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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地下空間可提供額外的土地供應來源，往往被視為人口稠密

城市應對土地短缺的其中一個方案，透過在地下創造新空間作各種

合適用途，可有助釋出寶貴的地面空間作更適切的發展。 1 香港的
情況亦不例外，由於土地稀缺，當局一直尋求方法以善用地下土地

資源。過去數十年來，本港曾進行多項地下空間發展研究，其中部分

最終得以落實興建，例如 1990 年代在岩洞興建污水處理廠及廢物
轉運站。2 然而，相比於部分海外地方，香港地下空間的用途仍略為
狹窄，主要用於公用事業設施及運輸基建。此外，有關地下空間規劃

和發展的規管框架亦可能要與時並進，適時更新，以促進地下空間

發展。  
 
1.2 應陳凱欣議員要求，資料研究組就地下空間的使用進行

研究。新加坡與芬蘭赫爾辛基獲選定為研究對象，重點探討兩地規劃

和發展地下空間的動力和障礙。新加坡面對的發展限制與香港

類似，近年加快規劃和發展地下空間，並修訂法例，以促進這方面

的發展。赫爾辛基的地下空間用途廣泛，涵蓋康樂和社區設施，當地

亦是全球首個制訂全市地下空間規劃總綱的地方。本資料摘要先

審視香港的地下空間發展情況，再概述使用地下空間的全球趨勢，

然後詳細討論新加坡與赫爾辛基的相關發展。上述兩地與香港使用

地下空間的進一步資料載於附錄 I 至 IV。  
 
 
  

                                           
1 除了可創造空間外，地下空間發展相對同類的地面發展，施工期間對環境的

影響較少。然而，地下空間的造價較昂貴，而且風險較高，亦須遵守更嚴格

的防火、防洪、通風以至保安標準。  
2 由於鐵路和行車隧道現時已頗為常見，本資料摘要將聚焦討論鐵路和行車

隧道以外的地下空間用途。此外，本文亦會論述岩洞發展作為地下空間發展

的其中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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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的地下空間規劃和發展  
 
 
2.1 香港土地面積達 1 100 平方公里，當中只四分之一已開發，
餘下的被列為受保護的土地或不大適合發展。由於土地有限，香港

的土地發展傾向建造高樓大廈和採用高密度模式。同時，填海造地

則成為重要的土地供應來源，至今提供全港 25%(即 7 000 公頃 ) 3 的
已發展土地。政府在 2018 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負責研究長遠
增加土地資源的方法。專責小組在 2018 年發表報告，建議推行多管
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除了提出在東大嶼興建若干人工島的計劃

外，亦確認地下空間可發揮輔助角色。 4 
 
2.2 政府早於 1980 年代初便開始尋找地下空間，研究興建地下
油庫的構思是否可行，而在 1991 年，當時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更已涵蓋岩洞發展。過去數十年間，政府亦進行過多項地下空間

研究，大多與岩洞發展有關。 5 雖然如此，至今共只完成 4 項岩洞
發展計劃。鑒於土地供應日益短缺，政府在 2012 年進行有關岩洞
發展的可行性研究，並在 2016 年利用研究所得的資料制訂《岩洞
總綱圖》。《岩洞總綱圖》提供概括的策略規劃框架，並劃定 48 個
策略性岩洞區，涵蓋共 4 500 公頃土地，6 旨在協助政府及私營機構
尋找適合的岩洞發展地點，在不影響地面土地使用和發展的情況下

善用岩洞地下空間。  
 
2.3 在《岩洞總綱圖》發表後，政府於 2017 年頒布政策，表明
在規劃及研究興建政府設施時，應對岩洞選項作 "綜合考慮 "，尤其
應就廢物轉運站、配水庫及污水處理等 3類指明用途進行相關評估。7 
事實上，在 2012 年至 2017 年間，本港已就搬遷污水處理廠及配水
庫到岩洞開展多項可行性研究。 8 其中，將沙田污水處理廠搬遷往
岩洞的計劃已在 2018 年 10 月取得財務委員會的首期建築撥款

                                           
3 在這 7 000公頃土地中，逾 3 000公頃是在 1985年至 2000年間填海造地得來。  
4 請參閱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2018)。  
5 其中部分主要研究包括善用香港地下空間及岩洞發展長遠策略研究。  
6 大部分策略性岩洞區位於市區邊緣，各區面積介乎 30 公頃至 200 公頃，有潛力
用作大型油庫、骨灰龕 /殮房、工業、數據中心、污水處理、廢物轉運、配水庫、
巴士車廠、泊車、研究化驗室 /測試實驗所、倉庫、零售、酒類貯存、文娛中心、
表演場地、康體設施、室內泳池及康樂綜合中心 (如單板滑雪或棒球 )。  

7 負責協調香港土地用途規劃和發展的規劃及土地發展委員會亦已成立岩洞

發展小組委員會。請參閱 Development Bureau (2017a)。  
8 在所述期內，當局亦有就搬遷沙田、西貢與深井的污水處理廠和鑽石山、油塘

及荃灣配水庫進行研究。以上項目如全部落實推行，將可釋放多達 45 公頃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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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該計劃將建造本港歷來規模最大的地下空間，建築期

超過 10 年，完成後可望釋放 28 公頃土地。其他籌劃中的計劃包括
鑽石山配水庫項目，目前正處於工地勘測及設計階段。  
 
2.4 近年，政府亦重新研究市區地下空間的發展，儘管這類市區

計劃面對的挑戰並不下於岩洞發展。9 當局於 2013 年展開全港都市
地下空間發展潛力研究， 10 繼而於 2015 年就尖沙咀西、銅鑼灣與
跑馬地及金鐘 /灣仔等地區，進行 "策略性地區先導研究 "。在該 4 個
地區中，尖沙咀西地下空間發展計劃擬於九龍公園地底建造 5 層
空間，用作多元化社區用途，並已列為優先項目，以便開展公眾參與

工作及進行詳細規劃。目前，公眾對該計劃的空間應作何種用途方

最符合社區利益有紛紜的意見。 11 部分人士亦擔心公園環境在施工
期內可能受到影響，並憂慮通風井與車輛出入口的選址，以及營運

期間對地面交通及地鋪零售業務受到的影響。除了九龍公園地下

空間，當局亦計劃在啟德北興建地下購物街。  
 
 
香港的地下空間用途  
 
2.5 儘管香港的地下空間發展歷史悠久，但關於地下空間用途的

已有資料則相當有限和零散。這些零碎的公開資料顯示，香港的地下

空間用途似乎略為狹窄。據土木工程拓展署出版的香港隧道索引

(Catalogue of Hong Kong Tunnels)所載，香港有超過 570 公里的地下隧道
用作公用事業設施，例如供水與排水系統，以及用作交通設施，例如

