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年 2 月 21 日(星期六) 
立法會維港視察行程 

 

立法會議員出席名單 1 

政府人員名單 2 

行程 4 

視察路線圖 6 

參考資料  

I. 中環新海濱 7 

II. 中環填海計劃第 III 期、中環灣仔繞道及灣

仔發展計劃第二期 

11 

III. 北角至愛秩序灣海濱 19 

IV. 鯉魚門海旁及油塘灣 29 

V. 啟德發展計劃 34 

VI. 紅磡 40 

VII. 尖沙咀海旁發展 43 

VIII. 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 46 

IX. 油麻地及大角咀 53 

X. 西環及上環海旁 57 
 

CB(1)849/08-09(01)



 
2009 年 2 月 21 日(星期六) 

立法會維港視察行程 
 

立法會議員出席名單 

 
 
  

姓名  

1. 劉秀成議員, SBS, JP (主席) 

2. 陳淑莊議員 (副主席) 

3. 何鍾泰議員, SBS, S.B.St.J., JP 

4. 涂謹申議員 

5. 梁劉柔芬議員, GBS, JP 

6. 劉慧卿議員, JP 

7. 石禮謙議員, SBS, JP 

8. 陳偉業議員 

9 梁家傑議員, SC  

10. 何秀蘭議員 

發展事務委員會 
海濱規劃事宜小組委員會成員 

11. 葉國謙議員, GBS, JP 

12. 李慧琼議員 

13. 黃國健議員, BBS 

其他立法會議員 

14. 謝偉俊議員 

15. 薛鳳鳴女士 小組委員會秘書 

16. 王兆宜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17. 李漢華先生 公共資訊高級主任 

立法會秘書處 

18. 尹慧筠女士 公共資訊主任 

 

1



2009 年 2 月 21 日(星期六) 
立法會維港視察行程 

政府人員名單 
 
局/部門  姓名 職級 

1.  林鄭月娥女士 局長 
2. 陳婉雯女士 局長政務助理 
3. 張文韜先生 局長政治助理 
4. 庾志偉先生 局長新聞秘書 
5. 楊立門先生 常任秘書長(規劃及地政) 
6. 傅小慧女士 副秘書長(規劃及地政)1 
7. 張恩瑋女士 首席助理秘書長(海港) 
8. 阮慧賢女士 首席助理秘書長(規劃及地政)2 
9. 馮嘉怡女士 助理秘書長(規劃)2 
10. 張凱珊女士 助理秘書長(規劃)5 
11. 江淑芬女士 首席新聞主任 (發展) 
12. 歐芷賢女士 高級新聞主任 (發展)2 
13. 李慶華先生 高級行政主任(規劃)1 
14. 黃錦堂先生 行政主任(規劃) 
15.  新聞組攝影師 

發展局 

16. 蔡章達先生 文書助理 
17. 伍謝淑瑩女士 署長 
18. 黃婉霜女士 副署長⁄地區 
19. 李志苗女士 署任助理署長/特別職務 
20. 李啟榮先生 總城市規劃師/規劃研究 
21. 區潔英女士 港島區規劃專員 
22. 陳偉信先生 署任九龍規劃專員 
23. 陳月媚女士 荃灣及西九龍規劃專員 
24. 龍小玉女士 署任總城巿規劃師/特別職務 
25. 黃立基先生 城市規劃師⁄特別職務 1 
26. 王國豪先生 技術主任⁄攝製 

規劃署 

27. 蘇燕強先生 二級影印員 
28. 關柏林先生 九龍拓展處處長 
29. 梁日池先生 總工程師/西九龍 

土木工程拓展署 
九龍拓展處 

30. 麥志標先生 總工程師/東九龍 
31. 韓志強先生 港島及離島拓展處處長 
32. 馮傑榮先生 總工程師⁄港島(1) 
33. 陳本標先生 總工程師/港島(2) 

土木工程拓展署 
港島及離島拓展處 

34.   林舉勳先生 高級文書主任(港島及離島) 

2



35 黎禹華先生 總經理/策劃、發展協調及港口保

安 
36 陳卓生先生 高級海事主任/海港巡邏組 

海事處 

37 黃志文先生 首席新聞主任 

 

3



2009 年 2 月 21 日(星期六) 
立法會維港視察行程 

 
時間 
 

行程 重點 負責人 資料 

08:45 - 
08:55 
 

在中環八號碼頭集合。    

08:55 - 
09:00 
 

行程簡介 
 

 發展局規劃地政

科 
 

09:00 – 
09:12 

登上天星小輪 “輝星 ”
號。 
 

小輪準時於 09:12 由中環八號

碼頭開出 
  

09:12 - 
10:25 

沿港島北岸駛往鯉魚

門，途經中環、灣仔、

銅鑼灣、北角、鰂魚涌

及筲箕灣海旁。 

   

09:12 - 
09:35 

 規劃署介紹中環新

海濱城市設計研究

主要用地。(行程 1) 

 中環新海濱八個主要用地

的設計重點及發展參數 
規劃署署任總城

巿規劃師/特別職

務龍小玉女士 

I 

09:35 - 
09:55 

 土木工程拓展署介

紹中環填海計劃第

三期工程、灣仔發展

計劃第二期及中環

灣仔繞道。(行程 1
及 2) 

 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工程

及進度 
 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填海

範圍、時間表及內陸至海

濱的行人連接 
 灣仔海濱長廊(俗稱“寵物

公園”) 
 中環灣仔繞道工程、臨時

填海範圍及時間表 

土木工程拓展署

港島及離島拓展

處處長韓志強先

生 

II 

09:55 - 
10:25  

 規劃署介紹北角及

鰂魚涌沿岸的發展。 
(行程 3 及 4) 

