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年 4 月 6 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海濱規劃事宜小組委員會  

 
海濱規劃、優化和管理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在規劃、美化和管理海濱方

面的工作，以及邀請委員就如何優化這些工作提出意見。  
 
 
海濱政策  
 
2. 維多利亞港是香港的象徵，是最珍貴的公有天然資產。

我們致力保護、保存及美化海濱供市民享用。我們得到行政

長官在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施政報告》和財政司司長在二

零零九至一零年度《財政預算案》的高度支持下，會全力進

行優化和活化海港的工作，改善海濱的暢達程度和連接性，

提供更多休憩用地，以及在維港兩岸建設連綿不斷的海濱長

廊。透過有效、均衡的規劃及善用土地資源，我們的理想是

締造一個朝氣蓬勃、綠化、暢達和可持續發展的海濱。  
 
 
策略  
 
3. 在實踐上述理想時，我們必須承認現時在規劃及使用一

些海旁用地方面存在局限和制肘，部分載於下文第 11 段。

由於現時不同的工程項目會由不同的部門和機構擔任倡議

人、承建商和管理部門，我們深明需要更強的領導和更有效

的協調。在實行上，優化海濱工作需要具視野的規劃、廣泛

諮詢和強而有力的執行。有鑑於此，發展局最近特別成立了

海港組，專責下述職務：  
 

(a) 統籌有關海濱規劃的跨部門工作；  
 

CB(1)1178/08-09(01)



 - 2 -

(b) 物色和落實短、中及長期的優化海濱項目；及  
 
(c) 制定可持續管理海濱的可行和合適的模式。  

 
4. 在規劃、發展及管理海濱土地的過程中，我們會：  
 

(a) 充分考慮城市規劃委員會就維港定立的理想和

目標 (附件 A)，以及共建維港委員會公布的海港

規劃原則及指引 (附件 B)；  
 
(b) 採用更進取和靈活的方式使用土地資源，例如盡

量開放更多空置的政府土地 (包括視乎情況，釋出

現時以短期租約或臨時政府撥地方式批出的土

地 )，以便興建連綿不斷的海濱長廊或開展優化海

濱項目；  
 
(c) 探討搬遷或後移與朝氣蓬勃的海旁不相配或無

須設置於海旁的現有公眾設施的可行性；  
 
(d) 如現時的政府設施未能搬遷或後移，則探討可否

美化其外觀或加設園景，以改善景觀；  
 
(e) 在毗鄰私人發展項目的土地，積極研究可否採用

公私營機構合作或其他容許私人機構參與的模

式，以便發展行人通道或休憩用地，使該海濱地

區更具朝氣；及  
 
(f) 最後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從早期規劃到發展及推

行階段均加強公眾參與。  
 
 
優化海濱  
 
5. 正如我們在 2009 年 1 月告知各位委員，我們會分短、

中、長期全力推行優化海濱的工作，並會諮詢相關人士。  
 
短期措施  
 
6. 我們在過去幾年推行了多個即時或臨時優化海濱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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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包括西九文化區的臨時海濱長廊和灣仔海濱長廊 (俗稱

「寵物公園」)。短期方面，我們會繼續物色和推行各個即時

或臨時優化海濱項目，以美化及提供海濱長廊供市民享用。

在未來 5 年內完成的 15 個項目表列於附件 C。  
 
7. 另一個我們正積極探討在短期內實施的措施是改善前

往海旁的方向指示，為居民和遊客提供前往海旁的清晰指

示。發展局會參考旅遊事務署推行「地區旅客指示標誌計劃」

所得的經驗，並與有關部門和區議會共同展開工作，落實建

議。  
 
中期措施  
 
8. 中期措施包括其他可在政府 (附件 D)和私人土地 (附件

E)上進行的海濱優化工程，而有關的推行細節及時間表需進

一步訂定。附件 C 至附件 E 所涵蓋的休憩用地和海濱優化工

程的位置圖載於附件 F。在各項計劃中，我們正積極研究可

否以公私營機構合作模式發展紅磡碼頭附近的紅磡海濱長

廊  (即附件 D 第 B13 項 )。尖沙咀的星光大道是私營機構參

與的良好和可行的例子，我們會對在其他地點採用這種模式

持開放態度。  
 
9. 我們亦正考慮可持續管理海濱用地的可行和有效模

式，詳情載於下文第 17 段。  
 
長遠措施  
 
10. 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和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新海濱

