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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1月 27日舉行的會議  
 

事務委員會為研究城市規劃及市區重建事宜  
擬議進行的海外職務訪問  

 
 
目的  
 
  本文件旨在邀請委員研究發展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應否進行海外職務訪問，以便充實事務委員會一直就城市規劃及市區

重建所進行的研究。  
 
 
背景  
 
2.  在 2006-2007年度立法會會期期間，事務委員會積極監察政府
及相關公營機構在城市規劃及市區重建方面的工作。鑒於公眾對正在

進行以及已經規劃的發展項目和市區重建項目日益關注，事務委員會

在本年度立法會會期繼續積極監察有關的政府政策及相關事宜。  
 
城市規劃  
 
3.  在 2006-2007年度立法會會期期間，事務委員會與在事務委員
會轄下成立的檢討中區海旁 (包括添馬艦舊址 )規劃小組委員會曾研究
多個發展工程項目及規劃建議。該等發展項目／規劃建議包括啟德發

展、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以及優化

中環新海濱規劃綱領。該等發展項目／規劃建議現已推展至較後階段，

事務委員會將會繼續進行監察。行政長官在其 2007年度施政報告公布
關於港深共同開發河套及恢復進行新發展區的規劃工作，促使事務委

員會對與該等工程項目有關的事宜展開研究。該等工程項目將會對香

港有重大的社會、經濟及環境影響。  
 
4.  事務委員會不但監察政府議程上的發展項目，亦會繼續密切

注意廣受公眾關注及／或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規劃議題。事實上，事

務委員會察悉到，公眾對城市規劃事宜的關注在近年間已大大提升，

而社區在參與城市規劃事宜及公眾就該等事宜進行辯論等方面已出現

新的趨勢。就此，事務委員會委員在過往的討論中曾表達其相關的看

法，茲將當中若干要點扼要重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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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社會人士對保育歷史建築和文化特色訴求日益增加，因

此有需要對全港性及以地區為本的規劃策略進行嚴格的

檢討，以期能在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b) 公眾對優質生活空間的渴求在優先次序和重點方面均有

重大的轉變，因此，政府及相關的機構必須反映公眾的

期望，並將之演化為具體的規劃策略與措施；  
 
(c) 現時的城市規劃機制無法確保各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及關

注能獲得有效的評估，以及向各有關當局反映；因此，

政府聲稱已完成所需的法定程序及公眾諮詢程序的規劃

決定，仍經常要面對強烈的反對意見；  
 
(d) 現時的規劃管制及屋宇審批機制不足以確保重要的規劃

意向得以有效地實施；及  
 
(e) 儘管香港市民對城市規劃事宜日趨熱心，讓公眾參與規

劃過程的有效機制尚待制訂。該等機制對於讓各項規劃

議題得以被公民社會的智慧及熱心所充實，以及在規劃

過程中建立社會共識，均至關重要。  
 
市區重建  
 
5.  事務委員會察悉到，公眾對社區內的市區重建事宜日益關

注。市區重建局 (下稱 "市建局 ")自 2001年 5月成立以來推出了多項市區
重建項目，而不同的問題亦在推行過程中浮現出來。在 2006-2007年度
立法會會期期間，事務委員會曾在數次會議與政府當局及市建局檢討

市建局的工作，當中特別關注到市建局的規劃方式及其就進行重建計

劃所採取的推展策略。  
 
6.  雖然市建局聲稱採用全面綜合的 "4R"1策略，以解決市區老化

問題及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委員普遍認為市建局所採用的主要策略

是 "遷出、拆毀及重建 "，有別於保育和活化。此做法與可持續地為舊區
注入活力及提供優質生活空間的公眾期望相去甚遠，因為相關社區的

傳統特色和社區網落均會在重建過程中連根拔起。再者，市建局的重

建項目的收地過程通常都曠日持久且經常引發強烈爭拗，受影響的業

主與租戶經常投訴，指有關的法例及市建局的補償政策並無充分保障

他們的利益。委員亦曾指出，市建局現時的營運模式無法提供一個合

作方式，讓受影響居民能在規劃過程中擔當積極的角色，或是選擇在

重建項目中佔有份額。  
 
7.  鑒於政府藉於 2001年 11月頒布的《市區重建策略》向市建局
提供有關市區重建的政策準則，委員認為現在是對《市區重建策略》

                                                 
1 "4R"策略包括重建殘破樓宇、復修保養欠佳的樓宇、活化舊區的經濟及環境面
貌和保育在其項目範圍內具有歷史、文化和建築價值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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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全面檢討的適當時間。在 2007年 10月 23日的會議席上，事務委員
會決定繼續密切監察市建局的工作及其未來計劃，並在合適的情況下

與政府當局及市建局檢討有關的政策和策略。  
 
建議就相關的海外經驗進行研究  
 
8.  鑒於與城市設計及市區重建有關的事宜的重要性和複雜程

度，委員在 2007年 7月 24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支持劉秀成議員的
建議，就相關的海外經驗進行研究，藉以瞭解相關的世界趨勢及其他

