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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規劃工作，使香港成為世界知名的國際都市

使香港成為更美好的安居樂業的地方 

為履行這個使命，我們致力與社會各界人士緊密合作，共同促

進本港的「可持續發展」，確保不論現在或將來，香港都能保

持經濟繁榮、環境優美、社會進步。 

我們承諾會致力： 

a . 制訂「可持續發展」策略和計劃 

b . 就土地的用途和發展提供指引 

c  . 促進合適的發展和舊區重建 

d . 鼓勵市民參與和支持規劃工作 

使 命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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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促進合適的發展和舊區重建

積極進取、促進發展

信 念

公開規劃、勇於承擔

專業精神、實踐理想

講求效率、著重成效

鼓勵市民參與規劃工作，並向市民負責

本著專業精神，以公正持平的態度，盡心竭力為市民服務，

同時敢於創新，設法尋求良策，解決目前及長遠發展問題

提供清晰明確的規劃制度和架構，

促進合適的發展，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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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規劃署來說，二零一三年是充滿挑戰又成果豐碩的

一年。年內，我們繼續竭力從各方面增加土地供應，

以應付社會迫切的住屋需求及其他發展需要。我們亦

致力推動可持續發展，鼓勵公眾參與規劃，為香港市

民締造一個經濟蓬勃、環境舒適、社會進步的美好家

園。我們不僅專注於應付當前的考驗，而且亦展開為

香港規劃較長遠的策略遠景，為未來數十年香港的可

持續發展鋪路及加固基礎。

在短期土地供應方面，我們努力檢視了全港所有「綠化地帶」土地、空置／未盡

其用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及閒置的「工業」用地，務求把當中沒有保育

價值或未有發展計劃的土地騰出以供使用。《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特別提到，

我們物色了大約 150 幅土地 ( 包括 80 幅新加土地 ) 改劃作住宅用途，並於未來

五年推出，提供約 21 萬個房屋單位。在規劃過程中，我們已平衡考慮所有相關

的規劃考慮因素，並妥善處理各項技術問題，確保本港珍貴的土地能盡其用，為

整體社會謀求 大福祉。

至於增加土地供應的中短期措施方面，鑽石山綜合發展區用地的規劃研究已完

成，而安達臣道石礦場及前茶果嶺高嶺土礦場的研究也快將完成。至於加路連山

道用地的研究，亦到了制訂發展方案的階段。此外，我們又與土木工程拓展署合

作，委聘顧問進行東涌餘下發展計劃、前南丫石礦場、元朗南、古洞南及屯門第

40 及 46 區的規劃及工程研究。這些研究現時各處於不同的進展階段，我們已經

或將會進行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市民對發展建議的意見。

我們過往數年委聘顧問進行的新界新發展區研究，進度亦理想。關於新界東北新

發展區，各項經修訂的建議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公布。獲採納的古洞北及粉嶺北

兩份發展大綱圖已經公布，其分區計劃大綱圖亦已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向公眾

展示。至於洪水橋新發展區，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已於二零一三年十月結束。

我們現正考慮收集所得的公眾意見，制訂洪水橋新發展區的建議發展大綱圖。

在長遠規劃方面，我們一直定期監察不斷變化的規劃情況，以確保《香港 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所提出的建議仍然適切合時。我們會更新這項研究所建議

的全港發展策略，把規劃年期擴展至二零三零年以後。我們已委聘顧問進行發展

新界北部地區初步可行性研究，以探討把該區發展為低碳環保城的潛力。另外，

鑑於大嶼山位置優越，我們亦會探討大嶼山是否有潛力打造成東大嶼都會，容納

新增的人口，以及建立一個核心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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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繼續進行與跨境規劃有關的工作。香港及深圳政府就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

高等教育、高新科技研發及文化創意產業而共同進行的規劃及工程研究已於二零

一三年七月完成。下一步的工作是在來年為該區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新一輪跨

境旅運統計調查的試點研究已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展開，而主要的調查將在二零

一四年二月至三月進行，目的是收集關於跨境行程特徵的統計資料。

市區重建方面，我們支援九龍城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 ( 下稱「九龍城諮詢平

台」) 制訂了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這項計劃已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獲九龍城諮

詢平台通過，當中定出的九龍城市區重建工作藍圖，將有助政府優化該區的市區

重建項目。

為保護新界鄉郊地區，我們繼續加緊採取執管行動對付違例發展，特別是對生態

及保育價值高的地點的違例發展。我們除了發出要求中止違例發展的法定通知書

外，還發出要求把受影響地點恢復原狀的恢復原狀通知書，務求盡量減輕違例發

展對鄉郊地區的破壞。此外，我們在二零一三年為另外四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擬備了兩份新的發展審批地區圖。這也是我們為保護鄉郊地區而致力進行

工作。

二零一三年，在各項規劃研究的公眾參與活動中，以及在部分法定圖則修訂項目

展示期間，我們收到的公眾意見書／申述書數目大幅飆升。我們重視規劃過程中

公眾的參與及所收集到的意見和建議，並會盡力平衡各方不同的利益，務求能按

目標為社會的中短期和長遠需要進行規劃。

展城館自二零一二年開幕以來，一直擔當重要的角色，接觸社會各界，宣傳香港

的城市規劃，同時向海外和內地的參觀者展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規劃和發

展。二零一三年，展城館接待了大約 125 900 位參觀者，每月平均約 10 500 人，

當中包括來自海外和內地的貴賓。

我要在此感謝與我共事的同事們。他們在面對當前和未來種種挑戰，仍保持一貫

熱誠、堅毅、無畏的態度。我特別引以為傲的是我們的專業及技術團隊與我並肩

工作，給我無盡的支持和寶貴意見。他們克盡厥職，靈活變通，發揮高度的專業

精神，為市民提供適時和高質素的服務。我們會繼續憑着專業精神和堅定的決

心，並兼聽各方，以應付未來種種新挑戰。

凌嘉勤先生 ,JP

規劃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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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規劃檢討旨在檢視前茶果嶺高嶺土礦場用地的土地用途，希望藉此加

快房屋用地供應，切合本港的迫切需求。本署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就該檢

討提出的擬議發展諮詢觀塘區議會和九龍、荃灣及葵青海濱發展專責小組，

並會考慮諮詢所收集到的意見。整項檢討預計於二零一四年完成，當中所

提出的建議會作為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基礎。

前茶果嶺高嶺土礦場發展規劃檢討

前茶果嶺高嶺土礦場現貌

這項研究旨在探討前南丫石礦場的

未來土地用途和發展潛力，包括住

宅和其他相容的用途。第一階段社

區參與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完成，

所收集到的意見將會在制訂初步發

展大綱圖時予以考慮。這項研究預

計於二零一四年年底完成。

南丫島索罟灣前南丫石礦場地區
 未來土地用途發展規劃及工程研究－可行性研究

前南丫石礦場現貌

一 月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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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完成，旨在設立一套全面統一及具合理代表

性的電腦模擬地盤通風情況數據，為全港的規劃及發展項目作空氣流通評

估之用。本研究利用大氣電腦模型覆蓋全港範圍，並已考慮地形對風流動

模式的影響。數據包括本港各地區全年、冬季和夏季的統計風速、風向和

頻率分佈，及其於 16 個主要風向於 9 個不同高度的風玫瑰圖。

完成為香港空氣流通評估設立的
 電腦模擬用地通風情況數據系統之顧問研究 

三 月

電腦模擬地盤通風情況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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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旨在探討在元朗南棕地

上發展房屋和其他用途的潛力。

就元朗南的發展限制、機遇及指

導原則的第一階段社區參與已於

二零一三年四月至六月間進行。

當局在制訂初步發展大綱圖時會

考慮所收集到的公眾意見。

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
 —勘查研究的第一階段社區參與

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

—勘查研究的社區論壇

這項研究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完成，旨在優化沙頭角墟及鄰近地區的環境，

評估該區的旅遊發展潛力和探究如何促進沙頭角墟和新界東北其他旅遊景

點的連繫。研究制定一個「綜合地區改善計劃」，涉及房屋發展、地區改

善措施、交通及行人改善計劃和在聯繫範圍提供旅遊支援設施。

完成改善沙頭角鄉鎮及鄰近地區研究

改善沙頭角鄉鎮及鄰近地區研究的「綜合地區改善計劃」

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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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旨在為擬議的古洞北、粉

嶺北和坪輋 / 打鼓嶺新發展區制定

規劃及發展綱領，以應付香港長遠

的住屋及其他土地用途需要。當局

在考慮了三個階段公眾參與的意見

及規劃 / 工程可行性技術評估後，

修訂了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的

「 建 議 發 展 大 綱 圖 」， 並 於 二 零

一三年七月公佈經修訂的發展建議，

而坪輋 / 打鼓嶺將與新界北一併規

劃，以更全面地考慮各相關規劃因

素，包括構思中的新鐵路基建帶來

的發展機會。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
 及工程研究—公佈經修訂的發展建議

整體規劃及設計框架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

工程研究資料摘要

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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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旨在為「鑽石山綜合發展區」制定發展方案。當局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就發展區的初步發展建議諮詢黃大仙區議會；亦修訂發展方案，以回

應市民對房屋用地的需求和黃大仙區議會及地區人士的意見。修訂發展方

案主要提供公屋發展，而其他發展項目則包括活水公園連三座歷史構築物、

文化園景大道以及宗教機構。當局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就修訂發展方案再

次諮詢黃大仙區議會。

「鑽石山綜合發展區」的發展方案研究

修訂發展方案

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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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旨在為擬議的洪水橋新發