將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以滿足公眾的期望。規劃署的中環

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旨在優化中環新海濱八幅主要用地的

規劃及設計大綱。該研究已接近完成。我們擬在本年稍後，

向委員簡介研究第二階段公眾參與的結果及優化該等用地

的規劃及設計大綱的建議。即使部分海濱地帶現為主要高速

公路 (即東區走廊 )所佔用，我們亦不會放棄研究在這些地區

提供行人通道的可行性。至於灣仔海濱方面，整體的土地用

途規劃及設計概念，是強調新海濱與海港、灣仔和銅鑼灣的

文化歷史背景及四周環境的關係。規劃署亦會在短期內展開

港島東海旁研究，以探討優化海濱的連接性和通達性，以及

物色其他可在東區推行的海濱優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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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11. 從附件 G 的總圖所顯示，雖然維港兩岸很大部分地方已

經規劃或現正規劃為休憩用地或海濱長廊，但若干現有土地

用途或設施對優化海濱造成限制。這包括與港口有關的設施

及經濟活動、公用設施、軍事用途及私人擁有的海濱土地。

在海旁的現有道路，例如東區走廊和觀塘繞道，亦限制了優

化海濱的機會和影響海濱用地的景觀。正如上文第 4 段所

述，我們會探討搬遷或後移與朝氣蓬勃的海旁不相配或無須

設置於海旁的公眾設施的可行性。倘若在中短期難以搬遷或

後移有關設施，我們會研究可否改善設施的外觀，以配合海

濱環境。至於私人擁有的海旁土地，我們需要提出更具創意

的方法，以推動私人業主的合作。  
 
公眾參與  
 
12. 公眾對海港的保護和使用日益關注，而公眾參與已成為

海港規劃及各個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工作範疇。我們在物色

和推行優化海濱建議時，會請所有相關持份者，包括非政府

機構、海港關注組織、區議會和商業團體等參與有關工作。

在這方面，共建維港委員會是推動公眾參與的先驅。在委員

會的督導下，我們就主要的規劃檢討及研究舉辦了廣泛的公

眾參與計劃，包括「啟德規劃檢討」、「優化灣仔、銅鑼灣及

鄰近地區海濱的研究」，以及「紅磡地區研究」。我們會繼續

邀請公眾參與其他研究，包括上文第 10 段所述項目。我們

亦已建議政府各政策局、部門和私人發展商在海濱發展項目

策劃初期便邀請共建維港委員會、有關區議會及公眾參與有

關工作。  
 
 
海港範圍內的水上活動  
 
13. 維港向來是一個繁忙的作業海港。應委員的要求，維港

現時各項海事用途和活動一覽表載於附件 H，有關詳情見附

件 I。部分用途包括：  
 

(a) 航道；  
(b) 碇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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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避風塘；  
(d) 繫泊浮泡；  
(e) 指定作不同用途及／或受到不同限制的海域；  
(f) 船隻供給燃料區；  
(g) 私用繫泡區；  
(h) 海上施工區；及  
(i) 出入限制區。  