地方在面對與香港類似的問題和挑戰時，採取的策略及解決問題的方

法。在進行初步研究後，事務委員會可繼而考慮進行海外職務訪問，

以取得有關該等經驗的第一手資料。據委員提出的建議，阿姆斯特丹、

巴塞羅那、布拉格、倫敦以及波士頓，均屬可加以研究的地方。委員

亦認為，若證實有需要進行職務訪問，應於接近 2008年的復活節假期
的時間到合適的地方作訪問。  
 
9.  秘書處的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曾就上述 5個地方的空間
規劃及市區重建工作進行初步研究。茲將若干要點臚列如下  ⎯⎯  
 

阿姆斯特丹  
 
(a) 阿姆斯特丹政府主導進行空間發展的策劃和規劃。土地

用途和分區規劃圖是由政府與商業機構、發展商、建築

師和當地市民通過一系列的共同決策，加以落實和制

訂。關於市區重建方面，當局已根據於 2000年頒布的新
的國家市區重建政策制訂長遠的發展計劃，藉以活化市

中心。  
 
巴塞羅那  
 
(b) 巴塞羅那市政府在制訂空間規劃政策方面擔當重要角

色。巴塞羅那的都會總綱計劃於 2003年公布，以回應二
十一世紀的新經濟及社會挑戰。該市的市區重建政策

重強勢的政治及地區領導，推動市區重建流程，而都會

總綱計劃則載列擬於未來 5年進行的市區重建項目。  
 
布拉格  
 
(c) 布拉格的策略性計劃於 2001年制訂，勾劃了布拉格計劃

於未來 10年在空間規劃方面達成的願景。在布拉格的空
間規劃方面，當局的基本策略目的是把該市由單一中心

轉為多個中心，以更平均的方式運用全市土地。市政府

在制訂市區重建政策方面擔當重要角色，但亦會諮詢各

相關界別，以便訂定最佳的市區重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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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d) 經過自 2001年展開進行的連串諮詢工作後，倫敦的全市

行政主管當局於 2004年 2月公布倫敦發展計劃。倫敦發展
計劃旨在把土地用途與基建發展、經濟社會政策及環境

保護事宜結合。在 2002年 9月，事務委員會一個代表團為
研究有關城市規劃、市區重建及文物保育的海外經驗而

進行職務訪問，期間曾到訪倫敦碼頭區、泰晤士河門廊、

科芬園及帕丁頓水濱區的發展地點。該等地點大部分的

發展項目及市區重建項目現時仍在繼續進行。  
 
波士頓  
 
(e) 波士頓是美國其中一個歷史悠久、富裕及具影響力的城

市。波士頓重建局在制訂波士頓空間規劃政策及市區重

建政策方面，擔當重要角色。波士頓的空間規劃其中一

大特色，就是不少波士頓居民以單車作為其主要交通工

具之一，而市政府已計劃建造更多單車徑及單車泊位，

以鼓勵市民使用單車。  
 
10.  有關該等地方的更詳細資料載於附錄 I至V的資料便覽。  
 
 
未來路向  
 
11.  謹請委員決定事務委員會應否到上述任何地方進行職務訪

問；若認為應進行訪問，則請委員研究應否以下列措辭表達職務訪問

的目標  ⎯⎯  
 

"就下列事宜蒐集第一手的資料  ⎯⎯  
 
(a) 相關的政府及半政府機構如何藉城市規劃以啟動及管理

其城市的市容轉變，從而配合社會、經濟及環境方面的

現存和長遠需要；以及該等機構如何在規劃過程中致力

建立社會共識；及  
 
(b) 該等機構如何制訂及更新其市區重建策略，以及該等機

構如何藉推行其市區重建項目以改善舊區的實質環境，

並同時保留相關地方的特色和社區網絡。 " 
 
12.  待委員就上述事宜作決定後，秘書處會手進行準備工作。

事務委員會將會按照《內務守則》第 22(v)條的規定，尋求內務委員會
批准進行職務訪問。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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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資料便覽  
 

發展事務委員會  
海外職務訪問  

 
阿姆斯特丹的空間規劃及市區重建  

 
 
表 1 ⎯⎯  有關阿姆斯特丹的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阿姆斯特丹是荷蘭的首都，位於北荷蘭省的南部。

該市較為人熟悉的是歷史久遠的港口及運河。  

 該市建於十二世紀後期，由小漁村發展成為荷蘭最
大的城市，面積是 166平方公里，居民有 745 000。

 一如其他的荷蘭市政府，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府是由
一位市長、高級市政官及市議會所管轄。  