 

 北角油街用地 
 北角邨舊址 
 擬議的東區走廊下的行人

板道 
 鰂魚涌公園、西灣河海濱

公園、愛秩序灣海濱公園

及擬議的愛秩序灣海濱長

廊。 
 

規劃署港島區規

劃專員區潔英女

士 

III 

10:25 - 
12:00 

輝星號左轉沿鯉魚門駛

向東九龍至油麻地海

旁，途經鯉魚門避風

塘、油塘、茶果嶺、觀

塘、啟德發展區、红磡、

尖沙咀及西九龍海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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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行程 重點 負責人 資料 

10:25 - 
10:45 

 規劃署介紹東九龍

已規劃的項目及長

遠規劃項目。(行程 5
及 6) 

 鯉魚門海旁改善計劃 
 油塘灣綜合發展區土地用

途檢討 

規劃署署任九龍

規劃專員陳偉信

先生 

IV 

10:45 – 
11:05 

 土木工程拓展署介

紹沿觀塘公眾貨物

裝卸區興建全長 200
米的臨時海濱長廊

及啟德發展。(行程 7
及 8) 

 觀塘公眾貨物裝卸區臨時

海濱長廊 
 跑道公園 
 跨境直昇機場 
 郵輪碼頭 

土木工程拓展署

九龍拓展處處長

關柏林先生 

V 

11:05 - 
11:15 

 規劃署介紹红磡。(行
程 9) 

 紅磡地區研究的發展建議 規劃署總城市規

劃師/規劃研究李

啟榮先生 

VI 

11:15 - 
11:25 

 規劃署介紹尖沙咀

海旁發展。(行程 10) 
 尖沙咀海濱長廊/星光大道

 尖沙咀露天廣場 
規劃署荃灣及西

九龍規劃專員陳

月媚女士 

VII 

11:25 – 
11:35 

 土木工程拓展署介

紹廣深港高速鐵路

及西九海濱長廊。 
 規劃署介紹西九文

化區的規劃。(行程

11) 

 廣深港高速鐵路車站 
 西九海濱長廊 
 西九文化區的規劃 

土木工程拓展署

九龍拓展處處長

關柏林先生 
規劃署荃灣及西

九龍規劃專員陳

月媚女士 

VIII 

11:35 - 
11:45 

 沿新油麻地避風塘

駛向大角咀。 規劃

署 介 紹 沿 一 號 銀

海、浪澄灣的海濱長

廊。(行程 12) 
 

 新油麻地避風塘及公眾貨

物裝缷區 
 沿一號銀海及浪澄灣的海

濱長廊 

規劃署荃灣及西

九龍規劃專員陳

月媚女士 

IX 

11:45 – 
12:00 

輝星號左轉駛往港島北

岸，途經西環及上環海

旁駛向中環八號碼頭。 
 規劃署介紹中西區

規劃(行程 13) 
 

 西區土地用途檢討 
 西區副食品市場 
 孫中山紀念公園及上環海

水抽水站旁的臨時海濱長

廊。 
 

規劃署港島區規

劃專員區潔英女

士 

X 

12:00   輝星號返抵中環八號碼

頭。行程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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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環新海濱 
 

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 
 
• 規劃署已應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在二零零七年三月

底委托顧問進行「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下稱「研

究」)，以優化中環新海濱現有的城市設計大綱及擬備主

要用地的規劃／設計綱領。  
 
• 研究包括以下八幅主要用地 (圖 1 和圖 2)：  

 
一號用地  (1.89 公頃 ) 
 

 毗連中環四號至六號碼頭的「綜合發展區 (2)」用地  
 擬議酒店或辦公室發展  

 
二號用地 (0.41 公頃 ) 
 

 國際金融中心二期以北的「商業」用地  
 擬議辦公室發展  

 
三號用地 (5.23 公頃 ) 
 

 皇后像廣場以北的「綜合發展區」用地  
 擬議園景平台和零售及辦公室發展  

 
四號用地 (1.22 公頃 ) 
 

 大會堂以北的「其他指定用途」註明「與海旁有關商

業及休憩用途」用地   
 擬議與海濱有關的商業及休憩用途  

 
五號用地 (1.16 公頃 ) 
 

 中信大廈以北的「政府、機構或社區 (2)」用地  
 擬議藝術及與文化有關的用途  

 
六號用地 (1.89 公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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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域碼頭街以北的「其他指定用途」註明「與海旁有

關之商業及休憩用途」用地  
 擬議與海濱有關的商業及休憩用途  

 
七號用地 (7.8 公頃 ) 
 

 擬議兩公里長的海濱長廊  
 
八號用地 (0.22 公頃 ) 
 

 鄰近中環九號及十號碼頭的「其他指定用途」註明「與

海旁有關之商業及休憩用途」用地  
 擬議中環九號及十號碼頭的入口和觀景層或重組後

的皇后碼頭  
 
• 第二階段公眾參與於二零零八年四月至七月進行，徵求

公眾就經優化的城市設計大綱和主要用地的其他設計概

念諮詢公眾意見。期間舉辦了公眾展覽、巡迴展覽、專

題小組工作坊、公眾參與論壇，及為公共機構和諮詢團

體、關注組織，以及全港 18 區區議會進行簡介及諮詢；

並透過意見卡、面談、電話意見調查及建議書，收集公

眾的意見。研究顧問現正檢視所接獲的公眾意見，如有

需要，會修改設計建議。  
 
• 共建維港委員會就研究成立的專責小組將於二零零九年

二月二十八日舉辦綜合意見論壇，把市民對設計概念和

建議所提出的意見歸納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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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環填海計劃第 III 期、中環灣仔繞道及 
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 

