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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啟德發展計劃過去的規劃  
 
 
1. 背景  
 
 
1.1 在 2010年 5月 25日的會議席上，發展事務委員會要求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提供資料，說明政
府曾否計劃利用啟德發展的其中一部分作為緩衝區，以促進鄰近的舊區推行重建項目，以及若當局曾經

有此計劃，有關的目標如何隨時間而改變。本資料便覽旨在為事務委員會提供有關啟德發展計劃過去規

劃的資料，並特別提述在擬備啟德發展的規劃方案時，當局所構想的市區重建建議。  
 
 
2. 啟德發展的早期規劃 (1990年至 2002年 ) 
 
 
2.1 就啟德機場舊址及其毗鄰地區進行規劃的工作於 1990年代初展開。在 1991年 9月完成的《都會計
劃選定策略》 (Metroplan Selected Strategy)為東南九龍發展計劃的重建工程提供概括土地用途綱要。東南九
龍發展計劃的涵蓋範圍包括啟德機場舊址及擬議的九龍灣填海區、啟德明渠進口道，以及觀塘避風塘。

按照《都會計劃選定策略》的構想，上述地點將會用作興建公營及私營房屋、商業發展項目、高科技工

業區，以及休憩用地。此外，有關地點亦會預留空間以供發展公路及鐵路網絡的延伸部分，並提供與港

口相關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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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 1992年 6月，政府就啟德機場舊址以及毗鄰海港地區填海所得的土地展開《東南九龍發展綱領
研究》(South East Kowloon Development Statement Study)。該項研究於 1993完成，把《都會計劃選定策略》推展
為更具體的規劃目標。在該項研究下擬備的《發展大綱總圖》 (Outline Master Development Plan)為進行可行
性研究提供基礎，以便當局制訂初期發展計劃，以應付區內預計可容納 285 000人口的住屋需要。  
 
2.3 在 1995年 9月，拓展署展開《東南九龍發展可行性研究》 (Feasibility Study for South East Kowloon 
Development)，按照《東南九龍發展綱領研究》的建議，為東南九龍發展計劃訂定詳盡的可行性研究。該
項可行性研究於 1998年 12月完成，對《東南九龍發展綱領研究》的《發展大綱總圖》進行微調，並就初
期發展計劃訂定多項分階段及融合式發展項目。有關的發展方案以兩份法定分區計劃大綱圖 (Outline 
Zoning Plan)的形式公布，但其建議的填海範圍 1遭公眾強烈反對。  
 
2.4 經修訂的發展方案  ⎯⎯  《東南九龍發展修訂計劃的整體可行性研究》 (Comprehensive Feasibility 
Study for the Revised Scheme of South East Kowloon Development) ⎯⎯  於 2001年制訂，把填海範圍縮減以回應公眾
的關注 2。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2年 6月核准兩套經修訂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  即啟德 (北部 )及啟
德 (南部 )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2.5 下表綜述《東南九龍發展綱領研究》、《東南九龍發展可行性研究》，以及《東南九龍發展修訂計
劃的整體可行性研究》所構想的土地用途及市區重建建議。  
 

                                              
1 《東南九龍發展可行性研究》建議填海 299公頃，以便容納預計的 320 000人口。  
2 根據《東南九龍發展修訂計劃的整體可行性研究》，填海範圍由原擬的 299公頃縮減至 13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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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在 1990年至 2002年期間就東南九龍發展計劃建議的土地用途及市區重建方案  
 

 
東南九龍發展綱領研究  

(1993年 )  
東南九龍發展可行性研究  

(1998年 )  
東南九龍發展修訂計劃的  
整體可行性研究 (2001年 )  

土地用途  就分配商業、住宅及工業活動提
供均衡的土地用途策略，以達致

香港的新市鎮標準。  
 利用涵蓋範圍廣闊並具特色的
休憩用地網絡及集體運輸鐵路

系統，把不同的土地用途融合起

來。  

 應付部分因中期及長期的預計人口
增長所引至的住宅、就業及相關用

途而可能產生的額外市區土地需

求，並就其他經濟活動提供所需的

部分額外市區土地。  
 為每個內有住宅用途的規劃區提供
附設商業中心的鐵路車站。  

 把工業用地局限於不適合作住宅用
途的周邊地區。  

 在住宅地區內分配土地供必須的政
府／團體／社區及教育用途之用，

以支援遷入的人口和甚為殷切的特

定土地需求。  
 把拓展及旅遊等方面的用途安置在
不適合作住宅用途的周邊地區，因

為該等特別用途不受噪音影響。  

 以都會區的用地應付全港
的住屋需求。  

 協助糾正區內設施不足的
情況，為現有的市區範圍

提供設施。  
 打 造 新 的 康 樂 與 旅 遊 焦
點，在前跑道的末端興建

商業中心，以配合發展區

內其他重點特色項目。  

市區重建  分配土地作住宅及相關用途，以
應付本港因為預期的人口增長

及毗鄰地區進行市區重建所產

生的房屋需求。  

 為毗鄰地區的市區重建提供可解決
問題的用地。  

 推動毗鄰地區進行市區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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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啟德發展的近期發展  
 
 
3.1 終審法院在 2004年 1月 9日就灣仔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裁決，該裁決指出有關不准在維港填海的推
定，只能在相關的填海工程符合 "有凌駕性公眾需要 "的規定時，才可以推翻。鑒於法院作出的裁決，政
府在 2004年展開《啟德規劃檢討》 (Kai Tak Planning Review)，為東南九龍發展計劃制訂新的發展方案。該
方案名為《初步發展大綱圖》 (Preliminary Outline Development Plan)，以 "不填海 "為計劃的起點。經過 3個階
段的公眾諮詢，以及參考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意見後，當局於2006年 11月展示以經修定的《初步發展大綱
圖》為基礎而完成的新啟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以供公眾查閱。其後，當局就大綱草圖作出若干修訂，

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則於 2007 年 11月 6日核准經修訂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3。  

                                              
3 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於 2006年 6月 27日舉行會議，討論《啟德規劃檢討》。在該次會議上，一名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
政府應把握發展啟德的機會，促使黃大仙和觀塘等地區進行市區重建工程。政府在回應時澄清，政府當局訂有整體的市區重建策略，

並一直按部就班地進行市區重建工程。啟德的發展計劃是一個長遠的項目。當局沒有計劃把啟德的發展與市區重建策略和市區重建

計劃掛。  



立法會秘書處  FS28/09-10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5  頁  

已核准的《啟德分區計劃大綱圖》  
 
3.2 根據已核准的《啟德分區計劃大綱圖》，啟德發展計劃是獨一無二的新發展項目，把分隔的舊機

場用地轉化為城市化的區域，並與毗連地區緊密相融。此發展計劃除了為東九龍提供更多空間外，亦透

過提供新的社區設施、交通網絡、住宅／商業／零售發展項目，以及大型體育和旅遊項目 (例如興建多用
途體育館及郵輪碼頭 )，推動活化及更新附近地區，促進多元化的本土經濟。透過方便易達的交通和行人
設施把啟德發展與附近的舊區連接，被認定為這項發展計劃的成功關鍵。為方便行人前往鄰近地區，當

局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規劃出一個完善的行人連接系統，該系統由多種形式的公眾通道組成，包括地下

購物街、園景美化高架行人道、行人天橋和更便捷的地面過路處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2010年 7月 21日  
電話： 2869 9621 
 
---------------------------------------------------------------------------------------------------------------------------------------------------------------------------------------------------------------------------------------- 
資料便覽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該等資料便覽作為上述意見。資料便覽的版權由立法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委員會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便覽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
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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