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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從棕土到淨土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

土地是香港最貴重的資產，也是香港最大矛盾的根源，所以當

我收到本土研究社一班年輕朋友寄來的《棕跡》書稿時，實在

喜出望外。這份研究報告觸及香港城市發展最核心的問題，但

研究者並非責任最大的政府或資源最豐的智庫，而是全憑一腔

熱誠以義務方式自主研究的年輕知識份子。他們的赤子之心，

正是香港希望之所在。

多年來我在倡議公共政策的歷程中，第一次向政府提出類近棕

土問題是在 2005 年底，當時曾蔭權政府上場後改組了策略發

展委員會，我聯同四名委員要求政府優先處理三組議題，其中

一組是「鑑於鄉郊的發展壓力和對保育的訴求，我們應如何修

復新界地區受破壞和欠缺管理的地帶，用作保育或依據可持續

發展原則提升其經濟功能？」。當時的委員會主席是政務司長

許仕仁，不問可知，兩年任期結束後不但看不見甚麼政府「棕

土策略」，連研究報告也沒有一個。

2008 年我與一班志同道合的專業界選委成立公共專業聯盟後，

推動在新界建立副都市中心的構思，隨後倡議把高鐵總站建於錦

上路，都是與善用棕土的理念一脈相承。為了建立棕土數據庫，

2012 年我們完成了《新界棕土研究與土地發展方略》，當時的

研究主任正是本土研究社的核心成員陳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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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時

核心的問的問的問問的問的問問問的問的問問問題，題題

智庫，而，而，而，而，而是全是全是全是是全是是全憑一憑一憑一憑一憑一一腔

份子。他。他。他。他。他們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赤子赤子赤子赤子赤子赤子赤子赤子赤子赤子赤子之心之之之心之心之之心，

的歷程歷程歷程程程中中中中，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一次向次向次向次向次次次次次次 政府政府政政 提

底，當當當當當時曾時曾時曾時曾時曾曾曾蔭權蔭權蔭權蔭權蔭權蔭權蔭權蔭權蔭權蔭權蔭權政政政府政府政政政府政政政政 上場上場上場上場後改

同四名名名名名委委委委員要求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政府政府政政政政政府優先優先優先優先處理

於鄉郊郊郊郊郊的發的發的的的發發發發展壓展壓展壓展壓展壓展壓展壓展壓展壓展 力和力和力和力和力和力力力力力力力 對保對保對保對保育的

地區受受受受受破壞破壞破壞破破壞和欠和欠和欠和欠和欠和欠和欠和欠和欠和欠和欠和欠缺缺缺缺缺缺管缺缺缺 理的理的理的理的地帶

展原則則則則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升升其經其經其經其經其經其經其經其經其經經經經濟功濟功濟功濟功濟功濟功濟功功功功功功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 」。

許仕仕仕仕仕仁，仁仁仁仁 不問不不不問不不問不問不 可知可知可知可知可知知，兩，兩，兩，兩年任

土策土土策土策土策土土土土土 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連，連，連，連，連連連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報報報報告也

08 年我年我年我年我年我我我我我我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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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上述背景，正是為了說明這份由公民社會主導的研究多麼

難能可貴。一直以來，香港社會運動的一大弱點是欠缺扎實研

究，因此很少能夠建立「實證為本」的倡議模式（evidence-

based advocacy）  。這份報告補足了土地政策倡議的其中一片

空白，更利用了 Google Earth等公開地理資訊工具，配合實地

調查，揭穿了棕土地帶日益擴大的事實，令特區政府自相矛盾

的土地政策無所遁形。

管理學上有一句名言：「一經量度、便能管理」（what gets 

measured gets managed），放諸公共管治，則是「一經披露、

便能管理」（what gets disclosed gets managed）。過去的土地

政策黑箱作業，將公眾排除在外，更導致資源錯配，管理制度

廢弛，最終得益只是有辦法鑽空子的權貴。

這份報告參考了全球各地的經驗，嘗試為香港的「棕土」設定

符合本土需要的定義，這對於今後的政策倡議意義重大。

毋庸諱言，善用土地的第一步是政府實行陽光政策，全面公開

土地清單，讓香港人清楚每一塊地的現狀與發展計劃。儘管特

區政府一直說「揾地難」，又屢次承諾地盡其用，但讀者只要

看清楚報告內的數據，  以及報告內羅列的三個案例－元朗橫

洲、大埔教育學院和落馬洲一帶的棕土盛衰史，便明白新界土

地利用失衡的罪魁禍首不是簡單的鄉事利益或地產霸權，政府

本身的管治邏輯往往是社會矛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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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實地實實實實

政府自相矛相相矛相矛相矛盾盾盾盾盾盾

便能能能能管理管管管管 」（（（（（（whwhwhwhwhwhwhwhwhhwhaataaaaaa gggggetetetetettsssss

公共管治管治管治管治治，則則則則則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一經經經經經披露披露披披露披露披露、

sed gegegegetstststs mannnnnnnnnagagaagagagagaagagagedededededededdddd）。）））））））） 過去過去過過去過去過去的土

排除在外在外在外在外外，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導致導致導致導致導致導致導致導導致致導致導致資源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錯配錯配錯錯配錯配錯配，管

有辦法法法法法鑽鑽鑽鑽空子的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權貴貴貴貴貴貴貴貴貴。

考了全全全全全球球球球各地的地的地的地的地的地的地的地地地地地地 經驗經驗經驗驗經驗經驗經驗經經經 ，嘗，嘗，嘗，嘗，嘗嘗試為

土需要要要要的定的定的的定的定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義 這對這對這對這對這對這對這對這對對對對對於今於於於今於於今於今於今於今於於於 後後後後後的政

毋庸庸庸庸諱言諱言諱言諱言諱言言，善善善善善用土用土用土用土用土土用土土土土地的地的地的的的的第第第第第一步

土地地地地地清單清清清 ，讓，讓，讓，讓，，讓，讓讓香港香港港港港港人人人人人清楚

政府一一一一一直說說說說直說直說直 「「「「「揾地

楚報告內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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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令雜亂無章的棕土變成造福後代的淨土，不能空喊口號。這

份研究成果正是替市民充權，共同監察土地政策的重要一步。

前面的路還很長，因為對政商權貴而言，香港土地資源是勾心

鬥角你爭我奪的「聖杯」，亦是本土深層次矛盾的核心，所以

民間公平分配資源的訴求與千絲萬縷的政商利益有必然衝突。

我期待本土研究社的朋友堅持不懈，為公民主導的政策研究不斷

創造佳績，抽絲剝繭地解開「為何發展」與「為誰發展  」－這兩

個香港人無法迴避的永續課題。

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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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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