 在六十年代，阿姆斯特丹面臨一些困難的決定。由
於歷史悠久的市中心經濟活動日益頻繁，故此需要

更多空間。其中一個方案是把市中心的經濟活動，

擴展至所謂 "十九世紀城區 "，而該區的住屋和生活
條件較為惡劣。阿姆斯特丹最後放棄了這個環繞市

中心發展的概念方案，選用了 "群集式分散 "經濟活
動的模式。當局把新的經濟發展區規劃於阿姆斯特

丹環形道路的西面和南面一帶，其後擴展至市區鐵

路東行路線一帶。當局一直沿用這種發展模式，雖

則新的發展形勢反映該市需要較佳的經濟活動及

其他功能 (例如房屋及公共設施 )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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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阿姆斯特丹的空間規劃  
 
負責當局   阿姆斯特丹建設規劃署。  

法例   《國家規劃法令》(National Planning Act)及《國家環境
管理法令》 (Nat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ing Act)。  

主要政策文

件  
 "2003-2010年阿姆斯特丹大綱計劃 "訂明了阿姆斯
特丹政府計劃進行城市的空間和建設發展的政策

要旨。市區的土地用途及分區規劃圖必須符合大綱

計劃所載的規定。  

空間規劃政

策  
 阿姆斯特丹對空間發展作出嚴密監管，並實行批租
制度 (即城市的土地並不出售，但會租予私營機
構 )，此舉使阿姆斯特丹擁有近 80%的城市土地 (約
20%的城市土地於二十世紀初期售出 )。阿姆斯特丹
政府表示，實行批租制度可有效防止土地投機活

動，並可帶來收入，為基建工程項目提供資金。  

 由於阿姆斯特丹政府獲賦權修改分區規劃圖，故阿
姆斯特丹在空間規劃過程中有極大優勢。在某些情

況下，阿姆斯特丹政府可向業主購買私人的城市土

地，又或與業主共同發展該等土地。  

 阿姆斯特丹政府主導進行空間發展的策劃和規
劃。土地用途和分區規劃圖是由政府與商業機構、

發展商、建築師和當地市民通過一系列的共同決

策，加以落實和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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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阿姆斯特丹的市區重建  
 
負責當局   房屋、空間規劃及環境部、阿姆斯特丹建設規劃署

及阿姆斯特丹發展公司。  

法例   《市區重建法令》 (Urban Renewal Act)。  

市區重建政

策  
 在 1997年，房屋、空間規劃及環境部制訂了 "主要
城市的活化政策 "，標誌當局開始以新的綜合模
式推行市區重建，致力為城市注入新活力。  

 為了訂定活化城市的建設方向，當局於 2000年 1月
推出新的國家市區重建政策。這項政策旨在回應有

關改造市中心、前工業區／海港及戰後地區的迫切

訴求。  

 根據該項政策，荷蘭政府為各個城市的市區重建提
供財政資助，名為 "市區重建投資預算 "。透過制
訂 "長遠發展計劃 "，G4城市 (即 4個最大的城市：阿
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及烏特勒支 )及G26城市 (即
26個中型城市 )已展開活化市中心的工作。  

 在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建設規劃署和阿姆斯特
丹發展公司與商業機構、地區議會及其他相關各方

的代表合作，共同擬訂該市的市區重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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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可考察的地點  
 
艾瑟爾堡 (IJburg)(空間規劃 ) 

 艾瑟爾堡是一個群島，現時正興建 18 000間房屋，供 45 000名居
民居住。艾瑟爾堡被規劃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地區，島上設有商

店、辦公樓宇和學校。這項發展計劃將於 2015年完成。  

須達士 (Zuidas)(空間規劃 ) 

 當局於 1998年批准 "須達士總綱計劃 "，標誌政府開展長遠規
劃，致力建造混合用途地區，把優質辦公樓宇 (特別是供開設國
際總部的大樓 )、公共設施和文化設施等匯聚一區。荷蘭銀行和
安泰集團銀行／承保人已在該處設立國際總部，另外亦有全國性

及跨國律師行。  

阿姆斯特丹須都 (Zuidoost)的  ArenA Boulevard (空間規劃 ) 

 位於阿姆斯特丹東南面的ArenA Boulevard，連同歷史悠久的市中心
和須達士區，被列作 3個稱為 "城市核心 "的地區。這些核心地區
體現了該市作為國際文化 、經濟和旅遊中心的形象。 ArenA 
Boulevard 現正進行大型的發展工作。  

 該地區建有阿姆斯特丹  ArenA 體育館 (亞積士足球會的會場 )、
Pathé ArenA 綜合影院、喜力音樂堂、百事舞台，並開設多間大型
店鋪、購物中心、咖啡室及食肆，吸引遊客和當地居民光顧。  

單車路線 (空間規劃 ) 

 阿姆斯特丹約有 75%的居民擁有一輛或多輛單車。騎單車被視為
一種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交通模式，既有益身心，又環保，而

且便宜。單車佔用的空間不多，而興建、管理和維修單車設施的

費用較低。阿姆斯特丹政府透過提供優質單車徑和優良的泊位設

施，鼓勵市民騎單車。現時，阿姆斯特丹共有超過 10條單車路線。

新西區 (Nieuw West)(市區重建 ) 