 
14. 規劃署於 2003 年完成「海港及海旁地區規劃研究」，並

建議了多項使海港更具朝氣的水上活動，包括划艇比賽、帆

船大賽、海上巡遊、聲光匯演、煙花、水上食肆及海上表演。

其他可考慮的活動包括游泳比賽、船上康樂釣魚活動、划艇

和潛水、海上暢遊、在船上以氫氣球進行宣傳、在維港海域

播放電影、船隊巡遊、船隻噴水表演、特色船展覽、船上演

唱會或其他表演，以及船上展覽等動。鑑於維港各海域的日

常活動頻繁，能否在海港的特定海域進行某類活動要視乎多

個考慮因素，包括安全問題及須避免水域內的不同用途引起

衝突。  
 
15. 為善用海事設施，我們擬探討可否重新使用個別閒置的

碼頭，期望活化這些碼頭有助海旁變得更具朝氣。因應中西

區區議會和當地居民的意見，我們亦會考慮可否及如何善用

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的四個閒置碼頭。我們亦會研究可否理

順維港內現有各項與港口有關的用途。倘若觀塘公眾貨物裝

卸區的餘下部分可在 2011 年現有牌照屆滿時遷往別處營

運，則附件 C 所列第 A8 項全長 200 米的臨時海濱長廊則可

延伸至整個觀塘公眾貨物裝卸區。  
 
 
海濱管理  
 
16. 在管理海濱方面，政府會採取進取、務實及支持的態度

統籌和管理海濱地區。我們會與地區人士、區議會和相關持

份者緊密合作管理海港。在適合的情況下，我們會鼓勵私人

機構參與融資、發展及／或管理毗鄰私人發展項目的公眾海

濱長廊或休憩用地。  
 
17. 至於是否適合成立一個海港管理局以管理海濱，政府當

局在 2003 年曾就海外的海港管理當局進行案頭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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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對經常提及的「海港管理局」的概念過於籠統。雖然

多個海外城市均有設立法定的海港管理當局，但它們在不同

城市的海港規劃及發展方面的職能和角色，亦迥然不同。有

些城市的海港管理局主要是處理港口與航海事務的機構，美

國 和 加 拿 大 多 個 港 口 城 市 ( 例 如 溫 哥 華 港 弗 雷 澤 局

(Vancouver Port Fraser Authority))便是如此。有些是進行重建

的機構，其成立的主要目的是活化棄置的船塢區，例如多倫

多海濱局 (Waterfront Toronto)、威爾斯加的夫海港局 (Cardiff 
Harbour Authority) 和 澳 洲 維 多 利 亞 州 市 區 重 建 局

(VicUrban)。有些海港管理局的職能多元化，好像悉尼港前

濱局 (Sydney Harbour Foreshore Authority)和三藩市港口局

(Port of San Francisco)，其工作包括批地、土地用途規劃及

發展、物業管理、保育海旁用地、活動管理、船務活動及港

口設施保養等。這些海港管理當局均因應各自的需要和行政

架構而成立和訂定職能，當中沒有一個純粹是為管理海濱而

成立的。就此，我們認為香港應因應本身的環境和情況，自

行制定適合本港的模式。共建維港委員會轄下的海濱管理模

式專責小組現正研究本地和海外的管理模式，專責小組會制

定建議，經委員會審議和通過後提交政府考慮。我們在收到

專責小組的建議後會進行仔細研究。  
 
 
徵詢意見  
 
18. 請委員就本文件內容發表意見。  
 
 
附件  
 
附件 A 城市規劃委員會就維多利亞港定立的理想和目標  
 
附件 B 共建維港委員會的海港規劃原則及指引  
 
附件 C 在政府土地上進行的海濱優化工程的時間表  
 
附件 D 其他可在政府土地上進行的海濱優化工程  
 
附件 E 在私人土地上進行的海濱優化工程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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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維港兩岸之休憩用地及海濱優化工程  
 
附件  G 總圖  - 優化維多利亞港海旁地區的機會與限制  
 
附件 H 香港海港設施佈局圖  
 
附件 I 現有海事用途和活動  
 
 
 
 
 
 
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 
2009 年 3 月  



城市規劃委員會就維多利亞港定立的理想和目標  
 
 
理想宣言  
 
城規會在其「理想宣言」中發表就維多利亞港所定立的理想

和目標，以及對於在維港填海的意向聲明。  
 
 
理想   
 
令維多利亞港成為富吸引力、朝氣蓬勃、交通暢達及象徵香

港的海港–港人之港，活力之港。  
 
目標   
 
1. 完善維港規劃，增強港人和維港的連繫。   

 
2. 增添優美景致，讓市民盡覽維港風光。   

 
3. 增添維港魅力，促進旅遊事業。   

 
4. 鼓吹富創意的建築設計及提供規劃完善的設施、休憩用地

和行人道路網，促進多元化的活動，締造優美海濱環境。

  
5. 改善維港水質，建設優美海港。   

 
6. 確保港內運輸的安全和效率，強化香港作為國際中樞港的

功能。   
 
 
對於在維多利亞港填海的意向聲明   
 
維港是香港市民的特別天然資產，應受到保護。在維港內進

行填海工程，要以滿足社會的必要需求及公眾意向為依歸，

並須確保環境質素，及符合可持續發展和在海港內不准進行

填海工程推定的原則。  
 

附件 A















































 
在政府土地上進行海濱優化工程的時間表 

Timetable for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Works on Government Land 
 

