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成立，隸屬民政事務局，負責為全港市民提供文康體設施和服務。 

 

本署舉辦並推廣各類為不同年齡人士而設的文康活動，以提高公眾欣賞藝術的興趣和能力，並令市民的生活更添姿采。本署的主要工作包

括提供康樂、園藝和市容設施、文物和博物館、表演藝術、公共圖書館等服務。 

康樂服務 

我們推廣多元化的康樂活動，並管理發展游泳池、公園、體育館和運動場等康體設施，為市民增添生活樂趣。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這些設施數目如下： 



 

在二零零三年，本署共舉辦了 140 項全港計劃和大型活動，包括普及健體運動、工商機構運動會和先進運動會。此外，由社區體育會計劃、

體育發展計劃和體育資助計劃舉辦／資助的活動分別有 656 項、876 項和 

5 524 項。 

園藝和市容設施 

我們致力保護大自然，推動綠化香港的工作，並在轄下公園和全港主要道路路旁廣植花草樹木。在二零零三年，我們轄下的美化市容地帶

面積達 1 531 公頃，種植樹木、灌木、年生植物約 308 萬棵。此外，我們還舉辦了共 2 680 項活動，以加強市民愛護樹木的意識，並鼓勵

市民參與綠化環境活動。在二零零三年，參與這些活動的市民約有 1 151 249 人次。 

文物和博物館 

我們負責保存文物，提供各類博物館服務，藉以提高市民對欣賞文物、藝術和文化的興趣。在二零零三年，我們負責管理 13 間博物館，

包括一間電影資料館，並在博物館舉辦了 114 個展覽和 21 207 項教育推廣活動，參與其中的市民共有約 464 萬人次。 

表演藝術 

我們為市民提供文化設施和服務，並舉辦表演節目，以推廣藝術和文化。在二零零三年，我們共安排了 

4 060 項文化節目，包括音樂、舞蹈、歌劇、話劇和其他類型的表演藝術，吸引觀眾達 1 539 248 人次。此外，我們還舉辦了 656 項免費

地區文娛節目，吸引觀眾共 807 311 人次。另外，有 5 461 人參加了器樂訓練班和外展興趣班。 

公共圖書館 

我們負責管理全港的公共圖書館，提供並發展各類圖書館服務，以滿足市民在教育、資訊、研究和善用餘暇方面的需求。此外，我們還為

不同年齡人士舉辦圖書館推廣活動，鼓勵市民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我們負責管理 70 間公共圖書館；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各公共圖書館的藏書合共 890 萬冊、視聽資料 119 萬項。在二零零三年，市民外借圖書館資料達 5 860 萬項。 

 

 

環境目標 

本署的環境目標是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並藉　在全港各區提供不同類型的文康設施和舉辦多元化的活動，提高市民的生活質素。

由開展計劃以至部門管理／運作等各個環節，我們都會深入考慮種種環境因素，務求減少污染、節約資源和保護自然環境。 



環境方針 

為達到目標，我們致力： 

 推動綠化工作和推廣園藝活動； 

 保存文物古蹟； 

 提供環境宜人的休憩用地； 

 實施減少廢物和節約能源的措施；以及 

 在舉辦文康活動時盡量減少空氣和噪音污染。 
 
 

 

推動綠化工作和推廣園藝活動 

改善現有的園景區 

工作表現指標 

（二零零三年） 

實際工作表現 

（二零零三年） 

• 改善現有 32 公頃的園景區  • 已改善現有 32.2 公頃的園景區  

工作表現分析 

• 地區人員和區域園景組的同事戮力同心投放更多資源，改善各區的環境，超額完成了部門的指標。 

二零零四年的工作表現指標 

• 改善 33 公頃的園景區。 

• 選定 36 個顯眼的路旁市容地帶以進行改善園景工作。 

• 在分布各區的 12 座行人天橋擺放可移動的花盆，美化環境。 

• 在九幅總面積約六公頃的空置政府土地種植樹木、灌木、攀緣植物、地被植物和草地，加以綠化。 

需特別關注的範疇 

選種顏色鮮豔奪目的賞葉和顯花植物，以加強美化市容的效果。 

 