 新西區又名西區市郊的花園，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興建的首個大
型住宅區。在該區進行的建設項目，是荷蘭有史以來推行的其中

一個最大規模的市區重建項目。新西區的復修項目是一項整合式

計劃，力求在社會、經濟和空間三方面同作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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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可考察的地點 (續 )  
 
阿姆斯特丹－樂 (Noord)區 (市區重建 )  

 在城市北部的阿姆斯特丹－樂區的前蜆殼公司綜合大樓原址用
地 ， 正 進 行 多 項 重 建 工 程 。 現 正 興 建 超 過 2 200所 房 屋 及
140 000 平方米的辦公大樓、科技中心及荷蘭電影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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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資料便覽  
 

發展事務委員會  
海外職務訪問  

 
巴塞羅那的空間規劃及市區重建  

 
 
表 1⎯⎯  有關巴塞羅那的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巴塞羅那是加泰羅尼亞的首府及人口最多的城

市，並為西班牙第二大城市，面積是 101平方公里，
而人口有 160萬。巴塞羅那地處地中海岸，位於魯
百達與巴素兩河河口之間。  

 巴塞羅那是重要經濟中心，並有一個歐洲的主要地
中海港口。巴塞羅那原為羅馬帝國建立的城市，是

巴塞羅那區及亞拉農省的首都。巴塞羅那在歷史上

曾遭數度圍困，今天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及主要旅遊

地點，文化遺產豐富。尤其著名的是安東尼奧高迪

(Anotni Gaudí)及多梅內切 (Lluís Domènech i Montaner)的
建築文物，已獲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指定

為世界文化遺產。  

 巴塞羅那由巴塞羅那市議會管轄。市議會由 41名普
選產生的議員組成，並由以民選市長為主席的行政

當局領導。市議會有管轄權處理議會內務，包括市

政稅、城市規劃、環境、房屋及經濟推廣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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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巴塞羅那的空間規劃  
 
負責當局   房屋、城市規劃及市議會內務副市長  

主要政策文

件  
 "巴塞羅那的都會總綱計劃 "於 2003年公布，以回應
二十一世紀的新經濟及社會挑戰。總綱計劃是一項

綜合計劃訂明：  

(a) 土地分類，例如市區土地、發展土地及農地；

(b) 規範土地使用及發展密度限制；及  

(c) 擬推行的發展計劃列表。  

空間規劃政

策  
 空間規劃政策的一些指導原則包括：  

(a) 市政府在制訂空間規劃政策方面擔當重要角
色。當局會諮詢商業機構、專業協會、諮詢團

體、社會組織及市民，為巴塞羅那定出最佳的

空間規劃方案。在很多情況下，市政府與私營

機構合作，推展大型的市區重建項目。  

(b) 藉着 1992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等國際盛事提高聲
譽、吸引私人投資，以及匯集和動員城市的勞

動力。為該等盛事興建的樓宇及基建，均屬優

質建設，並有雙重作用：短期而言在盛事舉行

期間作相關活動用途，而在長遠上則可推動該

市破落地區的重建。  

(c) 審慎規劃公共建築物的地點，以促進城市發展
及防止重複。  

(d) 鼓勵創新的建築及思維。  

(e) 市政府投資基本運輸建設，使交通更暢達方
便，從而促進經濟及社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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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巴塞羅那的市區重建  
 
負責當局   房屋、城市規劃及市議會內務副市長。  

主要政策文

件  
 都會總綱計劃載列擬於未來 5年進行的市區重建項
目列表。  

市區重建政

策  
 市區重建政策的一些指導原則包括：  

(a) 重強勢的政治及地區領導，推動市區重建流
程；  

(b) 提供稅務優惠及補助，以助翻新物業；  

(c) 保育具文物價值的建築物，例如學校、圖書館
及文化中心，供市民享用；  

(d) 動用公帑將狀況欠佳的歷史建築物翻新；及  

(e) 按極高標準完成建築物的內外翻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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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可考察的地點  
 
朗布拉大道 (La Rambla)(空間規劃 ) 

 朗布拉大道是巴塞羅那最著名的地標，連接加泰隆尼亞廣場與哥
倫布紀念碑，當中劇院、咖啡店、小商亭、花店及動物檔位林立，

是遊客和當地人最愛流連的地點之一。  

全球文化論壇 (Universal Forum of Cultures)(空間規劃 ) 

 全球文化論壇是為期 141天的國際盛事，於 2004年 5月 9日至 9月
26 日在巴塞羅那舉行。舉辦論壇的地點現時成為全年數項大型活
動 (包括 Primavera Sound Festival 及  La Mercè 音樂會 )的舉行地點。  

貝爾海港 (Port Vell)(市區重建 ) 

 在巴塞羅那奧林匹克運動會於 1992年舉行之前，貝爾海港是該市
的古舊港口，地方破落，有空置貨倉、工業樓宇、垃圾傾卸點及

鐵路車場。當局進行了多項重大的市區重建項目，其中之一是把

該區改建為遊艇停泊處及娛樂中心，使城市通向大海。經改建後，

貝爾海港有一條海岸公路移入地下，並建有一條行人街道由哥倫

布紀念碑直通巴塞羅那郊區。  

22@Barcelona區 (市區重建 ) 