 
 
中環填海計劃第III期 
 
中環填海計劃第 III 期工程計劃旨在為建造下列的重要運輸基建設施

提供所需土地－ 
 

(a) 中環灣仔繞道； 
(b) 香港站延展掉車隧道； 
(c) 北港島線；以及 

 (d) 這項工程計劃下的其他輔助道路網；  
 
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提供的土地，亦將用作發展中環新海濱，讓公眾

享用。為此，規劃署已開始進行「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以優

化中環新海濱的城市設計大綱，並提供詳細的規劃和設計指引。 
 
工程計劃原先的核准範圍包括－ 
 

 在中環「天星」碼頭至龍景街對開的海床填海約 18 公頃土地和

建築海堤； 
 重置受填海工程影響的設施，包括灣仔直升機升降坪、碼頭和冷

卻用水抽水站； 
 興建民耀街行人天橋、供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使用的碼

頭、P2 道路網絡、延展雨水暗渠、排水渠、污水渠、腹地排水系

統改善工程，以及在路旁進行環境美化工程。 
 
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09 年 1 月批准擴大工程計劃的範圍，在中環

填海計劃第 III 期工程內進行保護工程。中環填海計劃第 III 期的最新

核准預算費用為 57 億 6,150 萬元。 
 
這項工程已於 2003 年 2 月展開。直至 2009 年 1 月底，受影響的灣仔

直升機升降坪、碼頭和冷卻用水抽水站已重置於新填海區，腹地排水

系統改善工程和在餘下區域的填海及建築海堤工程亦大致完成，現正

進行道路和延展雨水暗渠工程。填海保護工程亦即將展開。按現時的

工程進度，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工程預計會於 2011 年年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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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灣仔繞道及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 
 
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工程的主要目的是為建造中環灣仔繞道﹝下稱

「繞道」﹞提供土地，並提供機遇優化海濱，供公眾享用。 
 
我們需要建造繞道以紓緩干諾道中/夏慤道/告士打道的交通擠塞情

況。繞道在西面由林士街天橋開始，穿越中環填海第三期及灣仔發展

計劃第二期地區，在北角城市花園附近連接東區走廊﹝圖一﹞。雖然

繞道在中環填海第三期及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地區以隧道形式建

造，但受到各種限制及工程上的要求，需要少量的永久填海。但在前

貨物裝卸區海灣及銅鑼灣避風塘則不需要永久填海。 
 
中環填海第三期的填海範圍由文耀街至龍景街，面積約為 18 公頃。

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總填海面積為 12.7 公頃，包括沿灣仔海岸線

由中環三期的邊界至前貨物裝卸區的 9.4 公頃，及銅鑼灣避風塘以東

至北角油街的 3.3 公頃。 
 
雖然在銅鑼灣避風塘及前貨物裝卸區不需永久填海，但因以隧道形式

建造繞道工程的需要，將要在上述地方進行臨時填海，為期共約 6
年。在銅鑼灣避風塘及前貨物裝卸區的臨時填海面積分別為 6.4 及 1.9
公頃。透過採用分階段的建造方法，同一時段在上述地區的臨時填海

面積分別約為 1.8 公頃至 3.7 公頃和 0.7 公頃至 1.2 公頃之間。 
 
我們將會在 2009 年中為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及繞道兩項工程向立法

會申請撥款，工程將預計在 2009 年底展開，在 2017 年啟用繞道。 
 
 
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海濱優化 
 
「優化灣仔、銅鑼灣及鄰近地區海濱的研究」﹝下稱「優化海濱研

究」﹞於 2005 年至 2007 年間進行，用以鼓勵公眾表達他們對將來海

濱發展的願景、期望及建議，從而制定灣仔北至北角油街海濱優化的

概念。按照優化海濱研究的公眾意見，我們在規劃概念圖提出發展成

五個特色主題區，分別為藝術及文化區、以「水」為主題的公園區、

水上康樂區、文化歷史區和休閒及活動區﹝圖二﹞。各主題區的特色

概略如下：  
 

 藝術及文化區 – 加強及建基於現有與藝術及展覽相關的發展，

並提供更多的表演場地及手工藝展示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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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水」為主題的公園 – 重點是以「水」為休憩主題的公園，

配以海濱一帶的零售及餐飲區，增加公園區的活力，吸引更多市

民前往海濱 
 水上康樂區 – 優化及善用前公眾貨物裝缷區的海灣，作為水上

活動及康樂用途 
 文化歷史區 – 強調保育和優化避風塘的文化和歷史，及興建寛

闊的園景平台將維多利亞公園西北端的山坡伸延到海濱 
 休閒及活動區 – 沿著北角海岸線因興建主幹道和隧道入口而填

取的土地，將提供機會興建一個新的園景休憩區，將這個目前難

以到達的海濱地區開放給公眾使用 
 
前往海旁的通道 
 
為使公眾更容易到達新的海濱，我們建議增加九條行人通道，連接內

陸地區和新的海濱。這些行人通道包括五條地面行人通道、三個寛闊

的園景平台和一條行人天橋﹝圖三﹞，各行人通道的概略如下： 
 

 連接藝術中心及會展西面的地面行人通道 
 連接君悅酒店旁的花園和會展西面的海濱長廊之園景平台 
 由菲林明道及重新定線的鴻興道交界處，伸延至灣仔海旁的地面

行人通道 
 由鷹君中心及海港中心的平台，通往灣仔海旁及渡輪碼頭之園景

平台 
 由杜老誌道及鴻興道交界處，通往灣仔海旁的地面行人通道 
 沿運盛街通往灣仔海旁的行人天橋 
 由維多利亞公園伸延至銅鑼灣海濱長廊的園景平台 
 沿屈臣道通往北角海旁的地面行人通道 
 沿油街通往北角海旁的地面行人通道 