大型植樹計劃 

工作表現指標 

（二零零三年） 

實際工作表現 

（二零零三年） 

• 種植 4 萬棵樹木、300 萬棵灌木和年生植物  • 已達到指標（分項數字載於附件 I）  

工作表現分析 



• 通過與分區康樂事務經理定期舉行會議，得以及早解決計劃涉及的問題和限制。 

• 推行服務合約制度，並在合約內訂明由承辦商供應植物和提供人手栽種大型樹木，從而解決了採購大型開花樹木的問題。 

二零零四年的工作表現指標 

在二零零四年，我們會再種植 2 萬棵樹木，並訂下目標把種植灌木和年生植物的數目增至 310 萬棵。這個計劃的重點是種植開花樹木，藉

以增添四時色彩，美化環境。 

 

教育和推廣環保意識 

I. 為學校安排專人帶領參觀活動 

工作表現指標 

（二零零三年） 

實際工作表現 

（二零零三年） 

• 為 23 270 名參加者安排 630 項專人帶領參觀活動  • 已為 23 195 名參加者安排 627 項專人帶領參觀活動  

工作表現分析 

本署藉　安排由專人帶領的參觀活動，達到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表現指標。我們安排學生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九龍公園、香港公園、

屯門公園、大埔海濱公園、下壽臣山苗圃和洞梓苗圃。學生在參觀期間，獲專人講解關於植物的資料和簡單的植物培植方法，而講解的內

容也特別配合小學環境教育科的課程綱要。 

二零零四年的工作表現指標 

我們計劃在二零零四年為 23 270 名參加者安排 630 項參觀活動，並已通過教育統籌局的電子通告向全港各小學發出邀請信，邀請校方提

交申請。 

II. 園藝課程 

工作表現指標 

（二零零三年） 

實際工作表現 

（二零零三年） 

• 為 780 名參加者舉辦 26 個園藝課程  • 已為 780 名參加者舉辦 26 個課程  

工作表現分析 

我們藉　為市民舉辦園藝課程，達到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表現指標 

二零零四年的工作表現指標 

我們計劃在二零零四年為 780 名參加者舉辦 26 個園藝課程。我們會安排向傳媒發放新聞稿宣傳有關課程，並把課程資料上載於部門網頁。 

III. 為幼稚園學生舉辦戶外教育活動 

工作表現指標 

（二零零三年） 

實際工作表現 

（二零零三年） 

• 為 2 500 名參加者安排 65 項專人帶領參觀活動  • 已為 2 127 名參加者安排 54 項專人帶領參觀活動  

工作表現分析 

本署藉　安排由專人帶領的參觀活動，達到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表現指標。我們安排專人帶領幼稚園學童參觀九龍公園。學童在活動期

間，獲專人講解關於植物的一般常識，以及在參觀公園時應有的態度和禮貌。此外，我們也藉機會向參加者灌輸環保意識。 

二零零四年的工作表現指標 

我們計劃在二零零四年為約 2 500 名參加者安排 65 項參觀活動。 

IV. 小女童軍和女童軍興趣章研習班 

這個計劃為小女童軍和女童軍提供多元化的園藝和樹木培植課程，目的是向兒童灌輸自然保育的意識。參加者須參與小組討論和完成一項

專題作業。在過程中，參加者不僅獲導師講解關於植物和園藝方面的知識，更可學習解決問題的技巧。 



工作表現指標 

（二零零三年） 

實際工作表現 

（二零零三年） 

• 為 700 名參加者舉辦 27 個課程  • 已為 613 名參加者舉辦 21 個課程  

工作表現分析 

本署藉　為小女童軍和女童軍舉辦一系列自然保育課程，達到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表現指標。課程的內容與小女童軍和女童軍興趣章研

習班內容有關。本署通過一系列課程、講座、專人帶領參觀活動和實習活動向參加者灌輸自然保育意識。 

二零零四年的工作表現指標 

我們會應香港女童軍總會的要求，在二零零四年為大約 480 名小女童軍和女童軍舉辦 19 個自然保育課程。  

 

綠化活動 

二零零三年的工作表現分析 

除了推行大型植樹計劃美化香港市容外，本署還舉辦了一連串有關綠化的教育活動和社區參與計劃，提高市民的綠化意識。在二零零三年，

本署綠化運動組共舉辦了 2 236 項綠化活動，超額完成了舉辦 

1 250 項活動的工作表現指標。 

香港花卉展覽 

二零零三年香港花卉展覽由三月七日至十六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吸引了 55 萬人次入場參觀。本署舉辦花卉展覽的目的，是為提高市

