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有關灣仔舊區的文物保育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介紹政府和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有關灣仔舊區的文

物保育工作的最新進展。 

 

背景 

2. 行政長官在二○○七至○八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特區政府

在未來五年會致力推動香港的文物保育工作，其中一項是委託發展局和

市建局聯手以一個新的思維、地區為本的手法來整體考慮保育及活化灣

仔舊區。這個做法標誌著文物保育的工作不再局限於單一的歷史建築

物，而是以一個小區形式從而保存地區特色。 

 

灣仔舊區 

3. 灣仔舊區泛指莊士敦道以南，堅尼地道以北，位處皇后大道東

兩旁的地帶。灣仔區是香港早期發展的其中一個區域，擁有豐富的歷史

意義，亦見證了本港一段重要的歷史。此帶的海岸線亦隨着多次的填海

不斷向外伸延。 

 

4. 我們選擇灣仔舊區推行地區為本的文物保育工作是基於該區蘊

藏着豐富的歷史文物。灣仔舊區面積雖然只有約三十二公頃，但是已包

括十個保育項目，一共二十九項已獲評定的歷史建築，包括屬法定古蹟

的舊灣仔郵局；屬於一級的有洪聖古廟及玉虛宮、私人擁有的南固臺和

包括一及二級的藍屋建築群；屬於二級的有位於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六

至一百九十號一些唐樓、船街十八號、茂蘿街及巴路士街建築；以及是

三級文物的灣仔街市大樓和錫克教廟。此外，還有經過市建局透過一個

項目保育和保存下來的和昌大押，古物古蹟辦事處正為和昌大押進行評

級工作，以及早前公布全面保育的太源街/交加街露天市集。  

 

5. 灣仔舊區亦是市建局多年來重點推動四大業務策略(即重建、復

修、活化和保育工作)的地區。隨着中環、金鐘商業區向東移，灣仔舊

區將承受相當大的發展壓力，現在是適時以地區為本的方法，在灣仔舊

區做保育工作，可以在發展的同時，兼顧保留灣仔區特色，希望可以做

到新舊共融，平衡發展和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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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模式和資源 

6. 在推行灣仔舊區的保育工作時，政府和市建局均會「以人為

本」，重視公眾參與，並且與灣仔區議會建立親密伙伴關係。在新一屆

灣仔區議會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上任後，我們會與區議會商討以何種方式

讓灣仔區議會可以監察督導我們活化舊區的工作，例如可以由發展局、

市建局、區議會議員、專業人士及保育人士組成督導小組。 

 

7. 地區活化工作往往會涉及數個政府部門，例如在道路交通，或

者在環境各方面要配合，發展局會在政府內部成立一個小組，由發展局

其中一位副秘書長擔任主席，以統籌和協調政府部門的工作，以配合督

導小組的需要。 

 

8. 市建局也會提供資源及人手，作為支持督導小組及日常執行和

聯絡工作。如果需要落實一些小型工程、美化或其他相關的行動，市建

局亦會動用政府當年注資市建局１００億元中，特別預留作復修美化工

作的撥款中抽調。此外，在二零零八年的區議會已經有一個專項撥款，

讓十八個區議會有三億元作地區小工程撥款。我們希望灣仔區議會會按

其需要，將部分撥款投入灣仔舊區一帶的小型工程。我們亦期望舊區內

的發展商或商戶可作出相應的配合，例如街道美化、栽種花草樹木及地

區藝術擺設，共同投入活化灣仔舊區的工作。 

 

文物保育項目 

 

(i) 「藍屋」建築群 

9. 「藍屋」建築群屬於市建局和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協定交予房

協履行的市區更新項目。按原本的「藍屋」建築群保育方案，所有的住

戶都會遷走。我們得到房協支持，以更重視「社區網絡」的手法保育「藍

屋」建築群，做到「留屋又留人」。我們一方面透過房協收購現時在藍

屋建築群中屬於私人產權的兩座建築物，然後安排那些自願和希望獲重

置的租戶或住客獲得賠償，遷離這「藍屋」建築群；另一方面，如果有

個別的租戶或住客希望留下，這些留下的租戶及住客就會成為日後保育

「藍屋」建築群計劃的一個重要元素。房協在完成收購和有關安置工作

後，會把整個「藍屋」建築群移交政府，以便發展局將「藍屋」建築群

納入「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邀請有興趣的非牟利機構提交可保留

地區網絡的保育活化方案。有關方案必須照顧到希望繼續留在藍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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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項目內的原住居民的需要。「藍屋」原住居民和關注團體，均表示

歡迎這個新的保育方案。 

 

(ii) 灣仔街市大樓 

10. 灣仔街市大樓屬於一個已經開展了的市建局重建項目。市建局

的前身土地發展公司已與合作發展商在十年前簽訂了重建發展合約，市

建局必須尊重和遵守合約的精神。在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的文物保護

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聽取了我們的匯報，在認同市建局需尊重合約

精神的大前提下，通過議案要求政府和市建局盡一切能力與發展商重新

商討，以達至原址保育的目的。 

 

11. 發展局認同市建局須尊重合約精神，但亦支持市建局與合作發

展商進行磋商。經過多番與合作發展商的商討，雙方原則性同意研究採

取「主體保育」的方式保存街市大樓。此方法可以原址及完整地保存街

市大樓的主要部分，包括建築物的整個外殼及外牆，內部的主要結構組

件，以及原有樓面相當多的部分。原擬由拆卸街市後的地面開始向上建

造的住宅大樓，在「主體保育」的方式下會以穿越街市大樓背後的樁柱

架空承托，建於街市頂部的上空。為了進一步強化項目的保育特色，市

建局會聯同發展商研究將新大樓的外型設計，盡量配合現有街市外牆支

架的「鰭形」外觀。有關建議的詳情仍在與合作發展商商討中。如果一

切順利，市建局希望可以在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經

修改的項目總綱發展藍圖。 

 

(iii) 太源街和交加街的露天市集 

12. 我們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文物保護小組委員會會議

上，向委員介紹了整體保育太源街和交加街的露天市集的方案，並且很

高興得到委員的贊同。此外，我們已經接觸部分小販商，亦得到他們很

正面的回應，表示會投入參與美化露天市集的工作。我們在新一屆灣仔

區議會於一月正式就職後，便會與市建局及有關持份者展開有關工作。 

 

13. 除了以上與文物保育有關的項目之外，土木工程拓展署於二零

零七年年初委任顧問進行由上環至銅鑼灣綠化總綱圖，其中包括灣仔的

綠化措施。綠化總綱圖現已大致完成。我們相信社區綠化和文物保育可

以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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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地區為本」的整體活化和發展小區的概念及新思維，若在灣

仔舊區取得成功，我們會引進至其他舊區，為市民提供優質的生活環

境，亦為訪港的遊客提供一個更佳的遊覽地方。 

 

 

 

發展局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