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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1月 7日的會議  
 

有關啟德政府合署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規劃中的啟德政府合署的背景資料，並

綜述議員在立法會及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相關事宜時提出的關注

事項及意見。  
 
 
背景 

 
2.  啟德發展計劃是一項規劃範圍超逾 320公頃的發展項

目，當中包括 280公頃的前機場用地，以及毗連的九龍城、黃大

仙和觀塘一帶的地區。根據政府當局於 2009年 1月公布的啟德發

展計劃的實施計劃，啟德發展計劃工程項目分為 3組 (即A組、B組

及C組 )，分別編定在 2013年、 2016年及 2021年完成。啟德政府

合署的擬議建築總面積為 50 000平方米，是A組工程項目其中一

項。  
 
3.  財政司司長在 2011-2012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辭中表示，

預期啟德政府合署將於 2015年落成，該政府合署會帶動位於啟

德的新寫字樓樞紐內商業辦公室的發展。  
 
4.  在財務委員會於 2011年 3月 25日為審核 2011-2012年度

開支預算舉行的特別會議上，政府當局表示，啟德政府合署淨

作業樓面面積約為 33 000平方米，可供 11個局／部門 1設立辦公

室。建築署已決定以設計及建造的方式興建啟德政府合署，而

                                                 
1  有關的 11個局／部門為：教育局、政府統計處、香港海關、路政署、民政事務

總署、香港郵政、勞工處、地政總署、社會福利署、學生資助辦事處及工業貿

易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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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正為興建啟德政府合署招標。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1-2012年
度立法會會期將工程項目提交財務委員會審批。在遷入啟德政

府合署後騰出的辦公地方，主要位於旺角的工業貿易署大樓及

其他位於東南九龍的租賃物業。政府會審慎考慮各項處置工業

貿易署大樓的方案，包括把該大樓作商業用途或出售大樓，政

府亦會在適當情況下停止租用租賃物業。  
 
 

議員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5.  在前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2和發展事務委員會過

往討論 3啟德發展計劃時，事務委員會委員曾促請政府當局積極

考慮將現時位於巿區黃金地段的政府辦公室遷往啟德發展區，

以期在啟德發展區成立一站式政府服務中心，並騰出有關黃金

地段作更具效益的用途。  
 
6.  在 2011年 3月 2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李慧琼議員就

"搬遷位於核心地區的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辦公室 "提出口頭

質詢。李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位於核心地區的現有政

府辦公室的位置及樓面面積，以及該等政府辦公室的搬遷計

劃。李議員及另一些議員在跟進問題中詢問有關啟德政府合署

工程計劃的進展及詳情、搬遷位於灣仔海旁的 3座政府辦公大樓

的情況，以及使用活化工廈重置政府辦公室的事宜。  
 
7.  在 2011年 6月 1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議員通過 "推動

部門總部落區創造就業 "的議案，該議案由張宇人議員動議，並

經陳淑莊議員、湯家驊議員及李永達議員修正。據該項議案的

措辭所述，立法會促請政府當局採取多項措施，其中包括積極

研究盡快將位於巿區黃金地段的政府後勤部門總部，分散遷往

非核心區域及新發展地區，並馬上向公眾交代有關灣仔海旁 3座
政府辦公大樓的確實搬遷時間表及詳情。政府當局提供的相關

進度報告載於附錄。  
 
 
近期的發展 

 
8.  政府當局將於 2011年 11月 7日諮詢財經事務委員會對建

議在啟德發展區興建政府辦公大樓的意見。  

                                                 
2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在 2007-2008年度立法會會期開始時改稱為發展事

務委員會。  
3  相關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於 2005年 6月 28日、 2009年 1月 20日及 2009年 3月 31日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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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9.  相關文件載於以下連結：  

 
2005年 6月 28日的規劃地

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要  
 

2009年 1月 20日的發展事

務委員會會議  
 

議程  
會議紀要  
 

2009年 3月 31日的發展事

務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要  
 

李慧琼議員在 2011年 3月
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

的口頭質詢  
 

議事錄 (第 7至 31頁 ) 
 
 

2011年 3月 25日的財務委

員會特別會議  
會 議 紀 要 ( 第 18.47 至

18.48段) 
政府當局就補充問題的書

面 答 覆 ( 答 覆 編 號 ：

S-FSTB(Tsy)01) 
 