展區制定規劃及發展綱領。第二

階段社區參與在二零一三年七月展

開，並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完成，收

集市民對初步發展大綱圖的意見。

當局在制訂「建議發展大綱圖」時

會考慮所收集到的公眾意見。

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第二階段社區參與

公布新的發展審批地區圖，以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由於城市發展步伐加快，郊野公園「不包括的土地」範圍內一些私人土地

正面對不斷增加的發展壓力。為了保護郊野公園「不包括的土地」內的土

地，《二零一零至一一年施政報告》列明這些未受法定管制的土地會劃作

郊野公園，或透過法定規劃程序確立其合適用途。規劃署一直與環境保護

署和漁農自然護理署緊密合作，以期達至保護郊野公園「不包括的土地」

十 月

十 一 月

二零一三年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所涵蓋的「不包括的土地」

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的公眾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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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署及展城館舉辦「城市印象＠你

我社區」攝影比賽，鼓勵參加者透過

鏡頭，闡述心目中社區 動人的一幕，

重新認識自己所屬的社區。攝影比賽

分中學組及公開組，分別以「社區一

周」 及「城市印象＠你我社區」為攝

影主題。得獎作品在二零一三年十一

月三十日起至二零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在展城館舉行的「城市印象＠你我社

區」專題展覽展出。部分優異作品亦

刊於本年報分隔頁。

「城市印象＠你我社區」攝影比賽

公開組冠軍 - 新舊兼容

曾晶晶小姐

這個目的。目前共有 77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其中 23 幅於早年

已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範圍。除了十六份發展審批地區圖已在二零一零

至二零一二年刊憲外，規劃署在二零一三年再公布了兩份新的發展審批地

區草圖，覆蓋 4 幅「不包括的土地」，分別為 (1) 谷埔新屋下、谷埔老圍、

二肚、三肚、四肚、五肚；(2) 鳳坑；(3) 榕樹凹；以及 (4) 大灘、屋頭、

高塘及高塘下洋。規劃署會繼續這方面的工作，為適宜透過法定規劃程序

確立其用途的郊野公園內的「不包括的土地」擬備發展審批地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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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九九年起，規劃署約每兩年進行一

次跨界旅運統計調查，以搜集有關跨界行

程（包括旅客行程和車輛行程）及跨界人

士特徵的資料。新一輪調查的試點研究已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展開，全面的調查工

作會在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九

日的兩星期間進行。有關的調查結果將於

二零一四年年底公布。

二零一三／一四跨界旅運
 統計調查的試點研究

二零一三／一四跨界旅運統計調查

九龍城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下稱「諮詢平台」）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委

聘顧問進行規劃研究及社會影響評估，以制訂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諮詢

平台亦為制訂有關計劃進行兩個階段的公眾參與。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以收

集公眾對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初稿的意見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完成。當局

根據收集所得的公眾意見、規劃研究和社會影響評估工作的結果，已將計

劃初稿整合成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並獲諮詢平台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通

過。諮詢平台隨後在二零一四年一月提交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予政府考慮。

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專題討論

公開論壇

十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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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臣道石礦場位於東九龍，佔地合共約 86 公頃。該石礦場將停止營運，

並於二零一六年完成修復工程，屆時會平整出一幅約 40 公頃的平台，作發

展之用。二零一一年一月，規劃署委託顧問展開「安達臣道石礦場未來土

地用途規劃研究」，探討日後是否可把該石礦場用地用作發展住宅及其他

用途。這項研究已於二零一三年年底完成，所提出的建議將作為修訂相關

規劃圖則的依據，為將來的發展提供指引。土木工程拓展署已於二零一二

年年底展開工程可行性研究，跟進這項規劃研究所提出的建議。

安 達 臣 道 石 礦 場
 未 來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研 究

背景

研究地點及周邊環境

研究地點

研究地點自一九五六年起用作石礦場，是香港市區目前唯一仍在營運的石

礦場。由於長期進行採礦活動，該處形成了非常獨特的地貌，尤以後方巨

大的梯台狀岩壁和前方面積 40 公頃、表面有波紋起伏的平台 具特色。在

該平台發展會有局限，因為該處有數個很大的經填挖地帶和兩個地下蓄洪

池。要在這些經填挖地帶上作高樓發展，必須進行深層的地基工程，涉及

的建築費用會很高昂，而地下蓄洪池上方則不容許興建任何建築物。此外，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十一章所載的「城市設計指引」，從主要

及人流滙聚的瞭望點眺望，日後興建的建築物不得遮擋大上托山脊線下

高 20% 山景範圍內的「不受建築物遮擋地帶」。

周邊環境

研究地點位於觀塘半山的秀茂坪。根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資料，觀塘

是香港人口 為稠密的地區 ( 每平方公里超過 55 000 人 )，而秀茂坪區的

房屋則以資助房屋為主 ( 私人與資助房屋的比例約為一比九 )。當貼鄰研究

地點西南面的安達臣道發展計劃完成後，秀茂坪區內房屋組合失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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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更趨嚴重。安達臣道發展

計劃現正進行施工，將提供

約 18 000 個租住公屋單位，

規劃人口約為 48 300，預

計首批居民會在二零一五／

一六年度入伙。

這項研究的願景是要將安達臣道石礦場改造成一個綠色及宜居的社區，以

配合全港、地區及社區的需要。

研究過程分為三階段，分別是研究初議階段、方案制定階段及完善方案階

段。我們在研究初議階段進行了基線檢討，以總結基線的情況，並歸納出

相關的發展限制和機遇。根據基線檢討的結果，我們在方案制定階段擬備

了兩個土地用途初步方案，並進行初步的可行性評估，大致確定了兩個方

案的可行性及可持續性。第一階段社區參與也在這個階段展開，收集公眾

對兩個方案的意見。隨後我們根據在第一階段社區參與中所收集到的公眾

意見，在完善方案階段制訂出一個 為可取的土地用途方案，並就該方案

研究願景及研究過程

研究地點及周邊地區研究地點及周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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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

兩個階段的社區參與提供了紮實的基礎，讓

這項研究可以據之制訂各項建議。第一階段

社區參與在二零一一年八月至十一月期間進

行，收集公眾對土地用途初步方案的意見。

第二階段社區參與在二零一二年六月至九月

期間進行，收集公眾對建議發展大綱草圖的

意見。

兩個階段的社區參與包羅各類型的活動，並

借助不同的材料，向社會各界收集意見。諮

詢的對象包括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城市

規劃委員會、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轄下的

規劃小組委員會、相關的專業學會、觀塘區

議會、西貢區議會、觀塘及西貢兩區的分區

委員會、區內居民及一般市民。社區參與活

動包括簡介會、實地考察、公眾論壇、巡迴

展覽、概念設計比賽及專業學會聯席工作坊；

所使用的材料則包括社區參與摘要、單張、

海報、網站、展覽板、實體模型及動畫短片

等。

為提高透明度，收到的所有意見和建議均撮

錄在社區參與報告內，上載至這項研究的網

站，供市民閱覽。鑑於地區人士對交通及運

輸方面的問題表示關注，因此，除了為區議

員舉行簡介會並進行實地考察外，我們亦為

這項研究擬備了兩份交通評估報告，上載至

這項研究的網站，供市民參閱。

進行詳細的可行性評估，擬備建議發展大綱草圖，在第二階段社區參與中

諮詢公眾。在考慮過收集所得的公眾意見後，我們再修訂建議發展大綱草

圖， 後定出 終的建議發展大綱圖。

社區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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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礦公園及岩壁概念設計比賽

這項概念設計比賽是第二階段社區參與的活動之一，舉辦這項比賽，是希

望為佔地 17 公頃的擬議石礦公園及岩壁日後的美化，找到具創意的設計

概念。

由七人組成的評審委員會從合共 23

份參賽作品中選出了三份獲勝及五

份優異作品。石礦公園和岩壁日後

的設計會考慮採納參賽作品中一些

優秀及具創意的設計概念。

評審委員會

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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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發展大綱圖

考慮到研究地點地貌獨特，後方又有大上托經修復後形成的翠綠山景襯托，

再參考了在兩個階段社區參與中所收集到的意見和建議，我們決定在研究

地點締造一個綠色且可持續發展的社區，並將之發展成為區域性的康樂活

動點。

建議發展大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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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設計概念

這項研究擬備的建議發展大綱圖，主要以下列規劃及設計概念為依據：

  考慮到不同土地用途的要求、技術限制及城市設計因素，規劃人口定

為 25 000；

  私人與資助房屋的比例為八比二，使秀茂坪區的房屋組合更為均衡；

  私人及資助房屋的地積比率分別為 3.0 至 5.5 及 6.3，務求能在增加

房屋供應量，滿足全港需求的同時，又能維持較低的發展密度，以回

應區內居民的訴求，並在兩者中取得平衡；

  闢設面積廣大的石礦公園，作為綠化焦點，並發展低矮的文娛核心區，

作為社區焦點；

  北面及南面兩個社區主要作住宅發展，並設有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

作配套，同時將區內的休憩用地，結合成綠化網絡，讓居民有「住在

公園」的氣氛；

  岩壁上設置多個觀景台，並以遠足徑網絡連接；

  建築物高度設計須顧及大上托的山脊線和擬議的石礦公園，並須保存

現有的觀景廊和凸顯鄰里特色；以及

  鼓勵採用可持續發展的用地規劃和建築設計 ( 例如採用中央洗盥污水

循環系統 )。

建議發展大綱圖的主要規劃參數見於下表。

 

私人與資助房屋的比例 80 : 20

石礦公園面積 約 17 公頃

規劃人口 5,000 20,000 25,000

住宅用地數目 1 10 11

地積比率 6.3 3.0 至 5.5 -

最高建築物高度
主水平基準上

290 米
主水平基準上
225 - 290 米 -

單位數目 1,880 7,530 9,410

資助房屋 私人房屋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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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社區

