研究」評估實行共享效益機制的可行性

（見19.3）

行動 19 旨在透過對地區旅遊發展進行系統管理，提高旅遊效

益，並控制其負面影響。

執行細節︰

19.1 質量管控工具

19.2 遊客行為守則

19.3 本地旅遊效益研究

規劃目標 O5

建議範圍 區域性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鄉郊辦

執行夥伴 漁護署、
HKU DUPAD、
HKU CCSG、
印洲塘村代表們

村
落
小
資

訊

P13 區域性生態旅遊

要平衡生態旅遊中的遊客流量並不容易。 我寧願少些

人來參觀，然後藉此機會教育遊客。我們可以通過每次

在不同的商店消費來傳達簡單的信息，比如對不同的商

店表示尊重和履行公平。

— 吳良貴(Stony)

資深生態導賞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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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細節

19.1 質量管控工具

執行夥伴 HKU DUPAD、HKU CCSG

資助路徑 各項研究及模型分析屬CCFS「研究活動」，可獲發相關資助。研究亦可申請政府其他的

資助計劃，計劃涵蓋更廣泛的主題 （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撥款、政策研究資助計劃

或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等）

試點 以個體為本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分析建立區域承載力指標

理據：

1. 印洲塘擁有重要的海洋及陸地生

態系統，過度旅遊發展會破壞生態環

境

2. 印洲塘居民希望維持傳統可持續

的生活方式，旅遊活動應促進而非危

害現時生活方式

3. 印洲塘需要嚴格的管理系統，去

實現高質素、低影響的旅遊發展理念

管理工具可量化及控制生態旅遊活動，保持最佳水

平。管理方案以地方承載能力的數據為基礎，監督當

地設施和規劃的可持續發展，減輕旅遊帶來的負面影

響。

1. 運用個體為本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及

承載能力模型，開發一套量化指標，確保遊客

流量維持最理想的水平，為區域規劃的浮動配

額提供科學依據

2. 一旦超過負載臨界值，就觸動街渡警報，系統

將允許干預並減少渡輪頻率

3. 經營者可持續性標準將確保新設施的規劃方案

和有關商業活動不會危害生態或文化景觀

4. 旅遊設施設計指引鼓勵使用較原始的材料或本

地材料完成，以提供高質量的旅遊設施

5. 定期規格檢測可確保落成後設施仍遵從可持續

發展和質量控制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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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遊客行為守則

19.3 本地旅遊效益研究

執行夥伴 漁護署 

資助路徑 可行性研究屬CCFS「研究活動」

試點 於荔枝窩進行考察，並在村落以外進行研究

理據：

1. 向旅客收取預訂費有助保持地區

的獨特性，並確保低影響的旅遊概念

得以實踐

2. 向營辦商收取費用可確保旅遊服

務的質素

3. 旅遊相關的費用可彌補旅遊活動

對村民的影響，並為保育和社區發展

提供資源

研究將分析實行可持續發展徵費的可行性，徵費包括

旅客的預訂費及營辦商獲得許可執證需支付的費用。

1. 研究探討如何實施「可持續發展徵費」，遊客

可以通過進入系統預約參觀。費用將按日收取

，視乎印洲塘當日的人流而定。系統數據會被

用於預先計劃當日需提供的旅遊服務。

2. 另一項研究將分析收取「營辦商獲得許可執

證」費用的可行性，商業合同其中一項的條件

是要求經營者必須貢獻一定比例的利潤，支持

正在進行的復育工作。

執行夥伴 印洲塘村代表們、HKU CCSG

資助路徑 制定遊客行為守則可被視為CCFS「文化復興／復育」或「研究活動」的項目以獲得資助

試點 不適用，行為守則將由村民、鄉郊辦及區域合作夥伴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傳播

理據：

1. 目前旅客前往地區的主要目的是

行山或到訪村落，岀現文化交流流於

表面的情況，亦較難達到高端旅遊

2. 指引將減輕對居民的負面影響(如
亂拋垃圾、忽視文化等問題)，使旅遊

活動成為更正面的現象

3. 良好的聲譽和有效的持分者溝通

將有利發展高質素、低影響的旅遊模

式

制定遊客行為指引能夠傳達村民對地區旅遊的期望，

強調鄉郊文化和生態價值，並促進村民和遊客相互理

解。行為守則為地區建立新定位——一個承載豐富文

化的活躍社群，並灌輸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予公眾。

1. 制定一套經村民同意並獲得項目夥伴支持的行

為守則，向遊客介紹生態旅遊，強調生態系統

的脆弱性，並推廣印洲塘為一個具鄉村特色的

高質素旅遊地區

2. 宣傳策略以村落告示版、導賞員宣傳、餐廳招

牌、渡輪宣傳冊等方式推廣指引，達到廣泛傳

播的程度

P13 區域性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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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行動