海濱優化工程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Works 

預計竣工年份 

Anticipated Year 
of Completion 

A1 中山紀念公園以西的水務署西區過海水管及淨

化海港計劃設施竣工後的景觀美化區 
Landscaped area west of Sun Yat Sen Memorial 
Park (SYSMP) after completion of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s Western Cross Harbour water main 
and Harbour Area Treatment Scheme facilities 

2012 - 2014 

A2 中山紀念公園暨游泳池場館 
SYSMP and Swimming Pool Complex 

2011 

A3 大笪地與中山紀念公園之間的行人連接道 
Pedestrian link between Gala Point and SYSMP 

2009 

A4 上環大笪地海濱公園 
Waterfront park at Sheung Wan Gala Point 

2009 

A5 添馬艦發展工程內的休憩用地 
Open Space within the Tamar Development Project 

2011 

A6 沿前北角邨東面地盆的臨時海濱長廊 
Temporary waterfront promenade along eastern part 
of ex-North Point Estate site 

2009 

A7 愛秩序灣公園 
Aldrich Bay Park 

2011 

A8 觀塘公眾貨物裝卸區之 200 米臨時海濱長廊 
200-metre temporary waterfront promenade at 
Kwun Tong Public Cargo Working Area 

2009 

A9 跑道公園 2013* 
                                                 
*  發展時間表有待檢討，以配合郵輪碼頭的竣工時間。 

Implementation programme under review to tie in with the completion schedule of the cruise terminal. 

附件 C 
Anne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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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濱優化工程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Works 

預計竣工年份 

Anticipated Year 
of Completion 

Runway Park 

A10 浙江街休憩用地 
Open Space at Chi Kiang Street 

2013 

A11 大環山公園(海濱長廊)美化工程 
Beautification works of Tai Wan Shan Park 
(Promenade) 

2009 

A12 在尖沙咀發展露天廣場 
Development of a Piazza in Tsim Sha Tsui 

2013 

A13 位於原大角咀巴士總站舊址的休憩用地 
Open space at ex-Tai Kok Tsui Bus Terminus 

2013 

A14 大角咀海旁的海濱長廊(毗鄰 KIL11146) 
Waterfront promenade along Tai Kok Tsui 
waterfront (adjoining KIL11146) 

2012 

A15 青衣担杆山路的休憩用地 
Open space at Tam Kon Shan Road, Tsing Yi 

2009 

 



其他可在政府土地上進行的海濱優化工程 
Other Possible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Proposals on 

Government Land 
 

海濱優化工程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Works 

備註 
Remarks 

B1 城西道休憩用地 
Open space at Shing Sai Road 

待現時的臨時巴士總站重置後發展 
Subject to reprovisioning of the existing 
temporary bus terminus 

B2 中環新海濱的海濱長廊及休憩

用地 
Waterfront promenade and open 
space at the new Central 
harbourfront 

實施時間須配合中環新海濱未來發展 
To tie in with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entral harbourfront 

B3 沿灣仔新海旁的休憩用地 
Open space along the new 
shoreline in Wan Chai 

實施時間須配合中環灣仔繞道及未來灣仔

海旁發展 
To tie i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entral-Wan Chai Bypas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Wan Chai waterfront 

B4 前北角邨地盆的海濱長廊及休

憩用地 
Waterfront promenade and open 
space at ex-North Point Estate site 

實施時間須配合前北角邨的未來發展 
To tie in with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ex-North Point Estate site 

B5 文康街遊樂場擴建計劃 
Extension of Man Hong Street 
Playground 

待現時的加油/氣站重置後發展 
Subject to reprovisioning of the existing 
petrol cum LPG filling station 

B6 鰂魚涌公園第二期(第二及第三

階段工程) 
Quarry Bay Park Phase 2 (Stages 
2 & 3) 

