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2009年 12月 9日會議  
有關「重新審視九龍臨近海濱土地用途」的議案  

 
進度報告  

 
目的  
 
 立 法 會 在 2009年 12 月 9 日 通 過 了 由 梁 美 芬 議 員 提

出 ， 經 陳 淑 莊 議 員 及 涂 謹 申 議 員 修 正 的 上 述 議 案 (見 附

件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就議案所關注的事宜作出報告。  
 
 
履行《施政報告》的承諾  
 
2 .  行政長官在本屆政府《施政報告》中強調「進步發

展觀」理念，務求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要兼顧協調環境，

從而令市民享受優質的城市生活。為此，政府已進行不

同類型的工作，如開始着手檢討各區的發展密度、適當

地加入高度限制，並進一步加強美化維港、建設活力暢

達海濱等的措施。在進行這些工作的同時，我們會兼顧

房屋、經濟、社會和開創就業各方面的需要，務實地平

衡社會各方面對土地不同需求。  
 
 
降低發展密度  
 
3 .  為適當地降低維港兩岸用地的發展密度，優化城市

設計，我們由 2007年起已開始逐步檢討各區的《分區計

劃大綱圖》(下稱大綱圖 )，並決定優先處理維港沿岸地區

的大綱圖。若理據充分，我們會考慮修訂大綱圖內有關

的 發 展 參 數 ， 例 如 訂 立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和 其 他 發 展 限

制，從而希望提升樓宇的設計，改善城市的環境及通風。

到目前為止，規劃署已檢討了 17份大綱圖，當中有六份

大綱圖和一份部份地區檢討的大綱圖位於海港法定界線

範圍內。我們將在未來數年繼續逐步檢討在維港範圍內

餘下的大綱圖。  



 
4 .  在 檢 討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方 面 ， 我 們 會 考 慮 多 項 因

素，包括現有地形、地盤平整水平、土地用途、地區特

色、海旁環境、現有建築物高度輪廓的特色、附近地區

的大綱圖所訂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等。我們亦會充分參

考城市規劃委員會就維多利亞港訂立的《理想和目標》、

共建維港委員會制訂的《海港規劃指引》，以及《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裏的「城市設計指引」。  
 
5 .  在可供售賣土地方面，為回應市民期望有更佳的居

住環境和較低密度的發展的訴求，自發展局成立後，我

們由擬備 2008-09年度勾地表開始都在覆檢表內每幅土地

的發展參數。因此，每幅納入 2009-10年度勾地表的土地，

我們均在其賣地條件內訂明合適的發展參數，如最高樓

面總面積或地積比率及樓宇高度限制；這項安排適用於

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未有規定有關發展參數，或

有充分理據以更低的樓面總面積／樓宇高度出售土地等

情況。在適當的情況下，我們亦在賣地條款內加入其他

規劃要求，如上蓋面積、非建築用地規定等。正如發展

局 局 長 在 去 年 三 月 公 布 2009-10年 度 勾 地 表 時 指 出 ， 在

2009-10年度勾地表的土地中，共有 15幅用地縮減了發展

密度，規模由最低的 8%至最多超過 50%。  
 
改善空氣流通  
 
6 .  政 府 已 於 2006 年 訂 立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的 《 技 術 通

告》。各個政府部門和決策局會根據《技術通告》的規定，

在開展大型政府工程、規劃新發展區及綜合重建區、以

及 擬 訂 新 的 或 修 訂 主 要 規 劃 圖 則 時 ， 進 行 空 氣 流 通 評

估。我們亦會因應個別土地的情況，為可供出售的土地

進行空氣流通評估，以評定發展項目對行人通風環境的

影響，並在賣地條件內加入適當規定，確保區內的空氣

流通情況是在可接受的水平。  
 
7 .  除政府項目之外，我們更鼓勵市區重建局等半官方

機構，以及私人發展商，為旗下發展項目進行空氣流通



評估。在個別「綜合發展區」地帶，如果發展項目可能

對通風環境有所影響，我們會要求發展商於提交《總綱

發展藍圖》予城規會批准時，同時提交空氣流通評估報

告。其他須申請規劃許可的用地，我們亦會視乎個別情

況，將空氣流通評估列為規劃批准的附帶條件。  
 
 
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和合作  
 
8 .  為加強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和合作，發展局已於

2009年 4月成立海港組，專責統籌有關海濱規劃的跨部門

工作。海港組經常與各政府部門維持緊密接觸，以物色

和推展措施，優化維港兩岸海濱用地。海港組亦按需要

諮詢區議會和共建維港委員會等組織。  
 
 
發展海濱土地  
 
9 .  為 締 造 朝 氣 蓬 勃 、 綠 化 、 暢 達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海

濱，我們會繼續全力進行優化海濱的規劃工作，改善海

濱的暢達程度和連接性，並落實優化海濱措施，讓市民

享用。正如行政長官在 2009-10年度《施政報告》中所述，

我們會以共建維港委員會在去年八月提交的維港兩岸美

化方案建議書為藍本，協調各相關決策局和部門，逐步

落實各區的海濱美化工作。當中我們會參考共建維港委

員會建議在維港兩岸劃分的 22個行動區，按短、中、長

期探討和逐步落實各項維港兩岸優化海濱的工作。  
 
10 .  目前，有部份海濱用地被公共設施佔用或由私人業

權擁有。這些問題需要逐步、逐一解決。我們樂見部份

業權持有人和發展商與我們衷誠合作，進行優化海濱的

工作。我們會認真研究各項可行措施，為落實連綿不斷

的海濱長廊創造有利的條件。  
 
11 .  此外，我們在開展基建工程時，可能要徵用某些海

濱用地作臨時工地。我們會力求妥協方案，希望既可滿



足到基建工程的需求，亦盡量減少影響市民享用海濱。

例如，土瓜灣崇安街的一幅海旁空地曾一度被港鐵公司

要求用作沙中線及觀塘線延線的臨時躉船轉運站。我們

在 聽 取 居 民 的 意 見 後 ， 與 港 鐵 公 司 及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協

調，終於另外物色到可以設置臨時躉船轉運站的地點，

使崇安街的海旁空地可發展作公眾休憩用地。我們會盡

量努力，務求減少各項基建工程對海濱環境的影響。  
 
12 .  政府會繼續以開放的態度，吸納市民對優質生活及

城市規劃的意見，並繼續優化各項相關政策，落實美化

維港兩岸的各項措施，以締造更有活力及創意的海濱，

讓市民共享。  
 
 
發展局  
2010年 2月  



附件  
 

2009年 12月 9日 (星期三 )  
立法會會議席上  
梁美芬議員就  

「重新審視九龍臨近海濱土地用途」  
動議的議案  

 
 
經陳淑莊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修正的議案  
 
 
「行政長官於過去 3年的《施政報告》皆提出要減低發展

密度、建設及美化海濱長廊的施政方向，可是，九龍及

其他地區不少臨近海濱的地皮的規劃仍有相當大的改善

空間，政府應盡可能讓最多的公眾享用這些臨海地皮；

同時，近年這些土地仍被錯誤規劃作興建密集式高樓之

用，進一步破壞九龍及其他地區美麗的山脊線，更阻擋

區內通風口，加劇屏風及熱島效應，令環境問題惡化；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履行《施政報告》的承諾，以符合

環保、低密度發展為大原則，強化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和

合作，重新審視九龍及其他地區臨近海濱地皮的用途，

包括改善海濱的暢達程度，以及研究措施處理臨近海濱

的私人土地業權、臨海地皮現有用途和未來各項工程對

臨近海濱土地的影響，為落實九龍環海海濱長廊工程創

造有利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