在研究地點南面及北面設立兩

個住宅社區，並以南北向的綠

化行人走廊貫通。

南面社區包括四幅住宅用地及

六幅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

其中三幅住宅用地劃為「住宅

用途地帶 -2」，供發展私人

房屋，而餘下一幅住宅用地則

劃為「住宅 ( 資助房屋 )」地

帶，作居者有其屋發展。六幅

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則用作

興建小學、中學、消防局、警

署、附有社會福利設施的社區會堂及垃圾收集站。北面社區則有七幅作私

人房屋發展的「住宅用途地帶 -2」用地、一幅主要為區內居民而設的「商

業」用地，以及一幅供一所小學使用的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

主要土地用途建議

建議發展大綱圖有四項主要土地用途建議，即住宅社區、石礦公園、岩壁

及文娛核心區。

主要的土地用途建議

南面和北面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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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礦公園

佔地合共約 17 公頃的石礦公園劃為「區域休憩用地」地帶，當中約 11 公

頃位於平台，約 6 公頃位於岩壁。平台部分包括北端的核心區、沿西南邊

的綠化長廊和南部的康樂場地。石礦公園將會成為區域公園，提供不同類

型的體育、消閒及康樂設施，包括一個展示香港礦場歷史及／或地質或類

似主題的展覽場地／資源中心。土木工程拓展署會進一步進行土力評估，

探討把該展覽場地／資源中心設在岩洞的可行性。石礦公園的設計會考慮

採納概念設計比賽 23 份參賽作品中一些優秀及具創意的設計概念，特別是

獲勝及優異作品的概念。

石礦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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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壁

岩壁主要劃作「綠化地帶」( 約 38 公頃 )，坡台上會設遠足徑網絡，連接

西貢衞奕信徑第三段。在岩壁的不同高低位置會設觀景台，供市民觀賞景

色，當中一些更可讓人飽覽到東九龍及維多利亞港的美麗景致。在主水平

基準上 310 米的一幅用地則劃作「商業」地帶，以便在岩洞內闢設茶座／

餐廳、紀念品店及零售攤檔等商業設施。為使前往岩壁更方便 ( 特別是對

長者及傷殘人士而言 )，會進一步研究能否設置垂直運輸系統 ( 例如纜索鐵

路或傾斜升降機 ) 連接岩壁與平台。岩壁未來的美化方法也會如石礦公園

般考慮採納概念設計比賽 23 份參賽作品中一些優秀且具創意的設計概念。

岩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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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娛核心區

位處中央的文娛核心區主要設有低矮的社區及政府設施、休憩用地及一個

為居民和遊人而設的廣場，使現時大上托峰頂與佐敦谷之間的一條觀景廊

能保留下來。核心區包括三幅「商業」用地、一幅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

和三幅「地區休憩用地」。其中兩幅「商業」用地位於平台，餘下一幅則

位於主水平基準上 200 米的坡台上，以便在岩洞內設置酒窖及水療中心等

設施。有關的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擬興建一座室內體育館，主要供區內

及秀茂坪一帶的居民使用。

文娛核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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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根據建議發展大綱圖擬備了初步園景設計總圖。有關設計採用「住在

公園」的概念，位於平台的石礦公園、地區休憩用地及美化市容地帶和位

於岩壁的「綠化地帶」均會廣泛進行綠化。大上托山脊線下 高 20% 山景

範圍內的「不受建築物遮擋地帶」會受到保護，而大上托峰頂與佐敦谷之

間現有的觀景廊亦會保留下來。

園景及視覺影響

低矮的樓宇主要會面向石礦公園及建於綠化行人走廊旁邊，以締造一個人

本比例的環境；高聳的樓宇建於 靠近岩壁的地方，盡量減少不良的視覺

影響；至於中等高度的樓宇則建於低矮的樓宇與高聳的樓宇之間，塑造出

梯級式的高度輪廓。擬建的樓宇羣之間會保留觀景廊，讓新發展內在視覺

上有紓緩空間，而在秀茂坪區亦可遠眺到岩壁景致。

初步園景設計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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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交通、排污、排水、環境、通風、土力、供水、公用設施及可持續發

展各方面的技術評估已經進行。全部的結論都指建議發展大綱圖中的各項

擬議發展大致上可行，只要採取恰當的改善和紓減影響措施，應該沒有不

能克服的問題。

交通及運輸

在兩個階段的社區參與中都有地區人士表示十分關注安達臣道發展計劃和

研究地點日後的發展對交通所造成的累積影響。有鑑於此，就交通與運輸

方面的問題，我們與交通規劃師和工程師一起研究了不少對策。總體而言，

技術事項

擬議發展項目的電腦合成照片

擬議發展項目的建築物高度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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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取下列運輸策略：

  鼓勵研究地點日後的居民使用南面的車輛通道，以減輕觀塘市中心和

彩虹交匯處的交通負荷；

  除了改善已在安達臣道發展計劃中確認需要改善的五個路口外，還會

在區內四條主要道路及路口實施大規模改善措施；

  採取措施鼓勵區內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建議在用地北端石礦

公園旁邊設置公共交通總站，以及在中間的通道附近闢設公共交通上

落客處，方便安達臣道發展項目的居民使用；

  鼓勵研究地點日後的居民使用藍田、油塘和寶琳港鐵站出入，以避免

在繁忙時間進一步加重現時已經擠迫的觀塘港鐵站的負荷；以及

  優化研究地點與山下觀塘市中心之間的行人連繫設施，包括興建新的

行人天橋、升降機塔和扶手電梯，以及建議在將軍澳隧道收費廣場 ( 九

龍出口 ) 附近設置巴士轉車處，並提供連接寶達邨和藍田的行人設施。

目前正在規劃階段的六號幹線由中九龍幹線、T2 主幹路和將軍澳－藍田隧

道組成。根據這項研究所進行的交通評估，將軍澳－藍田隧道會成為現有

的將軍澳隧道以外的一條替代路線，屆時會騰出部分觀塘將軍澳道的容量，

以應付安達臣道發展計劃及研究地點未來發展的交通需求。

交通安排及道路／路口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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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發展大綱圖中的各項擬議發展會分兩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的發展

包括南面社區及部分文娛核心區，而第二階段的發展則包括北面社區及

文娛核心區的餘下部分。個別用地預計會在二零一九／二零年度起可供

發展。石礦公園的工程施工時間則會視乎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取得撥款的

時間而定。

落實安排

下一步

土木工程拓展署已根據建議發展大綱圖及這項研究的其他建議展開跟進工

程可行性研究。根據 新的時間表，研究地點的地盤平整工程、道路工程

及基礎設施建造工程會在二零一六年礦場復修合約完成後展開。至於在研

究地點範圍以外的擬議道路／路口改善措施及行人連繫設施工程，預計可

在研究地點日後發展項目的居民入伙前完成。

規劃署會提出修訂《觀塘 ( 北部 ) 分區計劃大綱圖》，以反映建議發展大

綱圖的土地用途建議。如收到公眾就有關的修訂提出的任何申述及意見，

城市規劃委員會將根據《城市規劃條例》的規定作出考慮。

房屋及辦公室用地供應組

接駁觀塘市中心的行人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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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社區訴求不斷轉變，而社會各界亦期望政府能讓市民更多參與我們這

個城市的規劃工作，政府在二零一一年二月公布新《市區重建策略》，提

出在市區更新早期規劃階段採取「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的工

作方針，並推出新猷，在舊區設立「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 下稱「諮詢

平台」)，以強化地區層面的市區更新規劃。

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

二零一一年六月，當局在九龍城這個有大量失修舊樓的地區成立首個諮詢

平台作為試點。九龍城諮詢平台的任期為三年，由一位熟悉市區更新事務

的資深工程師擔任主席，成員來自區內各階層，包括區議員、分區委員會

委員、在區內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的中心主管、相關界別的專業人士，以及

市區重建局和政府相關各局／部門的代表。規劃署負責為諮詢平台提供秘

書處服務及專業支援。

「 以 人 為 先 ， 地 區 為 本 ， 與 民 共 議 」

的 市 區 更 新 工 作 方 針

─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地 區 諮 詢 平 台 的 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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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九龍城區制訂以社區為本的市區更新計劃

實質上，九龍城諮詢平台的職責是為九龍城區制訂市區更新計劃，以供政

府考慮，當中包括確定適合進行重建及復修的範圍，以及就保育和活化項

目提出建議，以締造優質的居住環境。

九龍城諮詢平台的職權範圍

  根據二零一一年公布的《市區重建策略》，以全面及綜合的

方式，就九龍城區內的市區更新計劃，經發展局局長向政府

提供意見，包括配合市區重建局的核心業務而建議重建及復

修的範圍，以及就保育和活化的項目提出建議，以締造優質

的城市環境

  在過程中，透過「市區更新信託基金」的撥款，進行及監督

廣泛的公眾參與活動、規劃研究、社會影響評估及其他相關

研究

  監察已選定須予推展的重建、復修、保育和活化項目的落實

進度

  擔當公眾教育的角色，通過為各有關持份者而設的外展計

劃，與地區建構市區更新合作夥伴關係

為九龍城區制訂以社區為本的市區更新計劃，是九龍城諮詢平台的一大挑

戰。九龍城諮詢平台認定社區的參與對制訂市區更新計劃極為重要，故廣

邀社區內各界參與其事，務求能清晰反映他們在市區更新議題的訴求和優

先次序，並揉合專業意見，

向政府提出富當區特色、

反映區內人士意願和整體

社會利益的九龍城市區更

新計劃。為確保工作公開

透明，九龍城諮詢平台的

會議全部公開，歡迎市民

旁聽。

九龍城諮詢平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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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的必要環節