鐵路與道路。 12  至於行人隧道，路政署的資料顯示總長度約
32.9 公里。本港市區亦有少數用作防洪的地下空間。然而，政府及
私人物業的商用地下空間總樓面面積則未有統計數字。根據個別

發展項目的資料，相信設於地庫的停車場、機房及零售設施亦相當

                                           
9 市區地下空間發展雖然能改善地面環境及鄰近地點的連接性，但同時亦面對

不少障礙。例如，在 2000 年代，規劃署及港鐵公司分別曾建議建造一條貫穿
軒尼詩道的地下行人通道暨購物街，以紓緩地面的擠塞情況。據報，由於未能

確定土地狀況及工程需時甚久，有關建議並無落實。  
10 該項研究旨在建議 15 個具潛力的地區及審視各項相關議題，包括重組基建
設施的前景、發展海底行人暨零售購物通道，以及制訂在新發展區發展地下

空間的指引。請參閱 Development Bureau (2014)及 Wallace (2016)。  
11 擬議土地用途包括 40%用作社區設施 /行人通道、 30%用作零售 /餐飲設施及

30%用作泊車設施。請參閱 AECOM (2019)及 Development Bureau (2019)。  
12 截至 2019年年中，在 570公里的隧道中，超過 200公里為食水輸送管、150 公里
為鐵路隧道、110 公里為排水系統和污水隧道，其餘則為行車隧道、電纜及其他
隧道。請參閱 CEDD (2019c)及 Wallace (2016)。  



4 

普遍，但香港卻未有如部分海外地方般，將地下空間用作社區及康樂

用途 (請參閱附錄 II)。  
 
2.6 以地下空間的位置而言，現時較大型的地下空間多數屬位於

市區邊緣的岩洞。 13 除了停車場外，市區的地下空間設施則較為
少見。這或許由於香港市區發展密度原已偏高，地底早已存在錯綜

複雜的公用設施網絡。同時，適合發展的岩洞卻大多位於偏遠而未

發展的地區。事實上，在《岩洞總綱圖》確定為具潛力發展成地下

空間的 48 個岩洞中，約 40%位於郊野公園或特別地區範圍內。 14 
就用作發展地下空間的土地種類而言，由於目前的主要用途為

基建，故相關發展項目往往由政府主導及撥款 (私營公用事業設施
除外 )，而且通常位於政府土地。長遠而言，政府可能會重點發展
岩洞，為此當局已開展研究開闢地下採石場，以用作長遠岩洞土地

儲備。 15 此外，亦有意見促請當局更有效地善用市區的地下空間。
例如，部分人士建議發展地下空間連接繁忙地區的樓宇和設施，以

加強相互連繫，藉此創造更多商機。 16 
 
 
地下空間規劃與發展的障礙  
 
2.7 雖然香港面積細小，但普遍被視為一處適宜發展地下空間的

地方。在地質方面，香港約有三分之二的境內土地適合作岩洞

發展。 17 在經濟方面，本港的高地價令地下空間投資更具商業吸引
力，儘管建造成本較高。18 就技術而言，漸趨成熟的隧道鑽挖技術，
令建造工程更具效益，而香港發展地下空間多年，在這方面亦累積

了豐富的經驗和專門技術。然而，即使具備這些有利的條件，香港

的地下空間發展依然面對若干障礙和困難。影響本港地下空間發展

的主要因素概述如下：  
 
  

                                           
13 兩個岩洞項目的例子包括在 1990年代完成的摩星嶺港島西廢物轉運站及赤柱
污水處理廠。  

14 當中 11 個位於港島、 6 個位於九龍及 31 個位於新界。  
15 請參閱 Development Bureau (2017b)。  
16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4)。  
17 香港 85%的地下岩層是花崗岩與火山岩，但均受不同程度的風化影響。  
18 地下建築的造價可以是地面建築的 2 倍至 10 倍。請參閱 Hong et al. (2019)及 Yon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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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下土地權：香港法例未有列明地下空間的擁有權
誰屬，土地擁有人可假定擁有地面下的空間，而且沒有

深度限制。 19 這意味着地下空間的發展權全屬土地擁有
人，如第三方擬於他人擁有的土地下發展地下空間，或

須作出補償，例如私人收購或政府收回土地。 20 此外，
香港的土地擁有權一般較為零散，可能會窒礙了地下

空間發展。 21 因此，香港或較適宜在政府土地發展地下
空間，或透過地契列明許可的地下空間發展深度及其他

發展規定，以推行相關的發展計劃。 22 發展事務委員會
曾於 2014 年討論地下空間的議題，當時政府表示可解決
有關私人發展項目地下空間擁有權的土地業權事宜，並

會在適當時候就此課題進行詳細研究； 23 
 
(b) 規劃框架及程序：根據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本港地下空
間的使用目前缺乏 "宏觀及多層次的整體規劃策略 "。
本港雖已公布《岩洞總綱圖》，但這並非法定土地使用

規劃，只能用作指引，透過列出初步選定的岩洞選址及

潛在土地用途，以避免地面及地底發展出現抵觸。此外，

所有策略性岩洞區的岩洞發展仍須進行一般法定規劃及

發展程序，包括環境影響評估。  
 
  

                                           
19 有關土地的定義，可參閱《土地業權條例》(第 585 章 )及《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第 219 章 )。至於地下資源，則可參閱《礦務條例》(第 285 章 )及《古物及古蹟
條例》 (第 53 章 )。  

20 《鐵路條例》 (第 519 章 )准許當局收回土地興建鐵路，而《道路 (工程、使用
及補償 )條例》 (第  370 章 )准許在土地之下設定地役權或其他永久權利，但須
補償土地擁有人。例如，政府曾在 2010 年就高速鐵路工程收回土地預留
1 億 9,400 萬港元，向土地擁有人補償因許可總樓面面積減少及未來重建成本
上升而蒙受的損失。請參閱 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2010)。  

21 請參閱 ARUP (2011)。  
22 請參閱《避業權爭拗  盡用政府地》，星島日報 (2016)。  
23 請參閱 Minutes of Meeting of Panel on Development (2014)。然而，政府暫未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詳細研究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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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目前規管許可土地用途類型及發展限制的法定