 22@Barcelona區是一個重建項目，旨在將巴塞羅那完全融入知識型
經濟的創新技術革命。在十九世紀期間屬西班牙工業化重鎮的波

布雷諾區，已成為巴塞羅那及加泰羅尼亞的主要經濟及技術平台。

對角瑪爾 (Diagonal Mar)(市區重建 ) 

 對角瑪爾是圍繞着巴塞羅那的對角瑪大道進行的大型市區重建項
目。對角瑪爾有住宅區、3幢辦公室大樓、酒店、購物大樓、會議
中心及一個佔地 35英畝的公園，對遊客及當地市民富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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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可考察的地點 (續 ) 
 

聖卡特納市場 (Santa Caterina market)(市區重建 ) 

 聖卡特納市場位於名稱相同的舊社區中心，是一個有蓋的零售市
場，設有餐廳和小販攤檔。市場頂部是富有魅力的特色之一，建

築呈弧形，面飾輕巧，用一組鋼索支撐，形同浮在空中，外層鋪

砌色彩繽紛的馬賽克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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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資料便覽  
 

發展事務委員會  
海外職務訪問  

 
布拉格的空間規劃及市區重建  

 
 
表 1⎯⎯  有關布拉格的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布拉格的面積是 496平方公里，住有超過 120萬人。

布拉格是捷克共和國的首都及最大城市。布拉格位

於波希米亞中部的伏爾塔瓦河畔，一千一百多年來

一直是捷克的政治、文化及經濟中心。  

 布拉格被視為歐洲最美麗及遊客最多的城市之
一，自 1992年以來，布拉格的歷史中心已獲聯合國
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布拉格由布拉格市議會管轄。議會議員由普選產
生，議會由以民選市長為主席的行政當局領導。就

行政管理而言，布拉格分為 22區，各區均設有區議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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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布拉格的空間規劃  
 
負責當局   布拉格的城市發展局。  

法例   《空間規劃法令》 (Spatial Planning Act)。  

主要政策文

件  
 "布拉格的策略性計劃 "。  

空間規劃政

策  
 "布拉格的策略性計劃 "於 2001年制訂，勾劃了布拉
格計劃於未來 10年在空間規劃方面達成的願景。布
拉格訂有總綱計劃，作為發展路向的指引，但該總

綱計劃所訂定的並非將來的興建項目，而是未來可

興建的項目。  

 在布拉格的空間規劃方面，當局的基本策略目的是
把該市由單一中心轉為多個中心。特別要指出的

是，布拉格強調有需要紓緩市中心的需求壓力，而

以更平衡的方式運用全市土地。空間規劃政策的一

些指導原則如下：  

(a) 規範土地使用及建築；  

(b) 調節建設區與綠化地帶的比例，以免建造工程
蠶食綠化地帶；  

(c) 避免在斜坡或谷地進行密集的建築工程，建立
綠化地帶，並逐步將其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

(d) 規定新建造項目須符合對該市發展至為重要的
建築學高度標準；  

(e) 在進行任何大型建造項目前先諮詢公眾；及  

(f) 鼓勵善用公眾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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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布拉格的市區重建  
 
負責當局   布拉格的城市發展局。  

法例   "布拉格的策略性計劃 "。  

市區重建政

策  
 市區重建政策的一些指導原則如下：  

(a) 市政府在制訂市區重建政策方面擔當重要角
色。當局會諮詢商業機構、專業協會及市民，

以制訂最佳的市區重建方案。在很多情況下，

市政府會與私營機構合作，推展大型的市區重

建項目。  

(b) 市政府可出售土地予外國發展商作重建用途。

(c) 市政府發展良好的基本運輸建設，並重建活化
綠化休憩地方，以改善居住環境。  

(d) 市政府聘用世界級建築公司，進行大型的市區
重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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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可考察的地點  
 
西城區 (Western City)(空間規劃 ) 

 西城區屬市區，總面積超過 1 300公頃，居民逾 50 000人。該區約
有 680公頃土地劃作住宅發展，已建成的住宅超過 9 000個，並有
學校、購物中心和一個公園。  

金栢斯園 (Kampus Park)(空間規劃 ) 

 金栢斯園位於該市南部第 11區，離市中心 20分鐘路程。該區建有
新型現代化獨立房屋、辦公室大樓、購物中心、酒店、康樂設施、

餐廳、一個公園及一個文化中心。  

單車徑 (空間規劃 ) 

 布拉格有長達 185公里的單車徑，當中約有 63公里設於公園、果園
和新建道路，供騎單車人士使用。布拉格政府計劃把單車徑延長

至 450公里。  

士多夫 (Žižkov)區 (市區重建 ) 

