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 7 月 25日及 26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經修定發展方案」發言稿  (譚國新) 

 

  過去政府在發展新市鎮時「一錯再錯」！ 

  一錯的例子是『屯門』、二錯的例子是『天水圍』！這兩個新市鎮的規劃上的錯誤導致問

題叢生，甚致出現『悲情城市』。但最不幸的是政府並沒有從屯門及天水圍兩個個案中汲取教

訓，「新界東北新發展」好大可能將會重蹈覆轍！ 

2012年 10 月 2日    大公報  A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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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提及三個避免「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成為另一個『悲情城市』因素： 

1.  提供就業機會、 

2.  完善交通配套、 

3.  平衡公私房屋。 

就着這三個因素，看一看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在 2013  年  7  月  15  日發表的討論文件

CB(1)1461/12‐13(01)  如何回應。 

1. 提供就業機會 

公眾質疑：第三階段公眾參與報告  (頁 5) 

‐ 不少參與者都詢問在新發展區擬議的「特殊工業」和「研究與發展」用地會用作

什麼產業發展，質疑其可行性和其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是否適合當區居民。有意見

希望新發展區可以提供更多適合的工作機會，尤其是給公屋居民，減少將來居民

跨區工作。公眾期望新發展區內提供完整的配套設施，包括各類型的社區、教育、

康樂等設施，學校和醫療設施是北區現時最為短缺的，而這些設施需要適時提供，

亦要隨著人口結構轉變提供合適的設施。 

 

回應：第三階段公眾參與報告  (頁 5) 

‐ 粉嶺北和古洞北新發展區利用地理上鄰近現有的粉嶺/上水新市鎮，可作為粉嶺/

上水新市鎮的擴展部分，配合鐵路及新道路網絡，可以協同發展，成為配套完善、

商住兼備的新市鎮。古洞北及粉嶺北新發展區規劃已預留足夠的土地，並會適時

提供作交通配套、醫療和社區設施、學校、就業和休憩之用。除了本區人口可以

享用，鄰近已發展地區的居民亦同樣受惠。兩個新發展區將提供約 37,700  職位，

其中包括硏究與發展，商業零售及社區服務設施等的就業機會，平均職位與人口

比例與現時粉嶺/上水相若。坪輋/打鼓嶺內的「特殊工業」區規劃會在稍後展開

的新界北部地區研究內檢討。 

‐ 古洞北新發展區內的「研究及發展」用地有潛力發展成各類寫字樓及研發用途，

支援香港的整體和河套區的產業發展。在這些土地的詳細規劃上，應提供彈性和

靈活性，為各類產業提供發展空間。 

 

a. 有甚麽「特殊工業」？  零承諾！ 

b. 「研究與發展」用地會用作什麼產業發展？  內容空泛，無數據支持。 

c. 提供更多適合的工作機會，尤其是給公屋居民，減少將來居民跨區工作。零承諾！ 

d. 入住新市鎮多以年青家庭／低收入家庭為主、這類型勞動力可支撐何種高新科技產

業？高新科技產業何需大量勞動力？ 



 

2.     完善交通配套 

公眾質疑：第三階段公眾參與報告  (頁 39) 

‐ 不少公眾人士擔心現時新界東北的交通配套，並不足以應付新增的人口，現時

新界各區連接市區的道路網已有嚴重的交通擠塞情況。 

‐ 有公眾人士指出新發展區擬議的道路網絡的規劃，偏重連接深圳，如擬議連接

坪輋/打鼓嶺與建設中的蓮塘/香園圍口岸的連接道路，質疑政府為開放「中港

自駕遊」鋪路，有存心達致「中港融合」之嫌。 

 

回應：第三階段公眾參與報告  (頁 39, 40) 

              對外交通 

‐ 新發展區計劃亦會包括在古洞及粉嶺/上水區的交通網絡改善工程(擴闊粉嶺公

路古洞段)。落馬洲支線擬議古洞站將會與古洞北新發展區一併發展，改善古洞

區的暢達程度。 

‐ 擬議的粉嶺繞道則為粉嶺北新發展區的交通提供一條直接對外通道。 

‐ 在古洞北新發展區內興建一條外環路，在東西兩端連接粉嶺公路。 

‐ 興建一條道路連接落馬洲河套發展區。 

‐ 亦建議在古洞北設置鐵路站， 

‐ 就改善新界北區進出市區的道路，現正進行中的粉嶺公路/吐露港公路擴闊工程

完成後，將可改善有關道路的擁塞的情況，故在現階段沒有需要興建連接坪輋/

打鼓嶺地區與新田公路的新道路。 

‐ 至於建議多加一條通往市區的隧道以改善現有往市區的道路網絡，我們認為新

落成的沙田嶺隧道的使用率較低，可有足夠容量應付未來從新界往返市區的需

求。 

 

a. 眾多建議只是增加接駁至主要幹線的道路工程 

b. 增加新公路和隧道全被否決 

c. 這個方式只會加重現有道路的負荷，不是去紓緩交通擠塞而是去加重交通擠塞！ 

d. 沒有回應「中港融合」之嫌。 



3. 平衡公私房屋 

公眾質疑：第三階段公眾參與報告  (頁 27,28) 

              公共房屋 

‐ 公共房屋用地只佔三個新發展區少部分的土地，而當中大部分亦集中在古洞北新

發展區內，有增加公營房屋比例的空間。 

‐ 亦希望當局考慮在新發展區提供居屋，並建議將部分預留作私人住宅的用地，轉

換成居屋用地。 

‐ 在公共租住房屋及私人房屋供應之間要取得平衡，個別社區內太多公共租住房屋

可能會帶來負面影響。 

 

私人住宅 

‐ 在新發展區的私人住宅密度過低，有只為富豪而建之嫌，無助解決香港的房屋問

題。 

‐ 在新發展區內提供中小型住宅及「港人港地」住宅。 

 

回應： 

‐ 古洞北及粉嶺北新發展區將會提供合共約 60,700個新單位，包括 36,600個資助

房屋單位及 24,100個私人房屋單位，容納  174,900  新人口。(討論文件,頁 5) 

‐ 部分租住公屋用地在未來可局部或全部改為居屋用地。(討論文件頁 7) 

第三階段公眾參與報告  (頁 28) 

‐ 古洞北和粉嶺北的公私營房屋比例由原來在擬議發展大綱圖的 49:51(不包括坪

輋/打鼓嶺新發展區)修改為  60:40。 

‐ 只有少量的低密度發展用地  (佔住宅用地的  1.3%)。 

 

a. 沒有承諾「港人港地」。 

b. 公私房屋比例是  60:40,  這比例在發展這地區時在那一個階段達到？是否窮人先要

做多年的開荒牛？ 

 

如果以上三個因素都未能令市民覺得可行，新界東北將會是第三個悲情城市！一個一而再，再

而三地重覆以往錯誤的政府怎會令市民有信心。 

難道政府需要以強迫的手段去逼市民搬去新界東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