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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12 月 5 日的會議  

 
 
  隨函附委員於 2016 年 12 月 5 日會議上所要求有關總目

711 工程編號 B778CL-1、B781CL 和 B186GK 的補充資料於附件，

以供委員參考。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張鎮宇  代行  ) 
 
 
2016年12月19日



 
 

附件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2016年 12月 5日的會議  

 

補充資料  

 

目的  

 

 在 2016年 12月 5日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工務計劃項目編號 B778CL-1、 B781CL及 B186GK－工地平整、

基建、社區及福利設施以配合大埔、東涌及將軍澳的公營房屋

發展時，委員要求政府就下列事宜提供補充資料。本文件提供

相關資料－  

（一）三項工程計劃之建設費用的分項數字；  

（二）三項工程計劃相關工地（包括非住宅部分）的地

積比率是否已充分利用、地積比率計算、及非住

宅部分的擬議用途 /設施；  

（三）未來五年將在將軍澳區額外提供之幼兒服務的類

別、學額數目及規模、及相關的時間表；  

（四） B186GK號工程計劃之將軍澳第 65C2區的服務設

施大樓所提供的設施類別（包括社區及福利設施

等）；以及  

（五）有關位於大埔區的擬議公營房屋發展對附近地區 /

道路的交通影響、其緩解措施及交通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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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費用的分項數字  

2.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我們估計B778CL-1號、B781CL號

和B186GK號工程計劃的建設費用分別為約 11億 4,680萬元、約 2

億 8,480萬元和約 2億 3,520萬元，分項數字如下－  

 

B778CL-1號工程計劃－大埔第 9區和頌雅路公營房屋發展之工

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第一期  
  百萬元（約）  
(a) 工地平整工程   494.4  
(b) 道路工程   69.9  
(c) 排水工程   95.6  
(d) 排污工程   41.5  
(e) 水務工程   23.5  
(f) 環境美化工程   47.6  
(g) 付予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

會）的間接費用 1 
 81.0  

(h) 顧問費  
(I)  合約管理  
(II)駐工地人員的管理  

 
1.0 
0.6 

1.6  

(i) 駐工地人員的薪酬   12.4  
(j) 應急費用   86.7  

小計   954.2 ( 按 2 0 1 6 年 9 月

價 格 計 算 )  

    

(k) 價格調整準備   192.6  

總計   1,146.8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1  第 (a )至 ( f )項 的 估 計建築 費用 總額為 約 7 億 7 ,25 0 萬 元， 其中受 託進行 的工程 佔約 6 億 4 ,8 10 萬元。

付 予房委 會的間 接費用 是上述 6 億 4 ,8 10 萬元的 1 2 .5 %，這 是房委 會就委 託工程 的設 計、行政 及監督

工 作所收 取的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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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81CL 號工程計劃—東涌第 54 區公營房屋發展之基礎設施

工程  
 百萬元（約）   
(a) 建造新行車道、道路改善工

程、行人路、單車徑及美化

市容地帶  

 70.9  

(b) 建造排污設施   81.2  
(c) 相關附屬工程，包括排

水、水務及環境美化工程  
 39.2  

(d) 顧問費  
(I)  合約管理  
(II)駐工地人員的管理  

 
2.4 
0.8 

3.2  

(e) 駐工地人員的薪酬   25.5  
(f) 應急費用   22.0  

小計   242.0 ( 按 2 0 1 6 年 9 月

價 格 計 算 )  

    

(g) 價格調整準備   42.8  

總計   284.8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B186GK 號工程計劃—將軍澳第 65C2區的服務設施大樓  
 百萬元（約）   
(a) 工地工程   1.7  
(b) 打樁工程   35.2  
(c) 建築工程   91.3  
(d) 屋宇裝備   26.6  
(e) 渠務工程   0.3  
(f) 外部工程   0.8  
(g) 額外的節省能源、綠化和

循環使用裝置  
 1.7  

(h) 付予房委會的間接費用 2  19.7  
                                                 
2 這 項預算 費用 (款額 為建築費 用的 12 .5 %)  是支付 予房委 會的工 程設計 、行政 及監督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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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家具和設備 3  1.8  
(j) 應急費用   17.9  

