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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動力培育（下稱本智庫）持力關注香港的土地及城市規劃政策及問題，並曾經舉辦多項活動

及連結多個公民社會，為香港的土地及城市規劃政策發聲。 

 

本智庫於過去籌辦《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畫》民間研討會、「香港的地產霸權」講座及

展發。香港土地發展關注」計劃，推動市民及公民社會就城規及土地利用問題的關注。同時，本智庫

為《扶貧智庫》聯席成員，並以聯席名義舉辦《城市規劃與扶貧》研討會，探討城市規劃問題及貧窮

的關係。除此以外，本智庫亦以《政府山關注組》成員身份，協助推動保育政府山及中區政府合署西

座；亦協辦「中環政府山新用途想創坊」，為尋找政府山一帶的規劃及土地利用與公民社會互動。 

 

就發展局所推出的「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本智庫認為香港之土地政策應按照香港

的人口政策而考慮。假如特區政府未有就香港的合適人口數目及結構作出規劃及預測，從而保障香港

的環境、經濟及生活質素可以持續發展的話，一切尋找新的土地及空間檢討都會來得不甚成熟，亦未

能夠為配合香港的未來發展作出適當的準備。 

 

土地利用與本港的人口及經濟活動息息相關，可是兩者從來沒有明顯地在是次公眾參與中連結起來。

政府統計署多年來均錯誤估算香港的人口及經濟增長，引致多項基建工程使用率偏低（如機場鐵路、

青沙公路及三號幹線）；而各個政府部門的官僚架構臃腫，加上沒有對私人持有之閒置土地進行懲罰

性措施，導致房屋及辦公室供應與需要之間構成落差，間接為物業市場帶來不必要之外在因素。 

 

是次公眾參與中，政府未有就人均居住及生活空間面積進行探討。雖然香港政府為城市規劃製訂《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但是該準則並未有列入是次公眾參與之討論範圍。土地利用與城市規劃密不可

分，假如利用現行標準繼續發展新土地的話，便只是將新土地儲備的使用彈性降低；以維港以外進行

填海及發展岩洞作出討論規限而放棄檢討標準及準則的話，並不能夠真正解決香港土地資源利用不均

及引伸之社會問題。 

 

發展局將發展岩洞作為是次公眾參與之主題之一，本智庫認為政府目的只在為整個計劃尋找民意。翻

開《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便不難發現其第十二章第二節，早已將發展岩洞納入城市規劃發展之內。

自從 1991 年起的第一次修訂後，發展岩洞之章節分別於 1995 年及 2008 年進行額外 2 次修訂。有鑑

於該標準與準則早已為發展岩洞訂下基礎，敀此不存在更改城規會規則或修訂法例之問題。 

 

最後，本智庫對是次公眾參與的內容中，未有檢討現行丁屋及新界鄉郊土地政策表示失望。丁屋政策

令鄉郊土地空間未能適當運用，當中更牽涉性別不平等、城鄉人權利不均及炒賣丁權之問題。這些問

題扭曲了香港的土地供應，實在不容忽視。加上部份發展商囤積農地，然後將其荒廢多年再申請改變

土地用途興建高樓大廈，令鄉郊環境被大肆破壞，亦不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上述土地利用問題均存

在以久，卻不被處理。而政府選擇以其他手段增加土地供應，以轉移視線之勢逃避觸動既得利益者，

只會令是次公眾參與之成果白費，浪費公民社會對問題之見解及建議，令議題繼續空轉，無助解決土

地利用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