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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㆓零零㆕年㆒月㆓十七日

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城市規劃條例》的第二階段修訂

目的

本 文 件 旨在 向 議 員 講述 在 《 城 市規 劃 條 例 》 ( ㆘ 稱 「 條
例」 )第㆓階段修訂㆗建議處理的問題。

背景

2 . 在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於㆓零零㆓年十㆓月六日

的會議㆖，政府向議員簡介分階段修訂條例的做法，並表示過

往曾嘗試對條例進行㆒次過的修訂，但過程㆗發現問題複雜，

因此今次採取了分階段修訂的做法。此舉目的是先提出㆒些較

少爭議，而㆒旦落實又能即時惠及社會的修訂。政府其後於㆓

零 零 ㆔ 年 五 月 ㆓ 十 ㆒ 日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涵 蓋 第 ㆒ 階 段 修 訂 的

《 2 0 0 3 年城市規劃 (修訂 )條例草案》 (㆘稱「修訂草案」 )，該
草案現正由法案委員會審議。

3 . 在考慮修訂草案的過程㆗，法案委員會的議員及㆒些來

自不同界別的代表，對草案並未涵蓋的某些範圍提出疑問，特

別是關乎城市規劃委員會 (㆘稱「城規會」 )的組成及運作的問
題。為回應這些關注，政府同意加快並提前考慮城規會運作的

問題，以及在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開始討論建議在第㆓

階段修訂將會處理的問題。與此同時，法案委員會將繼續審議

修訂草案的第㆒階段修訂，目標是在本立法會會期內落實這些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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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階段需要考慮的問題

4 . 正如㆓零零㆓年十㆓月提交事務委員會的討論文件㆗提

及，第㆓階段的修訂將包括那些需要在政府內部作進㆒步考慮

和諮詢各有關㆟士及專業團體的問題，例如城規會的運作及組

成，以及「特別設計區」、「環境易受影響的㆞區」和「指定

發展」的劃定。㆘文各段將討論政府在這些問題㆖的最新想法

及建議。

城規會的運作及組成

5 . 事務委員會在㆓零零㆔年六月及七月召開的會議㆗，曾

討論有關城規會的問題。議員關注的問題主要關乎城規會的運

作 (包括公開進行城規會會議、城規會委員申報利益、城規會會
議的法定㆟數及設立㆒個獨立秘書處等問題 )，以及城規會的組
成 (包括委任城規會委員的準則及該會主席㆒職 )。

( a )      公開城規會會議

6 . 考慮修訂草案的過程㆗，就著公開城規會會議的問題，

我們聽到不少來自立法會及有關㆟士的建議。各界對會議的公

開程度意見紛紜。雖然有㆟以增加決策過程的公開及透明度的

理由支持公開會議的建議，但亦有㆟對過早公布㆒些敏感或機

密資料、公開㆒些商業敏感資料，以及對城規會的運作及效率

因此而造成的影響，表示關注。

7 . 現行條例對城規會的會議應否公開進行並無明文規定。

由於條例沒有條文禁止公開城規會會議，故城規會有酌情權決

定會議的規則，包括任何有關是否准許公眾見證會議的規則。

然而，根據法律意見，城規會須確保會議的公開進行，符合在

《個㆟資料 (私隱 )條例》㆘保護個㆟資料，以及在機密資料的
衡平法則㆘機密資料須予保密的原則。城規會在㆓零零零年的

會議㆗討論過公開會議的問題。雖然當時的結論是贊成以較公

開的形式舉行城規會會議，但鑑於現行法例㆗有關提交城規會

的資料須予保密的限制，以致公開會議的建議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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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修訂草案已加入新條文，規定城規會須公布所有關乎草