小計   197.0 ( 按 2 0 1 6 年 9 月

價 格 計 算 )  

    

(k) 價格調整準備   38.2  

總計   235.2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地積比率及非住宅部分的擬議用途／設施  

 

3. 公營房屋項目的規劃大綱是根據規劃意向和分區計劃大

綱圖的發展限制、地形、附近土地用途及所接獲的公眾意見而

籌備。地盤的發展已兼顧不同城市設計的考慮，包括通風廊、

視野穿透度、建築物之體積、高度和相互間的連接和融合、休

憩用地及行人連接系統等。為回應社會對公營房屋的殷切需求，

在規劃、基礎設施及環境因素許可的情況下，我們本著「地盡

其用」的宗旨，充分發揮土地的發展潛力以增加公營房屋供應，

同時兼顧現有及未來居民的需要。  

 

4.  大埔第 9 區和頌雅路東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的地盤總面積

約 7.76 公頃，地盤淨面積約 5.30 公頃，其准許地積比率為不多

於 6.0 倍 (包括非住宅部分為不多於 0.5 倍 )。大埔第 9 區和頌雅

路東公營房屋發展將提供約 7 070 個單位及相關非住用設施，

包括 (一 )教育設施，當中包括兩間幼稚園和一間小學；(二 )社會

福利設施，當中包括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幼兒中

                                                 
3 這 項預算 費用是 根據暫 定所需 的家具 和設備 項目清 單計算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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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和安老院舍； (三 )交通設施，當中包括有蓋停車場和公共交通

總站；以及 (四 )零售／商業設施。  

 

5.  東涌第 54 區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的地盤總面積及淨面積

均約 3.24 公頃，其准許地積比率為住用部分不多於 5.0 倍，而

非住用部分則在《東涌擴展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编號 S/I-TCE/1》

上沒有訂明。東涌第 54 區公營房屋發展將提供約 3 300 個單位

及相關非住用設施，包括一間幼稚園、有蓋停車場以及零售／

商業設施。  

 

6.  將軍澳第 65C2 區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的地盤總面積及淨

面積均約 2.00 公頃，其准許地積比率為住用部分不多於 3.3 倍，

而非住用部分不多於 0.5 倍。將軍澳第 65C2 區公營房屋發展將

提供約 1 400 個單位及相關非住用設施，包括一間幼稚園、有

蓋停車場、零售／商業設施以及 B186GK 號工程計劃的服務設

施大樓，當中提供的設施類別詳列於下文第 12 段。  

 

未來五年將軍澳區之幼兒服務  

 

7. 社會福利署在符合《幼兒服務條例》(香港法例第 243 章 )

和《幼兒服務規例》(香港法例第 243A 章 )的大前提下，致力增

設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回應社會對有關服務的需求，以支援婦

女兼顧工作和家庭。社會福利署已在 2014-15 及 2015-16 年度

在六所現有的資助獨立幼兒中心透過原址擴展增加合共 4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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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名額。社會福利署會繼續監察各類幼兒照顧服務的需求，

在有殷切服務需求的地區規劃新的幼兒中心，並計劃在 2018-19

年度，提供約 100 個額外資助及長時間全日制託兒服務名額供

三歲以下幼兒使用。雖然有關服務並非在將軍澳區開設，但社

會福利署會繼續與相關政府部門緊密聯絡，研究在該區內合適

地方設置幼兒中心的可行性。  

 

8. 另一方面，為支援一些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而暫時未能照顧

子女的父母，社會福利署一直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為六歲以下

幼兒提供多元化的幼兒照顧服務，包括獨立幼兒中心、附設於

幼稚園的幼兒中心、暫託幼兒服務、延長時間服務及鄰里支援

幼兒照顧計劃等。  

 

