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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直以來，香港都是舉世聞名的購物天堂，有大大小小的商店供遊客

盡情購物。但隨着全球化，世界各地出現了規模更大、商店更多的購

物中心。此外，商店的營運其實消耗了地球很多珍貴的資源，例如樹

木、清新空氣。不斷興建新的購物商場也令一些別具特色的小商店倒

閉，每次也有一批批的市民失業，不論對香港的社會、文化還是環境，

都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 

 

因此，經過多次小組討論，我們提倡遊客享受在香港購物的樂趣和體

驗本港獨有的文化之餘、也可以四處郊遊，欣賞香港大自然的優美之

處。而我們希望遠足旅遊能成為各地遊客來港旅遊的誘因，吸引更多

的遊客來港，並讓旅遊發展側重於遠足旅遊，減低以購物為主的旅遊

對社會、文化及環境帶來的傷害。 

 

本計劃將會說明並推介郊遊的特色、路線及此企劃的詳細內容，再根

據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探討其對各方面造成的影響，提高計劃的可行性，

並以平衡經濟、社會和環境三方面的發展為最終目標。 

 

 

 

 

 

 

 

 

 

 

 

 

 

 

 

 

 

 

 

 



2.1 遠足旅遊 

遠足旅遊是一種旅遊的模式。與生態旅遊一詞相似，根據生態旅遊的

定義，它指到相對未受干擾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區域旅行，有特定的研

究主題，且體驗或欣賞其中的野生動植物景象，並且關心區內的文化

特色。旅客透過遠足活動體驗香港的大自然之美，並關心香港的自然

環境。 

 

可持續發展的遠足旅遊是建基於遠足旅遊的優勢，再加上各式各樣的

措施配合達至經濟、社會、環境三方面的均衡發展，使其一直延續下

去。 

 

2.2 遠足的好處 

i. 遠足有一定的難度，可視為一種帶氧運動。它能強化身心和抵抗

衰老 

ii. 遠足人士欣賞自然生態環境，獨特的動植物，能認識不同的動植

物物種。香港有不少樹木研習徑及自然教育徑 

iii. 親子，朋輩之間的聯誼活動(家樂徑) 

iv. 提高遠足人士的環保意識 

 

2.3 遠足旅遊的特色 

 

i. 結合各種難度的路線 

相較外國的山脈，香港的山只能算是小丘，高度也不足 1000m。就算如此，

香港亦集結了不同難度的遠足路線，即使是初學者以可以體驗到遠足的樂

趣。 

ii. 景色優美 

在香港每一條遠足路線當中，都有獨特和怡人的景色，而且可以找到品種多

樣的動植物和奇石。 

iii. 鄰近市區 

香港大多數遠足路線都鄰近市區。比起外國各地，遠足人士可以更容易和快

捷地到達路線的起點。假若不幸受傷，醫護人員亦可以盡快到達現埸，大大

降低其危險性。 

 

 

 

 

 

 



iv. 配套設施完善 

在香港，遠足路線開首設有地圖，路線途中設有指示牌和路標，以提供方向

和路程的指示，一旦迷路亦可以通知外界其地理位置。 

v. 體驗本港的文化 

在遠足的過程中，遠足人士有機會品嚐到當地居民親自經營的小餐館的美食，

並且在稍事休息後繼續行程。更可以與居民們交談，體會當地的人情味和生

活。 

vi. 認識當地歷史 

在遠足的過程中，遠足人士有機會接觸到歷史文物，如防空洞，炮台，古祠

等。這些都有助遠足人士認識歷史。 

 

2.4 遠足旅遊路線 

i. 田鄉郊訪古蹟-歷史古蹟追蹤路線 

路線詳情: 

由青山公路逢吉鄉起步，賞遊雞公山南麓鄉郊風光 

，繼訪錦田南圍及北圍一帶(龍躍頭文物徑)，包括多個列為法定古蹟

的建築物、古祠、神廟、書院、石橋、古墓景點。 

難度:容易 

 

ii. 獅山龍凹築鷹巢-合家歡樂路線 

路線詳情: 