分區圖並無區分地面或地下用途。除了城市規劃委員會

就休憩用地和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的地庫發展樓層

上限訂定指引外， 24 法定土地用途圖則雖有訂明樓宇
高度限制，卻無訂明深度限制。在現行政策下，任何地下

空間發展的樓面面積亦假定會計入許可總樓面面積，但

地下停車場則可獲得豁免； 25 
 
(c) 發展成本及複雜性：由於建築期較長，加上工程與消防
安全要求較高，地下空間發展的成本可能遠比一般

為高。以岩洞發展為例，造價可較近岸填海高出 "數倍 "。
一項典型岩洞工程的成本可達每平方米 77,000 港元。 26 
工程成本如此高昂，或會削弱私營機構單獨投入資金

建造地下空間的意欲。此外，若項目位於市區，工程亦會

對公眾造成滋擾，並會影響地面設施。近年，部分大型

公共工程項目的地下空間發展 (特別是隧道鑽挖工程 )因
出現超支及受複雜地質狀況困擾而為人詬病。這些負面

觀感亦會影響市民接受地下空間的程度；及  
 
(d) 自然地理限制及數據取用：地底狀況不明一直是地下
空間發展的主要潛在風險，不論是基岩及土質狀況

不明，還是未能確定淺層地底鋪設的地下公用事業設施

及其分布情況。因此，準確及充分掌握地層數據，並採用

最有助規劃及發展地下空間的數據格式，將可減低有關

風險。儘管政府長期以來均有保留岩土勘探數據， 27 並
正將數據格式升級，以用於新的應用用途，但現時尚未

廣泛製作及 /或應用三維 (3D)地底環境地圖及模型。
反之，海外地方已日漸流行編製和應用這些資料。 28 

 
 

                                           
24 在 1992 年 12 月，城市規劃委員會就審議在休憩用地和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及道路地底發展商業 (酒店、服務式住宅和辦公室除外 )及泊車設施的規劃申請
訂定指引。該指引將地底發展項目限於 6 層以內，如擬興建超過 6 層的地下
空 間 ， 須 就 防 火 及 安 全 進 行 特 別 研 究 。 該 指 引 目 前 仍 然 有 效 。 請 參 閱

Town Planning Board (2019)。  
25 請參閱 Planning Department (2008)。  
26 每個地下空間項目的發展和工程成本不一，視乎選址的地形、地質條件，以
及環境限制而定。請參閱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2018)。  

27 土木工程圖書館及其岩土工程資料庫存有部分公共及私人發展項目場地勘探
的岩土工程資料檔案庫。這些檔案庫可公開予公眾人士使用。  

28 請參閱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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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大概由於存在以上局限或限制，香港的地下空間均透過個別

獨立的項目發展，彼此之間欠缺連貫或協調。事實上，政府亦承認，

在缺乏宏觀角度和多層次的整體規劃策略下，尚未有全面考慮地下

空間的構建及其與周圍環境發展的連接性。 29 
 
 
3. 使用地下空間的全球趨勢  
 
 
3.1 為應付持續的人口增長所帶來的城市日益擠迫問題，全球

不少地方正加快步伐發展地下空間。有些地方認為，構建地下空間

是可持續的發展，有助遏抑城市胡亂擴張，並可改善都市環境。當中

部分地方已有多年發展地下空間的歷史，可供其他城市參考借鏡。  
 
3.2 過去 60 年來，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逐步構建連接全市
的地下行人網絡 (前稱地下城，現稱 RESO)，其總長度已達 33 公里，
連接 60 幢住宅與商用樓宇、各個商場、大學、室內停車場、大型酒店
和博物館，以及 10 個地鐵站。 30 促使這地下網絡發展的，除了是
網絡本身受行人歡迎的避寒功能外，還有當地市政府提供的各項

誘因，例如在 1990 年前不將地下發展的樓面面積計入最大許可
總樓面面積，即使有關面積是用於零售用途。儘管地下行人網絡大

大便利了市民出行往來，但亦曾有意見關注到該區地面商業活動或

蒙受不利影響。 31 
 
3.3 日本的地下空間發展亦常被列為參考案例。當地將多種不同

設施遷往地底，包括液態石油氣貯存設施、鐵路、商場及行人通道。

其中較特別的是通常連接鐵路和地鐵站的地下商店街。這些地下

商店街現時遍佈日本不少城市，為全國提供逾 110 萬平方米的
空間。日本地下空間的廣泛發展，部分可歸因於當地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急速的經濟發展，以及為減少地震影響而訂立的樓宇高度
限制。過往，日本當局對地下空間的發展深度並無限制，亦無協調

不同深度岩層的用途分布，以致發展時出現各種競爭及矛盾。 32 在
這背景下，日本政府在 2001 年引入法例，區分淺層與深層地下

                                           
29 請參閱 GovHK (2019)。  
30 估計該網絡可連接蒙特利爾市中心約 80%辦公室空間及 35%商用空間，每日
約有 50 萬人次使用行人網絡。  

31 請參閱 El-Geneidy (2011)。  
32 請參閱 Bobylev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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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33 自此以後，地面 40 米以下或地基支承面以下 10 米外的地下
空間，可預留作 "公共用途 "，而無須對土地擁有人作出補償。  
 
3.4 在台灣，地下商店街亦是旅遊熱點。雖然高雄最先在 1960 年
代末興建台灣首條地下商店街，但台北市於 1980 年代建造捷運
系統，自此迎頭趕上。現時，台北有至少 6 條營業中的地下街，部分
連接台北車站，其中最長的地下街 (超過 800 米長 )足以容納逾 180 間
商鋪。這些街道部分由市政府獨立興建，另有一些是與捷運系統一併

發展。部分地下街亦設有政府設施，包括當區居民的服務中心。 34 
 
3.5 在荷蘭，全國地面道路的過度規劃及發展的問題在 1990 年
末受到公眾廣泛關注，促使部分地區當局將發展視野轉到地下

空間。其後，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等發展較成熟的西部地區進行聯合

研究，評估發展地下空間的可行性。35  現時，阿姆斯特丹已有地下
空間用作單車停泊處、停車場及公用設施隧道。為加強地下空間發展

及改善地底岩土數據的搜集和準確度，荷蘭自 2018 年起，強制規定
發展商須與中央註冊服務處，即土地數據登記處 (Key Registry for the 
Subsurface)分享土地勘察的地質 /岩土數據，包括土壤結構和地下水的
資料。發展商如發現任何不準確的數據，亦有責任向登記處匯報。36 
 
 
4. 新加坡的地下空間規劃和發展  
 
 
4.1 與香港情況類似，新加坡同樣面對土地短缺的問題，亦是

倚靠填海造地來開闢發展所需的空間。在 1965 年至 2014 年間，
新加坡透過填海增加土地面積 22%。然而，現時填海已不符合可持續
發展原則，主要由於邊界限制漸多、填海海床深度增加及沙粒成本