制訂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的過程需要委託顧問進行規劃研究，以協助九龍

城諮詢平台擬訂以地區為本且切實可行的市區更新方案。由於這是為社區

而設的計劃，因此也必須廣邀社區內各界參與其事，務求在制訂計劃的過

程中能凝聚共識。另一項同樣重要的工作是確定這些方案對社區可能造成

的社會影響，並提出合適的紓緩措施。因此，規劃研究、公眾參與和社會

影響評估是制訂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的必要環節。這三項工作同期進行，

而負責的人員亦會彼此交流和提供資料，互動合作。

 

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制訂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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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研究

規劃研究旨在協助九龍城諮詢平台制訂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工作範圍包

括確定適合進行重建及復修的行動區、建議保育和活化項目，以及提出可

行的實施機制。在制訂計劃的過程中，顧問參考了在兩個階段廣泛公眾參

與收集到的意見，以及同期進行的社會影響評估的結果。

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建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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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按照九龍城諮詢平台秘書處根據九龍城區議會於二零一零年完成的「九

龍城市區更新地區願景研究」所收集的地區人士意見而擬備並獲九龍城諮

詢平台通過的市區更新初步方案，並參考在二零一二年八月至九月進行的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中收集到的公眾意見，以及第一階段社會影響評估的結

果，制訂出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初稿；然後以此為依據，在二零一三年四

月至六月進行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諮詢公眾，接着再參考收集到的意見和

第二階段社會影響評估的結果，修訂和調整市區更新計劃初稿，整合成為

市區更新計劃定稿，提交九龍城諮詢平台考慮。

 

公眾參與

為制訂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而進行的公眾參與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公

眾參與旨在徵詢公眾對市區更新初步方案及進行更新的優先次序的意見，

並找出可能會受影響的持份者，以了解他們對初步方案可能產生的社會影

響的看法。第二階段公眾參與則收集公眾對市區更新計劃初稿所提出建議

的回應，以及他們對社會影響紓緩措施方向的意見。兩個階段的公眾參與

活動概述如下：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
( 二零一二年八月至九月 )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 二零一三年四月至六月 )

9 場聚焦小組討論 ( 參加者 370 人 ) 4 場聚焦小組討論 ( 參加者 587 人 )

3 次導「想」團暨工作坊
( 參加者 63 人 )

5 次以工作坊形式進行的專題討論
( 參加者 207 人 )

2 場公眾論壇 ( 參加者 111 人 ) 1 場公眾論壇 ( 參加者 64 人 )

7 場為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
其他團體舉行的簡介會

6 場為法定機構、諮詢組織
及其他團體舉行的簡介會

巡迴及流動展覽 巡迴及流動展覽

面談式問卷調查
( 完成問卷 1 222 份，其中 1 018 份
的回應者為九龍城區居民。)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 

在九龍城獅子石道舉行流動展覽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  

導「想」團暨工作坊 ( 歷史再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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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評估

進行社會影響評估，目的是確定並評估規劃研究所建議的市區更新計劃的

社會影響，並針對有關社會影響提出紓緩措施，以納入市區更新計劃內。

社會影響評估分為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社會影響評估 包括編製社區概覽和進行問卷調查，旨在評估

市區更新初步方案對區內受影響羣組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根據二零一一

年人口普查的數據、訪問持份者所取得的資料、實地考察受影響地區的結

果及聚焦小組的意見編製的社區概覽，旨在剖析受市區更新初步方案影響

地區的民生狀況，而問卷調查則對受初步方案影響地區的持份者進行深入

的調查，並完成了 1 139 份問卷。透過問卷調查，九龍城諮詢平台得以更

深入了解這些持份者的背景及居住／營商情況、市區更新方案可能對他們

造成的社會影響、他們的反應，以及所需紓緩措施。為配合其他族裔社羣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 

公眾論壇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社區工作坊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在家維邨舉行巡迴展覽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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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中文問卷翻譯成英文、泰文和烏爾都文等其他語言。第一階段社

會影響評估識別出可能受影響的羣組，包括業主、租戶、少數族裔 ( 主要

為印度、巴基斯坦及泰國裔人士 ) 及天台屋居民，並對這些羣組可能受到

的社會影響作出評估。

第二階段社會影響評估  此階段的評估是根據社會狀況調查的結果及在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收集到的意見，更新第一階段社會影響評估的結果，然

後提出適切的紓緩措施。顧問為特定羣組 ( 包括修車工場和殯儀及相關行

業的經營者 ) 舉行聚焦小組討論，以詳細研究市區更新計劃初稿對他們的

影響。顧問建議按三個方向制訂紓緩措施，以減輕受影響羣組所受到的影

響，並在第二階段公眾參與就此諮詢公眾。這三個方向包括設立一站式支

援及資訊中心、推廣現有政策並繼續發展現行的支援計劃，以及連繫區內

的組織及機構。在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中，公眾對擬議的三個方向反應良好。

顧問其後對有關市區更新的現有支援服務及措施進行檢討，找出可能存在

的服務空隙，以優化紓緩措施。顧問在考慮所收集到的公眾及政府部門意

見後，便就紓緩措施作出定案，並將之納入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內。

 

新工作方針的啟示

經過兩年半的努力工作，九龍城諮詢平台完成了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的制

訂工作，並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將計劃提交政府考慮。在九龍城市區更新計

劃的制訂過程，為如何實踐「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的新工作

方針提供了一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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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平台成員在制訂計劃過程中的積極參與

在擬備市區更新計劃的過程中，九龍城諮詢平台的成員除了以九龍城諮詢

平台秘書處和顧問提供的資料作為參考基礎外，還進行了多次實地視察，

了解九龍城區的樓宇和民生狀況，以及該區現有的問題和受關注事項。諮

詢平台成員亦透過研究公眾意見書的內容，以及與持份者及區議員傾談，

從而向地區人士收集資訊。此外，他們亦積極參與兩個階段的公眾參與活

動，聆聽市民的意見，務求能以地區為本，制訂突顯九龍城區特色並反映

區內人士訴求的市區更新計劃。

其後，市區更新計劃中的一些方

案亦因應公眾提出的意見而作出

修訂。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發覺

到，要在制訂計劃時了解當區問

題和關注事項的 佳方法就是走

進社區，親眼觀察，並與居民交

談，藉此取得第一手的資訊。

令公眾廣泛參與的策略

為不同羣組包括沉默大多數舉辦活動

為個別小區／社區內受影響居民而設的聚焦小組討論，可以收集地區人士

對當區而制訂的市區更新方案的詳細意見。以工作坊形式舉行的專題討論，

邀請區內居民、專業人士及學者就有關小區的特定議題／方案進行討論，

既能收集到較有系統和整全的意見，亦能凝聚各界對個別方案的共識。在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進行的面談式問卷調查，主要以九龍城區居民和廣大市

民為對象，就他們對各方案的普遍接受程度進行定量分析。此外，我們亦

為不同的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和其他團體舉辦了多場簡介會，包括城市規

劃委員會、九龍城區議會、海濱事務委員會、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轄下

的規劃小組委員會、相關的專業學會及非政府機構等，務求能夠收納更多

界別的專業意見。

諮詢平台成員進行實地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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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宣傳

九龍城區的長者、新移民和少數族裔人口比例高於全港平均水平。因此，

除了一般的宣傳工具 ( 例如海報、公眾參與摘要、單張、報章及電台廣告 )

外，還特意為區內非政府機構及社會服務團體舉辦簡介會，請他們協助向

這些羣組傳達市區更新方案及公眾參與活動的訊息，讓他們在公眾參與進

行期間能協助接觸社區內可能受影響羣組中的弱勢社羣，亦備有以少數族

裔語言印製的宣傳單張，例如烏爾都文、旁遮普文和泰文。在第二階段公

眾參與進行期間，諮詢平台使用香港郵政通函郵寄服務，以確保區內受影

響的居民和商戶得悉 新的相關資訊。諮詢平台還利用流動展覽車舉行巡

迴及流動展覽。在公眾參與進行期間，展覽車停泊在人流暢旺的地點，有

助提升市民對諮詢平台及其工作的認知程度，亦令諮詢平台的工作更深入

社區。透過上述宣傳工作，第二階段公眾參與的公眾反應較之前更為踴躍。

讓公眾了解及支持諮詢平台的工作

公眾在初期對諮詢平台的工作有所誤解，以為九龍城諮詢平台是政府組織

或隸屬市區重建局，而公眾參與亦只是另一次沒完沒了的諮詢，當局並無

誠意開展市區更新。九龍城諮詢平台為了讓市民認識其職能及工作，在舉

辦公眾參與活動時會善用每一個機會，向區內持份者闡釋其角色，當中包

括區議員及相關地區人士。諮詢平台的公眾教育工作亦包括為學校／地區

團體舉辦有關市區更新的講座／工作坊。在諮詢平台不懈的努力下，持份

者起初的懷疑態度已有所改變，與諮詢平台逐步建立起互相了解的關係。

雖然九龍城諮詢平台仍未能如持份者期望般成為執行計劃的機構，但持份

者尊重諮詢平台在制訂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的過程中所擔當的諮詢組織角

色，亦積極提出他們對市區更新方案的意見。公眾明白他們給予市區更新

計劃的支持越多，計劃得以落實的機會也越高。

市區更新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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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確定社會影響及就社會影響紓緩措施進行諮詢