民對園藝的興趣，並喚起他們對保護自然環境的意識。展覽共有超過 130 個本地和海外園藝組織參展，主要展品包括由園藝組織、苗圃和

花會設計的色彩繽紛的園景和花卉擺設、美不勝收的植物，以及參加個人和學校插花藝術比賽的作品。此外，展覽還為參觀者安排了不同

類型的教育活動、音樂表演和娛樂節目，內容豐富。 

社區種植日 

為培養市民的綠化意識，本署於二零零三年舉辦了 40 個社區種植日，共安排 10 185 名參加者在全港 

18 區種植 44 713 棵樹木和灌木，達到了舉辦 40 個種植日供 1 萬名市民參加的工作表現指標。 

綠化義工計劃 

這個計劃目的是在全港 18 區招募綠化義工，在公園和花園進行簡單的園藝護理工作，並在綠化推廣活動中擔任服務員。本署鼓勵綠化義

工參與綠化所屬社區的活動。在二零零三年，我們達到了安排 300 項志願綠化活動供志願人士提供 8 000 節志願服務的工作表現指標。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這個計劃不但資助學校和幼稚園在校園內推行植樹計劃和舉辦綠化活動，還安排園藝導師就植樹計劃提供技術意見，目的是讓學生通過參

與綠化校園計劃和活動，培養綠化意識。這個計劃深受歡迎，在二零零三年吸引了 746 間學校和幼稚園參加，已達到要把學校參與率提高

12%的工作表現指標。 

「一人一花」計劃 

這個計劃旨在提高學生對植物的認識，並培養他們對栽種植物的興趣。在二零零三年，本署分發了 27 萬棵幼苗予學生在家中栽種。 

綠化香港活動資助計劃 

這個計劃旨在鼓勵地方社區團體舉辦更多綠化活動。在二零零三年，有五個團體獲計劃資助舉辦綠化活動，已達到要資助五個團體舉辦綠

化活動的工作表現指標。 

學校公園園圃計劃 

這個計劃旨在向青少年推廣綠色文化，並幫助學生培養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責任感。本署選定了位於各公園或花園內合共 40 處地點，讓鄰

近學校的學生在本署人員和學校教師的指導下練習園藝。 

綠化展覽和講座 

在二零零三年，本署於九龍公園內新成立的綠化教育資源中心舉辦綠化展覽和園藝講座，以教育並喚起市民的綠化意識。本署共舉辦了 169

個展覽和講座，參加者達 9 964 人次。 

二零零四年的工作表現指標 



本署會通過一連串的綠化教育和社區參與計劃，向市民推廣綠色文化，並鼓勵他們參與綠化活動。在二零零四年，本署綠化運動組計劃舉

辦 2 245 項綠化活動，預計參加者超過 1 132 070 人次。二零零四年擬舉辦的綠化推廣活動概述如下： 

香港花卉展覽 

二零零四年香港花卉展覽定於三月五日至十四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預計參觀市民約有 555 000 人次。 

社區種植日 

我們會在二零零四年舉辦共 20 個社區種植日，吸引 6 000 人參與活動。 

綠化義工計劃 

本署會在全港 18 區招募市民擔任綠化義工，在本署轄下公園和遊樂場進行簡單的園圃保養工作，以及在本署舉辦的綠化活動中擔任服務

員。在二零零四年，我們會安排共 300 項志願綠化活動供志願人士提供 6 000 節志願服務。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在二零零四年，本署的目標是吸引 500 間學校和幼稚園參加這個計劃。 

「一人一花」計劃 

在二零零四年，本署會繼續分發 30 萬棵幼苗予學生栽種。 

綠化香港活動資助計劃 

在二零零四年，我們預計會接獲五份由地區團體遞交的資助申請，以舉辦綠化活動。 

教育素材 

在二零零四年，本署會把 50 種香港常見灌木的照片上載於部門網站，供市民參考。 

綠化展覽和講座 

在二零零四年，本署會於綠化教育資源中心舉辦綠化展覽和園藝講座，以教育並喚起市民的綠化意識。 

學校公園園圃計劃 

學校公園園圃計劃定於二零零四年六月推行。本署會選定位於各公園或花園內合共 40 處地點，讓鄰近學校的學生在本署人員和學校教師

的指導下練習園藝。 

社區園圃計劃 

本署會於五處選定地點設立社區園圃以舉辦園藝課程，讓市民在本署人員的指導下練習園藝。 

私人物業最佳園林大獎 

這個獎勵計劃以推動私營機構發展重視綠化和環保的建築項目為宗旨，定於二零零三年年底至二零零四年年初舉行，會接受 70 個私營機

構項目參選。 

 
保存文物古蹟 

本署致力保存香港的文化遺產，有關的工作由轄下古物古蹟辦事處負責執行。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古物諮詢委員會就執行該條條例