 
灣仔海濱長廊 
 
灣仔海濱長廊，俗稱「寵物公園」，是共建維港委員會屬下前灣仔發

展計劃第二期檢討小組委員會，因應在 2005 年進行優化海濱研究時

所收到的公眾要求，提出在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及繞道工程施工前，

臨時開放政府海濱土地以給市民享用，該建議亦受到灣仔區議會支

持。該設施佔地 1.2 公頃，於 2006 年 10 月展開工程至 2007 年 3 月

完工，並於 2007 年 4 月正式開放給市民享用。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

及繞道工程於 2009 年年底展開時，灣仔海濱長廊將會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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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北角至愛秩序灣海旁 
 
 
擬議的油街重建項目 
 
• 用地面積為 11 700 平方米，擬用作辦公室／酒店／商業和

住宅用途，最大整體總樓面面積為 70 200 平方米，住用總

樓面面積不應超過 49 240 平方米，使土地用途得以均衡，

增加用地的活力。用地內會闢設總面積為 6 400 平方米的

公眾休憩用地，包括一條闊 20 米的長廊(圖 1)。 
 
• 規劃大綱載述的其他主要設計概念包括﹕  

 
 較低的發展密度(總地積比率為 8.6 倍，淨地積比率為 6
倍)，以配合其海旁位置； 

 
 用地採用「梯級式高度」的建築物輪廓，向海部分的高

度為主水平基準上 100 米，向內陸部分的高度為主水平

基準上 110 米； 
 

 建築物設計和配置周全，使海景景觀更為遼闊； 
 

 住宅樓宇與東區走廊和日後的中環灣仔繞道之間的距離

後移最少 50 米；以及 
 

 建議在油街、用地東北面界線和中部提供三條通風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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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的前北角邨重建項目 
 
• 用地面積約 37 200 平方米，臨海面長約 400 米，涵蓋用地

A 和用地 B，前者用作闢建酒店(36 000 平方米)，後者用

作商業／住宅用途 (86 110 平方米 )，並附設政府、機構或

社區和交通設施。用地內會闢設總面積達 15 000 平方米的

公眾休憩用地，包括一條闊 20 米的海濱長廊(圖 2)。  
 
• 用地 A 用作酒店發展，增加旅遊活動，為海旁增添朝氣。

用地 B 用作住宅發展，附設商業用途和政府、機構或社區

設施，服務北角區居民、長廊訪客和渡輪乘客。發展也包

括一個公共交通總站，以重置現有北角巴士總站；另設一

個公共旅遊巴士停車場，以應付北角區對旅遊巴士停車位

的需求，為接載旅客前往北角渡輪碼頭展開海港觀光遊的

旅遊巴士提供車位。   
 
• 用地規劃大綱擬稿載述的其他主要設計概念包括﹕  

 
 較低的發展密度(用地 A 和用地 B 的總地積比率分別為

6.73 倍和 5.41 倍，淨地積比率則分別為 4.54 倍和 2.94
倍)，以配合其海旁的位置； 

 
 建築物高度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80 米，採用「梯級式

高度」的建築物輪廓朝海旁拾級而下。用地 B 近海建築

物與內陸建築物的高度最少應相差 30 米； 
 

 沿書局街和琴行街闢建兩條美化行人道，作為通風廊和

觀景廊，方便公眾從內陸前往海旁和渡輪碼頭；以及 
 

 用地 B 的住宅樓宇應距離東區走廊最少 50 米，以免受

噪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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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在東區走廊下興建行人板道 
 
• 東區走廊於一九八四年沿港島東海旁興建，公眾強烈要求

善用走廊下的用地，而東區區議會也積極倡議在該處闢建

行人板道。  
 
• 政府已於二零零七年年初探討初步行人板道建議(圖 3)，當

中包括﹕ 
 

 行人板道長約兩公里，連接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東端

(近油街)與海裕街海旁； 
 

 一般闊度約 20 米，在一些地點闊度更大； 
 

 利用東區走廊樁帽和柱墩上面的空間，不涉及於海港建

構築物；以及 
 

 由於東區走廊近糖水道的一段連接路的淨空高度不足，

行人板道可能設於東區走廊覆蓋範圍外，但此舉需考慮

是否符合《保護海港條例》。 
 
• 不過，上述建議會影響嘉華國際中心和柯達大廈的契約所

訂明的海上通行權，也會影響北角消防處碼頭的運作。 
 
• 規劃署快將展開「港島東海旁研究」，研究的其中一個範

疇，是探討能否沿港島東海旁闢設連貫的海濱長廊，包括

詳細研究行人板道的建議。研究預計於二零一零年年底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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鰂魚涌海裕街海旁 
 
• 海裕街海旁範圍包括兩幅「其他指定用途」用地(圖 4)，計

劃用作文化、消閒和與旅遊相關的用途。在這兩塊「其他

指定用途」用地內進行發展，最高建築物高度限為主水平

基準上 35 米(西面用地)和 25 米(東面用地)，並須取得城市

規劃委員會的規劃許可，確保海旁發展的設計和諧協調。  
 
• 「其他指定用途」用地毗鄰的用地預留作休憩用地，包括

闢設闊 10 米的海濱長廊連接鰂魚涌公園現有的海濱長廊。  
 
• 規劃署快將展開「港島東海旁研究」，為包括海裕街海旁

的研究範圍制定全面的計劃，改善貫通性和行人前往該區

的連接。 
 
• 東區區議會建議，待臨時用途於二零零九年遷置後，在海

裕街闢設臨時公眾休憩用地。   
 
 
鰂魚涌公園 
 
• 現有的鰂魚涌公園面積約 12.3 公頃，設有海濱長廊、滅火

輪展覽館、景色眺望點、露天廣場、太極花園、兒童遊樂

場、籃球場、網球場、足球場、緩跑徑和單車徑。  
 
• 餘下的鰂魚涌公園第 II 期(圖 4)用地面積約 2.6 公頃，以東

方色彩為主題，設有「香味花園」、兒童遊樂場、露天廣

場、社區園圃和長者健身閣。建造工程會在臨時用途遷置

後於二零一零年年初展開，並於二零一一年年底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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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灣河與愛秩序灣海濱長廊和愛秩序灣公園 
 