 士多夫區現正進行市區重建工作，把多幢較舊的失修樓宇重建及
復修。基於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士多夫區現時是布拉格的波希米

亞區的一部分，有不少藝術工作者在此聚居及表演。  

雲格拉斯 (Wenceslas)廣場 (市區重建 ) 

 布拉格政府於八十年代開始重建雲格拉斯廣場。該廣場已成為布
拉格新市鎮的商業及文化社區中心，設有不少酒店、辦公室、零

售店、餐廳和貨幣兌換店。  

士密樂夫 (Smichov)區 (市區重建 ) 

 士密樂夫區位於伏爾塔瓦河左岸。布拉格政府於九十年代開始與
私人公司合作，拆卸舊式工業樓宇，並興建一家大型超市、兩間

多聲道電影院、兩間酒店和數幢商業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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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資料便覽  
 

發展事務委員會  
海外職務訪問  

 
倫敦的空間規劃及市區重建  

 
 
表 1 ⎯⎯  有關倫敦的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英國首都倫敦，面積是 1 578平方公里，人口有

750 萬，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商業、金融及文化中心
之一。  

 倫敦的行政架構共分兩層，即涵蓋全市的策略層面
及地方層面。全市的行政由大倫敦主管當局負責，

而地方層面的行政則由 33個行政區 (包括倫敦市及
32個倫敦市政區 )的地方當局負責。  

 大倫敦主管當局由兩個直選產生的部分組成，包括
倫敦市長 (具有行政管理權 )及倫敦市議會 (負責審
核市長的決定，可決定接納或拒絕其年度預算案 )。

 大倫敦主管當局負責制訂有關空間規劃、市區重
建、運輸及經濟發展的整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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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倫敦的空間規劃  
 
負責當局   大倫敦主管當局及地方規劃當局。  

法例   《 1990年城市及鄉郊規劃法令》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90)。  

主要政策文

件  
 大倫敦主管當局在 2001年發表一份有關空間規劃策
略的諮詢文件，名為 "推動倫敦向前的規劃 "。該發
展計劃結合了土地用途與基建發展、經濟社會政策

及環境保護事宜。  

 倫敦發展計劃草案於 2002年公布。大倫敦主管當局
委任了一個專責小組評估該項計劃。經過連串的評

估及公眾諮詢，大倫敦主管當局於 2004年發表倫敦
發展計劃，該項計劃之後已經過數次修訂，現時仍

可再作修改。  

 倫敦發展計劃的目標包括：  

(a) 滿足倫敦的增長需要而無須佔用休憩用地；  

(b) 為倫敦居民創造更理想的居住環境；  

(c) 令倫敦更為繁榮，經濟增長強勁而多元化；  

(d) 改善倫敦的交通運輸服務；及  

(e) 提升倫敦為更富魅力、設計完備的綠化都市的
形象。  

空間規劃政

策  
 倫敦城市公司及 32個倫敦市政區的議會為其所屬
範圍的地方規劃當局。根據《 1990年大倫敦主管當
局法令》(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Act 1999)，地方規劃
當局必須就策略性規劃申請諮詢倫敦市長。該法令

又賦權市長可否決有關的策略性規劃申請，藉以主

導地方規劃當局。然而，市長並無權批准策略性規

劃申請，只有地方規劃當局才有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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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倫敦的市區重建  
 
負責當局   大倫敦主管當局、地方規劃當局及市區重建公司。

法例   《 1996年房屋資助、建造及重建法令》 (Housing 
Grants, Construction and Regeneration Act 1996) 及
《 1998 年地區發展機構法令》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Act 1998)。  

市區重建政

策  
 大倫敦主管當局與地方規劃當局攜手制訂促進可
持續發展的市區重建計劃。在很多情況下，國家及

地區的重建機關、相關的地方規劃當局、私營機構

及其他主要參與者會成立獨立的市區重建公司，以

落實重建計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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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可考察的地點 1 
 
碼頭區 (Docklands)(空間規劃及市區重建 )  

 碼頭區位於倫敦東面，由數個市政區如修沃爾克、陶爾哈姆萊
茨、格洛布市、紐含及格林尼治組成。碼頭區的碼頭及船塢，曾

是倫敦港的一部分，而倫敦港則一度是世界的最大港口。  

 英國政府於 1981年設立一個名為倫敦碼頭區發展公司的法定機
構，在該區進行重建。該發展公司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曾推行

龐大的發展計劃，將碼頭區一大片土地轉化為既有住宅、商業樓

宇，亦有輕工業用地的綜合地區。  

 在各項重建項目中，重點之一是重建加拿利碼頭，英國現時最高
的 3幢大廈，即加拿利碼頭大廈、加拿大廣場 8號及花旗集團中
心，均座落這區。  

 碼頭區重建成功，多項進一步發展計劃亦相繼推出，包括：  

(a) 將碼頭區輕鐵線延伸到烏維治，更可能再伸展至德耿南；  

(b) 在加拿利碼頭、倫敦中部與肯特北部之間興建新鐵路線；  

(c) 重建布萊克沃爾船塢及伍特碼頭；及  

(d) 重建皇家碼頭區，包括錫爾瓦敦碼頭項目。  

東端 (East End)(空間規劃及市區重建 ) 