的事宜，向擔任古物事務監督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提供意見。因此，古物古蹟辦事處一向與古物諮詢委員會緊密合作，並代表古物事務監督

執行條例的規定。 

此外，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規定，有關當局須就各項發展建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古物古蹟辦事處另一項重要職責，就是監察環

境影響評估項目，其中包括視察各個文化遺址、就發展建議對遺址可能造成的損害提出補救措施，以及在有需要時進行考古遺址的搶救發

掘和為歷史建築物作測繪記錄等。 

古物古蹟辦事處還負責舉辦教育活動，向市民推廣保存文物古蹟的信息。 

二零零三年的工作表現指標 

二零零三年本署轄下古物古蹟辦事處所定的工作表現指標為： 

a.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例》把三處古蹟列為法定古蹟； 



b. 挖掘並監察 200 個考古遺址； 

c. 簽發 15 個考古牌照； 

d. 修復並保養 18 幢歷史建築物； 

e. 處理 140 個環境影響評估項目； 

f. 舉辦 160 項文物教育活動；以及 

g. 出版 14 份刊物。  

我們訂立上述各項指標，全因我們深信文化遺產是生活和文化環境的重要部分。文化遺產不但令我們周遭已建設的環境和自然景觀倍添姿

采，更是人類追本溯源、結合現實、前瞻未來的必要連繫，確實不可取代。文化遺產也是我們考證文化面貌和傳統的重要依據。 

二零零三年的實際工作表現 

在二零零三年，我們善用緊絀的資源，致力達到有關目標。 

居石侯公祠在年內列為法定古蹟。此外，本署也為多幢歷史建築物進行修復和修葺工程，其中包括上水味　侯公祠、銅鑼灣天后廟、沙田

王屋村民宅、大嶼山白芒更樓及其門樓，以及黃泥涌的羅遜準將地堡和前西旅指揮總部。 

為免港島鋼線灣和元朗鰲磡石的考古遺產遭受發展計劃破壞，本署分別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和九月在該兩處進行搶救發掘，結果於鋼線灣發

現唐代　爐遺蹟，並於鰲磡石發掘出大量唐、宋和明朝瓷器。 

我們與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攜手合作，在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期間舉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2001)

研討會議」，共吸引 100 位來自二十多個國家和城市的水下考古和海洋法專家出席。 

在九龍公園設立文物資源中心的計劃進展良好，預計中心可於二零零五年年中局部啟用。屆時，中心除了會開放專題展覽廳、演講廳和活

動室供市民使用外，還會舉辦特約節目和教育活動。關於香港考古和建築文物的常設展覽則預計於二零零六年年底準備就緒，可開放給市

民參觀。 

年內，我們挖掘並監察共 184 個考古遺址，處理了 120 個環境影響評估項目，又修復／保養 40 幢歷史建築物。 

此外，我們批出了 16 個考古牌照，另舉辦了 136 項文物教育活動。 

二零零四年的工作表現指標 

二零零四年就文物保存方面所定的工作表現指標如下： 

(a) 宣布為法定古蹟的建築物／構築物 2 幢 

(b) 挖掘／監察考古遺址 200 個 

(c) 批出考古挖掘牌照 12 個 

(d) 修復／保養歷史建築物 36 幢 

(e) 處理環境影響評估項目 140 個 

(f) 舉辦教育活動 150 項 

(g) 出版刊物 12 份 

為達到上述指標，本署（通過古物古蹟辦事處）將繼續在古物諮詢委員會的指導下工作，並會與民政事務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教育統

籌局、建築署、環境保護署、規劃署等決策局和部門，以及香港旅遊發展局、私人發展商、土地業權人等緊密聯繫和合作。 

需特別關注的範疇 

古物古蹟辦事處現正進行全港歷史建築物調查，並會繼續協助民政事務局檢討文物保護政策。 

 
提供環境宜人的休憩用地 



我們藉　下述方法達到目標： 

• 劃定土地用途和徵用土地以發展休憩用地 

i. 我們一直積極與規劃署和地政總署磋商，冀能取得更多位置適中、交通方便的優質休憩用地，作康樂發展用途。 

ii. 我們一向審慎選擇，避免接收一些不大可能發展為休憩用地或因實地環境有太多限制(例如涉及斜坡、渠務專用範圍、道

路專用範圍和受污染地點等)而不宜作康樂用途的土地，今後亦會如此。 

iii. 為配合政府的綠化工作，我們與拓展署合作，在一些位於當眼處／重要地點而在短期內不會發展／並無已知發展計劃的

空置政府土地，進行簡單的園景美化工作。  

 