自沙田作壆坑新村登沙田，經雞胸山、 

獅子山北腰、九龍凹、筆架山、 

鷹巢山自然教育徑(南段)出大埔公路。 

難度: 普通 

-適合一家大小前往 

  

iii.  肆坳連走風光好-海闊天空風景路線 

路線詳情: 

由萬宜坳出發，盡賞萬宜水庫風光，沿西灣路抵 

吹筒坳，繼遊大浪西灣、鹹田灣，親身體驗水清沙幼之海。 

灣景色；續登大浪坳，經赤徑出北潭坳。 

難度:困難-共有三次下坡四次上坡，中途無路徑離去。 

 

 

 

 

 



3. 參考事例 

3.1 旅局辦免費行山團 推綠色旅遊(2010-10-2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嚴敏慧) 

秋高氣爽，又是郊遊行山的好時節！香港旅遊發展局連續第二年舉辦「香港

郊野全接觸」活動，11 月至 12 月期間為旅客舉辦免費行山團，藉此推廣綠

色旅遊。今年活動更開放香港市民參與，連同漁護署舉辦的遠足活動，5 個

行山日名額共 5，000 個，今起接受報名。 

隨著香港國家地質公園成立，本港綠色旅遊發展日趨蓬勃。旅發局節目及旅

遊產品拓展主管洪忠興表示，專門來港行山的旅客人數穩步上升，其中以日

本、韓國、台灣及南中國旅客為主，旅客對香港郊野地區有山有水最為讚嘆。 

「郊野全接觸」探索麥理浩徑 

為進一步推廣香港行山景點，旅發局與漁護署合辦「香港郊野全接觸」，於

11 月 7 日至 12 月 5 日期間，舉辦 5 個遠足導賞團，由專業人士帶隊探索麥

理浩徑不同地段，旅客名額每團 100 個。另日本、台灣、廣州將有行山團

來港參與，涉及逾 200 人。洪忠興表示，今次活動主要針對短途市場，台

灣及內地華南地區，以年輕客群為主，日本則以中年夫婦及長者為目標。 

漁護署郊野公園護理主任譚子慧表示，活動中，麥理浩徑 1、2 段將舉行 3

次導賞，並開放公眾參加，名額每次 1，000 人。行程包括萬宜水庫東壩，

參加者可近距離觀賞六角方柱的壯觀景象。不過全程約 25 公里，步畢需 8

小時，平日少行山人士較為吃力。 

此外，漁護署 12 月及 1 月亦會舉辦城門至大埔，及離島自然歷史徑的遠足

活動，名額每次 1，000 人，今起於 www。hknature。net/hiking 接受報名。

為配合活動，旅發局製作了全新的「香港郊野全接觸」小冊子，詳細介紹香

港多條熱門遠足，在活動舉行期間於各口岸及旅客諮詢中心派發。 

 

 

 

 

 

 

 

 

 

 

 

 

 

 



3.2 零碳天地 

零碳天地，是香港首座零碳建築，位於九龍灣常悅道，由建造業議會與發展

局合作發展，金門建築承辦興建，造價達 2。4 億港元，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揭幕，展覽區於 2013 年 1 月 5 日正式開放予公眾預約參觀；室內展覽區

則於 2012 年聖誕節前後先行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零碳天地佔地 14，700

平方米，包括室內及戶外的展覽場地、會堂、綠色辦公室、綠色家居、公眾

休憩綠化區及香港首個都市原生林，及透過光伏板及生物柴油生産可再生能

源，達致零碳排放。 

項目的建築師為上任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0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零碳建