 東端是指中古時代的倫敦圍城及泰吾士河以北的東面地區，而
2012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便將在位於東端的奧林匹克園舉行。東端
的所在地，原為利河周圍的舊有工業用地。當局有意以這項相關

的重建計劃作為未來的新體育設施、房屋、工業及技術基建發展

的基礎，有助進一步重建這地區。  

                                                 
1 於 2002 年 9 月，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的考察團，前往新加坡、柏林和
倫敦研究三地在城市規劃、市區重建及保存文物古蹟方面的經驗，在這次職

務訪問中，他們考察了碼頭區、泰晤士河門廊、科芬園及帕丁頓水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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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可考察的地點 (續 )  
 
泰吾士河門廊 (Thames Gateway)(空間規劃及市區重建 ) 

 泰吾士河門廊位於倫敦以東在泰吾士河兩岸及河口向東延伸的
一帶土地。該區有一些用地因受棄置、閒置或使用不足的工商業

設施所引致的實際或觀感上環境污染問題影響，令擴建或重建該

等用地變得甚為複雜。但當局已指定該區為國家市區重建計劃的

優先對象。重建泰晤士河門廊被視為一項長期、市場主導的計劃

項目，預期約於 2020年完成。  

 泰晤士河門廊的規劃原則如下：  

(a) 盡量利用泰晤士河門廊所提供的機遇  — 鼓勵發展商善用該
區有利增長及重建的優點及資源，包括其廣闊的用地加以發

展；  

(b) 創造生氣勃勃又可持續發展的社區模式  — 目標是推行新發
展，以建立能提供就業、房屋及繁榮社區所需活動的綜合地

區，盡量減少居民交通的需要，並顧及現有的發展模式；  

(c) 提供運輸機會及土地使用機會  — 泰晤士河門廊可提供一個
將可持續發展原則付諸實行的實例，示範如何減少居民依賴

車輛交通往返的需要、盡量善用運輸設施，包括已有或計劃

中的公共運輸系統；及  

(d) 為泰晤士河及河岸增添生命力  — 泰晤士河門廊大部分地區
均面對河岸，泰晤士河是寶貴資源，對交通、消閒活動及環

境均有裨益。  

科芬園 (Covent Garden)(空間規劃及市區重建 ) 

 科芬園內商店林立，街頭表演者到處可見，娛樂設施如皇家歌劇
院等比比皆是。從市區重建的角度看，曾有人以科芬園為例，說

明重建時只作低度的基建發展，便可將中央市場轉化為一個朝氣

勃勃、本土社區經濟得到充分發展的地區。  

 科芬園於 2007年 8月推出英國首個食品夜市，售賣新鮮農產品／
食品，如乳酪、磨菇三文治、糖果及香腸等。經營夜市的目的，

是要追溯科芬園作為倫敦食品庫的根源。主辦者計劃將食品夜市

定為 2008年的常設節目，進一步提高科芬園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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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可考察的地點 (續 )  
 
帕丁頓水濱區 (Paddington Waterside)(空間規劃及市區重建 ) 

 帕丁頓水濱區是個商住混合發展區，位於帕丁頓火車站及大匯流
運河帕丁頓支流毗鄰，正在發展的地點原為大西部鐵路的倫敦客

運總站，新酒店、辦公大樓、購物中心、食肆、醫療診所及休閒

設施已紛紛落成。  

滑鐵盧 (Waterloo)(空間規劃及市區重建 ) 

 滑鐵盧位於藍伯斯市政區，是倫敦的主要火車站及運輸交匯綜合
中心。  

 大倫敦主管當局於 2007年 10月發表 "滑鐵盧發展機會地區規劃大
綱 "，以此定為該地區未來數十年的可持續發展藍圖，計劃在此
興建成千上萬的新居所，為居民帶來大量職位，而規劃則着重卓

越的建築設計。  

 大倫敦主管當局對重建滑鐵盧有如下建議：  

(a) 建造一個優美的新城市廣場，令本地居民與遊客都樂於到此
聚集；  

(b) 鼓勵承建商在火車站上蓋及周圍興建新的世界級建築物；及

(c) 增加火車站的容量，令往返該站更為方便，並將此定位為該
區的新交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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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資料便覽  
 

發展事務委員會  
海外職務訪問  

 
波士頓的空間規劃及市區重建  

 
 
表 1 ⎯⎯  有關波士頓的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波士頓是麻薩諸塞州的首府，新英格蘭行政區最大

