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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4年 1月 27日的會議上，討
論 “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究    第三階段公眾諮詢 ”此項議
題。本文件載述關於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究的一些背景資料，

以及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和工務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就此事提出

的意見。

將軍澳新市鎮將軍澳新市鎮將軍澳新市鎮將軍澳新市鎮

2. 在 1982年，當時的行政局決定把將軍澳發展為一個新市鎮。
其後，政府於 1987及 1988年決定在將軍澳進行第 II及第 II I期發展，把預
計的人口數目由原先的 175 000人，分別修訂為 325 000人及 450 000人。
按照現有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推算，將軍澳新巿鎮在各項已規劃及承諾

進行的發展項目完成後，人口將會增至 48萬。現時，將軍澳新市鎮的
居民約有 31萬人。

3. 在 1998年完成的全港發展策略檢討，把將軍澳新巿鎮列為具
進一步發展潛力的新發展區。政府當局所作的初步評估顯示，透過在

百勝角進行綜合土地發展，以及在將軍澳灣進一步填海，將軍澳在進

一步發展後將可容納 56萬人。

4. 政府當局在 2001年 10月發表《新界東南次區域的推薦發展
策略》，當中強調將軍澳新巿鎮與新界東南其他地區互相支援及相輔

相成的關係。該策略建議加強將軍澳與新界東南其他地區在運輸、康樂

及技術發展方面的連繫。

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究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究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究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究

5. 財務委員會在 2002年 5月 24日批出一筆為數 4,000萬元的撥
款，用以進行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究。該項可行性研究在 2002年
7月展開，重點探討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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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改善將軍澳新市鎮整體規劃、設計和景觀的措施；

(b) 將軍澳新市鎮最理想的人口密度和發展程度；

(c) 連接將軍澳新市鎮與東九龍和全港各區的西岸公路的最
適當施工時間表、首選路線、建築形式和可行性；

(d) 連接將軍澳東南部與西岸公路的跨灣連接路的最適當施
工時間表、首選路線、建築形式和可行性；

(e) 在第 137區提供基礎設施以配合工業發展；

(f) 在將軍澳灣進一步填海的可行性和填海區的發展計劃；

(g) 百勝角的發展計劃；及

(h) 如何在將軍澳新市鎮提供更多康樂和社區設施，包括可
否闢建水上活動設施。

6.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與工務小組委員會曾分別在2001年
12月及 2002年 5月，討論該項可行性研究建議。議員在討論過程中提出
下列意見：

(a) 應採取以人為本的方針，為將軍澳新市鎮定出綜合發展
計劃；

(b) 應採納創新的規劃意念，當中須兼顧建築物高度、發展

密度和外觀等因素，而為新的公共房屋進行規劃時，應

重如何令公屋大廈的設計多元化和有美感；

(c) 政府當局應加快實施西岸公路工程計劃，以及把西岸公

路劃為一條四線雙程行車、或最低限度三線雙程行車的

公路；

(d) 以沿岸公路形式興建西岸公路，將會嚴重影響鯉魚門的

現有居民及商戶，並會妨礙鯉魚門的發展；

(e) 應考慮提供渡輪服務，作為應付將軍澳對外交通需求的

另一長遠方法；

(f) 應為將軍澳區內居民提供各式各樣的室內及戶外消閒設

施，以及把將軍澳的水道拉直，方便舉行水上體育／康

樂活動；及

(g) 應採取措施防止產生難聞氣味和水污染問題，以及研究

可否把將軍澳現有各條水道連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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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公眾諮詢第一階段公眾諮詢第一階段公眾諮詢第一階段公眾諮詢

7. 政府當局在 2002年 9月及 10月進行可行性研究的第一階段公
眾諮詢，包括徵詢西貢區議會的意見、在將軍澳舉辦公眾論壇，以及

向將軍澳居民派發通訊。大部分西貢區議會議員認為，當局應及時發

展運輸基建 (尤其是西岸公路 )、加強將軍澳在西貢旅遊發展方面所擔當
的輔助角色、減低發展密度、避免進一步填海來興建大量房屋、提供

更多文化及康樂設施，以及為將軍澳居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8. 從公眾論壇及所接獲的意見書可見，市民普遍反對在將軍澳