築的地盤面積達 147，000 平方英尺（13，700 平方公尺），其中約 75，000

平方英尺（7，000 平方公尺）為綠化區，佔整體面積逾半；建築物樓高兩

層，設有 1 層地庫；整座建築物栽種了 135 棵原生樹木，及包括紅花荷、

假蘋婆、木蓮及八角楓等逾 30 品種的灌木，希望為社區帶來生氣，對抗熱

島效應，樹林成熟後樹冠層會緊密地相連，提供氧氣與涼蔭，公眾可以於都

市中享受森林浴，接近大自然，夏季時更可以降溫攝氏 1 至 2 度，亦會減低

附近建築物的溫度。樹林成熟後，每年可以吸收 3，100 公斤的二氧化碳，

減低空氣污染問題。此外，此舉亦能夠構築樹林生態系統，為雀鳥和昆蟲提

供食物和庇護。人工原生林模仿天然樹林環境，樹木高矮錯落，樹冠層互相

滲透，而且樹木品種多樣化。 

分析： 

從上述資料可見，專門來港遠足的人愈來愈多，除了一直喜愛到香港

郊遊的歐美等已發展國家，來自亞洲的遊客開始對香港的生態旅遊有

興趣，欣賞香港優美的自然景色。此外，我們可參考以上，推廣計劃，

以生態導遊的方式推動遠足旅遊，增加就業率，更能靈活地為遠足旅

遊的遊客提供貼身的協助。 

 

由此可見，香港有不同難度的遠足徑，適合不同類型的遊客去挑戰。

但同時我們認為製作小冊子因為需要大量紙張去印製，派給廣大市民。

而且只有少數的市民能得到小冊子，市民對此會有興趣的市民未必能

知悉，不環保之餘，效率更是低。 

 

零碳天地利用可再生能源減低自身碳排放量至零，并種植各種品種

多樣化的樹木，吸收由社區所排放的空氣，為小動物多提供一個住

所。雖然他能有效減低自身碳排放，為零碳建築作範例，能保護環

境，但其費用非常昂貴。而且去興建、設計、推廣給社區，再待他

們實踐是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得到成果。雖然在運作上零碳天地

的成本很低，但在興建上經濟成本，驅使社區有所行動的時間長，

其效用不太大。 



4. 遠足旅遊詳細議案 

4.1. 推廣與可持續發展 議案 

4.1.1 推廣 

i. 製作更多並改善香港遠足 apps，提供與旅遊書相近的資訊。只要

旅客擁有智能電話或其它智能產品(如:平板電腦)，便能免費下載，

透過網絡和人的資訊傳播。 

ii. 拍攝更多宣傳條片，並且上載到著名的網站，例如 youtube。外

國的旅客瀏覽網站時便可了解到香港遠足的資訊、特色、香港的

完善配套。 

 

目標: 

遠足資訊性的刊物全面電子化，以 apps，網頁等形式為遠足人士提供

更多可靠，實用和豐富的資訊。為旅客們在香港旅足時提供方便，提

升他們對在香港遠足旅遊的興趣，吸引他們在旅遊時選擇在香港遠足

旅遊。保護環境，減少使用紙張和運輸、印製的開支。而且收費更加

便宜(甚至免費)，更能受到大眾歡迎。 

 

4.1.2 飲食 

i. 立法規定所有遠足路線內和附近的食肆只能使用電池爐，並把用

過的食油轉化成生物柴油供本地車輛使用。食肆提供的食油需經

過過濾，經由第三方收集，提煉成生物柴油。第三方企業由政府

資助營運。 

ii. 立法規定食肆必須需提供便宜(但質素較差)和較昂貴(但質素較好)

類飯菜 ，必須確保同時有這兩種飯菜給遠足人士選擇。提供的飯

菜要以素食為主，每一碟菜的肉類含量少於 150g 。食肆不需提

供外賣的服務。 

iii. 立法規定每一間食肆安裝污水過濾器。高度淨化的廢水可以用作

灌溉農田。假如必需要排出污水，則交由各大污水處理廠處理，

例如沙田污水處理廠。 

iv. 食肆亦可引入太陽灶作為煮食工具 。 

 

目標: 