9. 在 2015-16 學年，在西貢區內 (包括將軍澳區，下同 )共有

33 所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合共提供 2 296 個照顧服務名額予三

歲以下幼兒，整體使用率為 67%。當中 13 所為受資助的幼稚園

暨幼兒中心，為三歲以下幼兒提供全日照顧服務。整體而言，

這些中心仍有服務餘額可供使用。此外，部份上述受資助的中

心亦提供「暫託幼兒服務」及「延長時間服務」，以協助需要

處理突發事情或其他事宜，或工作時間較長的家長照顧其六歲

以下子女。截至 2015-16 年度，西貢區的「暫託幼兒服務」及

「延長時間服務」的名額總數分別為 20 個及 88 個，使用率分

別為 72%和 64%。  

 

10. 同時，社會福利署也提供資助予香港家庭福利會在西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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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營辦「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安排義工保姆為有需要的

家長提供彈性的幼兒照顧服務，服務對象為九歲以下兒童。該

計劃提供最少 53 個名額，在 2015-16 年度服務了 876 個兒童。 

 

11. 此外，自 2015-16 年度起，社會福利署分階段在需求殷切

的地區內的資助幼兒中心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增加「延長時

間服務」名額，以便更多有需要的六歲以下的學前兒童可以留

在原有服務單位繼續接受延長時間的照顧，紓緩在職父母的壓

力。其中，西貢區新增的 32 個名額已自 2015 年 9 月開始分階

段提供。  

 

將軍澳第 65C2 區的服務設施大樓所提供的設施類別  

 

12.  B186GK號工程計劃在將軍澳第 65C2區工地佔地約 1 200

平方米。擬議工程計劃的範圍包括興建一座服務設施大樓以容

納以下設施－  

(一)  一個活動中心，包括一個可容納約200人，並可分隔為三間

房的多用途禮堂、會議室、辦事處連儲物室、育嬰室、儲物

室及洗手間； 

（二）五項福利設施，包括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特

殊幼兒中心、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及青少年外展隊辦事    

處；以及 

（三）附屬設施，包括升降機及大堂、垃圾房、停車位、

上落貨區、屋宇裝備機房及園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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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擬議公營房屋發展的交通影響評估  

 

13.  土木工程拓展署已聘請顧問公司就大埔區擬議公營房屋

發展對附近 (頌雅路及全安路一帶 )的交通情況進行評估。交通

評估指出擬議公營房屋入伙後，頌雅路及全安路的行車量 /容車

量比率在繁忙時段最高只為 0.58。交通評估建議建造一條新的

行車道以連接大埔第 9區的用地和全安路。同時，交通評估建議

於頌雅路與全安路 (南 ) 及頌雅路與全安路 (北 )的兩個交界處進

行改善工程。  

 

14.  上述緩解措施足以應付新增交通流量，不會對該區附近

的交通造成不良影響。相關交界處的容量請參考下表－  

 

交界處  擬議改善工程  

交界處容量 4 

改善工程前  改善工程後  

早上  下午  早上  下午  

全安路與連接

大 埔 第 9 區 新

建的道路  

 

擴 闊 全 安 路 與 連

接大埔第 9區新建

的道路（近大埔醫

院）的交界處。  

1.31 0.71 0.64 0.45 

頌雅路與全安

路 (南 ) 

擴 闊 頌 雅 路 南 行

車 道 以 增 加 一 條
-16% 5% 16% 35% 

                                                 
4  燈 號 控 制 交 界 處 的 剩 餘 容 車 量 以 百 分 比 顯 示 ， 若 剩 餘 容 車 量 為 正 數 ， 表 示 該 交 界 處 仍 可 容 納 更

多 車 輛 。 至 於 優 先 通 行 交 界 處 （ 由 「 停 」 或 「 讓 」 的 交 通 標 誌 及 ／ 或 有 關 的 道 路 標 記 控 制 ） 的

交 通 飽 和 程 度，以 設 計 流 量 ／ 容 車 量 比 率 來 量 度 及 以 小 數 表 示，比 率 高 於 1，即 表 示 會 出 現 車 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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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道。  

頌雅路與全安

路 (北 ) 

擴 闊 頌 雅 路 與 全

安 路 的 現 有 路

口、加設燈號控制

設 施 並 同 時 重 整

其行人過路設施。  

0.91 0.61 16% >50% 

 
 

社會福利署  

運輸及房屋局  

2016年 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