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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會議 ]  

1 .  主席歡迎所有委員。  

議程項目 1  

通過二零零五年八月五日第 8 4 0 次會議的記錄  

2 .  二零零五年八月五日第 8 4 0 次會議的記錄無須修改，獲

得通過。  

議程項目 2  

續議事項  

( i )  放棄城市規劃上訴個案編號： 2 0 0 4 年第 1 0 號  
在劃為「住宅 (丁類 )」地帶的  
元朗南生圍涌業路第 1 1 5 約  
地段第 1 2 1 2 號 D 分段餘段 (部分 )及毗連政府土地  
闢設臨時貨櫃車及訪客車輛停車場 (為期三年 )     
(申請編號 A / Y L - N S W / 1 4 2 )        

3 .  秘書報告，城市規劃上訴委員會 (下稱「上訴委員會」 )
於二零 零四年九月二日接獲這宗上訴，反對城規會於二零 零四

年 六月十八日駁回一宗覆核申請 (編號 A / Y L - N S W / 1 4 2 )的決
定。這宗申請擬在南生圍分區計劃大綱圖上一個劃為「住宅 (丁
類 )」地帶的地點，闢設臨時貨櫃車及訪客車輛停車場，為期三

年。二零 零五年八月十五日，上訴人自願放棄上訴。上訴委員

會同日確認上訴人根據《城市規劃 (上訴 )規例》第 7 ( 1 )條放棄
上訴。  

[陳華裕先生此時到達加入會議。 ]  

( i i )  放棄城市規劃上訴個案編號： 2 0 0 4 年第 6 號  
擬在元朗錦田第 1 0 9 約地段第 1 1 9 8 號餘段 (部分 )  
興建 7 4 間村屋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除外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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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建築物高度限制由 8 . 2 3 米輕微放寬至 9 米  
(申請編號 A / Y L - K T N / 1 6 8 )         

4 .  秘書報告，城市規劃上訴委員會 (下稱「上訴委員會」 )
於二零 零四年五月二十四日接獲這宗上訴，反對城規會於二零

零四年三月十九日駁回一宗覆核申請 (編號 A / Y L - K T N / 1 6 8 )
的決定。這宗申請擬在錦田北分區計劃大綱圖上一個劃為「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地 點 興 建 7 4 間 村 屋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除
外 )，以及把建築物高度限制由 8 . 2 3 米輕微放寬至 9 米。二零

零五年八月十六日，上訴人自願放棄上訴。上訴委員會於二零

零五年八月十七日，確認上訴人根據《城市規劃 (上訴 )規例》

第 7 ( 1 )條放棄上訴。  

( i i i )  城市規劃上訴個案統計數字  

5 .  秘書報告，截至二零 零五年八月十九日，城市規劃上訴

委員會共有 2 1 宗個案有待聆訊。上訴個案統計數字的資料現開

列如下：  

得直  ： 1 2 宗  

駁回  ： 8 1 宗  

放棄／撤回／無效  ： 1 1 1 宗  

有待聆訊  ： 2 1 宗  

有待裁決  ： 2 宗  

總數  ： 2 2 7 宗  

[吳水麗先生和譚鳯儀教授此時到達加入會議。 ]  

議程項目 3  

維港規劃──方向和過程  
(城規會文件第 7 3 9 0 號 )   

[公開會議 ]  

6 .  下列共建維港委員會和規劃署代表此時獲邀參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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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永順先生 )  

司馬文先生 )  共建維港委員會  

蒲祿祺先生 )  

黃偉民先生 -規劃署  

7 .  主席歡迎與會人士，並請共建維港委員會及規劃署的代

表向委員簡介文件的內容。  

簡介部分  

[ 李王佩玲 女士、杜德俊教授和林雲峰教授在簡介部分進行期間

到達。 ]  