在香港，社會影響評估通常會在某

項計劃或項目有決定之後才展開。

九龍城諮詢平台就九龍城市區更新

計劃而進行的社會影響評估則在早

期計劃初議階段已經展開，即是在

九龍城諮詢平台尚未提出任何實質

的市區更新建議之前已展開，並在

制訂計劃的過程中持續進行。從九

龍城諮詢平台進行社會影響評估的

經驗，證明及早確定市區更新計劃

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有助顧問在擬定計劃時加進一些元素，以紓緩可能產

生的社會影響，並提出合適的紓緩措施。以修車工場為例，社會影響評估

在早期已確定假若十三街 1 和五街 2 進行重建，現時在該處開設修車工場的

經營者和僱員生計將受到負面影響。在聚焦小組討論過程中，顧問理解到，

如果該區進行重建，這些人士希望可以繼續經營，同時亦明白為他們尋覓

合適地點搬遷的重要性。其後，規劃研究顧問根據社會影響評估的結果，

建議興建多層汽車維修中心，以滿足這些可能受影響的經營者的需要。社

會影響評估亦收集了持份者對擬議紓緩措施的意見，以了解他們對這些措

施所採取方向的接受程度。整體而言，持份者的反應頗為正面，而他們的

意見對顧問擬備提交予九龍城諮詢平台考慮的方案有莫大的幫助。

社會影響評估

1 十三街是一個統稱，涵蓋土瓜灣合共 13 條街道的範圍，即馬頭角道、木廠街、龍圖街、鳳儀街、

鹿鳴街、麟祥街、鷹揚街、鵬程街、鴻運街、蟬聯街、燕安街、駿發街及鶴齡街。

2 五街是一個統稱，涵蓋土瓜灣合共五條街道的範圍，即明倫街、忠信街、興賢街、興仁街和馬頭

角道。

九龍城諮詢平台是根據新《市區重建策略》推行的先導項目，也是首個試

點。九龍城諮詢平台採用嶄新的組成及運作方式，以實踐「以人為先，地

區為本，與民共議」的市區更新工作方針。九龍城諮詢平台在二零一四年

一月向政府提交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後，會對本身的工作進行檢討。相信

透過九龍城諮詢平台的經驗，能夠就市區更新規劃的新工作方針給予我們

一些啟示。

總結

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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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農圃的多個不同地點 :

  城市當中 ( 市區內 ) 或周邊地區 ( 市區外圍 )

  居所或非居住的地方 ( 例如工廠大廈或辦公室 )

  私人土地、公共土地 ( 例如公園 ) 或半公共土地 ( 例如學校或公

用天台 )

  室內 ( 不同樓層：例如天台、地底等 ) 或室外

城市農圃的多種不同形式 :

  大小不一，經營規模各異

  種植處不同，例如農地、容器、盆、架等

  農作方法不同，例如水耕、水產養殖、園藝及／或畜牧等

城市農業是指在城市當中及周邊地區種植農作物和飼養牲畜。有別於鄉郊

地區的農業，城市農業融入城市結構當中，而且可以在多個不同的地點、

以多種不同的形式和農作方法發展。城市農業能在社會、經濟和環境三方

面帶來協同效益，是促進可持續城市發展的一個主要元素。

城市農業的興起

事實上，這亦是全球很多城市新興的趨勢。有見及此，規劃署內部進行了

一項研究，探討城市農業在幫助振興本地農業及促進可持續城市發展方面

的潛力。這項研究旨在探視海外和本地城市農業的特質，務求從中得到啟

示，摸索出城市農業未來在香港的發展路向。

城 市 農 業 研 究 ：
  對 香 港 的 啟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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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經驗

這項研究參考了世界各洲的城市農業個案。

北美洲方面，美國環境保護局推行了一項棕土計劃，協助社區利用棕土作

社區農圃等用途。其中，西雅圖市政府與 P-Patch Trust 機構合作，以「由

下而上」的方式發展社區農圃。先由當地居民找出適合作社區農圃的地點，

再請市政府提供技術上的支援和意見。芝加哥則有一個知名的直立農圃 - 

The Plant。此農圃由肉類包裝工場改裝而成，以社企形式運作，主要分

為三個部分，一為直立農圃，養殖金山鯽和種殖水耕蔬菜；另一為手工製

作食品廠，包括糕餅店、康普茶 (kombucha) 廠及啤酒廠；而第三部分則

是關於可持續食品生產系統的研究及教育中心。在加拿大，亦有不少類似

的城市農圃。

歐洲方面，英國的 Cultivate London 和 Edible Public Space 等組織

分別將倫敦和利茲的廢置空地發展為食品生產場地。西班牙巴塞隆那亦有

私人組織 ( 如 Huertocity.com) 協助當地居民在居所附近開闢小型農圃。

將空置停車場改為城市農圃。

城市農業在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協同效益



464646

非洲方面，摩洛哥政府與德國政府合作，在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推行一個

城市農業項目。鑑於未來城市發展的氣候環境將受到改變，而城市與鄉郊

原本清晰的分界會變得模糊，這項計劃的目的正要探討城市農業在這種城

市發展模式中所發揮的作用。該項目包含產業、民居、市郊旅遊及健康食

品生產，有系統地詳細分析四者的關係。

亞太區方面，在東京的商業中心，有建築物設置室內稻田，另外亦有地底

有機農圃。在新加坡，Sky Greens Company 和政府的農糧獸醫局共同研

發了一個由多個「A」形塔組成的垂直農業系統。研發此系統，是要配合農

糧獸醫局的指示，加強新加坡安全食物供應的穩定性，以及確保食物安全。

將空置停車場改為城市農圃
( 圖片鳴謝：Cultivate London , www.cultivatelondon.org)

海外城市農業項目的共同之處

  進行的地點和形式多樣化

  能活化老舊社區和善用城市土地

  能支援當地經濟

  能提供就業、培訓及教育機會

  有助解決食物安全問題

  推廣可持續的食物生產方式：減低食物里程、遵照可循環再

造為原則，以及鼓勵創新及研發

  強調健康和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建立包容社會，促進社區參與和自給自足的精神

  政府機構擔當推動者的角色

  政府與非政府機構和地區人士共同合作



4747

本地經驗分享

近年，香港市區和周邊地區湧現了不少城市農圃，當中包括政府和私人

項目。

政府項目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多年來推行綠化香港運動，包括綠化校園計劃及社區園

圃計劃，至今已在各區公園設立逾 20 個社區園圃，藉此鼓勵市民參與城市

農耕活動。

漁農自然護理署是另一積極推廣城市農業的部門。該署與蔬菜統營處合

作，將「全環控水耕」的種菜技術引進香港。香港首個「全環控水耕研發

中心」設於長沙灣，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開始運作，目的是介紹這種先進

的蔬菜生產技術，促進香港的農業發展。全環控水耕不受天氣影響，能穩

定地生產安全及優質的蔬菜。這種水耕種植場可設於多個不同地點，例如

工廠大廈。

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內的水耕栽培架

私人項目

除政府外，本地一些志願團體、社區組織和商業機構亦十分積極推行城市

農耕項目。我們曾訪問一些這類項目的經營者，聽取了不少寶貴的意見。

其中一個項目是位於土瓜灣的「通天農場」。此農圃附屬於電影文化中心

( 非牟利藝術機構 )，是香港首批天台農圃之一。此農圃為區內居民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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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成本營運，工作人員皆為

義工。經營者建議政府可考慮

在各區公園或空置的土地劃

出更多地方，暫時撥給本地的

慈善團體或非政府機構作推

廣城市農業之用。

通天農場在天台農圃利用棄置床架種植

都市綠洲和心靈綠洲

「都市綠洲」是一個利用空置土地闢設城市農圃的好例子。此項目由紥根

於觀塘的非牟利非政府機構 -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推進的。基督教家庭服

務中心以短期租約形式向政府租用土地 , 以闢設城市農圃。此項目包括一

個面積頗大的城市農圃 ( 都市綠洲 ) 和一個園藝治療花園 ( 心靈綠洲 )，目

的是透過種植活動，推廣更接近大自然的生活模式和促進社會和諧，並利

用園藝進行心靈治療。經營者在設立城市農圃初期遇到很大困難，故建議

政府可助協調相關部門，幫助有意闢設城市農圃的機構解決開展項目初期

可能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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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處銅鑼灣商業樞紐的希慎廣

場，在其商場及辦公大樓的天

台 上 添 置 農 圃。 為 了 闢 設 農

圃，發展商不惜支付額外的費

用修改大廈的設計。經營者建

議政府檢討相關的監管架構，

以便利商業樓宇發展類似的綠

色項目。
希慎城市農圃

( 圖片鳴謝：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

以上所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例子，但已給我們不少啟示，有助於我們進行

這項研究。

值得深思的啟示

為方便評估城市農業在香港發展的潛力，我們就其優點、缺點、機遇和威

脅 (SWOT) 進行了分析，有關結果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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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分析，推廣城市農業的關鍵元素綜合如下：

(1) 融和取態：推廣城市農業帶來規劃裨益，即使農業只佔本地居民總收

入的一小部分，卻能促進可持續的城市發展。城市農業本身很靈活，

可配合城市環境，在多個不同的地點以多元方式發展。因此，在進行

社區規劃時，可多考慮如何讓農業活動融入城市結構中的不同部分，

促進城鄉共融。

(2) 全面探討：應全面探討城市農業與相關活動所帶來的協同效益，例如

城鄉共融發展、綠色生活、綠色旅遊、教育、社區參與等。

(3) 創新研發：城市農業漸趨專業化，許多城市也在推動相關的研發工

作。香港作為全球城市，可進一步探討發展相關潛力的空間及方法。

(4) 規劃和土地用途政策：根據香港的規劃情況，可進一步研究推行一套

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農業與土地政策的可行性，例如預留合適的處

所作城市農業用途，以及提供合適的農業基礎設施。其中一個可研究

的範疇是探討可否把公園、空置的政府土地或美化市容地帶內的地方

用於發展城市農業，以及探討能否發展與城市農業相輔相成的用途，

例如利用城市地下空間，把回收的廚餘轉化為堆肥，用於城市農業，

這樣亦有助解決都市廚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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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城市農業在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愈來愈重要。不過，香港的土地資源畢竟有限，社會各界對土地的需求殷