上漲。由於航空及國防需要，高樓大廈的發展亦面對更大限制。 37

因此，新加坡開始轉向地下空間尋找其他土地來源。自 1990 年代
起，當地已有零星的地下空間發展 (不包括鐵路 )。至今最大的地下
                                           
33 該項法例為《公眾使用深層地下空間特別措施法》 (Act on Special Measures 

concerning Public Uses of Deep Underground)。  
34 請參閱臺北捷運 (2019)。  
35 阿姆斯特丹市在 2008 年批准進行一項大型計劃，在市內運河之下興建造價

140 億美元 (1,090 億港元 )的地下城。這項計劃可創造逾 100 萬平方呎的零售、
休閒及泊車設施空間，當時預計在 2018 年動工，需時 20 年完成。然而，現時
並無該計劃進度的最新消息。請參閱 The Telegraph (2008)。  

36 請參閱 Zeiss (2017)。  
37 一般而言，新加坡的建築物高度不應超過 280 米。在香港，樓宇高度限制視乎
位置及對山脊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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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項目，是 2008年啟用的岩洞彈藥庫，可騰空了 280公頃地面空間
作其他用途。  
 
4.2 在 2007 年，新加坡地下空間發展踏入重要里程，當地成立
了由國家發展部領導的跨部門地下空間總體規劃專責小組，目標是

制訂地下空間發展總藍圖和物色潛在項目。 38 在 2010 年，新加坡
的高層次經濟戰略委員會將地下空間的使用提升至戰略層面，並

提出多項建議： (a)制訂地下空間發展總藍圖，確保地下和地面空間
產生協同作用； (b)制訂地下土地權及估值框架，以利便地下空間
發展； (c)設立國家地質辦公室； 39 及 (d)在建造地下基建設施 (例如
鐵路 )的同時，投資興建地庫。  
 
4.3 為加強協調地下空間發展工程，新加坡在 2013 年成立地下
空間發展指導委員會，而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轄下亦於 2014 年
成立地下空間發展工程部 (Underground Works Department)。一般而言，
地下空間已成為大型公用設施及基建發展的既定選項，政府部門如

否決地下發展，必須提供理據，而興建地下鐵路、公用設施、貨倉

及貯存倉庫會是發展地下空間的優先項目。 40 在 2018 年，市建局
進行了一項地下空間發展基準研究，以審視國際經驗和了解當地

規劃程序與國際的差距。新加坡繼而在 2019 年公布《發展總藍圖》
草案，作為法定土地使用規劃方案，藉以擬定未來 10 年至 15 年的
許可土地用途，並首次為 3 個地區制訂地下發展計劃，分別是
濱海灣、裕廊創新區及榜鵝數碼區。  
 
 
新加坡的地下空間用途  
 
4.4 新加坡的地下空間雖亦同樣集中用於基建及公用設施

(請參閱附錄 III 及圖 1)，但在整體使用上，似乎略較香港多元化。
雖然新加坡現有岩洞發展的數目有限，但其中兩個項目 (即彈藥及
石油貯存庫 )的規模，似乎均大於香港現有的岩洞發展。新加坡
濱海灣亦設有長達 20 公里的共用服務設施隧道，用作設置各種公用
設施管道。為進一步利用地下空間，新加坡正規劃若干創新發展

項目，例如興建地下配電站，而上蓋則用作商業發展。另外，當地

的空調地下巴士交匯處亦即將啟用；而耗資 470 萬新加坡元
                                           
38 新加坡一項擬議地下戰略污水隧道的走線曾幾乎與一條擬議地鐵線碰撞，
事件突顯了制訂總體規劃的需要。然而，專責小組仍面對多項困難，包括缺乏

充足而準確的地質 /岩土數據。請參閱 Zhou (2011)。  
39 地質辦公室在 2010 年成立。  
40 在 2015 年，新加坡亦已委任基建統籌部長，領導各項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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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0 萬港元 )，用以推動該市發展可持續交通模式和願景的地下
單車停泊處試驗計劃，因使用率偏低，已在 2019 年年底終止。  
 
 
圖 1   新加坡地下設施圖解  
 

 
資料來源： 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新加坡推動地下空間規劃及發展的配套措施  
 
4.5 與香港的情況類似，新加坡地價高昂，在商業上或令創建

地下空間變得更吸引，儘管相關造價亦會較高。然而，新加坡的地質

狀況可能令施工較香港困難，因為當地地勢相對平坦，地底表層有較

厚已風化土壤。儘管如此，新加坡當局似乎一直以前瞻思維進行

籌劃，致力規劃未來的地下空間發展。當地推行的部分主要措施概述

如下：  
 
  

地面 /地庫層：  

1-3 米：公用設施隧道 (水管、電訊電纜、輸電線 )  

5-10 米：濱海灣的共用服務設施隧道  

12-20 米：廣泛用於零售、停車場及地下行人網絡、
地鐵、道路 /高速公路的地庫空間  

20-50 米：深隧道陰溝系統  

60 米：電纜隧道  
 

深岩洞層：  

130-150 米：碳氫化合物貯存設施  

-  地下國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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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重整地下土地權架構：《國有土地法令》訂明，土地擁有
人對地下空間的擁有權可伸延至 "使用和享用地面土地
合理所需 "的深度。然而，該法令並無準確說明確切
深度。因此，當地在 2015 年修訂該法令，規定如地契並
無指明深度，土地擁有人只能宣稱擁有深度達新加坡

高度基準 (Singapore Height Datum) 41 以下最多 30 米的
地底，在這深度以下的土地則屬國有。42 然而，土地擁有
人繼續有權將建築物樁柱打進支撐地面發展所需的

深度，包括國有地層範圍。這項修訂可為規劃地下空間

提供明確的擁有權界線；  
 
(b) 地層徵用：除了深度限制外，新加坡另外亦通過對《土地
徵用法令》作出修訂，准許政府徵用任何指明地層空間

作公共用途。這項安排令當局可避免收回地面之下所有

深度的地層，以及地面任何已發展的建築。受影響的土地

擁有人可獲補償，金額按地面用地市值等因素釐定。這項

修訂可促進政府及私人發展商將來發展地下空間；  
 
(c) 繪製地層模型及地圖：新加坡建設局在 2018 年已利用自
政府部門及建築公司收集的 60 000 個鑽孔數據 (深度
最高達 200 米 )，編製當地深層基岩的三維地質模型。
當局現正構建另一個基岩以上淺層地底 (深度少於 60 米 )
的模型，用以併合上述深層模型，以整合製作三維地質