• 沿西灣河海旁闢設的一條闊 10 米長約 560 米海濱長廊已大

部分完成。該海濱長廊餘下部分完成後，將把鰂魚涌公園

與現有的愛秩序灣海濱花園連接起來(圖 5)。 
 
• 愛秩序灣海濱花園面積約 1.72 公頃，長約 580 米，包括一

條沿筲箕灣避風塘闢設的闊 10 米海濱長廊、兒童遊樂場、

太極廣場、兩個籃球場和腳底按摩徑。  
 
• 擬建的愛秩序灣公園佔地約 2.2 公頃，位於愛秩序灣海濱

長廊南鄰，是以舊式漁村為主題的公園，設有「香味花

園」、兒童遊樂場、露天廣場、緩跑徑和長者健身閣。建

造工程將於二零零九年五月展開，並於二零一一年年底竣

工。  
 
• 作為即時優化海濱的項目，我們將建議在現有臨時用途於

二零零九年遷置後，在東端闢建臨時公眾休憩用地 (約
1 900 平方米)，從而擴大現有的愛秩序灣海濱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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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鯉魚門海旁及油塘灣 
 

鯉魚門海旁改善計劃 
 

• 旅遊事務處推動的改善計劃包括公眾泊岸設施，及其他附

屬設施可為海鮮酒家的顧客提供較為直接的通道。計劃涉

及在《保護海港條例》所界定的海港以外進行填海，面積

約 1 000 平方米。 
 
• 改善計劃(圖 1)包括興建： 

 
 可容納長達 30 米的船隻的新公眾泊岸設施; 
 與擬議公眾泊岸設施連接的防波堤; 
 觀景台和進行街景改善;及 
 海濱長廊。 

 
• 土木工程拓展署所委託的研究，包括初步環境檢討、生態

及漁業影響評估及海上交通評估，以便探究及審視與擬議

公眾泊岸設施相關的環境考慮和航行安全因素。有關研究

於二零零八年完成。有關計劃獲觀塘區議會支持。  
 
• 分區計劃大綱圖會加以修訂，把觀景台、防波堤、公眾泊

岸設施和部分的海濱長廊納入規劃範圍，以便落實改善工

程。  
 
• 有關計劃預計於二零一零年動工，預計在二零一三年完

成。  
 
• 預計就該計劃 2.1 億元的預算在二零一零年年中向立法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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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塘灣「綜合發展區」發展  

 
• 該用地劃為「綜合發展區」地帶，務求通過綜合重建，逐

步取締現有工業設施，解決環璄問題及優化海濱供公眾享

用。  
 
• 用地的土地業權分散，包括 47 塊海旁地段。  
 
• 現時該地帶及附近土地用途包括：  
 

 棚屋式露天工業用途，例如：船廠、鋸木廠、混凝土廠

及廢紙回收廠 
 其他政府 , 機構及社區用途，例如海水抽水站及土木工

程拓展署維修廠房 
 南面為油塘工業區 
 北面及東面為公屋發展 
 緊接其東面為油塘港鐵站 

 
• 「綜合發展區」地帶的發展參數如下：  
 

地盤面積： 9.91 公頃(無須填海) 
最高地積比率： 4.5 倍(根據地盤總面積計算) 
最高建築物高度： 主水平基準上 120 米 
公眾休憩用地： 闊約 20 米的海濱長廊及地盤面積

不少於 24 700 平方米 
其他： 須提交總綱發展藍圖 

 
• 該「綜合發展區」發展包含以下的城市設計考慮因素： 
 

 採用明顯的漸進式高度輪廓(由主水平基準上 120 米下

降至 60 米)，建築物高度向海旁遞降 
 

 採用更具創意的設計和更恰當的布局，並劃設非建築用

地／通透地帶，以免海濱景致單調乏味，或造成「屏風

效應」 
 

 提交總綱發展藍圖，包括視覺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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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模擬布局的電腦合成照片和布局設計見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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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啟德發展計劃 
 