切。因此，要推展城市農業，必須進一步研究海外發展城市農業的經驗能

否有效地應用於香港，以及發展城市農業需要哪些配套措施和體制上的安

排才能配合，讓香港城市發展的同時，農業也能融入其中，共同發展。

 

結論

跨界基建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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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組織圖載於附錄一。

* 包括放取退休前假期人數

本署負責制訂、監察及檢討市區和鄉郊地區的規劃政策和圖則，以及執行

有關的工作，並處理所有涉及全港的長遠發展策略和地區層面的土地用途

規劃、發展管制，以及執行規劃管制。

本署亦為城市規劃委員會 ( 下稱「城規會」) 提供專業支援及秘書處服務，

俾使城規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的規定，履行其法定規劃職能。市民大

眾如欲進一步了解城規會的工作詳情，可瀏覽城規會的雙年報。

關 於 本 署

主 要 職 責

本署擬備全港發展策略和地區層面的各類法定和部門內部圖則。在擬備這

些圖則時會參考《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規 劃 體 系

香港 2030 提供慨括的規劃大綱，作為發展和進行策略性基礎建設的指引，

並為擬備地區圖則提供基礎。

13 / 13

247 / 244

184 / 183

146 / 146

219 / 218

城市規劃師

其他專業人員 ( 例如工程師、園境師 )

測量主任

技術主任

一般及其他

809 / 804

職系 人手編制／在職人數 *

合計

全港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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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大綱圖

詳細藍圖

法定圖則

全港發展策略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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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留 土 地

預留土地作公營房屋用途

預留土地作休憩用途

預留土地作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

預留土地作商貿發展預留土地作商貿發展

法定圖則

部門內部圖則

本署協助城規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的規定擬備有法定效力的分區計

劃大綱圖及發展審批地區圖。其主要功能如下：

  透過列明土地的准許用途及發展規範，以規管發展；

  預留土地作各類用途的發展；以及

  為新界鄉郊違例發展作出執行管制及檢控。

本署亦擬備部門內部圖則，如「發展大綱圖」及「詳細藍圖」，提供更詳

盡的規劃參數。

本署透過擬備規劃圖則，預留合適土地作各類用途，在滿足社會和經濟需

求之餘，亦同時減低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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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區 更 新

規 劃 研 究

重建前

市建局前灣仔街市重建項目 ( 壹環 )

重建後

本港部分地區有很多殘舊失修又缺乏基本設施的樓宇。為善用珍貴的土地

資源，並改善市區內破落舊區的居住環境，規劃署與市區重建局及其他相

關各方緊密合作，規劃和處理各個重建發展、樓宇修復、舊區活化及文物

保育項目，以改善本港市區的建築。為配合不斷轉變的社會情況及回應市

民的期望，政府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公布新的《市區重建策略》。新策略採

用「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的方針，作為本港市區更新工作的

指引。為加強在地區層面的市區更新規劃工作，政府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在

九龍城設立了首個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任期為三年的九龍城市區更新

地區諮詢平台由專業人士及區內人士組成，主要負責以全面及綜合的方式，

向政府建議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透過進行規劃研究、社會影響評估及兩

個階段的公眾參與，九龍城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已制訂九龍城市區更新

計劃，並在二零一四年一月提交政府考慮。

在制訂發展策略和規劃標準，以及在擬備規劃圖則時，規劃研究是不可或

缺的一環。有關研究主要就規劃問題，意向或概念進行調查，探討理據及

加以分析。同時，規劃研究也可作為制訂和評審規劃建議的基礎。本署於

二零一三年進行的規劃研究載於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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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署的使命是使香港成為安居樂業的地方。本署自行研發了一個名為「以

地理資訊系統為基礎之選址工具」（下稱「選址工具」）的地理資訊系統

應用程式，協助規劃師在土地短缺的情況下，尋找合適的土地作不同類型

的發展。

繼 榮 獲 2012 香 港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獎 和

2012 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共三個獎項，

「選址工具」於本年度再榮獲「2013 香港

規劃師學會周年大獎」頒發的優異獎。大

獎評審團認為「選址工具」的設計具原創

性及應用容易。「選址工具」不但運用相

關和有效的地理資訊系統科技，以提升規

劃工作的成效，更適時回應了增加土地和

房屋供應的需求。

獲 得 的 獎 項

2 0 1 3 香港規劃師學會周年大獎

「2013 香港規劃師學會周年大獎」

優異獎

頒發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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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中環愛丁堡廣場三號的展城館在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正式開幕。展

城館不單以生動活潑的方式，介紹香港在規劃和基建項目方面的獨有成就

和未來願景，更讓公眾參與規劃香港日後的可持續發展，並就這方面教育

他們。二零一三年，展城館繼續擔當重要的角色，接觸社會各界，宣傳香

港的城市規劃，同時發揮窗戶的功能，向海外和內地的參觀者展示香港作

為亞洲國際都會的規劃和發展。

展 城 館

引言

參觀者

二零一三年，展城館接待了大約 125 900 位參觀者，每月平均約 10 500

人，當中約 61% 沒有預約，約 39% 則是團體參觀者。

展城館 － 每月參觀人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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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城館提供導賞服務，並接受團體預約，對象包括學校、社區、長者兒童

及青少年中心、本地旅行團、旅行社、區議會、與「建築導賞遊」( 香港

旅遊發展局與香港建築師學會合辦的活動 ) 有關的參觀團，以及由大學／

院校舉辦或經其他方面轉介的本地、內地和海外參觀團。展城館共接待了

1 012 個參觀團，當中 374 個 (7 556 位參觀者 ) 使用了導賞服務，638 個

(41 943 位參觀者 ) 則沒有使用。參觀團的類別載於下圖。

展城館提供一個平台，向內地和海外代表團展示香港的規劃和發展。二零

一三年，展城館接待了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禮賓處和領事館轉介給規劃

署合共 46 個內地和海外貴賓團 ( 包括政府官員和專業人士 )，參觀者約

600 人。

展城館 - 參觀團體類別 (2013)

2013 年 5 月 7 日

雲南省省長到訪

參觀團體類別

本地遊團體
4 2 %

其他
9 % 教育機構

1 8 %
內地訪客   6 %

海外訪客   3 %

非政府組織
2 2 %

2013 年 11 月 1 日

瑞典馬爾默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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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城館與不同組織合作，舉辦專題展覽和相關的工作坊，對象為社會各界，

包括弱勢社羣和少數族裔人士。我們的合作伙伴包括區議會、本地和海外

的設計院校、專業團體、政府各局／部門、非政府機構及本地藝術家。自

二零一三年年初開始，我們推出了一系列以「城市印象」為主題的展覽、

工作坊和比賽，以提高公眾對香港這個城市的認識，該些活動得到各界的

熱烈支持。

節目及活動

2013 年 10 月 16 日

大連副市長

2013 年 11 月 6 日

莫斯科副市長

專題展覽：城市印象 @ 尖沙咀

2013 年 3 月 27 日至 6 月 17 日



646464

「城市印象 @ 你我社區」工作坊

2013 年 7 月至 8 月

建構新生活   2013 年 8 月 3 日

「城市印象 @ 你我社區」攝影比賽頒獎典禮

2013 年 11 月 30 日

中學組得獎者合照

此外，展城館為政府部門，專業團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提供場地，舉辦各

種與規劃及基建有關的展覽、講座、工作坊及公眾參與論壇。二零一三年

共有 16 項活動在展城館舉辦。

「我們未來的鐵路」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

日期：2013 年 3 月 16 日

主辦單位：運輸及房屋局和路政署

「飛躍啟德」城市規劃

及設計概念國際比賽開展儀式

日期：2013 年 11 月 28 日

主辦單位：發展局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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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猷

展城館學生大使計劃

為加強展城館導賞服務的專業元素，並為香港大學修讀規劃課程的學生提

供培訓機會，我們推出了展城館學生大使計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我們

招募了十名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的研究生擔任展城館學生大使，他

們由二零一四年一月起，義務為展城館的參觀者提供導賞服務。這項計劃

有助增加導賞服務的次數，讓

我們能更加善用展城館，提高

社會各界對規劃事務的認識，

並向公眾進行這方面的教育。

這項計劃亦為參與的學生提供

極好的培訓機會，讓他們接觸

到更多 新的規劃議題和項目。

展城館學生大使迎新日導賞團訓練

2013 年 12 月 12 日

展城館應用程式 2 . 0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底，展城館推出「展城

館應用程式 2.0」。此應用程式是一站式

的資訊及導覽工具，結合了嶄新的流動科

技。此創新的自助語音導賞及資訊應用程

式改革並優化了展覽場地傳統的導賞方

式，使參觀者體驗到創新、互動和更方便

的導賞服務。使用者／參觀者只要下載此

應用程式，便可按個人興趣在館內四處參

觀、自行編排參觀路線，並接觸互動展品。

這樣的導賞方式可給予使用者／參觀者更

多個人空間，使他們整個參觀過程更貼合

個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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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承諾通過制訂規劃政策和標準、擬備和實施規劃圖則，以及在部門推

行辦公室環保措施，以促進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為香港市民締造更美好的

環境。為了維持我們在環保工作方面的良好表現，我們將會：

  充分考慮所有規劃工作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協助建設優質生活環境和保護天然環境，並鼓勵進行達至環境效益的

