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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 
 

• 《香港2030+》旨在更新全港發展策略，
為香港未來的規劃、土地、基建發展，
以及塑造跨越2030年的建設及自然環
境提供指引 
 

• 是次更新採取前瞻、進取、務實及以行
動為本的方針，以應對未來的轉變和挑
戰 
 

• 《香港2030+》現正進行六個月的公眾
參與直至2017年4月尾 
 

• 研究預計於2018年內完成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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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校長  



放眼世界及區域鄰近地區 

個
人

與
社

會
 

人口老化 教育水平提升、更高期望 
及精於使用科技 

地
理

環
境

 

城市化 
步伐加速 

氣候變化 天然資源
短缺 

全
球

經
濟

 

全球經濟 
互聯互通 

經濟重心
向東移 

全球中產 
階級興起 

創新科技為 
關鍵的驅動力 

全球大趨勢 

區域鄰近地區 五小時內飛抵
全球半數人口
聚居的地方 

大珠三角洲地區內的
「三小時生活圈」及
「城際一小時交通圈」 

區域門廊 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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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東） 
自由貿易試驗區 



我們如何能把這些挑戰轉化為機遇，令香港變得更美好? 
 

人口增長及漸
趨老化，勞動
力相應下降 

放遠目光， 
應付土地需求 

大量老化樓宇 提升宜居度的期望 

為應對氣候變化
作準備 
 

創新科技及善用
教育以提升生產
力 

環球及區域經
濟競爭激烈 

聚焦香港 

提供新的運輸及
其他基建 

居所與職位地點
分布失衡及職業
技能種類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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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宜居的高
密度城市 

迎接新的經濟 
挑戰與機遇 

 

創造容量以達
致可持續發展 

《香港2030+》 建議概覽 

 

願景 

總規劃 
目標 

三大元素  

成為宜居、具競爭力及可持續發展的「亞洲國際都會」 

倡導可持續發展，以滿足香港現時及未來的社會、環境及經濟 
需要和要求 

三大元素以實現願景和達致總規劃目標 

概念性空間框架 

一個都會 
商業核心圈 

兩個策略增長區 三條發展軸 運輸配套網路 

各元素的主要策略方針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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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帶動                      創造容量                     行動為本                 以人為本               
  



整體方向  
Overall Approach 
 

改造發展稠密的市區，優化新發展區 
Retrofitting the densely developed urban areas 

& optimising the new development areas  
 

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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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約的城市 相互緊扣的城市 

獨特、多元
及充滿活力

的城市 健康的城市 

善用藍綠自然資源 

重塑公共空間及改善公共設施 

更新都市結構 

共融互助的城市 

A Compact City An Integrated City 

A Unique, 
Diverse and 
Vibrant City 

A Healthy City 

Leveraging Green and 
Blue Assets 

Reinventing Public Space and 
Enhancing Public Facilities  

Rejuvenating the Urban Fabric 

An Inclusive and Supportive City 6 

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1 

建議元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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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一： 
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香港 

我們的目標 

宜居度指那些有助提升人
們對個人和集體福祉的感
覺，以及影響對一個居所
的滿意度的獨有空間、社
會和環境的特徵和素質 

1996年「聯合國第二屆人類居所會議」
通過的《生境議程》 

 



整體方向 

元素一：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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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新發展區及改造發展稠密的市區 
 

• 透過促進八項城市特質，提升我們這個高密度城市的宜居度 
 

集約 
 

相互緊扣 

獨特、多元 
及充滿活力 

健康 

重塑公共空間及 
改善公共設施 

更新都市結構 

共融互助 

善用藍綠自然資源 

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主要議題：改善生活空間 
 • 生活空間包括居住空間及公共空間 

 
• 為發展容量加入緩衝，以改善生活空間 （包括居住空間） 
 

• 休憩用地規劃採用較高的比率(不少於每人2.5平方米 ; 現時為不
少於2平方米) 
 

• 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規劃採用較高的比率(每人3.5平方米) ，以
改善公共設施的供應 (現時沙田新市鎮為2.2平方米) 

 

元素一：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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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落成單位的平均可售面積 

      55平方米           73平方米      

             (2001)                 (2011) 

 
公屋住戶居住單位面積 

          7.6平方米             13平方米                  

            (1990)                  (2015) 
 

(>分配標準為人均室內樓面面積不少於7
平方米） 

人均居住面積平均數 
 (以實用面積計) 
 

平均單位面積 
(以實用面積計) 

57平方米 

• 改善或重建不合標準的設施（例如不合
標準的學校） 
 

• 增加提供空間（例如幼稚園） 
 

• 回應不斷變化的人口特徵（例如地區長
者護理設施） 

 