圖的申述及意見，以及所有規劃許可申請及修訂圖則申請，以

供公眾查閱。如條文獲得通過，有關保護個㆟資料及機密資料

的問題亦可迎刃而解，從而為公開城規會會議舖路。

9 . 在㆓零零㆕年㆒月十六日的城規會會議㆖，城規會討論

了其運作及增加運作透明度的方法。委員在討論過程㆗，考慮

了 哪 些 工 作 範 疇 應 以 更 公 開 的 程 序 處 理 ， 以 及 會 議 的 公 開 程

度。

1 0 . 城規會委員贊成該會的所有工作 (機密項目除外 )應以更
公開和透明的程序處理。換言之，若落實公開城規會會議的建

議，有關規定應適用於制定圖則以及考慮個別規劃許可申請和

修訂圖則申請的程序。總括來說，適用範圍應包括：

( a ) 根據條例第 3 條擬備新圖或修訂圖則 (機密項目除外，例
如主旨在於對指定㆞區實施有效規劃管制的發展審批㆞

區圖 )；

( b ) 根據條例第 6 條進行聆訊，以聽取有關的申述及意見；

( c ) 考慮根據條例第 1 2 A 條提出的修訂圖則申請；

( d ) 考慮根據條例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許可申請；

( e ) 考慮根據條例第 1 7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覆核；以及

( f ) 考慮㆒般規劃問題。

有關公開會議問題，根據現行條例的做法是，只有已刊憲的新

圖或圖則修訂項目的反對者，以及根據條例第 1 7 條要求覆核規
劃申請的申請㆟，方可出席城規會就其個案而進行的聆訊，至

於城規會考慮根據條例第 1 6 條所提申請的會議，即使是申請㆟
亦不能出席。因此，有關建議對增加城規會運作的透明度，可

謂向前邁進了㆒大步。



-  4  -

C/PLW0127CB1-813-10C

1 1 . 關於會議的公開程度問題，雖然城規會委員幾乎㆒致贊

成准許公眾見證該會會議的聆訊部分，但對公開會議的討論部

分卻大有保留。委員憂慮公開進行討論部分可能會妨礙委員自

由表達意見。再者，城規會的決定是集體決定，若透露個別委

員在有關討論㆗的立場，可能會對委員造成不必要的壓力。因

此，雖然城規會通過有關公開會議聆訊部分的建議，該會卻認

為會議的討論部分仍須繼續以不公開的形式進行。然而，為了

讓公眾清楚知道城規會作出某項決定背後的考慮因素，城規會

同意向公眾公開有關的會議記錄，例如把會議記錄㆖載於城規

會的網頁。

1 2 . 在㆓零零㆕年㆒月十六日的會議㆖，城規會亦討論過其

他措施，以期提高城規會運作的透明度，並讓公眾多參與制定

圖則程序。我們注意到，近年城規會已朝着這個方向制定若干

措施，例如由城規會秘書處發言㆟在每次會議後，向新聞界簡

報城規會的決定和作出有關決定的理由。但委員普遍認為有進

㆒步改善的空間，特別是在落實第㆒階段修訂後，因為有關修

訂讓公眾更容易得知規劃資料和規劃申請的情況。城規會已考

慮進㆒步的措施，例如凡有大型發展或課題的討論，在有關會

議後由主席或委員主持新聞發報會或記者招待會；定期與傳媒

舉辦工作坊；以及舉辦公眾論壇，就㆒般規劃事宜與公眾保持

緊密的溝通。城規會已要求秘書處，在制定策略以達至明確的

目標時，詳加考慮㆖述措施。

( b )     城規會委員的利益申報

1 3 . 為免出現利益衝突，城規會在徵詢律政司和廉政公署的

意見後，已制定並通過採納㆒系列詳細的申報利益指引。有關

指引的副本載於附件。這些指引和委員利益登記冊均可供公眾

查閱。由於這些指引屬行政指引，因此有建議在條例㆗加入有

關申報利益的明訂條文，以提高城規會委員的公眾問責性。我

們會在第㆓階段修訂㆗考慮該建議。

( c )      城規會會議的法定㆟數

1 4 . 現行條例訂明，在任何城規會會議及其規劃委員會會議

㆖，五名城規會委員即構成法定㆟數。至於根據條例第 2 A 條

由城規會委出負責聆訊反對的委員會，㆔名該委員會成員即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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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會議的法定㆟數。在本事務委員會審議《 2 0 0 0 年城市規劃條
例草案》 (㆘稱「 2 0 0 0 年草案」 )和先前進行討論期間，社會㆟
士相當關注有關會議法定㆟數的規定，認為㆟數太少。鑑於條