在 2011年 6月 1日立法會會

議上獲通過的 "推動部門

總部落區創造就業 "的議

案  
 

已獲通過的議案措辭  
進度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11月 1日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plw/minutes/pl05062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dev/agenda/dev200901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200901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2009033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02-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fc/fc/minutes/sfc_rpt.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fc/fc/sup_w/s-fstb-tsy-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legco_rpt/legco_motion0602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motion/cm0601-m2-prpt-c.pdf


 

 

附錄  

 
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立法會會議  

「推動部門總部落區創造就業」議案  
 

進度報告  
 
 
目的 

 
  立法會在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的會議上，通過由張宇人

議員動議，經陳淑莊議員、湯家驊議員和李永達議員修正的「推

動部門總部落區創造就業」議案 (全文見附件 )。本報告結集了相

關政策局的意見，向議員綜合匯報政府就議案所作的跟進工作。 
 
 
把政府辦公室分散設置在不同地區和遷離高價值地區 

 
2.  在符合部門的運作需要和不影響公眾服務的前提下，政

府原則上同意無需把各政府辦公室集中在同一地區。為新政府

辦公室選址時，除了上述兩項重要因素，我們亦會仔細考慮城

市規劃、個別土地是否適合作此發展用途、不同方案的成本效

益、對地區經濟活動的影響等。  
 
3.  事實上，隨着運輸網絡的改善和資訊科技的普及，近十

多年興建的政府合署已分散設置在非核心商業區，例如在一九

九八年落成的北角政府合署、在一九九九年落成的長沙灣政府

合署，以及在二零零二年落成的沙田政府合署。現時，全港共

有 48座政府聯用大樓，當中 36座設在非核心區域或新發展地

區。這 36座政府聯用大樓之中有 17座設在新界 (包括北區、大埔、

元朗、屯門、梅窩、大澳、坪洲等 )。設於這些聯用大樓內的部

門主要提供服務予當區市民，例如民政事務署、社會福利署、

康樂文化事務署、地政署、郵政局等。  
 
4.  與此同時，我們致力落實既定政策，在實際可行和符合

成本效益的情況下，把沒有地域限制的政府辦公室逐步遷離高

價值地區，包括中環、金鐘、灣仔、尖沙咀等核心商業區，以

便更有效運用土地資源，配合香港的城市規劃，以及經濟和社

區發展。  
 
5.  為此，政府產業署定期要求各政策局和部門按其運作需

要和公眾服務的需求，審慎檢討它們使用辦公室 (包括租用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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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 )的最新情況和需要。若果某些部門無需繼續在高價值地區

