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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此份報告旨在匯報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在 1999至 2000
年度會期的工作，並會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7(14)條的規定，在
2000年 6月 21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議員省覽。

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

2. 立法會在 1998年 7月 8日議決成立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
會，藉以監察及研究與地政、屋宇和規劃事務、工程和水務，以及工

務計劃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大眾關注的事項。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載

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3. 事務委員會由 11名議員組成。何承天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分別
獲選為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主要工作主要工作主要工作主要工作

規劃及發展

4. 在今個立法會會期內，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提交了多項重

大規劃建議，徵詢議員意見。西九龍填海區重新規劃是事務委員會極

為關注的事項之一。議員察悉，原先在 90年代初期擬備的西九龍填海
區分區計劃大綱圖，將不能滿足 21世紀香港的社會及經濟需要。雖然
按現有工程合約進行的工程有部分會因重新規劃西九龍填海區而變成

白費工夫，但議員接納一點，就是為香港的長遠利益著想，西九龍填

海區有必要重新規劃，以發展為一個新的文化藝術及遊客中心。在此

方面，事務委員會歡迎當局就西九龍填海區的發展舉辦公開設計比

賽，讓私人機構有機會提出創新的發展意念，以達到重新進行規劃的

目標。不過，議員提出警告，指出由於籌備時間有限，比賽的優勝作

品未必能夠切合香港的真正需要。此外，由於該項設計比賽不牽涉填

海區的發展權，興建各項擬議設施在財政上是否可行亦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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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新界東北與新界西北規劃及發展研究完成後，事務委員會

亦曾就該等地區的發展方案進行商議。議員察悉，政府有意把粉嶺北、

洪水橋及古洞北分別發展為 “河畔市鎮 ”、“樞紐市鎮 ”及 “邊界市鎮 ”，當
中考慮到該 3個地區的天然資源和地理特徵。議員又促請政府當局考慮
在該等新市鎮設立環保運輸系統，並在區內創造就業機會，盡量減輕

居民上下班的交通需要。

6. 事務委員會同樣關注北大嶼山東涌和大蠔兩區的發展方案。

議員認為，新發展項目如北大嶼山的發展必須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

則。大蠔灣是珍貴的水鳥棲息地，實應加以保存。對於私人發展商主

動提出另一發展方案，強調保護環境和生態的重要性，議員表示歡迎。

就大蠔的發展而言，議員注意到政府的原有方案與私人發展商提出的

方案在概念設計上存在差異，而根據兩者進行填海工程的規模亦不

同，因此，議員建議當局應充分衡量該兩項方案各自的利弊，才就大

蠔的發展作出決定。

7. 事務委員會亦曾就東南九龍發展修訂計劃提出意見。議員接

納政府當局在考慮事務委員會和公眾人士對原有方案的意見後制訂的

初步發展藍圖，並贊成進一步縮減填海工程的規模。然而，議員要求

當局把修訂計劃的諮詢期延長，並制訂具體措施，以實踐可持續發展

的概念。

8. 政府當局曾向議員講述灣仔發展計劃第 II期的主幹道路方案
評估結果及海濱發展建議。經考慮填海、工程、交通、規劃、環境及

成本各方面的表現準則後，議員支持沿現有海岸 興建一條隧道和行

車天橋的方案，但對於相關的土地用途概念建議，特別是建議在維多

利亞港填海興建大型 “海心公園 ”，議員卻有保留，並促請政府當局重
新考慮有關建議。

9. 事務委員會與環境事務委員會舉行了兩次聯席會議，討論 21
世紀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初步結果。關於香港可持續發展的擬議定義，