例於㆒九㆔九年制定以來，城規會的委員㆟數不斷增加，我們

認為增加城規會及其委員會的會議法定㆟數是合適的。在擬議

增加會議法定㆟數時，我們須顧及多項因素，包括如果議程很

長，要確保會議期間有足夠的法定㆟數，實行㆖會有困難；就

某些個案所需提供的利益申報；城規會在履行大部分職責時所

需遵守的法定時限；以及按草案的建議而可能增設的聆訊反對

小組委員會或覆核小組委員會。我們會再徵詢城規會的意見，

探討有關課題的細節。

( d )     城規會秘書處

1 5 . 有建議認為城規會應設立獨立的秘書處，以確保其獨立

自主性。秘書處現時由規劃署提供㆟手，為城規會提供秘書和

專業／技術支援服務。值得注意的是，規劃署的工作是受到公

眾 監 察 的 ， 就 圖 則 和 規 劃 申 請 而 言 ， 最 終 是 由 城 規 會 作 出 決

定。在實際運作㆗，獨立的秘書處主要負責編排會議、回答查

詢和撰寫會議記錄等，似乎從資源運用的角度來說較易處理。

不過，這個可以同時提供專業／技術支援服務的秘書處，很可

能會重複規劃署的工作。我們需要審慎考慮這類建議，以免與

提高效率的意向背道而馳。

( e )      城規會的結構

1 6 . 在討論修訂草案的過程㆗，部分立法會議員建議擴大城

規會的成員名單，包括立法會和區議會的代表在內。城規會委

員 均 以 個 ㆟ 身 份 獲 得 委 任 ， 其 間 會 考 慮 他 們 的 專 業 知 識 、 經

驗、操守、對公職的承擔，以及城市規劃工作背景。現有成員

由不同的專業㆟士和各行各業㆟士組成，包括商業、工程、建

築、測量、環境、社會工作、教育、法律和文物保存各業界。

在㆓零零㆕年的施政報告㆗，行政長官承諾會廣泛延攬各方㆟

才，以增強諮詢委員會和法定組織的代表性。我們會繼續定期

檢討城規會的成員名單，以確保能充分代表社會各界的廣泛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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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至於城規會主席㆒職，現行條例並無指明城規會應由官

方還是非官方委員出任主席。城規會的職責是制定圖則和審議

規 劃 申 請 ， 其 工 作 可 能 會 對 政 府 政 策 和 社 會 整 體 造 成 重 大 影

響。鑑於城規會的工作性質獨特，城規會主席㆒職以往是由相

關的局長出任，在推行問責制後則由相關的常任秘書長擔任主

席。由於城規會大部分工作均涉及審批私㆟發展計劃，因此主

席㆟選必須沒有私㆟利益衝突，同時須具有相關經驗，以及持

續㆞參與規劃工作和政策的背景。有見及此，我們須就此課題

再作討論，諮詢有關㆟士的意見。

劃 定 「 特 別 設 計 區 」 、 「 環 境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區 」 和 「 指 定 發

展」

1 8 . 在 2 0 0 0 年草案㆗，有建議劃定「特別設計區」、「環
境易受影響的㆞區」和「指定發展」。簡單來說，我們當時建

議劃定：

( a ) 任何具建築、考古、文化或歷史價值的㆞區為「特別設

計區」；

( b ) 任何環境易受發展或毗鄰現有或潛在污染源影響的㆞區

為「環境易受影響的㆞區」；以及

( c ) 任何可能會危害到公眾健康或安全或對環境造成不良影

響的發展類別或種類為「指定發展」。

1 9 . 有關劃定「特別設計區」和「環境易受影響的㆞區」的

建議，獲得㆒些環保團體和專業機構的普遍支持，但亦受到發

展業界的反對。他們所關注的問題，主要涉及美學方面的主觀

判斷，以及劃定這些㆞區的準則並不清晰。我們在第㆓階段修

訂 ㆗ 會 就 這 些 建 議 作 最 後 定 稿 前 ， 進 ㆒ 步 諮 詢 主 要 的 有 關 ㆟

士，否則，我們只會把這個具爭議性的問題帶到草案的審議程

序㆗―這亦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最近表示關注的事宜。

2 0 . 社會大眾不時討論是否應該給予沿海土㆞ (特別是劃作特
別用途的填海土㆞ )特殊的㆞位，使有關土㆞只可用作符合填海
的理據的特定用途。事實㆖，在重申有關保護和保存維多利亞

港的承諾時，房屋及規劃㆞政局局長曾經表示，會尋求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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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落實這項建議。根據現行條例，任何土㆞用途分區的改變

均須依循既定的制定圖則程序，讓公眾有機會提出反對。修訂

草 案 ㆗ 已 加 入 不 同 的 條 文 ， 提 高 公 眾 在 審 議 反 對 程 序 ㆗ 的 參

與，例如規定根據第 1 2 A 條提出的修訂圖則申請和根據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許可申請，均須公布有關資料，以便公眾提出意

見。有關規定可提供額外的機會，讓公眾就任何擬議的土㆞用

途改變提出意見。為符合房屋及規劃㆞政局局長所述的意向，

我們會考慮加入其他措施，以進㆒步確保填海土㆞的用途不會

在制定圖則程序㆗有所改變。

2 1 . 至於「指定發展」，在討論 2 0 0 0 年草案的過程㆗，有
關透過規例授權房屋及規劃㆞政局局長劃定「指定發展」的建

議，已引起相當的關注。在㆒九九八年制定《環境影響評估條

例》以後，擬議的「指定發展」很可能屬於該條例附表 2 和 3
㆗列明的指定工程項目，而與該類發展有關的環境問題亦可在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管轄範圍內處理。因此，我們須重新

考慮是否仍然需要在條例㆗提出「指定發展」的概念。

未來路向

2 2 . 歡迎委員就㆖述事宜發表意見。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規劃署

二零零四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