進一步填海，當中有人提出下述建議：減低將軍澳市中心南部的發展

密度、保留百勝角作低密度發展、發展東面排水道作休閒活動用途，

以及早日在將軍澳興建其他康樂設施。此外，亦有人關注到增加將軍

澳的住宅樓宇供應對該區樓價造成的影響。

第二階段公眾諮詢第二階段公眾諮詢第二階段公眾諮詢第二階段公眾諮詢

9. 經考慮在第一階段公眾諮詢中收集的意見，政府當局為第二

階段公眾諮詢制訂了 4項發展主題：

主題一：不作進一步填海

主題二：促進康樂發展潛力    康樂及水上活動

主題三：促進發展海濱地區    新月形海濱消閒區

主題四：促進房屋及康樂發展

10. 政府當局在諮詢摘要中清楚表明，由於公眾對於在將軍澳增

建房屋單位表示關注，因此當局已決定不對發展主題四作進一步考

慮。將軍澳的總人口在發展主題一下為 46萬人，在發展主題二及發展
主題三下則為 495 000人。此外，在發展主題二及發展主題三下進一步
填海所得的土地面積，預計分別為 41公頃及 55公頃。諮詢摘要及提供
予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的有關文件，在 2003年 4月 28日隨立法會
CB(1)1485/02-03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11. 第二階段公眾諮詢在 2003年 5月展開。政府當局於 2003年 5月
2日徵詢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並向事務委員會表示會同
時諮詢西貢區議會及城市規劃委員會。當局會為將軍澳居民、將軍澳 (南 )
分區委員會和將軍澳 (北 )分區委員會委員、專業團體、環保團體及其他
關注團體舉辦論壇，同時亦會作出安排，隨有關通訊派發問卷，邀請

區內居民就擬議發展主題表達意見。

12. 政府當局又表示正就西岸公路應採用隧道抑或沿岸公路的方

案進行比較評估，並會在 2003年 8月左右，就此事諮詢有關的區議會。



4

13. 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不贊成在將軍澳進一步填海來興建住宅

樓宇。在事務委員會於 2003年 5月 2日討論有關事項時，委員亦提出下
列意見：

(a) 在進一步發展將軍澳時，應以滿足將軍澳居民的需要為

目標，而不應把焦點放在房屋發展上；

(b) 應考慮改善城市設計、提升生活質素及減低人口密度；

(c) 無論最終採納哪項發展主題，將軍澳的總人口均應以46萬
人為上限，而區內的人口密度亦不應再提高；

(d) 即使在發展主題二及發展主題三下，百勝角的人口亦應

以 5 000人為上限；

(e) 在發展主題一下於將軍澳市中心南部預留作房屋發展、

以便區內多容納 32 000人的土地，可改作休憩用地和興建
康樂設施之用；

(f) 可把排水道發展為國際性賽事 (例如獨木舟賽 )的比賽地
點及各類水上活動的訓練場地；及

(g) 應把西岸公路劃為一條四線雙程行車、或最低限度三線

雙程行車的公路。

14. 政府當局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提供資料，將現有分區計劃大

綱圖將軍澳市中心南部、發展主題一、發展主題二和發展主題三下的

地積比率和人口密度，與其他新市鎮的地積比率和人口密度作一比

較，詳情如下：

平均地積比率
人口密度

(每公頃人口 )

將 軍 澳 分 區 計 劃 大

綱圖S/TKO/13
(只限巿中心南部 )

6.8 965

發展主題一 3.5 561

發展主題二 4.5 632

發展主題三 4.5 553

沙田 5.0 592

馬鞍山 5.0 516

天水圍 8.0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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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2030”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15. 把市區及新發展區的發展密度降低是否可行，是 “香港 2030”
研究第三階段公眾諮詢文件探討的主要規劃事項之一。在諮詢文件中

提出的一個問題是，應否採用較低的發展密度，例如把市區的地積比

率由 8倍降低至 5倍，或把新發展區的地積比率由 6.5倍降低至 5倍。

16. 在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於 2003年 11月 25日討論有關研
究的會議上，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提及將軍澳的
情況，藉此說明優質生活環境的方向。她表示，將軍澳在發展方面一

直面對極大壓力，結果被批評為石屎森林。隨 人口增長和房屋需求

放緩，該區的規劃人口和發展密度均有重新調整的空間。一位議員認

為將軍澳的規劃是一大錯誤。規劃署署長指出，將軍澳的發展應從歷

史角度來衡量。在 1990年代初進行規劃時，本港的房屋需求甚殷，當
時預計人口迅速增長帶動房屋需求上升的情況，會在未來多年持續。

由於香港的人口增長現已放緩，社會人士正可趁此機會，討論應否將

發展密度普遍降低。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1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