行動 20
推廣到訪印洲塘 制定以整個區域為單位的宣傳策略，推廣印洲塘成為本地旅遊

熱點。

此行動會使用實體和電子營銷工具，重新計劃及包裝地區內的

生態旅遊，為旅客提供更廣泛和多樣化的旅遊選擇。

● 「遊覽套餐」突顯更多元化及分佈更佳的文化和生態景

點（見20.1）

● 打造「印洲塘生態旅遊品牌」，為整個地區提供全新推

廣策略，建立專屬定位（見20.2）

行動 20 旨在推廣印洲塘旅遊活動，讓更多村落受惠，並提高此

區域的知名度。

執行細節：

20.1 遊覽套餐

20.2 印洲塘生態旅遊品牌

規劃目標 O5

建議範圍 區域性

執行階段

主導機構 鄉郊辦

執行夥伴 旅發局、繼里畫
坊, CACHe、旅
遊事務署、
HKU DU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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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細節

20.1 遊覽套餐

執行夥伴 旅發局、CACHe、繼里畫坊

資助路徑 旅發局將資助設計及發行宣傳資料。政府合作夥伴可贊助具體的商業計劃，並幫助村民

制定行程，為當地的經濟創造更多機會。

試點 海岸生態行程包括遊覽三椏村、牛屎湖、小灘及西流江

理據：

1. 目前地區的旅遊活動過於集中在

數個主要旅遊節點，未能向遊客提供

多樣化的體驗

2. 規劃未能把重要的鄉村文化元素

融入旅遊景點當中

3. 敘事設計可鼓勵遊客探訪不同村

落，把村落連起來，發掘其文化聯繫

和意義

規劃生態旅遊活動內容，向本地和外國遊客推廣集中、

具連貫性和綜合性的旅遊體驗。主題包裝和行程規劃可

宣傳區域現有的活動和景點，並通過印洲塘的網站及實

體渠道向消費者宣傳旅遊行程。

1. 客家美食手冊收納現有客家食店的資料，為遊客

提供一天的美食行程，打造獨特的美食體驗

2. 農業體驗探索集合現有的元素和正在進行的項目

，推廣「農業旅遊」的概念

3. 印洲塘海岸生態地圖及旅遊路線向遊客展示沿岸

村落及其海洋景色

4. 五感互動體驗小冊子可推廣鄉村旅遊的遊覽方法

，突出鄉村景觀中微妙的風水元素和多感官氛圍

P13 區域性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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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細節

20.2 印洲塘旅遊品牌

執行夥伴 繼里畫坊、旅發局、旅遊事務署

資助路徑 透過旅發局及旅遊事務署進行實體及網上推廣工作，網站及應用程式符合CCFS「研究

活動」，可獲得相關資助

試點 1. 在沙頭角設置「到訪印洲塘」的遊客中心

2. 測試以印洲塘品牌集體推廣區內村落

理據：

1. 岀發旅遊前，遊客仍缺乏印洲塘地

區的資訊，並不了解區內的設施及服

務

2. 村落可作為旅遊地區品牌的一部

分，並獲得共同利益(如西貢和意大

利的托斯卡納)

3. 改善基礎設施可創造長期穩定的

高質素旅遊，滿足區內需求

印洲塘品牌推廣可使整個區域在香港生感旅遊業中佔一

席位，確立其鄉郊探索的旅遊定位，從以提高知名度。

利用創新的宣傳方法，可讓遊客認識和欣賞各具特色的

鄉村，以包容和公平的方式發展區域品牌，令九個村落

都能受惠。

1. 全港性宣傳活動將有助推廣印洲塘成為鄉村旅遊

的主要地區

2. 區域網站可成為電子訪客中心，提供旅遊計劃服

務、商店最新營業時間，並推廣正在進行的本地

節目和活動

3. 旅遊應用程式(開發中)會展示當地的行山路線，

提供特定村落的資訊，並內置定位導航功能，供

旅客在這個區域使用

4. 設立攤位於主要出發地點(馬料水及沙頭角)，展

示印洲塘品牌，讓遊客可預訂活動，並提供實體

宣傳資料(如行程地圖和本地商户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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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行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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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可實行的概念 簡介

1. 社區基金 設立自發的可持續社區基金，以按照村落的
總體體規劃執行行動

2. 「叔叔的故事」導賞團 由村民（叔叔）帶領的文化遺產遊。村民的
故事可錄製成語音導覽，出租給遊客自助遊
，甚至透過數碼商業服務獲取利潤

3. 客家餐廳和傳統遊戲體驗 重現十九世紀客家餐廳和傳統客家紙牌遊戲

4. 森林或沙灘劇場 將口述歷史轉化為村民的表演和分享活動

5. 客家式婚禮體驗 體驗傳統客家婚禮，如抬轎帶新娘穿過古道

6. 多元社區 招募義工並制定義工制度，以吸引有志在鄉

村環境中工作的年輕農民和義務工作者

7. 雙村發展交流 本地村落每年與海外村落配對進行面對面和
線上交流

8. 社區空間和服務 設立社區中心、社交活動，在現實世界和虛

擬世界建構鄉村社交空間，以加強當地村民
和僑民的聯繫

9. 印洲塘三年展 三年一度的地區節慶將逐步建設鄉村的再生
計劃，持續維持節慶將確保與地方身份相關
的循環可以永久地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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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Rural Revitalisation Action Area

