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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按全港地區劃分的法定古蹟 (1 )  
 

 
 

註：  (1) 截至 2021年 7月。 

 

圖 2 ―  古諮會對歷史建築物的評級 (1 )  

 

狀況  
建築物

數目 ( 2 )  

在評估工作完成及評級予以確定前

已獲宣布為古蹟  

46 

(3%) 

經評估後獲確定評級的建築物  
1 188 

(75%) 

當中：  

一級歷史建築：具特別重要價值而
可能的話須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的
建築物  

 199(3) 

(13%) 

二級歷史建築：具特別價值而須有
選擇性地予以保存的建築物  

392 

(25%) 

三級歷史建築：具若干價值，並宜於
以某種形式予以保存的建築物；如
保存並不可行則可以考慮其他方法  

597 

(38%) 

經評估後不予評級  
332 

(21%) 

因建築物已被拆卸或大幅度改建而未

作進一步評估  

26 

(2%) 

註：  (1 )  截至 2 0 21 年 12 月 9 日。  

 (2 )  括 號 內 的 百 分 比 代 表 相 關 數 字 佔 古 諮 會 所

處理 1  5 92 個項目中的比例。  

 (3 )  包 括 3 4 幢 經 評 級 後 獲 宣 布 為 古 蹟 的

建築物。  

 

圖 3 ―  遭拆卸的已評級歷史建築物 (1 )  

 

 
註：  (1 )  截至 2 0 21 年 12 月。  

重點  

 
  在香港，文物價值最高的歷史建築物、地方或構築物

均在《古物及古蹟條例》 (第53章 )(“《條例》 ” )下

受到保護。發展局負責監督文物保育工作，致力

在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根據《條例》，

古物事務監督 (即發展局局長 )可在徵詢法定機構

古物諮詢委員會 (“古諮會 ”)的意見，並經

行政長官批准後，宣布個別地方、建築物、地點

或構築物為古蹟。古物事務監督繼而有權阻止對

該古蹟作出任何改動，或就任何擬議改動酌情

施加必須遵守的條件，以保護有關古蹟。截至

2021年 7月，本港的法定古蹟合共有 129項 (圖 1)，

當中有不少獲宣布為古蹟的項目，皆源自當局

分別在 1996年和 2005年，對本港建於 1950年以前

的歷史建築物進行全港性調查及評估的工作。  

 
  古諮會在古物古蹟辦事處 (“古蹟辦 ”；古蹟辦為

古物事務監督的行政機關 )的支援下，從上述全港

性調查所記錄的 8 800幢建築物中挑選 1 444幢文物

價值較高的建築物，按評級制度進行更深入的

調查。連同公眾不時建議進行評級的其他

建築物，古諮會在截至 2021年年底為止已處理

合共 1 592個項目。當中，約有 3%(46幢建築物 )在

評級未被確定前已獲宣布為古蹟； 75%(1 188幢

建築物 )被認為具有歷史價值並獲評級 (包括 34幢

亦獲宣布為古蹟的建築物 )；其餘的建築物則被

認為未具足夠文物價值而不予評級 (21%或 332幢

建築物 )，又或在評級程序完成之前已被拆卸或

大規模改建 (2%或 26幢建築物 )(圖 2)。  

 
  然而，評級制度並無法律效力，僅用作保育歷史

建築物的行政指引，因此不會影響歷史建築物的

業權、使用權、管理權及發展權。根據內部監察

機制，如屋宇署、地政總署及規劃署的人員在

執行日常職務 (例如接獲查詢 )時，得悉任何歷史

建築物可能遭受拆卸威脅的情況，須向發展局

通報。發展局之後會主動聯絡相關私人業主，

共同探討保育方案，例如向私人業主提供誘因，

鼓勵他們保育歷史建築物。儘管設有監察機制，

但圖 2所載已獲確定評級的歷史建築物中，截至

2021年年底，已有 24幢建築物被拆卸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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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在活化計劃下營運中的項目  
 

 
政府提供

的資助  

(百萬港元 )  

開始營運

日期  

(月 /年 )  

截至 2021年

3月底的累計

訪客人數  

第一期  

舊大埔警署  不需要   2/2012 1 695 000 

雷生春  1.87  4/2012  503 000 

美荷樓  4.80  12/2013 1 437 000 

前荔枝角醫院  4.48  6/2014 1 524 000 

第二期  

石屋  2.24  10/2015  943 000 

舊大埔警署  1.72  11/2015  270 000 

藍屋建築群  0.81  7/2017  191 000 

第三期  

前粉嶺裁判法院  0.76  9/2018  159 000 

必列啫士街街市  5.00 12/2018  64 000 

虎豹別墅  不需要   4/2019  53 000 

 

圖 5 ―  按財政年度劃分的獲批維修資助計劃

項目 (1 )  
 

 
註：  ( 1 )  每個項目的資助額上限由原先 6 0 萬港元增至 2 0 0 9 年 4 月

的 1 0 0 萬港元，其後在 2 0 1 6 年 1 1 月增至 2 0 0 萬港元。

項目所獲的資助款項以付還方式發放。  

 

圖 6 ―  古物古蹟辦事處的人手情況  
 

 

重點  

 

  2008年，政府為支持保育歷史建築物而

推出了兩項計劃。其中之一是活化歷史

建築伙伴計劃 (“活化計劃 ”)，把合適的政府

歷史建築物活化再用。在該計劃下，政府

邀請非牟利機構提交申請，讓其以社會

企業形式使用指定歷史建築物提供服務

或營運業務。政府至今已推出六期活化

計劃，涉及共 22幢歷史建築物。截至

2021年 3月底，首三期活化計劃下共 10個

項目已投入營運 (圖 4)。活化計劃第四期的

項目則預期於 2022年開始營運，其餘各批

歷史建築物則仍處於進行規劃 /翻新工程

階段。  

 

  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 (“維修資助計劃 ” )為

另一項於 2008年推出的計劃，旨在向私人

擁有已評級歷史建築物的業主提供資助，

以便進行維修工程。非牟利機構如透過

活化計劃租用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築物，亦

可在維修資助計劃下申請資助。資助額

上限獲兩度調高，增至 2016-2017年度的

每個項目 200萬港元。截至 2021年 3月底，

維修資助計劃合共有 84宗申請獲批，涉及

的資助總額多達 1.03億港元 (圖 5)。  

 

  於 1976年成立的古蹟辦聘有專業人員負責

專門的工作，包括鑒定具歷史價值的

項目、就基本工程項目的文物影響評估

進行監督、管理修繕與維修項目，以及

組織宣傳活動。古蹟辦原先隸屬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其後於 2019年 4月轉撥至

發展局。截至 2021年 3月，古蹟辦的員工

總數為 150人，較 4年前增加逾 20%，當中

公務員所佔的比例持續上升 (圖 6)。據發展局

所述，增聘員工一方面出於應付新工作

項目 (例如設立三維掃描小組 )的需要；

另一方面，隨着政府的保育歷史建築

活動及措施與日俱增，聘用公務員取代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亦更能配合長遠運作

需要。  

 

 
數據來源：發展局、古物諮詢委員會及文物保育
專員辦事處的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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