的城市，亦是美國其中一個歷史悠久、富裕及具影

響力的城市。波士頓的面積是 125平方公里，人口
有 60萬。該市位處波士頓–劍橋–昆西都會區的中
心，是美國第十一大都會區，區內人口共有 440 萬。

 在管治架構方面，波士頓採用市長–議會制，市長
具有廣泛行政權力。市長以普選方式產生，任期

4 年。市議會共有 13名議員，每兩年選舉一次。  

 除市政府外，多個州政府機關及委員會均對波士頓
的政治發揮影響力，當中包括麻薩諸塞保育及康樂

事務部及麻薩諸塞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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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波士頓的空間規劃  
 
負責當局   波士頓重建局。  

法例   《 房 屋 及 市 區 重 建 法 令 》 (Housing and Urban 
Redevelopment Act)及《市區重建公司法令》 (Urban 
Re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Act)。  

空間規劃政

策  
 波士頓重建局在制訂波士頓空間規劃政策方面，扮
演重要角色，其部分職責如下：  

(a) 與發展商、商界及市民合作制訂空間規劃總
綱，藉以解決市內對基礎建設及社區經濟發展

的需要；  

(b) 審批發展工程項目；  

(c) 收購、出售及出租房地產，以達致振興經濟及
推動公共政策的目標，例如鼓勵發展增長迅速

的工業及實施合適的土地政策；  

(d) 在市內各處持有房地產，當有對有關房地產的
使用，提交具吸引力的計劃而又獲得批准時，

會將該等房地產出售；  

(e) 發行債券及票據，為發展項目進行融資；及  

(f) 如有需要，會給予稅務優惠以鼓勵商業及住宅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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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波士頓的市區重建  
 
負責當局   波士頓重建局。  

法例   《 房 屋 及 市 區 重 建 法 令 》 (Housing and Urban 
Redevelopment Act)及《市區重建公司法令》 (Urban 
Re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Act)。  

市區重建政

策  
 市區重建政策的一些主導原則包括：  

(a) 波士頓重建局在制訂市區重建政策方面扮演
重要角色。該局會徵詢商業機構、專業協會及

當地市民的意見，從而定出市區重建的最佳方

案。在很多情況下，波士頓重建局會與私營機

構合作，推展大型市區重建計劃項目。  

(b) 波士頓重建局可出售土地予發展商作重建用
途。  

(c) 波士頓重建局會在衡量社會利益後，才決定推
行各市區重建計劃項目的先後次序。  

(d) 波士頓重建局發展良好的運輸基建，並重新加
添綠化地帶，藉以改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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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可考察的地點  
 
約翰費茲德 (John Fitzgerald)快速公路／隧道工程項目 (空間規劃 ) 

 約翰費茲德快速公路／隧道工程項目是一個大型工程項目，將貫
通波士頓心臟地帶的主要公路，即改動約翰費茲德快速公路，而

成為市區地下一條長 5.6公里的隧道。這個工程項目亦包括建造德
威廉士隧道、沙金畢架山橋及露絲堅尼地路。約翰費茲德快速公

路／隧道工程項目是美國最昂貴的公路工程項目，費用超過

146 億  美  元。  

後灣區 (Back Bay)(空間規劃 ) 

 後灣區是一個高尚住宅、零售及商業寫字樓區。區內的紐保爾
街、保士東街及聯邦大道特色商店、時尚餐館及古色古香的住宅

林立，令後灣區成為波士頓居民及遊客的時尚熱門遊點。  

 在建築設計方面，後灣區北部屬住宅區，建築物以維多利亞式的
褐沙石建築物為主。後灣區南部主要是商業區，波士頓最高的一

些摩天大廈如保誠大廈及約翰恆國大廈等，均座落該區。  

波士頓港口島國家休憩區 (Boston Harbour Islands Recreation Area)(空間規
劃 ) 

 波士頓港口島國家休憩區由海港附近小島羣組成，多個小島均開
放予公眾遊玩，而其中一些小島非常細小，最適宜野生動植物生

長。該區由波士頓港口島合夥公司負責管理。  

 休憩區的景點包括佐治島上的遠足徑、海灘、內戰時期所建的華
倫堡壘，以及在小華士打島上的波士頓燈塔，該燈塔是美國最古

老的燈塔之一。在繁忙季節，波士頓及昆西均有渡輪來往佐治島

及奇觀島，而在周末及夏季周日，更有穿梭船從該兩島前往其他

數個小島。  

單車徑 (空間規劃 ) 

 單車是許多波士頓居民的主要交通工具，而由於波士頓面積不
大，加上地勢相當平坦，單車成為理想的代步工具。市長已計劃

建造更多單車徑及單車泊位，以鼓勵市民使用單車。波士頓單車

徑眾多，最著名的是 11哩長的密烈文單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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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可考察的地點 (續 ) 
 
政府中心區 (Government Center)(市區重建 ) 

 波士頓內的舊斯科理廣場，以劍橋街、法院街、議會街及薩德伯
里街為界，上面建築了多幢全新的建築物，而該區已易名為政府

中心區。政府中心區經常用作舉辦市區大型戶外活動，在夏季舉

行免費音樂會，在冬季則舉行大型聖誕工作坊展覽。政府中心區

以波士頓大會堂為中心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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