待現時的臨時用途（如車輛扣留處及停車

場）重置/搬遷後發展 
Pending reprovisioning/relocation of the 
existing temporary uses (such as vehicle 
pound and car park) 

B7 鰂魚涌海旁休憩用地 
Quarry Bay waterfront open space 

待港島東海旁研究的結果  
Subject to the findings of the Hong Kong 
Island East Harbourfront Study 

附件 D 
Annex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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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濱優化工程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Works 

備註 
Remarks 

B8 愛秩序灣海濱花園擴建計劃 
Extension of Aldrich Bay 
Promenade 

待現時的臨時復康巴士停泊處及收費停車

場用途搬遷後發展 
Pending relocation of the existing temporary 
rehabus/fee-paying car parking uses 

B9 茶果嶺公眾貨物裝卸區之海濱

長廊 
Waterfront promenade at Cha 
Kwo Ling PCWA 

待公眾貨物裝卸區關閉後發展 
Pending closure of PCWA 

B10 觀塘公眾貨物裝卸區之海濱長

廊餘下部分 
Remaining section of waterfront 
promenade at Kwun Tong PCWA 

待公眾貨物裝卸區關閉後發展 
Pending closure of PCWA 

B11 啟德發展內的休憩用地 
Open space within Kai Tak 
Development 

實施時間須配合啟德未來發展 
To tie in with future development of Kai Tak

B12 土瓜灣海濱長廊 
Waterfront promenade at To Kwa 
Wan 

在現正進行的啟德發展計劃工程檢討中詳

細考慮 
To be further considered under the on-going 
Kai Tak Development - Engineering Review

B13 紅磡海濱長廊 
Hung Hom waterfront promenade 

發展模式正在研究中 
Development mode is being studied 

B14 西九文化區內的休憩用地 
Open Space within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WKCD) 

實施時間須配合西九文化區未來發展 
To tie in with future development of WKCD

B15 毗鄰西鐵荃灣西站上蓋物業發

展海濱長廊 
Waterfront promenade adjacent to 
West Rail Tsuen Wan West Station 
property development 

實施時間須配合西鐵荃灣西站上蓋物業的

發展 
To tie i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programme of West Rail Tsuen Wan West 
Station property development 

 



在私人土地上進行海濱優化工程的時間表 
Timetable for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Works on Private Land 

 

海濱優化工程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Works 

備註 
Remarks 

C1 油塘灣綜合發展區內的海濱長廊 
Waterfront promenade within CDA 
site at Yau Tong Bay 

實施時間須配合綜合發展區的

未來發展 
To tie in with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DA site 

C2 啟興道商用地盆內的海濱長廊 
Waterfront promenade within 
commercial sites at Kai Hing Road 

實施時間須配合商用地盆的未

來發展 
To tie in with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ercial sites 

C3 馬頭角海旁之綜合發展區內的海濱

長廊 
Waterfront promenade within CDA 
site along Ma Tau Kok waterfront 

實施時間須配合綜合發展區的

未來發展 
To tie in with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DA site 

C4 馬頭角海旁之住宅用地內的海濱長

廊 
Waterfront promenade within 
residential site along Ma Tau Kok 
waterfront 

須待現時在該土地上的煤氣設

施停止運作及依賴土地擁有人

採取主動發展 
Subject to decommissioning of 
the existing gas facilities within 
the site and relying on private 
initiative 

 