發展； 

  執行《城市規劃條例》的規定，取締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的違例發展； 

  遵守有關保護環境的條例的規定；

  加深公眾對環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認識；

  締造整潔、健康和安全的辦公室環境，推行環保內務管理措施，並通

過培訓和宣傳，加強員工的環保意識；以及

  定期檢討部門的規劃工作和辦公室運作涉及的環境問題和對環境造成

的影響，並逐步擴大部門的環境管理系統。

環保政策

環境管理機制

規劃署應用環境管理機制，務求在規劃、實施和監察部門的環保措施和計

劃方面，互相配合得宜。

規劃署管理委員會

  就部門的環保政策提供指示 

環境管理委員會

  通過檢討部門的環保政策以供規劃署管理委員會審批，以及檢討、實

施和監察部門的環保行動 ( 包括環境質素指標、目標和計劃 )，協助

逐步擴大部門的環境管理機制；

環 保 工 作 方 面 的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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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部門就其工作和辦公室運作而採取的環保行動的表現，並進行管

理檢討；

  提高部門人員的環保意識，評估培訓需求和提供有關意見，以培養他

們的環保習慣；

  監督部門環保報告的擬備工作；以及

  監督部門的環保內務管理委員會的工作。

環保內務管理委員會

  在部門內推出不同的環保內務管理措施，並監督有關措施的實施情況；

以及

  發布由環境管理委員會提供的環保資訊。

規劃署環保內務管理委員會繼續致力推廣和引進新的辦公室環保措施及加

強員工的環保意識。

繼過往十年，本署再次在二零一三年十月舉辦「舊物回收大行動」，收集

員工的舊物品，包括衣服、玩具、家庭用品、電器用具、和電腦器材等，

然後轉贈予有關慈善及回收機構，以鼓勵員工減少製造廢物和培養物品循

環再用的習慣。員工都十分踴躍參與上述環保回收活動，以幫助有需要的

人士。

委員會運用「員工激勵計劃」的撥款，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至十月

十五日期間舉辦「規劃署環保設計比賽－手提電話桌布」，以提高同事的

辦公室環保意識。得獎作品已經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電郵員工以推

廣環保意識。

環保內務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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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署環保設計比賽 - 手提電話桌布 :

冠軍

亞軍

季軍

環保內務管理委員會一直密切監察耗紙量及使用信封需求，並提醒各同事

注意環保，盡量減少紙及信封用量。二零一三年本署在紙張和信封用量方

面的辦公室環保管理工作如下：

  2013 年的耗紙量較 2012 年上升 10.0%，主要是由於印制城市規劃委

員會及公眾參與文件的新增耗紙量；以及

  2013 年的信封用量較 2012 年下降 10.3%。

其他措施包括：

  以拍賣方式處置 444 個舊碳粉盒；

  收集 22 166 公斤紙張，以供循環再造。於辦公室增設環保回收箱，

收集鋁罐和膠樽；

  收集共 21 箱舊物品 ( 包括衣物、手袋、皮鞋、玩具和家庭用品 )、25

件電器、2 部電腦、1 部手提電腦、3 部顯示器、3 部打印機以及一些

其他配件，轉贈提供回收再用服務的慈善機構；

  更換辦公室的普通光管 (T8) 成節能光管 (T5)，以節約能源。 後一

期工程已於二零一三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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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提醒員工避免選擇魚翅和其他瀕危物種作為公務宴會或職員聯誼

活動菜式；以及

  上載政府及本署表格的數碼檔案至內聯網，方便員工下載使用。

�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橋咀洲地質

公園、西貢鹽田梓一日遊，以提高員

工的環保意識

與保育有關的用途地帶

土地的缺乏，加上發展壓力與日俱增，令我們的天然環境備受威脅。透過

指定規劃圖則上的地帶，有助避免極具保育價值的地區出現不當的發展，

從而保護我們的天然環境。

截至二零一三年年底，新界區內約有 9 515 公頃土地 ( 約 21.5%) 在有關

的法定圖則上，被劃為以下與自然保育相關的地帶︰ 「自然保育區」、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郊野公園」、「海岸保護區」，以及「其他

指定用途」註明「綜合發展包括濕地修復區」，「綜合發展及濕地保護區」

和「綜合發展及濕地改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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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執行管制行動前，屯門藍地一「綠化地帶」上的違例發展情況

採取執行管制行動後，同一地點經清理及恢復原狀後的情況

就違例發展執行規劃管制

電腦輔助可持續發展評審工具

違例發展導致新界鄉郊的環境質素下降。一些違例發展，例如非法填土／

填塘、露天存放車輛、貨櫃、建築機械和建築材料，以及貨櫃拖架停放場

和工場等，不單對區內居民造成滋擾，還引致水浸、環境污染、交通擠塞

等問題，更可能危及公眾安全。為協助防止鄉郊環境進一步惡化，規劃署

有必要對違例發展採取執行管制和檢控行動 ( 請參閱附錄三有關規劃署在

二零一三年所進行的執行管制及檢控工作 )。規劃署亦進行了有關執行規劃

管制工作的公眾宣傳活動，包括在電視和電台播放宣傳短片／聲帶，派發

小冊子和海報，進行中學外展教育計劃，以提高公眾意識，例如讓他們認

識到規劃署會就違例發展採取執行管制及檢控行勳。

政府製作了一套名為「電腦輔助可持續發展評審工具」的電腦化決策支援

系統，以便協助評估各項重要的策略性政策和工程計劃對可持續發展的影

響。這套評審工具可就各項政策或工程計劃對不同界別的影響提供資料，

以供決策者參考。本署亦有採用該套工具，就那些可能會對本港經濟、社

會和環境狀況帶來重大或長遠影響的規劃圖則和重要規劃研究進行可持續

發展評估。在二零一三年，共有 38 個項目應用「電腦輔助可持續發展評審

工具」進行可持續發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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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已推行多項計劃和措施，向市民推廣可持續發展事項的概念，並鼓勵

他們參與城市規劃事務。我們亦致力為員工提供安全健康及良好的工作環

境，並給予員工個人發展的機會，以應付日後的挑戰。本署在二零一三年

推行的相關計劃和措施概述如下。

社 會 工 作 方 面 的 表 現

規劃署外展計劃

為達到「與市民共同規劃」的目的，本署就不少研究進行了廣泛的公眾參

與活動。年內，有五項研究進行了公眾論壇，目的是爭取社會的支持，以

及在這些研究的主要議題及提出的方案上建立共識。其中以「優化土地供

應策略：維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為題的公眾論壇安排了即場網上廣播，

方便未能出席論壇的市民收看，網上觀眾更可通過特設的討論區發表意見

或提出問題。

公眾論壇

中學外展計劃由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度開始推行，旨在讓公眾，特別是

年青一代有更多機會認識本港的城市規劃，以及知悉參與規劃事務的途徑。

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四年度的外展計

劃在九月正式開始。在探訪各校

時，本署會舉行展覽，向學生介紹

城市規劃在香港的情况，並贈予校

方一套資料；此外，本署亦會應學

校的要求向學生介紹一個由他們自

行選擇的城市規劃課題。

造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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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在多個區域的商場和公眾地方舉行展覽，讓公眾有更多機會了解規

劃署的工作。在二零一三年，我們共造訪了 50 所學校，並在 3 個商場和

31 個公眾場地舉行展覽。

規劃署設有一個流動展覽中心，

支援推廣外展計劃。該中心是一

輛石油氣操作的車輛，車身鮮黃

奪目。車上設有觸幕式電腦及等

離子顯示器，提供豐富的規劃資

訊。二零一三年，該中心探訪了

多個公共屋邨和公眾場地，亦為

學校探訪活動提供支援。本署亦

安排職員在中心內回答市民提問

和派發宣傳資料。

流動展覽中心

流動展覽中心

本署自一九九四年起，邀請公眾

人士加入服務對象聯絡小組。這

個小組的職責，是根據服務承諾

所載列的目標，監察本署的工作

表現；以及考慮改善本署服務的

建議，任期為兩年。年內，本署

為小組安排了定期會議和參觀活

動。

服務對象聯絡小組

服務對象聯絡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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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本署合共處理了的公眾查詢包括 19 497 宗透過電話或當面

提出的口頭查詢、1 642 宗屬於簡單的書面查詢、以及 1 026 宗屬於複雜

的書面查詢。上述統計數字已包括 68 宗根據《公開資料守則》提出的申

請。另外，全年共處理 1 079 宗傳媒查詢。超過 99% 的查詢都在本署服

務承諾所訂定的目標時間內處理。這些規劃資訊查詢所涉及事項的分類載

於下圖。

規劃資料查詢

年內，本署曾就各項規劃議題為不同團體 ( 例如內地和海外訪客 ) 舉行

了 70 場簡介會，其中的議題包括「啓德新發展區擬議地下購物街」、

「一九七三年後的新市鎮發展：沙田個案研究」及「私人發展項目休憩用

地的城市及園景設計」。

全港性規劃事宜  5%

規劃制度及程序  3%

規劃申請
30%

其他
17%

地區規劃事宜
45%

二零一三年公眾就規劃

事宜提出的查詢

本署的網站包含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在 2013 年錄得 11 096 741 的瀏覽人次。

規劃署網站

0

2

4

6

8

10

1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m
ill

io
n

Year
Hits

規劃署網站過去 10 年的點擊次數

萬

年

點擊



747474

員工的培訓

二零一三年，本署透過以下活動，擴闊員工的接觸層面，使他們能夠得知

新的規劃事宜和全球的規劃發展趨勢：

  1 324 人次參加 77 個本署舉辦與工作有關的課程及辦公室研討會；

  558 人次參加公務員培訓處及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的課程及研討會；

  124 人次參加 34 個本地會議；和

  35 人次離港參加巴塞羅那、

畢爾包、克利夫蘭、倫敦、聖

迭哥、新加坡、東京、悉尼、

青島和北京等地的 22 個會議

／課程／專題訪問。

部門員工

美國克利夫蘭國際都市發展協會高峯會

的可負擔房屋展覽

員工關係和福利

我們透過下列渠道與員工保持緊密聯繫：

  設有部門協商委員會，由 26 個職系的代表組成，每三個月舉行一次會

議，為職管雙方提供溝通的途徑；

  舉行特別會議，與各員工協會代表商討備受員工關注的事宜；

  出版員工通訊《規劃之聲》，報

道部門的工作成果、消息和員工

意見；� 

規劃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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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舉行蔬果日，推廣健康生活模式；

