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0 9年 7月 2 8日 會 議  
討 論 文 件  

立法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  

「優化建築設計  締造可持續建築環境」  
社會參與過程  

 

簡介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優化

建築設計  締造可持續建築環境」社會參與過程的開展和

進度，並邀請委員就社會參與過程中提出的議題提供意

見。  

背景  

2.  於 2008 年 12 月 19 日 ， 我 們 告 知 委 員 ( 透 過

CB(1)396/08-09(05)號 文 件 )政 府 當 局 正 計 劃 與 可 持 續 發

展委員會合作，通過一項社會參與過程，蒐集公眾對一

系 列 影 響 建 築 環 境 的 質 素 及 可 持 續 性 的 政 策 選 項 的 意

見。  

3 .  近年，公眾日益關注建築環境的質素和可持續性。

有關樓宇體積及高度、空氣流通、樓宇綠化和能源效益

等事宜，已成為建築專業人士、環保關注團體、立法會

和市民大眾不時討論的議題。立法會議員及一些環保關

注團體要求政府檢討及理順其政策，進一步創建優質及

可持續的建築環境。更具體來說，我們有需要回應因西

灣河內地段 8955 號發展項目 (又稱 “嘉亨灣 ”)事件的獨立

調查而引起的關注，即縱使在計算總樓面面積時作出不

同寬免是出於良好意願，但卻對樓宇體積和高度帶來累

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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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全體市民共同享有我們的建築環境，任何政策改變

都會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環境。因此，在制定一套能仔

細地平衡各方關注的措施，從而締造優質及可持續發展

的 建 築 環 境 的 過 程 中 ， 讓 公 眾 參 與 理 性 的 討 論 至 為 重

要。基於上述背景，我們遂開展社會參與過程，以尋求

可取方案，回應公眾對有關課題的關注。  

建議  

5.  載於附件的《誠邀回應文件》 (“《文件》 ”)，名為

「優化建築設計  締造可持續建築環境」，是由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發表。《文件》就影響建築環境的質素及可持

續性的一些議題，作出詳盡分析。《文件》深入地討論

各項有助改善樓宇質素及可持續性的建築設計元素，及

勾劃了三個範疇供公眾考慮，並對推行這些措施的利弊

及取捨作出詳細的描述。  

優化可持續的樓宇設計  

6.  政府於 2005 年發表《香港首個可持續發展策略》

(“《策略》 ”)文件，以回應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首個可

持續發展策略－社會參與過程報告》。為跟進《策略》

文件，屋宇署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研究，就優化都市生活

空間環境的可持續樓宇設計元素提供意見。顧問針對改

善空氣流通、行人區環境、綠化、以及紓緩市區熱島效

應等方面，建議若干可持續的樓宇設計指引。具體來說，

《文件》載有下列指引予持份者及公眾討論：  

(a )  在某些大型發展項目的樓宇之間作出分隔；  

(b)  在某些緊連狹窄街道的發展項目中，把建築物

在行人道水平向後移；及   

(c )  加強發展項目的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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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在樓宇提供必要設施和環保及完善生活設施，以及

總樓面面積的寬免  

7.  根據現行的政府政策，為促進及鼓勵在樓宇發展項

目中加入必要設施和環保及完善生活設施，屋宇署署長

作為建築事務監督，可行使《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
所 賦 予 的 酌 情 權 ， 寬 免 計 算 這 些 設 施 所 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附屬停車場、機房、露台、空中花園、平台花園、

撥 作 公 用 通 道 的 用 地 及 附 屬 的 康 樂 設 施 (如 會 所 設 施 )等
都是可獲寬免的設施。  

8 .  為跟進嘉亨灣事件獨立調查小組在 2006 年 4 月發

表的報告，並考慮到公眾對總樓面面積寬免而引起的樓

宇 高 度 及 體 積 問 題 的 意 見 ， 政 府 已 審 慎 地 檢 討 有 關 政

策。《文件》建議下列的措施供公眾考慮：  

 (a )   檢討為強制性設施提供的總樓面面積寬免；  

 (b)  檢討停車位的供應；  

 (c )  調 整 將 用 地 撥 作 公 用 通 道 或 用 以 擴 闊 街 道 的

鼓勵措施；  

 (d)  檢 討 其 他 環 保 及 完 善 生 活 設 施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寬免；  