附件 E 
Annex E









附 件 I 
 

現 有 海 事 用 途 和 活 動  
 
 
(a) 航  道  
 
• 指 撥 作 水 道 用 途，供 吃 水 較 深 的 船 隻（ 尤 其 是 遠 洋 船 ）在 海 港

內 航 行 的 海 域。航 道 由 法 例 指 定。海 事 處 備 有 進 出 香 港 水 域 船

隻 數 目 和 本 地 船 隻 數 目 的 統 計 數 字。然 而，如 要 為 各 航 道 以 至

海 港 內 其 他 通 航 水 域 的 海 上 交 通 流 量 作 準 確 記 錄，卻 並 不 切 實

可 行。不 過，以 下 的 統 計 數 字 將 有 助 了 解 海 港 內 船 隻 移 動 的 流

量 。  
 
• 在 2008 年 ， 全 年 抵 港 船 隻 的 總 數 與 離 港 船 隻 的 總 數 同 為

217 360艘 （ 換 句 話 說 ， 平 均 每 天 有 1 200艘 船 隻 進 出 香 港 的 海

港 ， 當 中 大 部 分 在 航 道 上 航 行 ）。  
 
• 香 港 有 13 314艘 本 地 領 牌 船 隻，這 些 船 隻 的 體 積 一 般 較 遠 洋 船

小。每 天 都 有 相 當 數 目 的 本 地 領 牌 船 隻 在 香 港 水 域（ 包 括 海 港 ）

範 圍 內 航 行。這 些 本 地 船 隻 吃 水 較 淺，因 此 不 需 要 在 航 道 上 航

行。事 實 上，大 部 分 本 地 領 牌 船 隻 會 在 航 道 外 行 駛，與 海 岸 線

較 為 接 近 ， 以 避 開 航 道 上 的 主 流 交 通 。  
 
(b) 碇 泊 處  
 
• 指 主 要 撥 供 遠 洋 船 作 停 留 用 途 的 海 域，停 留 的 原 因 繁 多，如 處

理 關 務、等 候 泊 位、裝 卸 貨 物 等。碇 泊 處 由 法 例 指 定。在 碇 泊

處 內，船 隻 以 錨 繫 固，受 風 吹 或 潮 汐 影 響 時，會 圍 繞 錨 的 四 周

擺 動。船 隻 在 碇 泊 處 錨 泊 時，一 般 會 有 本 地 船 隻 駛 近 或 駛 離 該

船 。  
 
(c) 避 風 塘  
 
• 指 部 分 被 防 波 堤 圍 繞，撥 供 本 地 船 隻 在 遇 上 颱 風 時 作 停 泊 和 避

風 用 途 的 海 域。避 風 塘 由 法 例 指 定。船 隻 會 經 常 進 出 避 風 塘 ，

或 在 避 風 塘 內 航 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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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繫 泊 浮 泡  
 