8 .  黃偉民先生簡介共建維港委員會的成立，以及海港計劃

檢討小組委員會的工作。  

9 .  吳永順先生及司馬文先生借助 P o w e r p o i n t 軟件，介紹
下列資料，並提出下列意見﹕  

( a )  國際上海港規劃完善的例子，包括東京灣、寧波、

高雄、悉尼、新加坡、橫濱 P o r t  T e r m i n a l、三藩
市 漁 人 碼 頭 、 華 盛 頓 W a s h i n g t o n  H a r b o u r 、 紐

約 G a n t r y  P l a z a  S t a t e  P a r k 、 B a t t e r y  P a r k  
C i t y 和 T h a m e s  B a r r i e r  P a r k 及 熱 那 亞 海 港 區

( H a r b o u r  A r e a )；  

( b )  從直升機俯瞰及從地面眺望的香港各處海旁景致；  

( c )  海旁土地用途／土地業權、須接連 陸地的海上用途

及海港規劃經濟等各項統計數字；  

( d )  海港規劃的挑戰，包括有需要使前往海旁的交通暢
達、締造充滿活力的海旁、解決水陸界面的問題；

因為不同的土地用途在用地方面存在著競爭，故有

需要改善土地用途的安排，盡量提供休憩用地和海

濱長廊供公眾享用；  



7  

( e )  海旁規劃過程應是全面和互動的，有需要制定綜合
海港規劃大綱，並就現有土地和水域用途展開地區

檢討；  

( f )  擬議綜合海港規劃大綱詳情；  

( g )  擬議地區檢討的主要階段、研究地區、研究方法和
進度表詳情；以及  

( h )  負責海旁規劃和實施工作的政府組織架構，特別指
出共建維港委員會和城規會所擔當的角色。  

商議部分  

[黃賜巨先生在商議部分進行期間到達。 ]  

1 0 .  委員提出的主要意見和問題撮錄如下﹕  

 公眾參與  

( a )  委員留意到當局接獲的公眾意見和提議不一，欲知

道共建維港委員會如何處理這些意見和提議；  

( b )  鑑於有很多相關人士／機構關注海港規劃或因而受
到影響，公眾諮詢工作會如何進行；  

有關人士／機構的參與  

( c )  除 了 支 持 公 眾 參 與 地 區 檢 討 的 建 議 外 ， 在 過 程 當

中，城市設計師、與規劃工作有關的專業人士和其

他相關人士／機構的參與亦相當重要，以確保優化

海旁的建議可行，而且設計完善；  

( d )  提交給城規會的海旁發展建議，應傳閱給共建維港
委員會，徵詢其意見；  

時間表／短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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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為免研究進度有所延誤，應擬定可切實執行的工作

進 度 時 間 表 。 啟 德 的 規 劃 工 作 已 進 行 了 超 過 1 0
年，絕對要加快規劃程序，盡早進行發展；  

( f )  除了擬訂整個海港的長期規劃外，有關方面亦需確

定和落實更多應立即進行的海旁優化計劃，讓公眾

看見其成效。這樣有助當局贏取公眾對不同海旁規

劃概念的支持；  

( g )  除了要求政府部門優化海旁區外，也應鼓勵擁有海

港毗鄰土地的私人發展商優化其發展項目附近的海

旁用地，以供公眾享用，而政府也無須承擔任何開

支；以及  

( h )  至於短期計劃項目方面，當局可考慮改善海旁各部
分的交通，例如國際金融中心、鯉魚門和西區附近

範圍的交通。就西區附近範圍而言，更具體來 說，

應拆去沿海旁設置的圍欄，以及改善中山紀念公園

沿海旁通往西區其他地方的通道。  

1 1 .  蒲祿祺先生、司馬文先生、吳永順先生和黃偉民先生在

回應時提出下列要點：  

 公眾參與  

( a )  共建維港委員會負責進行或監察的大多數研究／計

劃項目，現正處於公眾諮詢階段。當局將會為不同

團體和有關人士／機構 (包括區議會 )安排特別的簡
介會；  

( b )  共 建 維 港 委 員 會 就 海 港 規 劃 所 採 用 的 海 港 規 劃 原
則，獲區議會大力支持；  

( c )  為滿足不同人士的訴求，當局須制定整體大綱，確

定長期需求、全港的需要、理念和取捨；   

 有關人士／機構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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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在檢討和修訂海港規劃原則的工作中，不同界別的