主要議題:善用藍綠自然資源及促進健康城市 

元素一：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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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性藍綠自然資源空間規劃框架 

• 整合藍綠空間規劃、生態走廊及藍綠基建設施，以建立「藍綠自然資源系統」網絡 
 

• 優化藍綠空間的用途及可達性 
 

• 研究引入綠色指數 
 

 



• 把都市氣候及空氣流通的考慮納入規劃及城市設計 
 

• 注入「動態設計」元素，以鼓勵多做運動及健康生活 
 
 

 

主要議題:善用藍綠自然資源及促進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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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equivocality.com/ 

元素一：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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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互助的城市 
An Inclusive and Supportive City 

• 促進長者友善的環境實踐「積極樂頤年」、「居家安老」及「跨代支援」的規劃及設計概念 
 

• 滿足及培養青年人的需求（例如教育、培訓、就業及創業） 
 
 

• 促進家庭友善的環境(例如幼兒護理) 

職業專才教育院校 
(圖片來源：職業訓練局) 

主要議題:共融互助的城市 

元素一：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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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互助的城市 
An Inclusive and Supportive City 

1.長者住屋 
 • 鼓勵公私營市場為長者提供更多元

化的住屋選擇 
• 「跨代支援」的規劃 

2.通用設計 

• 促進私人住宅發展亦採納通用設計 
• 倡導「長者友善」的公共空間 
• 公屋繼續採用通用設計 

 
3.長者設施 

 
• 提供土地及空間作照顧長者的設施，並盡量以屋苑為

單位，輔以地區及社區服務 
• 審查/制定老年護理設施的規劃標準 

 

房屋 長者設施 

通用設計 

• 促進青年發展的建設環境 

• 滿足人口老化的需求 

• 提供教育，培訓，就業和青年發展設施 
 

• 提供充分適合的設施，培養年輕企業家精神，
促進經濟多元化發展 
 

• 滿足青少年的住屋需求 

元素一：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主要議題:共融互助的城市 

(圖片來源：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元素一：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主要議題: 應對樓宇老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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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6年樓齡為70年或以上的
私人住宅單位將達 

326,000 
2015年單位數目為  

1,100 

差不多相當於2015年
同齡單位數量的 300倍 

 

 



• 大量的樓宇正在迅速老化 
 

• 繼續推動重建、復修、活化和保育倡議 
 

• 加大推動樓宇維修力度 
 

• 需加強市區更新的力度及政策，以活化殘舊的城市結構 
 

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主要議題: 應對樓宇老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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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方向  
Overal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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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遇 
 

2 

建議元素二 



整體方向 

17 

以及互動增加帶來的進一步發展潛力 

大珠江三角地區的主要基建 
 

元素二：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遇 
 

 
• 經濟發展邁向高增值路線、令經濟基礎更多

元化及創造技能層面廣泛的優質職位。鞏固
支柱產業、支持新興產業及促進創新科技發
展 
 

• 提供土地和空間應付各經濟產業用地目前短
缺、滿足未來需求、以及提升經濟容量及抗
禦力，以應對未能預知的經濟機遇和挑戰 

 
• 在都會核心區外創造策略性經濟樞紐 
 
• 推動香港作為服務區域鄰近地區的基地及增

加我們的發展空間，善用香港未來數年落成
的區域基建，以及與內地和亞洲國家（包括
東盟成員國）的經濟互動帶來的發展機遇 

 

新的區域性交通基礎設施將大大拉近
與大珠三角聯繫 

• 港珠澳大橋 (今年年內) 
          - 珠海(45分鐘) 

• 廣深港高速鐵路 (2018) 
          - 福田(14分鐘); 廣州南(48分鐘) 
• 蓮塘/香園圍口岸 (2018) 
• 三跑道系統 (2024)        



元素二：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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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工作地點及居所之間的距離 
Bringing jobs closer to home 

各類型物業的空置率 
Vacancy Rate Across Different Property Types 

大珠江三角地區的主要基建 
Infrastructure in the Greater PRD Region 
 

主要議題 

為各項經濟產業提供足夠土地和空間
及基建配套設施 
 

創造技能層面廣泛的優質職位(尤其在都
會區外)及拉近工作地點和居所的距離 

提供土地和設施，支援發展人力資源 

主要已規劃／已落實進行的
項目及具潛力作經濟發展的
用地 

2014年居所與職位地點分布  

各類型物業的空置率 

2014 

2046 

加強區域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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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相片來源:職業訓練局) 