• 海 港 水 域 內 設 有 若 干 繫 泊 浮 泡，即《 香 港 海 港 設 施 佈 局 圖 》中

標 示 的 A39、 B2、 ZA2 等 。 每 個 浮 泡 四 周 會 預 留 一 圓 形 海 域

作 繫 泊 區，供 繫 泊 於 該 浮 泡 的 船 隻 使 用。繫 泊 船 隻 的 錨 鏈 須 繫

固 於 浮 泡 的 繫 船 環 上。船 隻 繫 泊 於 浮 泡 時，會 受 風 吹 或 潮 汐 影

響 而 圍 繞 浮 泡 擺 動。船 隻 繫 泊 於 浮 泡 期 間，會 有 本 地 船 隻 駛 近

或 駛 離 該 船 。  
 
• 海 事 處 為 商 用 遠 洋 船 提 供 編 號 A 或 B 字 頭 的 政 府 繫 泊 浮 泡 ，

並 收 取 費 用。一 般 來 說，船 隻 可 以 繫 泊 在 該 等 浮 泡，以 裝 卸 貨

物 或 上 落 乘 客 。 現 時 香 港 有 21 個 A 級 浮 泡 （ 供 長 度 不 超 過

183 米 的 船 隻 使 用 ） 和 10 個 B 級 浮 泡 （ 供 長 度 不 超 過 137 米

的 船 隻 使 用 ）， 設 於 海 港 東 部 和 海 港 西 部 。 設 於 昂 船 洲 以 南 、

字 頭 為 ZA 的 四 個 繫 泊 浮 泡，為 海 軍 繫 泊 浮 泡，為 附 近 海 軍 基

地 的 運 作 提 供 支 援 。  
 
(e) 指 定 作 不 同 用 途 及 ／ 或 受 到 不 同 限 制 的 海 域  
 

(i) 昂 船 洲 大 橋 與 葵 青 橋 之 間 的 藍 巴 勒 海 峽 海 域 ： 在 該 海 域

內，船 隻 往 來 非 常 頻 繁。該 海 域 既 是 遠 洋 船 進 出 葵 青 貨 櫃

碼 頭 泊 位 的 掉 頭 區，亦 是 船 隻 往 來 青 衣 北 至 維 港 之 間 海 域

的 交 通 航 道 。  
 
(ii) 港 澳 碼 頭 和 中 國 客 運 碼 頭 附 近 海 域：該 等 海 域 撥 作 營 運 跨

境 渡 輪 服 務 之 用，為 法 例 指 定 的 海 域，進 入 該 等 海 域 須 受

限 制 。 在 該 等 海 域 內 和 附 近 一 帶 ， 渡 輪 往 來 非 常 頻 繁 。  
 
(iii) 通 往 渡 輪 碼 頭、其 他 碼 頭、公 眾 碼 頭 及 公 眾 登 岸 梯 級 的 海

域：該 等 海 域 的 範 圍 並 無 清 晰 界 定，但 一 般 來 說，在 碼 頭

和 登 岸 梯 級 附 近 的 海 域 會 保 持 暢 通 無 阻，以 便 有 關 人 士 使

用 碼 頭 和 登 岸 梯 級 。 因 此 ， 該 等 海 域 內 常 有 船 隻 往 來 。  
 
(iv) 各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和 貨 櫃 碼 頭 泊 位 50 米 範 圍 內 的 海 域 ：

該 等 海 域 供 繫 泊 在 裝 卸 區 和 貨 櫃 碼 頭 泊 位 的 船 隻 使 用，船

隻 會 經 常 進 出 該 等 海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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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通 往 海 旁 用 地 的 海 域 （ 附 有 透 過 政 府 批 地 、 批 租 、 撥 地 、

短 期 租 賃 等 形 式 提 供 的 船 隻 進 出 航 道 ）： 該 等 海 域 的 範 圍

一 般 並 無 清 晰 界 定，但 會 保 持 暢 通 無 阻，以 便 船 隻 進 出 航

道 往 來 該 等 用 地 。 因 此 該 等 海 域 內 常 有 船 隻 往 來 。  
 

(vi) 海 港 東 部 海 域：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如 尖 沙 咀 與 鯉 魚 門 之 間

的 海 域 會 定 期 舉 辦 賽 艇 活 動 。  
 
(f) 船 隻 供 給 燃 料 區  
 

 指 在《 香 港 海 港 設 施 佈 局 圖 》上 以 綠 色 標 示 且 註 有 “ 燃 料 泵 ＂

圖 標，位 於 鯉 魚 門、大 角 咀、深 水 埗 附 近 的 海 域。在 區 內 錨 泊

的 油 躉 可 為 船 隻 （ 以 本 地 船 隻 為 主 ） 補 給 燃 料 。  
 
(g) 私 用 繫 泡 區  
 

 指 在 海 事 處 允 許 下 由 船 東 自 費 設 置 私 用 繫 泡 的 海 域。私 用 繫 泡

區 可 見 於 各 避 風 塘 內、新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海 堤 以 西、荃 灣 海 灣 ，

以 及 汀 九 沿 岸 一 帶 海 域。私 用 繫 泡 只 供 本 地 船 隻 繫 泊 之 用。私

用 繫 泡 區 及 其 四 周 會 有 船 隻 進 出 或 進 行 繫 泊 操 作 。  
 
(h) 海 上 施 工 區  
 

 不 同 範 圍 的 海 域 或 會 劃 為 施 工 區，以 進 行 鑽 孔、敷 設 或 維 修 海

底 電 纜、排 水 渠 口、疏 浚 等 海 事 工 程。海 上 施 工 區 一 般 屬 臨 時

性 質 ， 區 內 會 有 各 種 工 程 活 動 ， 包 括 潛 水 作 業 。  
 
(i) 出 入 限 制 區  
 

 指 船 隻 未 經 指 明 當 局 允 許 即 不 得 進 入 的 海 域，例 如 青 洲 低 潮 標

100 米 的 範 圍 以 內 、 昂 船 洲 海 軍 港 池 區 域 、 昂 船 洲 軍 營 區 域

等 。 這 些 海 域 由 法 例 指 明 ， 區 內 極 少 海 事 活 動 。  
 
 
 
海 事 處  
2009年 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