減少排出廢食油造成的污染，並且加以利用在交通方面。食肆引入太

陽灶作為煮食工具，除了作為獨到的賣點吸引旅客外，亦可以減少煮

食時的能源消耗。務求達到零排放，大大減低對環境造成的破壞，更

帶出污水處理的意識。食肆不會因為只提供較便宜的飯菜而減少應有

的收入，減少發泡膠對環境的污染 。提倡多菜少肉，減少動物的消耗。 

4.1.3 交通 



i. 由巴士、小巴負責接載旅客連接各大港鐵站、酒店和遠足路線。

車輛必需由食肆提供的食油轉化成生物柴油或電力驅動。約為 30

分鐘一班，根據人流調整班次。巴士、小巴公司亦可以設立合理

的收費(以現時的營利作指標)，每年按通脹調整車資。 

ii. 政府、商家在遠足路線附近增設租借站，並聘請工作人員當值。

由提供帳篷、露營用具、單車等的租借服務。遠足人士可以小量

金額($20-$100)以及以身份證明(身份證、學生證)租借。在歸還時

退回部分租金，例如是全部租金的 50%。 

 

目標:  

提供多樣性和全面的配套和服務，使旅客們在香港遠足更加方便，亦

提升香港遠足對外國旅客的吸引力。確保計劃參與者(巴士、小巴公司、

租借品提供者)不會因為計劃而失去應有的收入。減少排出廢食油造成

的污染，並且加以利用在交通方面。 

 

4.1.4 職位 

i. 增設遠足導遊一職，由旅行社及其它私營機構和政府聘請。他們

負責帶領遊客在香港郊野各處遊歷，並且介紹香港珍貴的動植物

品種以及歷史。導遊們必須擁有山藝牌並且通過由政府設立的資

助課程和得 到政府發牌。該職業亦可以由山區居民擔任。 

ii. 增設遠足看護一職，由政府聘請。他們負責在遠足路線中巡邏和

檢查食肆、遠足人士有沒有遵守環保規例。此外，他們亦需要在

遠足路線的首尾兩點站崗，為遠足人士提供即時性的資訊和協助，

例如提供路程長度、協助受傷的遠足人士處理傷口。因此，遠足

看護要持有急救牌以及對遠足有人定的認識。 

 

目標: 

使得旅客們對在香港遠足有信心，不會因為身在異地而不安。增加就

業機會，使更多無業人士可以就業，改善他們的生活。將空氣、噪音、

土地污染減至最低和不干擾當地居民生活，使當地的文化得已傳承。 

 

 

 

 

 

 

 

4.1.5 商鋪 



i. 政府協助在遠足路線中的小型商鋪發展。資助並強制性讓士多、

手工店、食肆等商鋪加入在計劃當中，並且由它們為遠足人士提

供服務和持續營運。 

ii. 立法規管商鋪的發展和限制排放。規定每一條遠足路線只可以有 5

間以下的商鋪。假如必需有污水排出，則交由各大污水處理廠處

理。垃圾棄置量不可以超過原有的水平，並且不可以棄置在郊外，

需由垃圾車運走。禁止進行無必要的生火和殺生。 

 

目標: 

以遠足路線中的小型商鋪具多年歷史、傳統的手藝吸引外國旅客來港

見識，並參加遠足旅遊。資助商鋪加入在計劃，確保它們不會因為計

劃而失去應有的收入。透過保護環境和不干擾當地居民生活，使當地

的文化得已傳承。 

 

4.1.6 教育 

i. 以學校、電視廣告、網頁、遠足看護、遠足導遊等途徑教育行遠

足人士應有的習慣。自行帶食物、帶備垃圾膠袋、減少購買礦泉

水、使用最少污染的交通工具、帶走一切帶去的物品、絕不留下

垃圾、盡量不生火、不干擾野生生物、不捕獵殺或採摘植物、不

干擾當地居民的生活，保持寧靜。 

 

目標: 

避免大量人造物質或重金屬對環境造成污染和當地生態受到負面影響

選用可重用的瓶子，減少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將空氣、噪音、土地

污染減至最低。透過保護環境和不干擾當地居民生活，使當地的文化

得已傳承。 

 