• 設計環境宜人的休憩用地 

i. 我們保證會盡量闢設遍植花卉樹木的園景區，並確保在靜態康樂用地中，大致上會有 85%的土地用作園景區用途。 

ii. 我們會栽種耐生品種的植物，並會選擇顯花的遮蔭樹木，以及樹葉顏色鮮豔奪目的開花灌木，以營造顏色的對比和凸顯

季節的轉變。 

iii. 憑　仔細周詳的設計，加上選種重標準樹苗和增加種植密度的策略，新的工程可在短期內取得綠化效果。 

iv. 在規劃新的休憩用地時，我們會從環保成效的角度設計並興建有關設施，例如採用節約能源的屋宇設備裝置，以及使用

環保物料如再造塑膠長椅、垃圾桶等。木料則採自再生樹林。  

成效指標 

在二零零三年，共有 16 項休憩用地工程（包括基本工程計劃、小型工程計劃和獲贊助的工程）竣工，為本港增闢了約 21.26 公頃的休憩

用地；而已於或將於二零零四年竣工的休憩用地工程（包括根據綠化計劃與拓展署合作發展的休憩用地工程）則有 21 項，會額外為本港

提供 26.12 公頃的休憩用地。這些工程的一覽表載於附件 II。 

此外，在二零零五年預計會有五項正積極規劃的工程相繼完成，可為公眾提供 8.47 公頃的休憩用地。 

除休憩用地的新工程外，我們還會持續在現有的公園和遊樂場進行改善工程。 

 
實施減少廢物和節約能源的措施 

我們一向十分重視內務環保管理、減少廢物和節約能源等工作。我們在辦公室和電腦中心採取下列措施，致力減少廢物，節約能源和自然

資源： 

節省用紙 

除了有效推行一般的節省用紙方法（例如使用紙張的兩面；把用過一面的紙張用作草稿紙、電腦打印紙和影印紙；重複使用信封和文件夾

等）外，我們還取得以下的成績： 

• 在二零零三年，新聞及公共關係組把每日剪報的印文本和其他宣傳印刷品用作影印紙和電腦打印紙，最少節省了 450 令紙張。 

•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為部門的 Lotus Notes 用戶和管理級人員提供電子剪報服務。儘管我們為首長級人員和組別主管提供人手剪存

的報章印文本，但我們已通過多人合閱同一份印文本的方法進一步減少印文本的數量。 



• 在二零零三年，我們經政府新聞處新聞資訊系統電腦網絡和本署網站在互聯網上發放了 2 505 則新聞稿，讓所有同事和公眾人士

閱覽，藉以把供傳閱的新聞稿印文本的數量減至最少。 

• 為響應環保，新聞及公共關係組攝影小組已建立數碼影像資料系統，並在發放給傳媒的新聞稿中使用數碼影像，以及把不甚環保

的相片洗印程序和彩色照片的數量減至最少。 

•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已全面電腦化。組內人員均廣泛使用個人電腦、內聯網和電子郵件作內部和對外通訊、發放數碼照片和進行設