 
 啓德發展的規劃已進行了十年，其間啓德的填海範圍和

人口數字都經過詳細的討論。政府當局在 2004 年至 2006
年期間，曾在啓德規劃檢討研究之下，進行廣泛的公眾

參與活動。經過三輪的公眾參與活動後，我們制定了啓

德發展方案，該方案其後已納入法定的啟德分區計劃大

綱圖（編號 S/K22/2），並於 2007 年 11 月 6 日獲行政長

官會同行政會議核准。啟德分區計劃大綱圖載於附件 1。
發展計劃的總規劃面積超過 320 公頃，其中涉及把舊機

場用地全面發展為一個集商業、住宅、休憩、旅遊及社

區等用途，並設有配套的基礎設施。  

 啓德發展計劃涉及多項相互影響而關係密切的工程項

目。這些工程項目令啟德發展計劃成為在繁忙市區內進

行的一項高度複雜大型項目。鑑於啓德發展計劃的規模

和複雜程度，我們已把這些工程項目分為三組，即 A 組、

B 組及 C 組，按這些工程的優先次序及其準備就緒的情

況，分別在 3 個目標年份，即 2013、2016 及 2021 年完

成。三組工程的位置載於附件 2、3 及 4。  

 A 組工程的重點是依期完成公共房屋發展和郵輪碼頭首

個泊位，以及它們的配套基礎設施。為配合北面停機坪

的公共房屋發展，我們將改善連接周邊已發展地區的車

輛和行人通道，方便居民往來。我們亦會興建新的道路，

並改善現有路口，以便易於往來位於跑道末端的早期發

展，即郵輪碼頭首個泊位及毗鄰的跑道公園。跑道公園

與位於觀塘公眾貨物起卸區的海濱長廊建成後，將會提

供需求殷切的休憩用地，供區內居民和公眾享用。至於

觀塘公眾貨物起卸區，我們已合併空置的泊位，提早在

2009 年年底完成建造一條 200 米長的海濱長廊。當公眾

貨物起卸區在 2011 年前逐步停用時，我們會擴建這海濱

長廊。  

 B 組工程的其中一個重點是依期完成兩條策略性運輸幹

線，即沙田至中環線和六號幹線，以支援啟德的持續發

展。工程亦包括增設行人通道連接毗鄰地區，以配合北

面停機坪穩定增長的居住和工作人口，以及首批落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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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房屋和商業樓宇。位於北面停機坪的一段啟德明渠

會改建為啟德河，並會根據啟德發展計劃環評報告提出

的建議，解決啟德明渠進口道長久以來的異味問題。  

 C 組工程竣工後，多用途體育場館會成為維多利亞港畔

的新地標，其發展將會與都會公園相融合。建成後將標

誌著啟德發展計劃大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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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紅磡 
 
 
紅磡地區研究的發展建議 
 
• 紅磡地區研究是海港計劃檢討的一部分，旨在為紅磡海

旁地區擬定全面的規劃建議。研究於 2006 年 12 月展開，

並於 2008 年 4 月完成。  
 
• 四個具發展潛力地點的主要建議如下：  
 

紅 磡 車 站 及 海 旁 發 展  
 

 建 議 長 遠 應 遷 拆 港 鐵 貨 運 場 及 國 際 郵 件 中 心，騰 空 的

土 地 可 作 優 化 海 濱 之 用  
 

 擬 議 沿 海 濱 闢 設 零 售 /食 肆 和 在 平 台 邊 沿 興 建 兩 座 酒

店 ， 以 及 提 供 一 條 供 公 眾 使 用 的 海 濱 長 廊 。  建 議 屬

概 略 性 質 ， 旨 在 為 優 化 海 濱 提 供 參 考  
 

 標 示 的 建 築 物 高 度 (以 主 水 平 基 準 以 上 計 )：海 旁 部 分  
= 15 米 、 零 售 部 分  = 23 米 、 酒 店 部 分  = 75 米  

 
紅 鸞 道 的 兩 個 「 綜 合 發 展 區 」  
 

 把 地 皮 劃 分 為 二 ：「 綜 合 發 展 區 (1)」地 帶 的 意 向 為 用

作 零 售、酒 店 及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而「 綜 合 發 展 區 (2)」

地 帶 則 作 辦 公 室 和 零 售 用 途。地 積 比 率 由 6 倍 減 至 4
倍  

 
 擬 議 的 建 築 物 高 度 (以 主 水 平 基 準 以 上 計 )方 面 ， 在

「 綜 合 發 展 區 (1)」從 75 米 向 海 旁 部 分 遞 降 至 15 米，

在「 綜 合 發 展 區 (2)」則 從 75 米 向 海 旁 部 分 遞 降 至 40
米  

 
 設 置 20 米 闊 的 中 央 走 廊 ， 連 接 20 米 闊 的 海 濱 長 廊  

 
 在 布 局 上 盡 量 提 供 可 讓 市 民 享 用 的 空 間、減 低 對 黄 埔

花 園 景 觀 的 影 響 ， 和 促 進 視 野 通 透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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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鸞 道 「 住 宅 （ 甲 類 ） 2」 用 地  
 

 地 積 比 率 已 由 9 倍 降 低 至 4.5 倍 （ 住 宅 為 4.0 倍 ， 非

住 宅 為 0.5 倍 ），建 築 物 的 高 度 (以 主 水 平 基 準 以 上 計 ) 
由 120 米 降 低 至 100 米  

 
大 環 山 公 園 和 海 濱 長 廊  
 

 建 議 包 括 園 境 美 化 及 美 化 大 環 山 游 泳 池 外 牆 * 
 
• 有關「綜合發展區」及「住宅（甲類）2」地帶的建議，

已納入紅磡分區計劃大綱圖內，並於 2008 年 2 月 29 日

公佈，以供公眾查閱。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參 照 紅 磡 地 區 研 究 的 建 議 ， 現 正 為 大

環 山 公 園 和 海 濱 長 廊 進 行 美 化 工 程 。 該 工 程 由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撥 款 興 建 ， 包 括 園 境 美 化 、 為 大 環 山 游 泳 池 部 分 外

牆 翻 新 油 漆 和 鑲 嵌 壁 畫 ， 及 安 裝 蔭 棚 及 座 椅 。 預 計 工 程

將 於 2 0 0 9 年 3 月 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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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尖沙咀海旁發展 

 
 