及岩土模型。這些模型或有助當局妥善規劃地下空間

發展、減低風險和削減成本。  
 

此外，新加坡當局現正在繪製稱為地下空間詳細控制

方案，可顯示現有及規劃中的地下基建和公用設施的

三維地下城市地圖。當局在 2019 年 3 月公布《發展總
藍圖》時，已完成繪製裕廊、榜鵝及濱海灣 3 個試驗區
的地圖 (請參閱圖 2)。43 市建局亦擬為就更深層地底空間
開展類似計劃以用於岩洞發展；   

                                           
41 新加坡高度基準指新加坡歷史平均海平面高度。  
42 30 米被認為是 "使用和享用地面土地合理所需 "的深度。新加坡在諮詢業界、
法律界和學術界，以及評估當地建築物現有已知的地庫深度後，釐定這個深度

數字。根據新加坡政府的資料，一般建築物地庫的平均深度為地下 15 米。請
參閱 Parliament of Singapore (2015)。  

43 每區地圖均會顯示各項深度達 8 米、 15 米及 25 米的設施，例如行人通道、
停車場及公用設施。這將有助協調地下空間規劃及增加透明度以供發展商

參考。請參閱 Strait Times (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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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濱海灣地下城市地圖  
 

 
資料來源：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d) 鼓勵全面發展地下行人網絡的經濟誘因：為鼓勵於傳統
購物地標烏節路發展地下行人網絡，市建局推出獎勵

計劃，向任何投資興建選定地下行人通道的物業發展商

或擁有人提供現金津貼回扣。在國有土地地底開發

每平方米空間的固定回扣金額為 28,700 新加坡元
(167,000 港 元 ) ， 在 私 人 土 地 的 相 應 金 額 則 為
14,400 新加坡元 (83,500 港元 )。當局於 2004 年開始獎勵
計劃，並在 2012 年加強計劃，向發展商提供額外
發展權，上限定於總樓面面積 10%。 44 據報，個別私人
發展商因工程所需的時間及成本而卻步，加上顧客有

可能經行人網絡流失到其他競爭者，以致這項計劃的

反應冷淡。為緩解成本方面的關注，當局在 2016 年
進一步調高現金津貼金額，有效期至 2018 年為止；及  

 
(e) 資助研究及發展：新加坡政府亦投放資金支援地下空間
發展的創新及研究，動用 1 億 3,500 萬新加坡元
(7 億 8,400 萬港元 )推行土地與宜居國家創新挑戰計劃，
以 "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創建新空間 "及 "優化空間
使用 "。這項計劃旨在開發可用的岩洞、評估在土質差的
地區建造地下空間的可行性及研究人類身處地下空間是

否安好舒適。 45 
 
 
  

                                           
44 請參閱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2016)。  
45 請參閱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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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新加坡雖已通過當地認為有助發展地下空間的法例，為政府

部門與土地擁有人訂明確切的擁有權界線，用於規劃地下空間的

用途，但對於引用有關法例發展地下空間的影響和實例，社會上的

討論似乎相當有限。 46 鑒於土地事宜的複雜性，加上漫長的規劃
程序，要評估上述法例的效益仍為時尚早。儘管如此，上述的變化

被認為是正面的，有助新加坡長遠規劃未來發展，以及有效使用地下

空間。  
 
 
5. 芬蘭赫爾辛基的地下空間規劃和發展  
 
 
5.1 以歐洲標準來說，赫爾辛基市屬於密集型城市，市內人口佔

全國超過 10%(64 萬人 )，土地面積卻僅佔 0.07%(215 平方公里，即
香 港 的 五 分 之 一 )。 47  赫 爾 辛 基 亦 透 過 填 海 造 地 應 付 空 間
需求。該市約 12%面積據報由填海造地所得。 48 有別於香港與
新加坡，赫爾辛基的建築物層數不高，而為了保護市容，當地一般

禁止在市中心興建高樓大廈。 49 因此，該市一直有各類發展的龐大
土地需求。  
 
 
赫爾辛基的地下空間用途  
 
5.2 赫爾辛基自 1960 年代起開發地下土地資源，地下空間自此
蓬勃發展。在 1989 年，當地發展的地下空間面積只有 450 萬立方米。
在 10 年 後 的 1998 年 ， 地 下 空 間 面 積 已 增 加 三 分 之 一 至

600 萬立方米，到了 2018 年再進一步倍增至 1 270 萬立方米，總樓面
面積估計達 200 萬平方米。至今，該市已建造 336 個地下空間項目，
另有總長達 293 公里，用於多項不同用途的隧道。  
 
  

                                           
46 有意見認為，修訂後的擁有權及土地徵用框架仍須其他技術事宜補足，例如
地下空間首次使用權及地下液體流動的的處理。請參閱 Zhou (2016)。  

47 赫爾辛基都會區由赫爾辛基、萬塔 (Vantaa)、埃斯波 (Espoo)及考尼艾寧 (Kauniainen) 
4 個市組成。赫爾辛基地區亦包括圍繞都會區的另外 10 個市，儘管這些城市
的總人口只有約 30 萬。  

48 請參閱 Timeout (2016)。  
49 截至 2017 年，芬蘭最高建築物的高度為 90 米，位於赫爾辛基市鄰近的一個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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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相對於香港及新加坡，赫爾辛基的地下空間用途較多元化

(請參閱附錄 IV)。除了污水處理廠等基建及公用設施外，當地亦將
泳池、教堂和兒童遊樂場等社區及康樂設施建於地底。在某些情況

下，地下空間可作雙重用途，例如將地下設施轉作緊急庇護所。為

善用地下土地資源，同一地點不同深度的地層，可設置多項不同地下

設施 (請參閱圖 3)。該市市中心亦有不少地下空間發展，例如稱為
"KEHU" 50 的服務設施隧道、地下商店及停車場網絡。據估計，市中心
有多達 20%零售空間設於地底，佔地 9 萬平方米。 51 
 
 
圖 3   赫爾辛基卡特麗 ·瓦拉公園 (Katri Vala Park)地底不同深度的

多項地下空間設施  
 

 
資料來源： City of Helsinki Real Estate Department。  

 
 
赫爾辛基推動地下空間規劃及發展的套配措施  
 
5.4 赫爾辛基儘管地勢相對平坦，但廣被認為適合發展地下

空間。地質上，該市的基岩較接近地面，平均深度僅為 7 米。在經濟
層面，赫爾辛基樓價上升，亦令發展地下空間更具吸引力，而基岩

資源較接近地面，加上基岩質素良好 (即堅硬的花崗岩 )，亦意味着
隧道鑽挖成本較低。 52 就當地社會文化而言，芬蘭人喜愛開放
空間，民眾普遍支持將各項設施搬到地底，以騰出地面空間，滿足