• 為青少年開拓更多教育、技能培訓和青年發展設
施，同時為青少年提供技能層面廣泛的就業機會 

 
• 提供合適土地及空間，以培育創意產業及青年創

業（例如企業培育/加速的設施和服務、初創企
業、共用工作間、創意空間等） 

元素二：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遇 
 

教育、培訓和就業 



整體方向  
Overall Approach 
 

 

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3 

建議元素三 

3 

20 
 圖片來源：渠務署 



元素三：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整體方向 

• 優化策略規劃，綜合地創造容量，包括創造發展容量及環境容量，並管理和減少對資源及
基礎設施的需求 

     

• 適時創造足夠容量和儲備，以滿足各項社會及經濟發展需要，以及避免像目前一樣因受制於
土地和基建設施而導致發展出現樽頸的情況 
 

• 在推行個別發展項目時，我們會繼續按照既定機制，考慮成本效益和資源運用的優先次序 

發展容量 環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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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環保、具抗禦力」的
城市策略 

創造、提升及再生環境容量 優化運輸及基建設施 創造發展空間 

* 指環境對維持人類活動和生物多樣性的能力 



元素三：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為超過1,200公頃的長遠土地短缺提供解決

空間，建議兩個策略增長區(即總發展面積達
1,720公頃的東大嶼都會及新界北) 

長遠土地需求初步估算 

房屋 
(200公頃) 

經濟用途 
(300公頃) 

政府、機構或社區、休憩
用地和運輸設施用途 

(70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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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展項目包括安達臣道石礦場、鑽石山綜合發展地盤、前茶果嶺高嶺土礦場、
前南丫島石礦場、粉嶺北新發展區、古洞北新發展區、古洞南、洪水橋新發展區、 
元朗南、錦田南發展(第一期)、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和啟德發展計劃。 

房屋 

經濟用途 

政府、機構或社區、休憩
用地和運輸設施用途 

房屋 

經濟用途 

政府、機構或   
社區、休憩用地、
運輸和基建設施 

500+ 200 

1,700 

2,600+ 

1,500 

1,900 

300+ 

200 

700+ 

土地供應短缺
(公頃) 

新增土地需求
的總和 (公頃) 

已落實/已規劃的
土地供應*(公頃) 

1,200+ 3,600 4,800+ 總數:  

創造發展容量 
土地發展的主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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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SING SWOPPING 

Source: EPD’s webpage 

CREATING 

INNOVATING 
LIFE-CYCLE 
PLANNING 

元素三：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優化土地使用 調置土地用途 

相片來源：環保署網頁 

創新拓展空間 

創造土地 
土地使用週期規劃 

• 採取多管齊下及靈活的方式創造發展容量 
 

• 善用土地及物色新土地，以應付需求、改善生活質素、以及應對未能預知的情況 
 

創造發展容量 



元素三：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優化運輸及基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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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橋新發展區 
擬議的環保運輸系統 

*私家車輛平均每年增長率 (1995年至2015年) 

• 提供運輸基建配套設施，鐵路應繼續成為公共運輸系統的骨幹 
 

• 管理私家車輛的增長及使用，重塑出行模式及拉近職位地點與居
所的距離 
 

• 推廣綜合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基建系統，達致更佳協同效應
及土地效益 
 

 大坑東地下蓄洪池 



元素三：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改善環境 
透過環保運輸及促進良好的風環境，以改善
空氣質素；保護集水區；以轉廢為能的方式
減少資源使用；修復受破壞的地方 (例如堆
填區和石礦場)等 

創造、提升及再生環境容量 

活化水體 

活化耕地 

促進城市的生物多樣性 

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 
將有關土地納入郊野公園或法
定圖則內 

循環再用經處理的污水 

規劃為低碳城市 

活化已修復的堆填區 

採用轉廢為能方法 
改善路邊環境 25 

提高生物多樣性 
保護具高生態價值的地區；促進生物
多樣性；促進都市生態；活化水體及
荒置農地；設立自然生態公園；以及
引入生態海岸線及其他藍綠建設 

繼續維持及保護現有的
保護區 
 



元朗排水繞道 +生境建設 

由三個主水池、一個季節性淺水
池和一個永久淺水池組成 
 
為依賴濕地生存的野生鳥類、兩
棲動物等提供良好的棲息地 

                佔地7公頃的人工濕地 
                 

沉澱池、碎磚池及蠔殼池為水流進行天然
過濾及淨化 

超過130個品種的植物 
26 

位置圖 Location plan 

元朗排水繞道 

Yuen Long Bypass Floodway 

全長3.8公里 

截取了元朗集水區四成
雨水，不經元朗市排出
后海灣 
 

創造、提升及再生環境容量  

 