設置辦公室，在不影響公眾服務、有合適可供發展的土地和符

合成本效益的前提下，我們會進一步研究把它們遷離高價值地

區的可行性。我們在這方面有不少例子，較近期的是分別在二

零零七年和去年由核心商業區遷往北角的廉政公署總部和香港

海關總部大樓。我們亦正著手準備把水務署位於旺角的辦公室

遷往新界西的工廈，並擬建啟德政府合署重置旺角工業貿易大

樓內的部門。  
 
6.  至於灣仔海旁三座政府辦公大樓，涉及多達 27個部門和

約 11 000名員工，受影響的淨作業樓面面積高達 170 000平方

米。由於搬遷計劃規模龐大，因此必需分階段在多年進行。我

們現正積極開展籌備工作，為新政府辦公大樓物色選址，初步

考慮啟德和將軍澳等新區，並正研究在其他非核心商業區是否

有合適土地。同時，我們正與受影響部門進一步磋商，了解它

們對選址和樓面面積的要求，以揀選和配對合適的搬遷地點。

我們會繼續積極進行相關工作，落實具體的搬遷計劃和時間表。 
 
7.  租賃物業方面，我們同樣因應部門的運作需要和公眾服

務的需求，多年來積極減低在高價值地區租用物業作政府辦公

室。目前政府租用的總辦公室樓面面積之中，只有約 15%(即約

41 000平方米 )在核心商業區。至於中環和金鐘等租金昂貴的地

區，政府的租用樓面面積已由五年前的 11 450平方米減低約 31%
至現時的 7 900平方米。隨著各政策局在今年年底前相繼遷入新

政府總部，政府將可減低在這些地區租用的總辦公室樓面面積

至約 3 400平方米，我們並預計該數字在二零一四年會更進一步

減低至約 230平方米。以此原則，我們近年新租用作為政府辦公

室的物業主要設於高價值地區之外，例如今年政府新租用的物

業多設於九龍東、柴灣和天水圍。  
 
8.  政府會繼續貫徹推行上述政策。我們預期未來可以釋放

多塊高價值地區內的土地以供其他發展，包括前灣仔警署、前

灣仔已婚警察宿舍、美利大廈，以及分別位於中間道、林士街

和美利道的多層停車場辦公大樓。但我們要重申，部分政府部

門必須在不同區域 (包括高價值地區 )設有辦公室或設施，例如法

院、警署、消防局、勞工處就業中心、社會福利署社會保障辦

事處、衞生署母嬰健康院等。因此，我們有需要在高價值地區

亦設有並保留這些政府辦公室和設施，為當區市民提供生活所

需的各項服務，並配合各個地區的多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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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發展策略 

 
9.  就全港空間的發展模式及優質辦公室的發展策略，政府

會繼續推進「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的建議，包括： 
 

(a) 優先發揮都會區可供發展的潛力，並於中、長期推

行兩個新發展區計劃 [即古洞北、粉嶺北和坪輋╱打

鼓嶺 (三合一計劃 )新發展區，以及洪水橋新發展

區 ]，以應付人口增長。這個發展模式貫徹可持續發

展的原則，審慎利用土地資源。我們現正進行新界

東北新發展區 (即三合一計劃 )規劃和工程研究，並

預期在二零一一年八月開展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

和工程研究。在規劃新發展區時，我們的目標是透

過不同土地用途達至多元化的地區發展和創造就

業。  
 
(b) 除繼續鞏固商業中心區外，我們亦計劃在商業中心

區外發展新辦公室樞紐，例如西九龍和啟德，以及

把部分政府辦公大樓或無需設在中心地帶的政府

用途設施騰空或遷離商業中心區。這些措施除了有

助應付辦公室需求外，亦有助帶動地區經濟發展。

我們會不時檢討政府物業的用途，繼續騰出無須設

在黃金地段的政府辦公地方，達致地盡其用。較近

期的例子包括北角油街前政府物料倉庫、前灣仔警

署和前旺角街市等。  
 
(c) 在評定是否適宜騰出一幅土地作其他用途或重新

發展時，政府會考慮各項因素，例如配合地區規

劃、改善環境和基礎建設發展的需要、社會對房屋

和辦公室的需求、物業的樓齡、現有設施的狀況和

保養所需的經常費用，以及該土地是否已充分發展

等。規劃署會不時檢討各區的土地運用，包括就政

府設施搬遷後騰出的土地作出全面規劃，以切合不

斷轉變的社區意願和需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發展局 

 

二零一一年八月 



 

 

附件  
 

2011年 6月 1日  
立法會會議上  
張宇人議員就  

“推動部門總部落區創造就業 ” 
動議的議案  

 
經陳淑莊議員、湯家驊議員及李永達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香港的社區發展和通訊科技的進步，政府當局有需要檢討

應否把各政府部門的辦公室集中於同一區域，並應考慮把握機

會完善各個社區的規劃，特別是偏遠社區；為促進地區經濟發

展及創造更多本區就業機會，本會促請政府積極研究盡快將位

於巿區黃金地段的政府後勤部門總部，分散遷往非核心區域及

新發展地區，包括北區、大埔、元朗、屯門、東涌、將軍澳及

啟德等；對於已有計劃搬遷的灣仔海旁 3座政府辦公大樓，政府

應馬上向公眾交代確實的搬遷時間表及詳情，並要加快搬遷，

以便透過相關部門的龐大公務員隊伍進駐各非核心區域或新發

展地區，帶動區內購物、飲食等消費需求；為本土經濟注入新

動力；創造更多適合基層、低技術人士的職位；以及在平衡環

境、保育、交通和社區整體規劃的原則下，與民共議，研究騰

空貴重地皮，除轉作有利本港經濟發展的用途外，應同時顧及

城市規劃，以助社區的多元發展，增加休閒設施及公共空間，

提高市民生活質素；本會亦促請政府積極研究全面規劃香港的

城市發展，配合副都市中心發展策略，以盡快將位於巿區黃金

地段的政府後勤部門總部，分散遷往非核心區域及新發展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