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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 
發展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2009 年 4 月 15 日） 
檢討《市區重建策略》 
 

市區重建的社區參與 
 

涉及市區更新的議題非常廣泛。從市區更新的理念願景，到制定政策的發展局及

執行的市區重建局（下簡稱市建局）應有的角色及功能，到賠償及參與的可能性，

以至社區參與的形式及方法。相信各與會團體及人士已提出不少高見，故本文將

集中討論如何及由誰人協助促進居民及相關人士的參與。此討論亦與之前各關注

項目息息相關，如市區更新的願景是以社區參與為方向；市建局的角色及功能將

較現時開放；多年來業主要求的參與式重建方可能有機會落實。 

 

《市區重建策略》內的社區參與 
社區參與是在近年討論市區更新中的其中一個關注點。政府從表面上也贊同居民

參與，在 2001 年 11 月公佈的《市區重建策略》第 4 點 d 項指出政府認為「受重

建項目影響的居民應有機會就有關項目表達意見 。」民間也普遍認同社區參與

的重要性，但卻很少討論可如何具體協助社區參與。其實現時由市建局資助的社

會服務機構於重建區內提供服務的市區重建社會服務隊（下簡稱社工隊）的其中

一項工作正是協助業主及租戶正面參加市區重建的過程。社工隊既是市建局標榜

其「以人為本」的項措施之一，亦是回應《市區重建策略》內的條文。 

 
然而，現時社工隊的資源來自市建局，過往多年來只有少數社工隊嘗試在提供個

別服務之餘，滲入組織居民向市建局及政府表達訴求，使居民能參與市區更新的

過程。但社工隊卻要面對來自不同方面的壓力，如市建局的職員有意無意間認為

既然社工隊資源來自他們，社工隊便是附屬於他們，故社工隊應只協助居民搬

離，而非協助居民參與及製造麻煩；居民則難於信任資源來自市建局的社工隊，

他們會質疑社工隊會否及能否真心真意為居民提供服務，而非緊跟市建局的政

策，以盡快搬走居民為目標；民間團體也同樣不信任社工隊的工作，而較少與社

工隊合作。社工隊在此等處境縱有滿腔熱誠，努力為居民服務，敢於協助居民發

聲也會兩面不是人，社工的專業判斷及獨立自主也盪然無存。所以在回應發展局

提交予是次會議的 CB(1)1240/08-09(01)文件中「專題 8：社會影響評估和社區服

務隊」內的有關社工隊的資源來自市建局會否有潛在角色衝突？答案是肯定有，

並且十分嚴重，而未來必須更動資源的提供者。 

 
社工隊資助來源的新構想 
是次「《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正好是檢視現時社工隊服務的機會，重新介定其

角色及功能。在大眾均認為社區參與是市區重建的重要元素之一，其實社工隊正

好作為一個社區參與的促進者，他們掌握與居民接觸及協助居民參與的知識、技

巧及經驗。使那些日忙夜忙的居民、長者、少數族裔社群、婦女、青少年等，透

過社工的組織及活動真正參與市區更新的過程。過往在社區中心及其他的社區發

展服務已有不少成功的經驗，但他們也有一個共通點，是資源並非直接來自聽取

及接受意見者。就以新期大熱的牛頭角下邨重建為例，透過社工的工作該邨的居

民即將順利搬往重建後的牛頭角邨。雖然是次重建是公共房屋，其經驗未必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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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套入私人樓宇的重建，但也很有參考價值。該隊社工隊的資源便是來自民政事

務局，而協助的居民是面對房屋委員會的重建計劃。故此，將社工隊的資源轉變

由市建局以外，如為市區更新成立基金，由社會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審批及監

管，以資助為居民提供服務的社工隊及促進他們參與市區更新。現時「平和基金」

由香港賽馬會成立以資助戒賭人士服務便為其中一個例子。居民及民間團體對社

工隊的信任將較易建立，市建局職員也更明白及清晰與社工隊的關係，及真正符

合《市區重建策略》內第 33 段提出的「…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應獨立運作。」

社區參與方較易開展及推動。 

 

社區規劃中心 
然而，上述提出的只為對現時制度的少修少補，如要以發展局提交予本會議的文

件（CB(1)1240/08-09(01)）內不斷提及的「以社區為本」的市區更新，本文則建

議要為每個地區成立「社區規劃中心」。目標為推動由居民及社區人士從下以上

的市區更新。藉社工連結不同的專業人士，如城市規劃師、建築師、律師、環保

專家等，協助當區居民從思考地區環境及設施出發，更新及規劃他們理想中的社

區。市區更新如能從居民及社區的角度開展，隨後帶來的問題將會較現時少。此

中心除了推動社區參與規劃外，亦可協助落實各項更新計劃，解決居民面對的實

質需要及困難。此等經驗在外地並非新鮮，廣見各處：台灣的社區營造、英國的

Community Planning 等均除了在地中心外，更有為此而成立的網頁及聯盟中心以

便各計劃間互相交流及經驗整理。當然在本地的討論仍為新鮮，但現時作為整全

地檢討本地的《市區重建策略》，實不應排除此等較突破性的發展。 

 

立法會跟進「《市區重建策略》檢討」 
有見是次檢討將長遠影響本港未來的市區更新發展，立法會有必要作長期跟進及

監察。現時由發展局推動及只由「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作督導及監察

的效用實在非常有限。故建議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成立小組委員會或定期召

開會議跟進檢討進展。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正好重整過往 8 年市建局以盈利及由上而下為主的市

區重建，為未來的市區更新開拓新的一頁。希望各位議員仔細考慮本文的意見。 

 

2009 年 4 月 15 日 

 

賴建國 
明愛徐誠斌學院社會科學系課程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