元素三：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元素三：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創造、提升及再生環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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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區 (屯門) 
轉廢為能 



元素三：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智慧、環保、具抗禦力的城市策略 

氣候變化 

2008年上環永樂街的水浸情況 
 

                                                     圖片來源：渠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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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三：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智慧城市藍圖的重要元素 
 

 主要涵蓋建設環境，策略 
      涉及： 

 
• 可持續的規劃及城市設計 
• 智慧出行 
• 綜合智慧、環保及具抗禦
力的基建系統 

 
 設置空間數據共享平台和 
     資訊及通訊科技基建設施 

智慧、環保、具抗禦力的城市策略 

29 

設計一套綜合 

城市效率 低碳 

抗禦氣候變化 優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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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已落實/已規劃中的土地供應包括： 
 
啟德發展區，機場島北商業區，東涌新市鎮擴展，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元朗南，洪水橋新發展區， 
錦田南發展，落馬洲河套區， 古洞北新發展區，粉嶺北新發展區， 
安達臣道石礦場，鑽石山綜合發展區，前南丫島石礦場， 
前茶果嶺高嶺土礦場，屯門40及46區， 
古洞南及將軍澳137區 

「一」個都會商業核心圈 

「兩」個策略增長區 
 

「三」條發展軸 
 

保育地區 



「一」個都會商業核心圈 

鞏固傳統商業核心區，集中發展高增值金融服務及先進工商業支援服務 
 
將九龍東轉型為第二個商業核心區，為企業提供另一選址 
 
在鄰近香港島西面的擬議東大嶼都會創建第三個商業核心區，一個新的智
慧型金融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樞紐    

三個相輔相成的商業核心區加上次要樞紐，將加強香港作為全球金融
及商業中心的地位 
 
提供土地及空間，以助商業機構邁向高增值、擴充及創業 

《香港2030+》概念性空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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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步伐及規模有待確定 

(1)東大嶼都會: 連繫香港島及大嶼山。主要透過在生態不太敏感的交椅洲
附近水域和喜靈洲避風塘進行填海，開拓包含商業核心區三的都會；同
時善用在梅窩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 
 

(2)新界北：透過綜合規劃及有效運用棕地和荒置農地，在香園圍/坪輋/打
鼓嶺/恐龍坑/皇后山建設新一代的新市鎮，並於新田和文錦渡發展現代
工業和需要在邊境附近營運的經濟用途 

「兩」個策略增長區 

東大嶼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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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北 

發展面積 人口 職位 

東大嶼都會 約1,000公頃 約40至70萬 約20萬 

新界北 約720公頃 約25.5或約35萬 約21.5萬 

 
 

 提供住屋用地及優質生活、工作空間和營商環境  
 

 提供經濟用令居所與職位地點分佈更趨平衡 
 

 優化社區設施和公共空間 
 

 融合自然 
 

      更平均的全港就業和人口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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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發展軸 

(1)西部經濟走廊：把握通往國際及區域鄰近地區的門廊優勢，以及在
香港西部的策略性運輸基建設施，並整合洪水橋、屯門、元朗南及
北大嶼山的各項發展，作為新的增長平台 
 

(2)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善用現有高科技產業和專上教育機構的聚群，
在將軍澳、馬料水、古洞北、落馬洲河套區及蓮塘／香園圍囗岸附
近發展知識及科技設施 
 

(3)北部經濟帶：涵蓋六個現有和一個興建中的過境通道，以及新界北
發展，有關地區適合發展倉儲、科研、現代物流及其他新興行業，
為新界北部創造新的就業據點 

 
 

策略性定位，以配合各經濟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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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地理優勢及創造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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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已落實/已規劃中的土地供應包括： 
 
啟德發展區，機場島北商業區，東湧新市鎮擴展，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元朗南，洪水橋新發展區， 
錦田南發展，落馬洲河套區， 古洞北新發展區，粉嶺北新發展區， 
安達臣道石礦場，鑽石山綜合發展區，前南丫島石礦場， 
前茶果嶺高嶺土礦場，屯門40及46區， 
古洞南及將軍澳137區 



《香港2030+》公眾參與 

35 

2016年10月27日至2017年4月尾 
進行為期6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 
 

包括不同的活動，例如：專題展覽、巡迴展覽、
公眾論壇、工作坊、專題討論、學校講座、分享
研討會及導賞團等 
 

• 規劃署學校外展計劃 
• 地理課程教師簡介會 (2017.2.27) 
• 通識課程教師簡介會 (2017.4.6) 
 

相關資料（例如專題報告）可瀏覽研究網頁 
www.hongkong2030plus.hk 
 

歡迎提出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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