市民對優質生活的期望。   

                                           
50 請參閱 PIARC (Undated)。  
51 請參閱 City of Helsinki (2019d)。  
52 根據過往估算，地下空間的平均造價為每立方米 100 歐羅，包括鑽挖、鞏固
岩層、灌漿及地下排水。當地隧道鑽挖成本較低，可能因為普遍使用傳統

爆鑽法，而非隧道鑽挖機，以及在堅硬岩層狀況下較少使用灌注混凝土搪層。

請參閱 Vähäaho (2018)。  

1 9 5 0 年代建成的貯存室  
 
 
2 0 0 5 年建成的熱泵房   
 
 
 
用於將來項目的空間  
 
 
1 9 9 0 年 建 成 的 庫 倫 哈 卡 -帕 西 拉
( Kruunuhaka-Pasila)公用設施隧道  
 
1 9 8 6 年建成的經處理污水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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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赫爾辛基積極發展地下空間，卻未有

制定任何法例，訂明地下土地權或土地權伸延至地底的深度界線。53 
據市政府的資料顯示，當地一般假定土地擁有人可擁有地底的地下

空間，但實際上，土地擁有人僅有權使用相關地下空間，範圍一般

限於 6 米深地底。 54 赫爾辛基推行各項措施，或有助推動地下空間
發展，相關措施概述如下：  
 
 

(a) 制訂地下空間規劃總綱：赫爾辛基在 2010 年制訂和公布
全球首個地下空間規劃總綱，因應市內新開發的大型

重點地下設施、行車隧道及其接駁點，規範項目選址和

空間分配 55 (請參閱圖 4)。由於赫爾辛基的地下空間不
斷發展，其數量亦將持續增加，加上地下設施建成後

亦難以改作其他用途，當地有需要妥善協調與規劃現有

和未來的發展項目，因此制訂地下空間規劃總綱，作為

專門的規劃框架，並成為該市土地使用規劃的其中一

環。制訂規劃總綱可望減少地下空間之間，以及地面及

地底發展項目之間可能互相抵觸的潛在矛盾。 56 
 
因此，地下空間規劃總綱可發揮以下功能： (i)預留指定
空間，用以長遠興建公用事業設施和重點的私營公用

事業設施； (i i)制定框架，以管理和控制該市的地下建築
工程；及 (ii i)日後為未分類的地下空間用途提供合適
用地。赫爾辛基亦已公布地圖，顯示現有、規劃中和預留

的地下空間，並已預留位置予將來發展地下空間或需

設置的通風井和接駁通道，以確保日後發展不會因缺乏

這些地面連接點而受阻礙。根據赫爾辛基市的資料，該市

有約 40 個岩石資源預留用地，總面積接近 1 400 公頃，
佔該市土地面積 6.4%；  

  

                                           
53 芬蘭環境部曾委任成立一個委員會，檢討芬蘭發展地下空間的相關法例和
規劃程序。委員會在 1990年發表報告，建議將地面發展的相關法例和法規同樣
應用到地下發展。然而，委員會並無就地下土地擁有權提出任何建議。  

54 一般來說，地下建築物在芬蘭甚為普遍，當地規定總樓面面積 1 200 平方米或
以上的民用建築物須設置地下民防庇護所，而這些庇護所一般有 1 至 2 層，
深約 6 米。請參閱 Vähäaho (2014)。  

55 制訂地下總綱圖需時甚久，當中包括 2000 年至 2010 年間的公眾諮詢和參與
活動。請參閱 Vähäaho (2014)。  

56 赫爾辛基自 1986 年 6 月起推行地下空間分配計劃，分配準則按公共機構對
岩洞的現有及長遠需求而定，包括市政設施、民防庇護所及市內運輸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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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赫爾辛基地下空間規劃總綱圖  
 

 
資料來源： City of Helsinki。  

 
 

(b) 地下空間使用權安排：當地法例並無指明地下土地擁有
權範圍，傳統上，物業擁有人可開發和使用深度不多於

6 米的地下空間，一般足以興建一層或最多兩層地底
樓層。土地擁有人如擬在超過 6 米深地底建立多層地下
空間，須取得市政府批准。因此，赫爾辛基政府認為，

"物業使用權與土地擁有權並不相同 "。據一些報告
所述，赫爾辛基政府就使用地下空間向企業收取的

租金，只相等於地面租金 50%，以促進地下空間發展。57 
建於物業地底的公共項目方面，土地擁有人只可在有關

項目對其構成損害或損失下，才可限制使用該地下空間

或尋求補償；及  
 
(c) 建立地質 /岩土數據庫：充足而準確的地質與岩土數據對
發展地下空間至為重要，因為地層狀況不明，或會令工程

出現延誤及超支。就此，當地訂有法定要求，規定在每個

發展項目的規劃階段，均要將岩土勘測數據提交予

                                           
57 例如，請參閱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及 City of Helsinki 

(2009)。赫爾辛基市政府回應資料研究組就收租詳情提出的查詢時，表示這項
規則是赫爾辛基 1980 年代初以來的 "慣例 "。  

啡色 :預留予

將來使用

(未指定用途 )  
 

灰色 :現有隧道

和地下空間  

深藍色：預留予

將來地下空間  

淺藍色 :預留予

新隧道走路線  

淺啡色 :不足 10 米

深的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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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以載入岩土資料數據庫。 58  這項要求使設立
於 1956 年的地質與岩土數據庫獲得豐富資料，現時該
數據庫載有至少 24萬個鑽孔及 5 000個地下水監察管道
的數據。該等資料 (包括現有和規劃中的地基與隧道
詳情 )一直開放供人使用，公眾、發展商及專業人士在
繳付小量費用後便可取用。 59 

 
 
5.6 赫爾辛基市於 2010 年核准首個地下空間規劃總綱，在 7 年
後的 2017 年，由於部分地下空間需求逐漸過時，加上出現新的
需求，該市開始檢視規劃總綱。新規劃總綱的目標之一，是令地下