專業人士也參與其中。共建維港委員會將參照海港

規 劃 原 則 ， 研 究 海 旁 發 展 建 議 的 設 計 。 城 市 設 計

師、城市規劃師、建築師等的主要有關人士亦會參

與地區檢討工作；  

( e )  在研究進行期間，共建維港委員會會在適當時諮詢

城規會；  

時間表／短期措施  

( f )  香港需要綜合的海港規劃，而不應以拆件式的方法

來規劃海港發展。海港規劃應是一項持續不斷的工

作，以切合環境轉變，並顧及市民期望的轉變；  

( g )  共建維港委員會的首項工作，是確立維港規劃大綱

和原則。地區檢討工作由紅磡海旁開始，並會於二

零零五年年底／二零零六年年初展開；  

( h )  共建維港委員會已為不同地區的工作設定時限。啟

德和灣仔區的詳細土地用途建議將於 1 2 個月內擬
備 ， 但 整 個 海 港 的 地 區 檢 討 工 作 涉 及 多 個 不 同 地

區，故需要較長時間才可完成；  

( i )  共建維港委員會現正推動進行 數項短期的海旁優化

計劃項目。首個項目是在西九龍海旁設置一條臨時

海濱長廊，有關工程亦快將竣工。該海濱長廊定於

二零 零五年九月十七日啟用，委員將獲邀出席啟用

儀式。下一個計劃項目則是優化中環渡輪碼頭及毗

鄰地區；  

( j )  共建維港委員會亦已向政府建議一些其他的短期方
案，移走不相協調的臨時用途，例如在海旁的貨物

處理、停車場和貯物用地等。不過，這些方案能否

落實進行，則須視乎撥款和須確定實施／管理／保

養責任誰屬；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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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有關過程能否加快及能否採用和落實完善的設計，

取決於多項基本因素。當中包括如何整合海港規劃

和土地用途規劃；共建維港委員會和城規會的溝通

和 工 作 關 係 ； 以 及 在 多 個 有 份 參 與 海 旁 計 劃 的 規

劃、發展和管理等不同範疇的組織 (包括有共建維港
委員會、城規會、多個決策委員會和政府部門、區

議 會 和 立 法 會 ) 之 中 ， 最 後 定 斷 由 那 個 主 管 當 局 作
出。  

1 2 .  就最後一點而言，數名委員指出，共建維港委員會和城

規會均各自擔當其獨特的角色。城規會肩負法定職責，就根據

《城市規劃條例》提交的發展建議，加以研究和考慮；共建維

港委員會本身是一個諮詢組織，就優化海旁的事宜向政府提供

意見；政府則應在落實海港規劃建議方面，擔當主導角色，協

調有關工作。  

1 3 .  司馬文先生和蒲祿祺先生說，共建維港委員會只是一個

諮詢組織，在落實計劃項目方面並沒有權限。他們認為須設立

一 個 主 管 當 局 來 督 導 整 個 程 序 ， 並 去 除 政 府 的 官 僚 習 氣 。 此

外，在高層決策層面，若政府能夠優先進行海旁優化的計劃項

目，並為進行有關計劃提供所需撥款，也是關鍵所在。  

1 4 .  主 席 表示，西九龍的臨時海濱長廊正是向公眾證明共建

維港委員會工作成績的上佳例子，為其他將進行的類似工作樹

立典範，並作為優化海旁環境的示例。她請委員到海濱長廊一

遊。此外，她說規劃署已作出行政安排，把海旁區的發展申請

和建議傳閱給共建維港委員會秘書處，以供該會委員參閱和提

供意見，以期向城規會充分反映該會委員的意見。她多謝共建

維港委員會和規劃署的代表出席會議。他們均於此時離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