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07年發表的「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計
劃」及前述的策略性定位的基礎上，大嶼山發
展諮詢委員會訂出以下四個發展方向：

大嶼山擁有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態環境
、鄉郊市鎮、文化和文物景點，在保
存固有及獨有特色下，極具潛力加強
發展休閒、文化及綠色旅遊。

大嶼山大部分地區
(作保育、消閒、文化及綠色旅遊)

在中部水域興建一個或以上的人工島
，建設多一個核心商業區及新市鎮，
可滿足香港可持續發展的長遠需要。
東大嶼都會將採用智能、多元化及環
保新市鎮概念，並有交通基建連接到
香港島的主要地區。

東大嶼都會
(設有核心商業區的策略發展區域)

配合東北大嶼山現有的休閒設施，進
一步加入多元化的旅遊、娛樂元素，
鞏固香港作為亞洲旅遊中心及盛事之
都的地位。

東北大嶼山匯點
(作休閒、娛樂及旅遊)

北大嶼山走廊沿途有香港國際機場、
東涌新市鎮擴展及其他主要基建，可
提供大量機會作房屋、經濟及商業發
展。

北大嶼山走廊
(作經濟及房屋發展)

香港在珠三角區域一直擔當重要角色，而大嶼山
憑着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及各項大型基建發展，將成
為香港、澳門和珠三角的交匯點，發展潛力將大幅
提升，對香港持續發展具策略性的地位。

發展方向

策略性定位 

大嶼山連接香港國際機場及往市區的青馬大橋，加上
港珠澳大橋和屯門至赤   角連接路將陸續落成，大嶼
山的交通基建優勢將進一步提升香港與內地和海外的
連繫。善用這連繫通達性，可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運輸
、物流及貿易樞紐的角色。

大珠三角國際運輸、物流及貿易樞紐

大嶼山匯聚各項大型基建和交通建設的優勢，前往大
部分珠三角城市只需少於三小時，並提供連接亞洲多
區的航空交通。把握這連繫通達性的優勢，可幫助香
港優質的法律、醫療、金融和教育服務在內地及亞洲
擴充業務，令香港進一步發展成為一站式高增值現代
服務樞紐。

大珠三角地區和亞洲的服務樞紐

大嶼山與香港島之間的中部水域鄰近現有商業區，可
發展成可容納數十萬人口的新都會及香港第三個核心
商業區，促進經濟發展和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紓緩現
時市中心過度擠擁的情況。

策略性增長地區及新的大都會

大嶼山大部分地區為郊野公園和天然海岸，景觀優美
，動植物種類繁多。這個自然資產寶藏和島上其他多
樣化旅遊設施可產生協同效應，為旅客提供綜合保育
、文化、文物、娛樂和旅遊的旅程經驗。

自然資產寶藏 

網站 : www.devb.gov.hk/tc/boards_and_committees/landa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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