空間的用途更趨多元化；確保地下空間設施的安全，並回應整體城市

策略和規劃的優先次序及發展方向。其中一個研究方向，是將更多

路面交通分流，以建構更舒適的行人環境， 60 另一方向是創造更多
零售空間，以保持赫爾辛基市中心的競爭力，因為零售空間的需求

持續增長，已令該區零售租金急速上漲。 61 
 
 
6. 觀察所得  
 
 
6.1 香港自 1980 年代起一直發展地下空間資源，作為輔助的
土地供應來源，並在岩洞規劃和發展方面取得進展。當局亦制訂

《岩洞總綱圖》，以尋找具潛力的地點與用途。政府內部亦將岩洞

列為選定公共基建規劃的預設選項。然而，雖有上述進展，要增加

使用地下空間估計仍不容易，尤以市區用地為然。除了成本、時間

和技術障礙，現行法律框架的土地擁有權長遠或會窒礙地下空間

發展。大概由於土地擁有權的問題複雜，本港較大型的地下空間發展

項目，不論位於市區或市區邊緣，絕大多數均用作公共設施，以及

建於政府土地之下。  
 
6.2 新加坡規劃和發展地下空間的經驗雖與香港相若，但該國的

發展似乎較積極和較具策略。這可見於當地對相關法例作出修訂，

為地下空間訂明清晰和具透明度的規劃及發展框架，並為選定地區

                                           
58 根據《土地使用及建築令》(Land Use and Building Decree)，申請建築許可證須提交
岩土勘測報告。請參閱 Paul (2002)及 Vähäaho (2011)。資料研究組亦曾致函
赫爾辛基市政府，就數據分享規定查詢進一步資料，但尚未獲回覆。  

59 請參閱 Chow (2002)。  
60 請參閱 City of Helsinki (2019a)。  
61 請參閱 City of Helsinki (20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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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的地下城市地圖。上述法例修訂會如何有助推動新加坡地下

空間發展，雖仍待觀察，但這項改變可視為思維上的蛻變，使相關

發展事項得以釐清，從而更有效利用地下空間。為鼓勵私營機構參與

發展，新加坡亦推出計劃，獎勵在市中心地區興建選定地下行人通道

的私人發展商。但該計劃的反應據報頗為冷淡，或許反映地下空間

發展仍面對巨大挑戰，特別是地面原已建有多項設施的項目。  
 
6.3 赫爾辛基的積極發展地下空間，很大程度歸因於有利的地質

狀況，以及長遠的發展歷史。受惠於良好的基岩狀況，據報建築成本

亦較低。該市制訂地下空間規劃總綱，以規範大型地下設施的空間

分布，有助當地規範和協調地下空間的規劃和發展。赫爾辛基雖沒有

法例界定地下土地擁有權範圍，但土地擁有人實際上可使用地下

空間，深度限制為 6 米。此傳統慣例或可簡化赫爾辛基的地下空間
發展。新加坡及赫爾辛基兩地均致力強化其地質數據庫，以協助宏觀

規劃。根據海外地方的經驗，除了氣候、地質與文化因素外，就地

下空間擁有權及用途制訂清晰法律框架，並配合具前瞻遠見的規劃

總綱，亦是地下空間發展的關鍵，不過在全市推行廣泛規模的發展，

可能需時長達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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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表    香港、新加坡及芬蘭赫爾辛基的地下空間規劃和發展  
 

 香港  新加坡  芬蘭赫爾辛基  

城市特點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 • 1 107。  • 719。  • 215。  

人口  • 750 萬。  • 560 萬。  • 643 000 (赫爾辛基市 )。  

氣候  • 亞熱帶  – 炎熱潮濕。  • 熱帶  – 炎熱潮濕。  • 大陸  – 寒冷潮濕。  

已發展地下空間面積  • 未有數字。  • 未有數字。  • 200 萬平方米樓面。  

地下空間擁有權  

訂明地下空間擁有權

的法例 /條文  
• 無特定法例 /條文。  • 《國有土地法令》。  • 無特定法例 /條文。  

土地擁有權最大深度  • 土地擁有人可擁有地下
土地，沒有深度限制。  

• 土地擁有人可擁有及
使用最多 30 米深的
地下土地，除非地基

工程另有需要。  

• 土地擁有人擁有地下土地，但
實際使用權以 6 米深的地底
為限。  

政府徵用指明地層  • 根據若干條例，例如
《鐵路條例》，可為興建

公共設施而收回土地。  

• 自 2015 年起，可根據
《土地徵用法令》徵用

地層。  

• 地層可被用作發展公共項目，
但土地擁有人使用地下空間的

權利如受損害或損失，則應獲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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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續 ) 
 

表    香港、新加坡及芬蘭赫爾辛基的地下空間規劃和發展  
 

 香港  新加坡  芬蘭赫爾辛基  

規劃框架  

專有地下土地使用 /
總綱圖  

• 《岩洞總綱圖》。  • 隨《發展總藍圖》公布
3 區的地下發展計劃。  

• 全市地下空間規劃總綱。 

專有土地使用或總綱

圖有否法律效力  
• 沒有。只用作規劃程序的
指引。  

• 《發展總藍圖》屬法定
土地使用規劃方案。  

• 有法律約束力。  

其他  

地下空間發展誘因  • 總樓面面積豁免計算地下
停車場。  

• 興建地下行人通道的
現金津貼回扣及額外

發展權獎勵。  

• 市政府並無特別指明；
但市政府只就使用地下

空間收取一半市值租金。 

有否地質 /岩土數據庫  • 數據載於土木工程圖書館，
設有只供工程顧問登入的

入門網站。  

• 現正建構三維地質數據
模型。  

• 部分地區已公布三維
地下城市地圖。  

• 發展商須向有關當局
提交岩土數據，以載入

數據庫，供公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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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表    香港地下空間用途案例  
 

用途類型  案例  內容  建築期、成本及狀況  

公用設施 /貯存庫  

深層污水

隧道  
•  淨化海港計劃。  •  44 公里長和平均

100 米深。  
•  1994 年至 2001 年

(第一階段 )及 2009 年
至 2015 年 (第二階段 )。 

污水處理  •  赤柱污水
處理廠。  

•  130 米長， 17 米高和
17 米闊。  

•  1994 年完成。  

•  沙田污水
處理廠。  

•  1.34 公里長。  
•  釋出 28 公頃土地。  

•  興建中。  

•  深井及西貢污水
處理廠。  

•  分別釋出 1.1 公頃和
2.2 公頃土地。  

•  已完成可行性研究。  

廢物轉運  •  港島西廢物
轉運站。  

•  60 米長， 12 米高和
27 米闊。  

•  1997 年完成。  

電纜隧道  •  港燈的南風至
柏架電纜隧道。  

•  5.7 公里長。  •  1990 年至 1993 年。  

爆炸品倉庫  •  大嶼山狗虱灣。  •  20 米長， 6.8 米高和
13 米闊。  

•  1997 年完成。  

食水或海水

配水庫  
•  西區配水庫。  •  釋出 4 000 平方米

土地用作休憩場地。  
•  2007 年至 2009 年。  
•  5 億港元。  

•  鑽石山配水庫。  •  現處於工地勘測及設計階段。  

•  油塘、荃灣及
藍地配水庫。  

•  研究中。  

蓄洪  •  大坑東。  •  容量 100 000立方米。 •  2004 年完成。  

•  上環。  •  容量 9 000 立方米。  •  2009 年完成。  
•  2 億港元。  

•  跑馬地。  •  容量 60 000 立方米。 •  2011 年至 2018 年。  
•  10 億港元。  

交通 /行人  

混合用途地

下空間  
•  九龍公園地底。  •  規劃中。  

地下購物街 /
通道  

•  啟德北。  •  1 500 米長，將由私人發展商興建及營運。  

停車場  •  深水埗智能地下
停車場。  

•  研究中。  

 