以及用來評估政府各項主要政策及新措施對可持續發展有何影響的擬

議指標，議員曾提出若干建議，以期擴大兩者的範圍和深度。議員又

對 “香港 2030年：規劃遠景與策略 ”的研究方法提出意見。議員特別強
調一點，就是在制訂長遠規劃策略的過程中，有必要加強與內地的溝

通，以及評估科技發展所造成的影響。

土地

10. 每年的賣地和土地發展計劃仍是事務委員會關注的事項。議

員歡迎當局在 1999年採取新措施，以賣地申請制度配合定期土地拍賣
／招標計劃。該等措施已證實相當有效，既可有彈性地批出土地，又

能達到保持土地供應穩定的政策目標。然而，議員注意到，在 1999/2000
年度賣地計劃中實際售出的土地遠較所推出的私人住宅用地為少，他

們促請政府當局留意私人住宅的供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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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警方與石湖新村居民在石湖新村清拆行動中曾發生激烈的對

峙事件，事務委員會隨後檢討了現行收地程序。為使公眾更深入了解

當局收回某幅土地的理由，議員建議設立正式的機制，讓公眾人士可

查閱有關資料。事務委員會又要求政府當局檢討特惠分區補償制度，

並在採取步驟收回土地前，加強與有關土地業權人的聯繫。

建築物

12. 事務委員會曾與房屋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探討如何能

最有效地解決長期存在的違例建築物問題。儘管政府當局承諾加強執

法和清拆行動，但議員對於此問題能否在短期內解決並不樂觀。議員

促請檢討樓宇安全及預防性維修專責小組盡快制訂全面的方案，從根

本對付此問題。議員又提醒政府當局，安置因清拆違例建築物而被迫

遷離居所的居民是棘手問題，必須審慎處理。

渠務

13. 事務委員會繼續監察防洪措施是否足夠。議員深切關注 2000
年 4月 14日連場暴雨引致新界西北部廣泛地區發生水浸的情況。對於該
次水浸被指完全是由於現有排水系統容量不足，加上水浸地區屬低窪

地帶所致，事務委員會不接納此說法。鑒於受影響居民把該次嚴重水

浸事件歸咎於西鐵建造工程，並已向九廣鐵路公司提出損害賠償申

索，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協助有關各方確定水浸的原因。議員亦

要求當局擬備進度報告，匯報當局所採取的各項改善措施以防止問題

再度發生。

14. 確保斜坡安全向來是事務委員會議程上重要的項目。對於政

府當局已鑒定全港 54 000個人造斜坡的維修責任，並將有關資料公開讓
市民查閱，議員表示歡迎。此外，議員察悉在上述 54 000個人造斜坡中，
37 000個屬政府斜坡，該等斜坡的維修工作已分派予 7個政府部門負
責。全面勘察所有政府斜坡的工作會在 3年內完成。雖然遵守危險斜坡
修葺令的比率過去多年持續上升，但事務委員會仍促請政府當局探討

是否需要實施強制性斜坡安全檢查計劃。

立法及財務建議

15. 政府當局向財務委員會提交各項與事務委員會職權範圍有關

的財務建議以供審議前，曾就該等建議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議員

曾審慎研究為駐北京辦事處購置永久辦公用地的建議。議員認為，駐

北京辦事處須夠體面而足以代表香港；他們要求政府當局說明購置四

合院式辦公室的理由，並促請當局加強駐北京辦事處的工作，特別是

為在內地被扣留的香港居民提供協助。

16. 事務委員會亦曾就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及《土地業權條

例草案》擬稿提出意見。議員察悉當局已因應各界在最近數輪公眾諮

詢中提出的關注事項，對《土地業權條例草案》擬稿作出各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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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又討論過關於實施掘路工程收費及處罰制度的立法建議。

鑒於議員對擬議措施能否有效加快掘路工程的進度存疑，加上公用事

業機構提出反對，政府當局決定押後提交有關立法建議，以待進一步

與公用事業機構進行磋商。

17. 在 1999年 10月至 2000年 6月期間，事務委員會共舉行了 16次會
議，其中 5次是與其他事務委員會舉行的聯席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6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