 

 

 

 

 

 

 

 

 

 

 



4.2 經濟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增加就業機會 

由於遠足旅遊需要大量有專業資格的生態導遊，帶領及協助外國遊客

郊遊，并能減低遊客因此而發生意的機會。根據《香港統計年刊》，

現時年青人的失業人口和失業率也比起其他年齡組別的高，原因之一

是他們不願意做一些厭惡性工作，如洗碗、清潔等等。 

生態導遊是一項專業技能，具挑戰性之餘，又可以認識不同的人，絕

對合乎很多的年青人的理想職業條件，職位空缺我機會微乎其微。此

項發展正正是需要有活力、對生態和香港山路有一定認識的年青人擔

當生態導遊的角色，藉此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予年青人，增加就業率，

并減低失業的年青人對香港帶來的社會負擔，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 

 

提高消費 

當香港的遠足旅遊發展成熟時，會帶動香港的旅遊業發展，並吸納更

多類型的外國旅客。在遊客人數增加的情況下，他們在港的總消費也

會隨之而增加，從而提升店舖收入，保障他們的收入和生計，更能提

高香港的 GDP，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莫大的幫助。 

 

 

 

 

 

 

 

 

 

 

 

 

 

 

 

 

 

 

 

 



4.3 環境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保護郊外環境 

當遠足旅遊在香港發展蓬勃時，到郊外的人會大大增加，擔心它會影

響到當地自然生態及環境的人，有此憂慮亦理所當然。但是，遠足人

士大多都熱愛大自然，不會惡意對環境造成破壞，而且生態導遊也可

以提醒及阻止他們破壞環境，盡量把遠足旅遊對當地的影響減至最低。 

 

 增加旅遊人士的環保意識 

遠足旅遊能讓遊客欣賞自然環境的優美，並從部分被破壞的自然景色，

體驗到如此優美的環境，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保護。由此可見這個

計劃能提升遠足人士環保意識，明白保護環境的重要性，繼而付諸實

行，減低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 

 

減低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立法規管遠足路線內及附近的商鋪要遵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例如食

油轉化成生化燃料、減少能源消耗、對環境的污染。將發展遠足旅遊

造成的破壞減到最低，使當地環境得到保護。 

 

促使政府保育環境 

當計劃發展成熟時，到郊外遠足的人將會大大增加。政府會發現遠足

區有商業價值，值得保育，而商家亦會因為人流大增而認為發展遠足

旅遊有利可圖而在當地發展食肆、交通、租借服務等。所賺取到的收

入就能投資到環境保護，使這個計劃可以持續發展。 

 

 

 

 

 

 

 

 

 

 

 

 

 

 



4.4 社會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安居樂業 

計劃能提供大量就業機會，例如食肆，交通或租借服務，遠足導遊，

大量人手培訓人才。簡單的工作不需要高學歷和生產力，而遠足導遊

亦只需要通過資助的課程和得到政府的發牌。透過計劃得到工作的人

因為收入的提升而安居樂業 

 

社會和諧 

失業人士可以得到工作，而使失業率大幅下降。失業人士有穩定的收

入，繼而提升他們的生活素質，使他們能夠有更好的生活，安居樂業。

而且失業率下降可以令更少的人為了自己的生活挻而走險，減低犯罪

率，令社會更和諧。而且環境得到保護，熱愛和關心生態環境的人士

對保護環境的訴求得到回應，他們以非建制的方式表達訴求的機會便

會減少，使社會進一步變得和諧。 

 

 

4.5 文化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保留當地的特色文化 

有部分較多人遠足的路徑會有一些攤鋪售賣他們自製的食物或紀念品，

購買這些物品不但可以留作紀念，更可以增加它們的收入，使那些行

業不會因為成本過高或者收入偏低而不再經營，維持它們的生意，令

他們的手藝可以傳承下來，保留當地的特色文化。其次，透過種種以

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環境保護政策，可以避免居住在山區的居民不會

因為計劃的發展而受到干擾和影響，防止他們搬遷，使他們的屋住、

飲食文化可以保留下來。 

 