計工作。這些方法能夠減省人手、文書工作和能源消耗，有助於節省辦公室資源。 

• 為配合政府減少用紙的政策，本署的年報只發行電子版本。 

• 我們把紙張和已經報廢的圖書館資料循環再造。在二零零三年，我們共把 576 000 公斤圖書館資料循環再造，並推出電郵通知書

服務，讓讀者得以選擇以電郵方式收取過期和預約書籍通知，以節約用紙。我們又連續第二年舉辦舊書義賣活動。這項活動既可

推動社會的閱讀風氣，又有助鼓勵節約用紙。 

• 我們廣泛利用電子方式通訊和收集定期報表，務求減少部門的耗紙量，並為所有在工作上有需要的人員提供個人電腦、內聯網和

電郵服務。我們已為大約 1 900 名人員提供個人電郵帳戶，另為超過 3 000 名初級人員提供 1 200 個集體電郵帳戶。在近 400 個

辦事處工作的逾 3 400 名人員的電腦已連接部門網絡，而另外 65 名人員則可通過撥號調制解調器進入網絡。 

• 我們節省了超過 11 552 令紙張和 287 279 個信封，耗用量整體上比前一年的同類數字分別減少了 12.57%和 21.9%。 

• 在耗用物品方面，我們會繼續遵守「物盡其用、廢物利用」的原則，並不斷改善運作，善用自然資源和能源。 

• 本署的資訊科技辦事處於二零零二年向公眾推出電子雜誌服務試驗計劃，並於二零零三年提升服務，擴大電子雜誌的功能。市民

可登記成為電子雜誌的訂戶，並根據個人興趣選擇或更改訂閱的資訊；可供訂閱的資訊包括各類文化活動、不同地區舉辦的康體

活動和部門消息。由於有關資訊每周會免費傳送到訂戶的電子郵箱，訂戶無需再前往本署轄下場地拿取有關活動單張和節目小冊

子。自二零零三年起，我們一直致力推廣這項服務。目前電子雜誌約有訂戶 23 500 名，人數每月增幅約為 1.8%。隨　訂戶數目

不斷增加，活動單張和節目小冊子印文本的派發數目將會進一步減少，以節省用紙。  

節約能源 

我們審慎管理資源的運用，以保護珍貴的自然資源。我們在辦公室和轄下場地廣泛推行具環保效益的措施，包括在無需使用時把空氣調節

系統、電燈和電器設備關掉；把室內空調的溫度調校至合適水平；盡可能利用天然光線；在啟動空調系統時把所有窗戶和大門關上等。特

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在不影響公眾服務的前提下，在各場地採取了下列節約能源措施： 

• 以慳電燈膽代替鎢絲燈膽。 

• 定期檢查感光器是否操作正常。 

• 確定個別場地設施所需的最高照明度。 

• 把所有出租場地的室溫調校至攝氏 23 度，並視乎需要調高或調低一度。 

• 把所有場地的公眾地方範圍的室溫調校至攝氏 24 度，並視乎需要調高或調低一度。 

• 如場地沒有表演／活動進行，在場地關閉前半小時／一小時把大堂的空調系統關掉。 

• 縮短舞台空調系統所需的預冷時間，但會確保維持合理的服務水平。 

• 密切監察用水情況和控制水龍頭的水流，並盡可能把辦公室和轄下場地的水龍頭更換為限時供水式水龍頭。 



• 為節約用水，盡量減少灌溉植物和大型公園水景設施的用水量。 

• 在每年十一月一日至翌年四月十五日期間，把泳池場館內供市民使用的暖水泳池的水溫調校至攝氏 26 度，而當有殘疾人士使用

暖水泳池時則調校至攝氏 28 度。 

• 在轄下大部分文娛中心採用大量用電價目。 

• 監察在高用電量的場地採用大量用電價目所能節省的電費；如察覺電費開支並無減省，則改為一般用電價目。 

• 香港文化博物館一直與機電工程署和中華電力有限公司共同研究節約能源方法。我們已於辦公室地方和公眾走廊安裝節能照明裝

置如電子鎮流器，以節約能源。我們又妥為實施機電工程署在能源審核報告內提出的建議，包括： 

1. 截斷／關掉公眾走廊和辦公室內一些光線十分充足的地方的電燈電源；  

2. 在博物館休館日關掉自動梯；  

3. 分階段開關公眾地方的電燈；以及  

4. 分階段開關辦公室地方的空調系統，以節約能源。  

 