 (e )  為總樓面面積寬免設定上限；及  

 ( f )  檢討部分總樓面面積寬免措施的法律地位。  

樓宇的能源消耗  

9.  提 升 樓 宇 的 能 源 效 益 對 回 應 氣 候 轉 變 為 全 球 帶 來

的挑戰及促進可持續建築環境兩方面，都有著重要的作

用。除了建議的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以訂立屋宇裝備裝置的基本能源效益標準外，我們亦可

探索其他方法，通過更具能源效益的建築設計以減少能

源消耗。是次社會參與過程邀請公眾就應鼓勵及推廣何

種具能源效益的樓宇設計元素發表意見 (例如：適當地運

用遮陽裝置和玻璃，以增加採用自然光並減少對空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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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需求；屋頂綠化及非吸熱屋頂以減少屋頂吸熱；在

樓宇設計中加入可再生能源裝置等 )。我們亦希望收集公

眾對能源效益或可再生能源裝置應否獲總樓面面積寬免

的意見。  

社會參與過程  

10.  持份者的參與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此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建立了一套公開及覆蓋面廣的社會參與模式，

以收集公眾對可持續發展的主要議題的意見。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的社會參與過程／模式分為五大階段，現概述

如下：  

 I .  確定優先處理的範疇，並組成專家支援小組，

協助為公眾設定議題。  

 I I .   編制《誠邀回應文件》，以臚列議題，作為公

眾討論的基礎及鼓勵他們回應的工具。該文件

亦會列出不同擬議方案的利弊。  

 I I I .  讓社會上的不同界別，包括專業團體、環保組

織、發展商、學者及用家 (對是次社會參與過

程而言，即樓宇業主和租戶 )，直接參與，於

論壇、研討會及工作坊等發表意見。  

 IV.  由獨立匯報機構 (於是次社會參與過程中為香

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 )分析公眾意見，

並建基於有關結果，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呈

交予政府的報告中作出建議。  

 V.  政府經考慮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建議後，對有

關報告作出正式回應，並列出其觀點及將會採

取的行動。  

11 .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已 成 立 了 一 個 由 不 同 界 別 專 業

人士及持份者組成的專責支援小組，以協助其工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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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監督《文件》的籌備工作、及就社會參與過程的流程

提供意見。該委員會亦已聘請獨立顧問，協助其擬備《文

件》及進行社會參與過程。由於相關議題的複雜性，加

上公眾或需更多時間對有關議題作出討論及回應，因此

社會參與過程的公眾回應時段已由三個月增至四個月，

並定於 2009 年 10 月 31 日結束。  

12 .  社會參與過程已於 2009 年 6 月 20 日展開。約有

2,000 名持份者及公眾人士參與當日舉行的啟動禮。可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已 舉 辦 及 安 排 一 連 串 宣 傳 及 公 眾 參 與 活

動，以擴闊及深化整個過程的影響力，及促進各階層市

民表達意見，當中包括－  

 －  電 視 及 電 台 政 府 宣 傳 信 息 ： 宣 傳 社 會 參 與 過

程，並鼓勵持份者及公眾作出回應；  

 －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專 屬 網 站

(www.susdev.org .hk)：具互動功能，並且資訊

與娛樂並重，包括網上版的《文件》、資料庫、

引發討論的網上論壇、網上遊戲及相片庫；  

 －  五場地區討論坊：就社會參與過程中提出的議

題，向公眾提供更多更深入的資料，並邀請持

份者在充足的資訊下參與對話；  

 －  夥伴機構活動：由 30 個夥伴機構舉辦，以更

有 效 地 接 觸 社 會 上 的 不 同 界 別 ( 例 如 相 關 業

界、專業人士及青年團體等 )；及  

 －  持份者簡介會：確保主要持份者 (包括建築專

業人士、區議員、相關業界等 )對社會參與過

程的議題有更清晰的認知，從而使他們可集中

焦點參與討論及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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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3.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目 的 是 讓 社 會 各 界 深 入 及 徹 底 地

討論，以協助新政策的制訂。預料不同界別的意見各異。

在社會參與過程中，市民或會在擬議的政策選項以外，

提出更多方案及建議。我們會持開放態度，考慮公眾所

提出的建議。我們又會慎重研究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所得

出的結論和建議，才決定未來路向。  

14 .  我們誠邀委員對有關計劃提供意見，出席會議的獨

立匯報機構代表將紀錄有關意見。我們歡迎委員在 2009
年 10 月底前，進一步向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供意見，及

參加各項公眾參與活動。  

 

 

發展局  
2009 年 7 月  



 
 

附件 
 

誠邀回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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