尖沙咀海濱長廊美化計劃 
 
• 改善工程於 2004 年 8 月底展開，並已大致完成  (圖 1)。

主要工程包括提升園景及建築設計，重新設計街道照

明，以及把部分空地闢作休憩公園、戶外活動及表演場

地和露天茶座。  
 
尖沙咀東部行人天橋改善工程 
 
• 在九龍香格里拉酒店和帝國中心對出、尖沙咀海濱長廊

上的兩條行人天橋斜路已改為升降機，令海旁變得更開

揚寬闊，使區內的環境大為改善。  
 
• 正計劃將尖沙咀東部其餘的行人天橋斜路改建為升降機

並翻新美化有關的行人天橋。有關工程預計於 2010 年年

中完成。  
 
星光大道(全長 440 米 ) 

 
• 星光大道由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代表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管理。星光大道的設立，是源於旅客對香港電影的濃厚

興趣，也為了表揚電影界對促進香港旅遊業和整體經濟

發展的貢獻。  
 
• 工程於 2003 年 6 月展開，並於 2004 年 4 月完成。  
 
尖沙咀露天廣場 
 
• 建議將現時在尖沙咀天星碼頭對出的公共交通交匯處發

展為一個露天廣場，為本地居民和旅客提供一個新的公

共休憩用地。  
 
• 已於 2007 年 8 月開始將該交滙處的巴士線分階段遷往尖

咀東（麼地道）巴士總站，搬遷工作完成後，騰出的空

地可讓廣場工程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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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旅遊事務署於 2007 年 5 月舉辦了一個工作坊，邀請有關

人士及專業團體，一起就擬建露天廣場的用途、發展及

管理模式，交流意見。  
 
• 有建議由政府負責設計和興建廣場的費用，邀請私營機

構承辦廣場的設計和興建工作。  
 
• 亦有建議為廣場舉辦一個公開設計比賽。旅遊事務署將

籌備有關公開設計比賽的細則，預期在 2009 年第二季展

開有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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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 
 
 

 政府曾於 2003 年 9 月就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發出建議邀請書，

希望能由私人市場推動現稱為西九文化區的發展計劃。但在推出建

議邀請書之後，社會有很多不同的意見。 
 

 2006 年 4 月，政府委任西九龍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

員會（諮詢委員會），重新審視和在適當的情況下再確定興建西九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需要，以及興建和營運這些設施的財務要求。 
 

 政府於 2007 年 9 月中至 12 月中期間，就諮詢委員會提出的建議，

展開公眾參與活動。政府在考慮公眾參與活動期間收到的意見後，

決定接納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並於 2008 年 2 月 20 日向立法會提交

《西九文化區管理局條例草案》，成立西九文化區管理局（西九管

理局），負責落實從規劃到營運階段的西九文化區計劃，並確保計

劃有可持續的財務狀況。 
 

 《西九文化區管理局條例》在 2008 年 7 月 3 日獲立法會通過。財

務委員會在 2008 年 7 月 4 日批准一筆過撥款 216 億元以發展西九

文化區。 
 

 西九管理局的董事局已在 2008 年 10 月組成。管理局現正邀請及遴

選顧問公司研究和提出三個概念性的規劃方案，鼓勵和收集公眾包

括各文化藝術界別的持份者的意見，之後為西九文化區擬備一個整

體的發展圖則。顧問公司預計在 2009 年 4 月開始工作。 
 

 西九文化區位於西九龍填海區南端海濱的黃金地段，佔地約 40 公

頃。根據《西南九龍分區計劃大綱圖》，目前該地點劃定為「其他

指定用途」註明「藝術、文化、娛樂、商業及其他用途」地帶。根

據該分區計劃大綱圖，該地點的最高地積比率為 1.81，當中住宅用

途不得超過總地積比率的 20%，而建築物高度限制則為主水平基準

以上 50 米至 100 米。圖一顯示西九文化區的鳥瞰圖。 
 

 建議的西九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基本上包括共 15 項演藝設施、佔地

不少於 3 萬平方米的廣場、一個博物館形式的文化設施（建議報告

稱為 M+）和一個展覽中心。圖二是藝術家眼中的西九文化區。 
 

 西九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將分兩期設置。第 I 期的設施包括 12 個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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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廣場、M+的 70%和展覽中心，有關設施會在 2014/15 年度完

工並開始營運。第 II 期的設施則包括餘下的 3 個演藝場地和 M+第
II 期，該等設施的實施時間表仍在審視中。 

 
 目前，當局積極推動西九文化區空置用地作臨時用途，以進行和舉

辦藝術或文化活動。 
 

 西九文化區鄰近的鐵路設施發展（見圖三）包括： 
(1) 在機場快線和東涌線九龍站上及附近的發展，例如 Union 

Square 的物業發展。 
(2) 在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西九龍總站地盤 A 的發展（廣深港高

速鐵路香港段計劃在 2014/15 年完成）。 
(3) 在九龍南線柯士甸站上地盤 C 及 D 的發展（九龍南線工程預計

於 2009 年 8 月竣工及通車）。 
 

 運輸署現正研究在西九龍填海區不同發展階段下帶來的交通影

響，並作出適當的交通改善建議。長遠的運輸改善計劃，包括擬建

的道路、行車隧道（例如在圖四的連翔道– 柯士甸道西隧道）和天

橋，經工作小組討論後同意可繼續進一步研究。研究預計在 2009
年中完成。 

 
 為了物盡其用和讓市民能盡量享用維港景色，政府在西九文化區這

幅優質海旁土地發展計劃展開之前，興建了 1.8 公頃的臨時海濱長

廊，並於 2005 年 9 月啟用。在 2007 年 1 月，政府完成了擴建這段

海濱長廊至 3.6 公頃的工程。 
 

 西九海濱長廊的設施包括：步行徑、木板步行道、單車徑、草地、

園景區、觀景台、咖啡角、洗手間、涼亭、長椅、文化燈飾走廊和

兒童遊樂設施等。圖五是西九海濱長廊的總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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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X .   油麻地及大角咀  