P2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Processes

P3 Intergenerational Connections

P4 Village Placemaking 

P5 Wetland Stewardship

P6 Marine-scape Activation

P7 Upscaled Primary Production

P8 Hakka Agrarian Revival 

P9 Small Business Ecosystem 

P10 Digital Livelihoods 

P11 Affordable Resettlement Resources 

P12 Integrated Mobility

P13 Region-Wide Ecotourism

短期

(首3-5年)
中期

(其後5-10年)
長期

(其後10-20年)

O1
香港鄉村

復育的典範

O2
人與自然

融合共生

O3
自給自足

的生計

O4
健康社區

長期紥根

O5
從旅遊業

中受惠

P1 - A1     區域管治

P2 - A2     CCFS — 村民協調合作

P2 - A3     村民行動平台

P3 - A4     村民後代領導培養

P4 - A5   充滿活力的鄉村氛圍

P4 - A6   鄉村遺產具體化

P5 - A7     地區濕地網絡

P6 - A8     海岸生態群

P7 - A9     鄉村焦點營銷

P8 - A10    體驗式學習活動 P8 - A11     沉浸式農業旅遊

P9 - A12   鄉村經濟框架

P9 - A13   小型初創企業

P10 - A14  打造智慧村落 P10 - A15  遠端工作鄉村

P11 - A16   村屋翻新支援

P11 - A17   社區服務提供

P12 - A18  「三樞紐、三走廊」系統

P13 - A19 旅遊管理

執
行
階
段
摘
要P13 - A20  推廣到訪印洲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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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

(首3-5年)
中期

(其後5-10年)
長期

(其後10-20年)

O1
香港鄉村

復育的典範

O2
人與自然

融合共生

O3
自給自足

的生計

O4
健康社區

長期紥根

O5
從旅遊業

中受惠

P1 - A1     區域管治

P2 - A2     CCFS — 村民協調合作

P2 - A3     村民行動平台

P3 - A4     村民後代領導培養

P4 - A5   充滿活力的鄉村氛圍

P4 - A6   鄉村遺產具體化

P5 - A7     地區濕地網絡

P6 - A8     海岸生態群

P7 - A9     鄉村焦點營銷

P8 - A10    體驗式學習活動 P8 - A11     沉浸式農業旅遊

P9 - A12   鄉村經濟框架

P9 - A13   小型初創企業

P10 - A14  打造智慧村落 P10 - A15  遠端工作鄉村

P11 - A16   村屋翻新支援

P11 - A17   社區服務提供

P12 - A18  「三樞紐、三走廊」系統

P13 - A19 旅遊管理

P13 - A20  推廣到訪印洲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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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及簡稱列表

古諮會 古物諮詢委員會

漁護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古蹟辦 古物古蹟辦事處

ASTKCE 沙頭角文化生態協會

CACHe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CCFS 鄉郊保育資助計劃

鄉郊辦 鄉郊保育辦公室

CEDD 土木工程拓展署

CHO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CUHK SoA 中文大學建築學院

DB GLTMS       發展局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

ECF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食環署 食物環境衞生署

民政署 民政事務總署

HKICHDB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

HKMC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旅發局 香港旅遊發展局

HKU CCAU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中國建築與城市研究中心

HKU CCSG 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

HKU DLA 香港大學園境建築學部

HKU DUPAD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

香港地質公園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HKU SBS 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

HKWCA 香港濕地保育協會

匯豐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ICHO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ITB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KFBG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康文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MaD 創不同協作有限公司

通訊辦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OPCFHK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OWLHK 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

PolyU       香港理工大學

RRAA 鄉村復育行動區（建議新設的區域）

STKDRC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SWIMS 香港大學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

市建局 市區重建局

WWF-HK      世界自然基金會

YBHK 香港青年創業計劃

Y.E.S. 青年就業起點

「森林村落」計劃指「永續鄉村：梅子林及蛤塘社區為本的森林村落生態系統管理」計劃

Marche Ltd.是一間應用程式研發公司，基地於法國和香港，現正研究一個連接廚師與村落的香港平台

Farmshare Ltd.是一間香港本地公司，專門發掘農業增值的商業機會

*村落小資訊所提及的數據來至：
● 17個樣本焦點小組，包括前往印洲塘地區的香港本地旅客
● 兩個村民和持份者的焦點小組 （總共約15人）
● 2054份樣本問卷，包括印洲塘地區居民、本地工人及前來印洲塘的旅客
● 訪談記錄稿

100 101



邁向永續性及包容性的香港慶春約七村及谷埔、鳳坑鄉郊保育及復育研究

項目團隊：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及設計系
項目時期：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
資助單位：鄉郊保育辦公室
此為鄉郊保育資助計劃資助的項目(項目編號: EP86/27/24/11-7) 

團隊成員
項目主持人：何深靜教授
合作研究員：朱金博士、鄧兆星博士
項目助理：龔衛航、Henry Kasimir、陳永嫺、杜綽晞

由KRCC Production Co.印刷

更多有關此項目請瀏覽www.modernyeuk.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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