• 建築署已於士美非路體育館、上環體育館和石塘咀體育館的主場安裝節省能源的 TL-5 光管，並於鴨　洲體育館草地滾球場的落

地玻璃窗貼上反光膜，以減少場地對日光的吸收。這些節省能源措施在二零零三年推行後，有關體育館的能源耗用量均得以進一

步減少。 

• 繼續為新場地進行能源審核。 

• 為配合機電工程署的能源管理機會試驗計劃，已於二零零二年十二月為沙田大會堂現有的第 

2 號水冷式製冷機試行安裝變速驅動器。預計安裝該裝置後，每年可節省約 11 萬千瓦小時的耗電量。新的裝置已經投入服務，

機電工程署會擬備報告書，評估其節約能源的效益。 

• 在下班後和午膳時間進行例行檢查，盡量把無需使用的電燈關掉。 

• 在下班後進行例行檢查，盡量把無需使用的空調系統關掉。  

其他環保措施 

• 按照環境保護署所訂的標準，把污水或沖身後的污水排放至污水渠。預計在荃灣區所有泳灘進行的污水渠接駁工程將於二零零九

年完成。 

• 向執行人員和承辦商分發關於節約能源有效措施的資料（附件 III），並經常予以提醒和不時監察，確保他們遵行該等措施，以達

至減少廢物和節省能源的效益。 

• 為鼓勵減少廢物，我們在部門的數據庫圖書館公布廢物處理／循環再造的定期合約一覽表。附件 IV 載列我們在二零零三年一月

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以定期合約形式出售的報廢物品。 

• 採用較具環保效益的臭氧消毒系統或電解加氯殺菌系統為游泳池消毒（不包括日後會進行重建的維多利亞公園游泳池和李鄭屋游

泳池）。 

• 如果管轄範圍內的植物需要使用除害劑，我們會選用一些比較不損害環境的產品。 



• 使用更多環保產品，例如太陽能電子計算機。 

• 委託承辦商回收廢紙，循環再造。 

• 在轄下各演藝場地的露天地方設置廢物分類箱。 

• 由二零零一年十二月起，在轄下的公園、遊樂場、運動場、泳灘、游泳池、體育館、水上活動中心、戶外康樂中心和文化場地等

超過 300 個場地設置廢物分類箱，回收廢紙、鋁罐和膠樽。 

 
在舉辦文康活動時盡量減少空氣和噪音污染 

我們密切監測在舉辦活動時所使用的發電機和機器，確保機器噴出的黑煙不會超逾有關規例所訂明的標準。 

此外，我們也監測在轄下表演場地舉辦活動時所產生的噪音，確保噪音不會超逾有關規例所訂明的標準。 

我們鼓勵香港體育館的租用人在場地舉辦活動時，訂明活動為無煙活動，並勸諭觀眾不要在體育館範圍內吸煙。 

 

 

我們會繼續努力，採取下述方法達到所訂定的環境目標： 

• 廣植樹木、灌木和年生植物，藉以增添四時色彩，美化環境； 

• 把推動綠化的工作集中於兩方面：鼓勵家庭參與和社區參與； 

• 保存更多文物古蹟； 

• 為市民提供更多環境宜人的休憩用地；以及 

• 繼續致力減少廢物，並積極節約能源和自然資源。  

我們相信如能實踐部門所訂下的指標和目標，我們在明年一定可以為香港可持續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附件 I

二零零三年大型植樹計劃摘要 

地區 樹木 灌木 年生植物 總數 

中西區 1 005 121 118 58 802 180 925



灣仔 887 92 894 18 970 112 751

東區 1 667 128 730 39 279 169 676

南區 1 030 54 801 28 034 83 865

深水　 1 440 111 119 10 919 123 478

油尖旺 809 138 662 63 935 203 406

九龍城 879 257 712 17 418 276 009

黃大仙 920 123 022 21 625 145 567

觀塘 1 410 189 037 23 222 213 669

離島 3 090 77 650 8 000 88 740

屯門 2 832 158 094 25 154 186 080

元朗 3 347 112 042 180 023 133 412

葵青 2 373 102 161 13 500 118 034

荃灣 3 008 72 605 39 816 115 429

北區 5 707 211 640 35 244 252 591

大埔 2 877 135 560 80 587 219 024

沙田 3 920 176 206 62 624 242 750

西貢 3 137 173 983 37 918 215 038

  
40 338 2 437 036 603 070 3 080 444

 
附件 II

 I. 二零零三年竣工的休憩用地工程 

項目編號 地區 工程名稱 增闢休憩用地面積 （公頃）  

1 觀塘 佐敦谷遊樂場（第 II 期）（第 2 階段） 2.00 

2 屯門 屯門第 44 區鄰舍休憩用地 1.76 



3+ 荃灣 荃灣下花山村兒童遊樂場地 0.01 

4* 中西區 上環皇后街政府辦公地方（地盤 B）地下的公眾休憩用地 0.12 

5* 東區 愛秩序灣填海區海濱花園及毗鄰的地區休憩用地 1.72 

6* 葵青 青衣海濱花園（青衣城其中部分） 0.77 

7* 荃灣 綜合發展區第 3 區荃灣市地段第 382 號公眾休憩用地 0.24 

8* 中西區 中環二號碼頭的天台花園 0.13 

9# 油尖旺 西九龍填海區南端的綠化工程 8.00 

10# 九龍城 九龍紅磡南路沿路的鄰舍休憩用地（地盤 C） 0.09 

11# 離島 東涌第 52 區地區休憩用地 1.00 

12# 西貢 將軍澳第 40A 區（部分）地區休憩用地 1.70 

13# 西貢 將軍澳第 37 區地區休憩用地 1.93 

14# 沙田 馬鞍山福安花園與頌安　之間的休憩用地 1.40 

15# 沙田 馬鞍山第 75 區鄰舍休憩用地 0.30 

16# 沙田 大圍第 31C 區鄰舍休憩用地 0.09 

    總計： 21.26 

+ 小型工程計劃   

* 獲贊助的工程   

# 由拓展署發展的休憩用地工程   

    