  舉辦健康飲食講座；

  舉行退休同事歡送會；以及

  於本署內聯網設立網上論壇，讓員工就健康、環境、資訊科技、個人

經歷，康體活動、工作／辦公室等事項，發表意見和分享心得。

蔬果日 歡送前總測量主任

推動殘疾人士就業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署共聘用了十五位殘疾人士。本署會

繼續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予殘疾人士，以助他們融入社會。

員工激勵計劃

長期優良服務獎勵計劃  

年內，本署向十五位員工頒

發 二 十 年 長 期 優 良 服 務 獎

狀，向十八位員工頒發三十

年長期優良服務獎狀，及向

一位員工頒發四十年長期優

良服務獎狀，以表揚他們多

年來的優良服務。

二十年長期

優良服務獎狀

三十年長期

優良服務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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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署職員同樂會

二零一三年，同樂會為所有員工舉辦了一連串的戶內及戶外康樂活動和聚

會，其中包括：

  羽毛球、足球和草地滾球活動 / 比賽；和

  「橋咀洲地質公園、西貢鹽田梓一日遊」

嘉獎信

2013 規劃署職員同樂會足球賽

嘉獎計劃

年內，本署向五位員工頒發嘉獎信。當中表揚四位

在過去工作表現持續優秀的員工，以及一位對改善

本署的效率和形象作出貢獻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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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樂會其中 大型的活動可算是「二零一三年規劃署聖誕聯歡會」，約有

470 名嘉賓及員工出席。聯歡會洋溢一片歡樂氣氛，出席者均大快朵頤，

盡興而返。

規劃署聖誕聯歡會

乾杯 !疊蘋果大賽

社區服務

主辦機構 活動

香港公益金

香港樂施會

香港地球之友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昂坪 360

公益行善「折」食日 2013

公益綠識日 2013

公益金便服日 2013

公益愛牙日 2013

新界區百萬行 2013

商業及僱員募捐計劃 2012 ／ 2013

樂施米義賣大行動 2013

樂施毅行者 2013

綠野先鋒 2013

昂步棧道 2013

年內，規劃署亦有參與一連串的社區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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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步棧道 2 0 1 3

綠野先鋒 2 0 1 3

參與社區服務

新界區百萬行 2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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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進行了全港規劃和規劃研究，包括跨界層面的研究，為香港的長遠發

展及投資提供指引和路向。

二零一三年，本署完成了「為香港空氣流通評估設立的電腦模擬用地通風

情況數據系統之顧問研究」及「改善沙頭角鄉鎮及鄰近地區研究」。「新

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亦已完成並公布經修訂的發展建議。

年內，本署就「南丫島索罟灣前南丫石礦場未來土地用途發展規劃及工程

研究─可行性研究」、「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勘查研究」及

「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勘查研究」進行了廣泛的公眾參與活

動。收集所得的公眾意見會在擬備發展大綱圖／發展建議時用作參考。

我們繼續進行與跨境規劃有關的工作。新一輪跨境旅運統計調查的試點研

究已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展開，收集關於跨境旅客行程和車輛行程特徵的

資料。

經 濟 工 作 方 面 的 表 現

全港規劃

地區規劃

在地區層面，本署進行地區規劃工作，包括執行各項法定的城市規劃職能，

以訂定合理的土地用途模式，從而推動和指引香港不同地區的發展。

本署亦擔任城市規劃委員會的執行機構，負責處理所有發展活動的規劃申

請。二零一三年，本署處理了 848 宗規劃許可申請、39 宗修訂法定圖則的

申請、598 宗修訂已核准計劃的申請、5 639 項發展建議，以及 2 381 項

租契條件／修訂和短期租賃／豁免書。上述計劃完成後，將有助促進香港

的經濟發展。







82

附 錄 一 ：
規劃署組織大綱圖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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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勘查研究

� 改善沙頭角鄉鎮及鄰近地區研究

�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規劃及工程研究－勘查研究

� 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研究

� 有關為進行本港空氣流通評估而設立電腦模擬地盤通風情況數據系統的研究

� 安達臣道石礦場未來土地用途規劃研究－可行性研究

� 九龍鑽石山綜合發展區的發展方案研究

� 前茶果嶺高嶺土礦場發展規

� 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

� 東涌餘下發展計劃的規劃及工程研

� 

� 元朗南房屋

� 古洞

附 錄 二 ：
二零一三年規劃署委聘顧問公司進行的研究

� 屯門４０區及４６區

� 銅鑼灣

� 

� 南丫島索罟灣前南丫石礦場未來土地用途發展規劃及工程研



2016201520142013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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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規劃檢討

－勘查研究

研究－可行性研究

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

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勘查研究

洞南規劃及工程研究－可行性研究

區和毗連地區規劃及工程研究－可行性研究

加路連山道用地土地用途及交通影響研究

二零一三 / 一四年跨界旅運統計調查

研究－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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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中止的個案數目

 ( 公頃 )

新界西北 141 (26.72)

納入法定管制的個案
數目 ( 公頃 )

42 (11.18)

新界東北 37 (4.19) 4 (0.21)

西貢 6 (0.33) 3 (1.40)

離島 1 (0.02) ---

總數 185 (31.26) 49 (12.79)

在二零一三年內，本署中央執行管制及檢控組共調查 1 707 宗在新界區的

涉嫌違例發展個案。其中有 395 宗被確定為違例發展。經本署採取執行管

制及檢控行動後，有 185 宗 ( 涉及約 31 公頃土地 ) 違例發展已中止。此外，

有 49 宗 ( 涉及約 13 公頃土地 ) 違例發展透過規劃申請制度，納入法定管

制之內。表 1 列出已中止或已納入法定管制的違例發展的個案數目及所涉

及土地的面積。

附 錄 三 ：

二零一三年執行管制及檢控行動的統計數字

表１ :   二零一三年內經採取執行管制行動後在各地區已中止
或已納入法定管制的違例發展個案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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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底各類違例發展的百分比

地區
露天
貯物 

( 公頃 )

新界西北 194
(36.0)

填土
／

填塘
( 公頃 )

60
(17.7)

新界東北 103
(18.2)

25
(9.6)

西貢 14
(0.8)

5
(1.0)

離島 --- 1
(0.1)

總數
311

(55.0)
91

(28.4)

存放貨櫃
／

貨櫃車拖
架停放場 
( 公頃 )

22
(15.4)

6
(0.8)

---

---

28
(16.2)

停車場 
( 公頃 )

35
(7.3)

21
(3.2)

2
(0.3)

---

58
(10.8)

工場
( 公頃 )

19
(1.9)

8
(1.3)

---

---

27
(3.2)

其他 
( 公頃 )

55
(18.3)

13
(2.8)

10
(1.0)

---

78
(22.1)

總數
( 公頃 )

385
(96.6)

176
(35.9)

31
(3.1)

1
(0.1)

593
(135.7)

表２ :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底在各地區的違例發展數目
（包括所涉及土地的面積）和種類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底，本署正對 593 宗違例發展採取執行管制行動。

表 2 載列違例發展 ( 包括所涉及土地的面積 ) 的地區分布情況及種類，而

圖表 1 則顯示各類違例發展的百分比。

露天貯物
50.4%

填土／填塘
15.6%

存放貨櫃／
貨櫃車拖架停放場

停車場  9.1%

工場    4.9%

其他
14.3%

5.7%



88

地區
警告信／
催辦信

( 個案數目 )

強制執行
通知書

( 個案數目 )

總數
3 292
(628)

1 730
(305)

恢復原狀
通知書

( 個案數目 )

445
(85)

停止發展
通知書

( 個案數目 )

---

完成規定
事項通知書
( 個案數目 )

1 746
(324)

新界西北 2 443
(431)

1 289
(217)

新界東北 745
(168)

406
(77)

西貢 100
(27)

35
(11)

離島 4
(2) ---

284
(45)

149
(37)

12
(3)

---

---

---

---

---

1 239
(208)

443
(100)

42
(11)

22
(5)

在二零一三年，本署向違例發展負責人共發出 3 292 封警告信／催辦信、

1 730 份強制執行通知書、445 份恢復原狀通知書及 1 746 份完成規定事

項通知書 ( 表 3)。

表３ :   二零一三年內在各地區發出的警告信／催辦信及
各類通知書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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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的根據
已定罪的
被告人數

個案數目

119 45

每個被告
罰款額範圍

---

每個被告
平均罰款額

---總數

第 23(6) 條 118 44

第 22(8) 條 0 0

第 20(7) 及
20(8) 條

1 1

$5,000 -
$243,600

---

$10,000

$51,821*

---

$10,000

* 平均罰款額只計入在 2013 年定罪的 94 名被告人，但不包括 24 名已定罪但未定罰款的被告人。

在檢控行動方面，當局在二零一三年內發出了 118 張傳票 ( 涉及 48 宗個

案 )。有 118 名被告 ( 涉及 44 宗個案 ) 由於未有遵從當局發出的通知書上

的規定，被法庭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下稱「條例」) 第 23(6) 條裁定有

罪。另外，有 1 名被告 ( 涉及 1 宗個案 ) 由於進行／繼續違例發展，被法

庭根據條例第 20(7) 及 20(8) 條裁定有罪 ( 表 4)。

表４ :   二零一三年內被裁定有罪的被告人數及罰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