 

22 

附錄 III 
 

表    新加坡地下空間用途的案例  
 

用途類型  案例  內容  建築期、成本及狀況  

公用設施 /貯存庫  

深層污水

隧道 
•  全市。  •  主隧道長 48 公里。  

•  釋出 110 公頃土地。  
•  2000 年至 2008 年。  
•  34 億新加坡元 (187 億港元 )。 

電纜隧道  •  全市。  •  35公里長和地底 60至
80 米深。  

•  2012 年至 2018 年； 5 年。  
•  24 億新加坡元 (139 億港元 )。 

共用服務設

施隧道  
•  濱海灣。  •  20 公里長，用於電訊

電纜、輸電線、水管

和廢物收集管道。  

•  2008 年至 2014 年。  
•  5 億 4,800 萬新加坡元

(42 億 7,400 萬港元 )(由政府
擁有及營運 )。  

彈藥庫  •  萬禮採石場。 •  釋出 280 公頃土地。  •  1999 年至 2008 年。  

液態石油氣

貯存庫  
•  裕廊島地下
貯油庫。  

•  海床下 130 米。  
•  容量 147 萬立方米和
釋出 60 公頃土地。  

•  2007 年至 2014 年。  
•  9 億 5,000 萬新加坡元

(58 億 1,400 萬港元 )  
(第二階段規劃中 )。  

海水化淡廠  •  濱海東。  •  釋出 3 公頃土地。  •  將於 2020 年前完成。  

配電站

(230 千伏 ) 
•  巴西班讓。  •  釋出 3 公頃土地。  

•  上蓋商業發展。  
•  規劃中，將於 2025 年前
完成。  

配水庫  •  比達達利配
水庫。  

•  容量 7 500 立方米。  •  自 2017 年起施工，將於
2022 年前完成。  

社區 /康樂  

單車停泊  •  鄰近海軍部
地鐵站。  

•  500 個單車泊位 (自動
停泊 )。  

•  2018 年 1 月試行啟用，
2019 年 12 月 28 日起關閉。 

•  470 萬新加坡元
(2,730 萬港元 )。  

科學城  •  肯特崗。  •  容納 4 200 名員工。  •  研究中。  

交通 /行人  

巴士交匯處  •  比達達利。  •  18 個巴士停車位及
空氣調節。  

•  定於 2019 年完工。  

商店行人

通道  
•  濱海南  – 
城聯廣場。  

•  1.8 公頃
(60 000 平方呎 )商場
面積 (新加坡首個地下
商場 )。  

•  2000 年啟用。  

樞紐停車場  •  榜鵝區。  •  地下停車場網絡。  •  2023 年起逐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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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表    赫爾辛基地下空間用途的案例  
 

用途類型  案例  內容  建築期、成本及狀況  
公用設施 /貯存庫  
污水處理  •  維依基瑪基 (Viikinmaki)

污水處理廠。  
•  面積 15 公頃。  
•  上蓋作住宅用途。  

•  1988 年至 1994 年。  

公用設施 / 
技術設施

隧道  

•  赫爾辛基全市。  •  300 公里總長。  •  其中 60 公里由區域
供暖、電力、供水和

電訊等公用設施共用。 
數據中心  •  烏斯彭斯基主教座堂

(Uspenski Cathedral)
之下 (舊防空洞內 )。  

•  地底 30 米深。  •  2010 年啟用。  

區域供暖 /
冷卻  

•  卡特麗 ·瓦拉
(Katri Vala)公園地底。  

•  地底 50 米至 90 米深。 •  2006 年啟用。  

 •  愛斯普拉納地公園
(Esplanade Park)地底。  

•   •  2018 年啟用。  

服務設施

隧道  
•  稱為 KEHU，供貨車
送貨到市中心。  

•  逾 3 公里長，深達地底
35 米。  

•  在 80 年代及年至
2010 年間完成。  

•  8,000 萬美元
(6 億 2,400 萬港元 )。  

社區 /康樂  
教堂   •  岩石教堂

(Temppeliaukio Church)。 
•  750 個座位。  •  1969 年啟用。  

泳池  •  赫爾辛基游泳館
( Itäkeskus swimming 
hall)及健身設施。  

•  11 000 平方米樓面
面積。  

•  1993 年完成。  
•  同時兩用為容納

3800 人的庇護所。  
博物館  •  阿莫斯瑞克斯美術館

(Amos Rex)。  
•  22 000 平方米樓面
面積。  

•  2018 年啟用。  
•  5,000 萬歐羅

(4 億 6,250 萬港元 )。  
體育設施  •  方程式賽車中心。  •  300 米長。  •  同時兩用為防空洞。  
 •  哈特韋爾運動場

(Hartwall Arena) -  
冰上曲棍球場。  

•  31 米闊及地底
20 米深。  

•  另設 350 座位餐廳。  

兒童遊樂

場  
•  哈卡涅米運動場中心

(Arena Center 
Hakaniemi)及 Leikkiluola
遊樂場。  

•  地底 30 米深。  •  2003 年啟用。  

文化活動

場地  
•  花園場館 (Garden 

Arena)。  
•  120 000 平方米樓面
面積。  

•  興建中。  

交通 /行人  
巴士總站  •  康比 (Kamppi)巴士站。 •  25 000 平方米樓面

面積。  
•  2005 年啟用。  
•  1 億 5,000 萬歐羅

(14 億 5,200 萬港元 )。 
•  連接上蓋商業及購物
中心與火車站。  

停車場  •  塔皮奥拉 (Tapiola)。  •  96 000 平方米樓面
面積 (2 000 個泊位 )。  

•  2013 年及 2016 年
完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674775514000699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674775514000699
https://www.publicspace.org/works/-/project/d169-underground-complex-in-kamppi-centre
https://xtralis.com/file/423
https://xtralis.com/file/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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