 
新油麻地避風塘及公眾貨物裝卸區 
 
• 新油麻地避風塘是全港最大的避風塘（圖 1），供漁船碇

泊，亦讓船隻及貨櫃船隻停泊以處理貨物。  
 
• 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於 1995 年 7 月啟用（圖 1），佔地

6.8 公頃，全長 1,200 米，是全香港最大並擁有最長海岸線

的公眾貨物裝卸區。  
 
• 圍繞新油麻地避風塘海濱的其他用途包括海上垃圾收集

站、海事處的海港巡邏組辦事處、棄置車輛收集中心、工

地、污水抽水站、煤氣檢查站的用地、海水抽水站及食水

售賣亭等（圖 1）。  
 
• 現有行人前往該地只能在北面從一號銀海對出的海濱長廊

進入，至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行政大樓的迴旋處為止，

或在南面於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的南端進入。改善行人

前往該區的可能性可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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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海輝道/奧運站對開的海濱長廊/休憩用地 
 
• 以下位於海輝道附近的海濱長廊路段由毗鄰的住宅發展負

責興建及管理（圖 2）： 
 

 浪澄灣及一號銀海前方的海濱長廊已於 2006 年 11 月向

公眾開放。 
 於兩者之間的一段會由私人發展商於 2012 年建成。 

 
• 位於一號銀海以南對出，面積約 0.84 公頃的休憩用地將由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民政事務局發展，預計開放日期為 2013
年初。  

 
• 此外，位於維港灣及中銀中心以南的一塊用地（圖 1 上約

2,700 平方米以粉紅色顯示的地方），已經撥給民政事務署

作臨時休憩用地至 2018 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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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西環及上環海濱 
 
堅尼地城及摩星嶺土地用途檢討 
 
• 規劃署正檢討堅尼地城及摩星嶺的土地用途，檢討範圍包

括前垃圾焚化爐和屠房用地，及前摩星嶺平房區(圖 1)，檢

討範圍的面積約為 14.3 公頃。  
 
• 上述檢討主要採用以下規劃原則：  

 
 闢設海濱長廊，並容許多元化的土地用途，包括休憩、

旅遊相關及康樂用途，供公眾享用； 
 提供休憩用地及政府／機構／社區設施，以滿足該區的

需要； 
 提供住宅用途，以應付住屋需要； 
 採用高低有致的建築物高度輪廓，避免在海旁造成「屏

風效應」； 
 降低發展密度及建築物高度；以及 
 分階段淘汰或重置不相協調的用途。 

 
• 擬建的四號幹線將穿越檢討範圍。  
 
• 運輸及房屋局已承諾檢討興建四號幹線的需要，有關檢討

預計於二零零九年第三季完成。該局將就檢討結果諮詢公

眾及相關持份者的意見。  
 
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 
 
• 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用地的面積為 6.5 公頃，在分區計劃

大綱圖上劃為「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批發市場」地帶。  
 
• 該用地現有三幢兩層高的建築物，包括中部的鮮果市場和

蛋品市場、東端的魚市場，以及西端的鵝鴨市場(大部分已

經空置) 及蔬菜市場。該用地設有五個碼頭，但只有最東面

的碼頭目前仍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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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回應公眾訴求，政府正在考慮把四個空置的碼頭發展作

公眾用途。  
 
中山紀念公園 
 
• 中山紀念公園的面積約五公頃(圖 2)，現時正進行重建，以

提供各類設施，包括公眾游泳池場館、海濱長廊、紀念花

園、足球場、兩個籃球場、兒童遊樂場地及長者角等。 
 
• 有關計劃的建造工程已於二零零八年三月展開；公園部分

的工程將在二零一零年年初完成，而游泳池場館的工程則

會在二零一一年年初完成。 
 
位於上環雨水抽水站用地的海濱公園 
 
• 海濱公園的面積達 5 700 平方米(圖 3)，在分區計劃大綱圖

上劃為「休憩用地」地帶。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城市規劃

委員會核准了於該地帶內興建雨水抽水站的規劃申請。 
 
• 上環雨水抽水站包括地下抽水設施及地面控制室。該項擬

議發展包括把上述「休憩用地」地帶發展為設有海濱長廊

和寵物花園的公園。  
 
• 有關計劃已於二零零六年六月展開，並會在二零零九年九

月完成。 
 
其他海濱長廊和園景區  
 
• 除了主要的海旁休憩用地外，當局亦會闢設一些規模較小

的長廊和園景區，以加強海旁區的連貫性。康樂及文化事

務署將發展上環雨水抽水站及其西面現有的一道海濱長廊

之間的「休憩用地」地區(約 257 平方米)，方便行人前往

中山紀念公園(圖 3)。這項計劃將在二零零九年六月展開，

並會在同年九月完成。  
 
• 當局將會在副食品批發市場東鄰一塊面積約 7 800 平方米

的用地進行與淨化海港計劃相關的工程，以及敷設西區過

海海底水管及其相關的地下喉管。淨化海港計劃的建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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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將於二零零九年第三季展開，並會在二零一四年完成，

而鋪設水管的工程將於二零零九年年初展開，至二零一二

年十二月完成。上述兩項工程完成後，有關用地將發展為

園景區，並開放予公眾使用(圖 4)。 
 
• 中山紀念公園及淨化海港計劃用地之間的土地須用作臨時

貨車停車場，以重置堅尼地城西祥街將會受西港島線影響

的現有貨車停車場。當上述用途在二零一三／二零一四年

終止後，有關用地將發展為休憩用地(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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