 II. 將於二零零四年竣工的休憩用地工程 

項目編號 地區 工程名稱 增闢休憩用地面積 （公頃）  

1 觀塘 晒草灣前堆填區多用途草地球場 3.00 

2 葵青 青衣第 3 區和第 8 區地區休憩用地 4.10 

3 屯門 屯門第 14 區（老鼠洲）鄰舍休憩用地 0.47 

4 沙田 馬鞍山運動場-第 2 期 4.10 

5 元朗 元朗屏山鄰舍休憩用地 1.15 

6 觀塘 九龍灣遊樂場 4.10 

7 大埔 大埔第 5 區地區休憩用地 0.99 

8 大埔 大埔第 5 區足球場 1.80 

9 元朗 天水圍第 15 區鄰舍休憩用地 1.73 

10 北區 粉嶺第 18 區和第 21 區鄰舍休憩用地 1.38 

11+ 東區 B65MR-柴灣柴灣道與怡泰街交界的休憩用地發展項目 0.18 

12+ 葵青 青衣青綠街鄰舍休憩用地（青衣公園擴建部分） 0.15 

13+ 葵青 葵涌第 17 區鄰舍休憩用地 0.48 

14+ 沙田 馬鞍山第 92 區恆康街與恆安　之間的地區休憩用地 0.80 



15+ 元朗 元朗廈村羅屋村鄰舍休憩用地 0.26 

16+ 西貢 將軍澳第 19 區鄰舍休憩用地發展項目 0.36 

17* 荃灣 馬灣村發展項目 0.24 

18* 屯門 屯門第 16 區地區休憩用地 0.35 

19# 北區 粉嶺第 3 區（餘段）鄰舍休憩用地  0.05 

20# 北區 粉嶺第 29 區鄰舍休憩用地  0.11 

21# 北區 粉嶺第 29A 區鄰舍休憩用地  0.32 

    總計： 26.12 

+ 小型工程計劃   

* 獲贊助的工程   

# 由拓展署發展的休憩用地工程  

 
附件 III

供執行人員和承辦商參考的有效措施建議 

1. 選用具能源效益的電器。 

2. 避免使用非必要的電器，例如電動鉛筆刨。 

3. 使用慳電燈膽。 

4. 離開房間時，關掉空調系統和電燈。 

5. 使用無鉛汽油。 

6. 無須使用車輛／機器時把引擎／電掣關掉。 

7. 節省用紙，在需要時才列印或影印文件。 

8. 使用紙張的兩面。 

9. 重複使用舊信封。 

10. 把廢紙送往循環再造。 

11. 自備水杯；避免使用即棄紙杯和其他容器。 

12. 把廢紙、鋁罐和膠樽分類，然後送往廢物回收中心。 

13. 盡量重複使用膠袋。 

14. 把舊電池棄置在廢紙箱內，不要棄於戶外或拋進水裏。 

15. 避免在公眾地方吸煙。 



16. 節約用水；無需用水時，把水龍頭關掉。如水龍頭漏水，應盡快修理。 

17. 盡量減少影印通告（例如用一份影印本來作傳閱）。 

18. 重複使用暫用檔案夾。 

19. 傳真時避免使用傳真引頁。 

20. 在會議上盡量減少使用薄紙副本和參考資料副本。 

21. 把照明設施所需的光度調校至最低。 

22. 盡量使用紙張的兩面來影印。 

23. 影印內部文件時應使用已用過紙張的空白一面。  

 
附件 IV

報廢物品出售情況 

  合約編號 項目 數量 款額 

(港幣) 

1. 政府物料供應處 

合約編號 

C0526/2002、 

C0527/2002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醫院管理局回收廢紙 

  

2,853 公斤 555.3 元 

2.  政府物料供應處 

合約編號 

C0325/2001、 

C0237/2003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回收舊／報廢的微型電腦和配件 

  

781 項 20,097 元

3.  政府物料供應處 

合約編號 

C0931/2001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回收舊／報廢的辦公室鋼具和器材 

  

889 公斤 1,597 元 

4.  政府物料供應處 

合約編號 

C0275/2002、 

C0158/2003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回收廢鐵和電線廢料（鐵類金屬廢料） 

  

14,464 公斤 13,100.1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