 

 

 

 

 

 

 

 

 

 



 

5. 預期困難 

   

首先，香港是一個購物天堂，很多遊客來港旅行都是為了購物，觀 

光或是品賞各國美食，但對於香港的遠足徑很多人都是不太清楚， 

以致不少人認為香港的遠足徑及生態的觀賞價值不及外國，令到香 

港的遠足沒有被人們所推廣，可見支持度的不足是由於人們的了解 

不足。 

 

其次，因人們對香港的遠足山旅遊了解不大，對於商家而言，營商的

難度更大。少人參加遠足的話，商家就無法從中取得利潤，加上推廣

所需要的資金不少，經營這類生意的風險比起零售等高出許多，因此

很少旅行社願意投入大量的資金來開拓這門生意，令到社會中對遠足

的推廣更加少，造成惡性循環。 

 

 

 

 

 

 

 

 

 

 

 

 

 

 

 

 

 

 

 

 

 

 

 

 



 

6.輔助措施 

 

6.1 遠足團 

由政府幫助民間組織設立集行山觀光於一身的遠足團，例如四季遠足

遊，春天到馬鞍山欣賞杜鵑花，夏天到西貢沙灘享受陽光與海灘，秋

天到大棠欣賞紅葉，冬天到大嶼山看日出，等等。讓外國遊客能夠體

驗本地遠足旅遊的魅力之處，並讓他們明白到呼吸新鮮空氣和擴闊的

視野亦能有效地舒緩工作所帶來的壓力。此外，此舉更能吸引那些行

山愛好者來港遠足旅遊，並讓他們見識到香港這片石屎森林中所隱藏

的美景。 

 

6.2 培訓班 

開設一些培訓班給失業人士以及釋囚，讓他們擔任領隊一職，在提供

工作機會給他們同時，從其中抽取幾個人留下來指導下一埸的培訓計

劃，而且加上他們先前的經驗，能使培訓計劃更加完善，達致可持續

發展的理念。 

 

6.3 遠足周 

政府在 10 月設立遠足周，並在期間推行更多由政府主辦的遠足旅遊團。

令人們對香港遠足的了解提升，引起更多市民和商家的注意，提升計

劃的支持度，令更多人去遠足，計劃執行更順利。 

 

 

 

 

 

 

 

 

 

 

 

 

 

 

 

 



 

7.  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責任 

 

i. 政府 

政府可以作為一個始作俑者。透過旅遊發展局向辦遠足旅遊的旅行社

提供一定的資助，以減低他們在推廣方面的成本資出，吸引更多的旅

行社舉辦遠足旅遊。加上引入發牌制度，確保行山領隊的經驗。 

 

ii. 市民 

參加義工協助志願團體去提供多樣性和全面的配套和服務。 

除此以外，市民也可以自行組織不同的行山隊伍，帶動遠足路線的人

流，使各界都認為遠足路線及其它山區都有保育的價值(經濟價值)。

最後市民也有責任保持山區環境清潔。 

 

iii. 商界 

經營不同的商鋪和提供收費的服務，例如食肆、巴士線、遠足用品租

借服務。旅行社也可以推出不同難度的遠足團，吸引更多的市民參加。 

 

8. 總結 

山多是香港的特色之一，而且有很多不同難度的遠足徑，適合不同程

度的人，很有推廣的價值，但可惜的是沒有很多外國遊客欣賞，(約只

有 1%的遊客是來遠足)。要令到這個計劃可以長久地持續下去，就必

需要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規 ，並需要政府政策，商家的資助和市民的

參加三方面的合作才可把它推廣出去。 

 

香港的旅遊業雖然已經很發達，但生態旅遊和遠足旅遊一直沒有很大

的發展，發展遠足旅遊可以令到香港的旅遊業更加完善，有助香港的

經濟發展，同時也引起更多人對環保的注意，以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對社會和諧有莫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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