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挑戰

青年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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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30+引發的思考

2

(1) 環宇香港
(2)	香港與區域的發展趨勢
(3)	基線檢討:	人口、房屋、經濟及空間發展模式
(4)	宜居高密度城市的規劃及城市設計
(5)	藍綠空間概念性框架
(6)	香港的康樂及社區農耕規劃
(7)	香港的農業用途規劃
(8)	為不同年齡人士建構共融互助的城市
(9a)	綜合土地需求及供應分析
(9b)「檢討甲級寫字樓、商貿及工業用地的需求」的顧問最後報告
(10)	土地供應的考慮因素及方式
(11)	運輸基建及交通檢討
(12)	基建配套的基線檢討及擬議主要策略方向
(13)	環境保護及自然保育的可持續發展
(14)	香港2030+:	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城市策略
(15)	概念性空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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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經濟發展與個人事業
發展的關係。

2. 香港現時經濟的挑戰與機遇

3.現時香港一些產業所
面對的機遇和挑戰。

4.香港長遠策略對年青
人 事業規劃的影響。

5. 現時港人跨
區工作模式
及其限制

6. 新界北發展
對北區青年
的影響

課程目標 (6節) 4



不同的時代不一樣的事業抉擇
１
切
入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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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數據認識香港

年份 2004 2009 2013 2014 平均每年變動百分率

以當時價格計算的增加價值(百萬元) 2013-
2014

2004-
2014

2009-
2014

貿易
及物
流

354,40
0

(27.6%)

377,800
(23.9%)

500,500
(23.9%)

515,700
(23.4%) +3.0% +3.8% +6.4%

貿易 286,90
0 323,000 432,600 440,900 +1.9% +4.4% +6.4%

物流 67,500 54,800 67,900 74,800 +10.2% +1.0% +6.4%

四個
主要
行業

701,00
0

(54.5%)

886,200
(56.0%)

1,212,50
0

(57.8%)

1,267,20
0

(57.5%)
+4.5% +6.1% +7.4%

本地
生產
總值

(GDP)

1,285,3
00

1,581,8
00

2,097,80
0

2,204,00
0 +5.1% +5.5% +6.9%

２
基
礎
知
識

6

參考《基線檢討:	人口、房屋、經濟及空間發展模式》資料，讓學生初步了解香港
的四大支柱產業的發展趨勢和特點。



增進思考角度：強弱機危

正面 負面

現
在

未
來

３
深
度
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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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環宇香港》，為學生提供分析事物的框架



增進思考角度：強弱機危 ３
深
度
了
解

參考《環宇香港》，了解香港長遠發展的一些挑戰



增進思考角度：強弱機危
３
深
度
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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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發展到事業發展
應用「強弱機危」框架

４應用框架

10

正面 負面

現
在

強勢行業(S) 弱勢行業(W)

未
來

機遇行業(O) 勢危行業(T)

觀看影片<新聞透視-工資看香港>，分析不同行業的發展情況



香港
2030+

產業
事業

B: 兩個策略增長區

C
:
三
條
主
要
發
展
軸

A:一個都會商業核心圈

５討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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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個都會商業核心圈
• 都會商業核心圈將涵蓋傳統的商業核心區、
九龍東（即第二個商業核心區），以及在
東大嶼都會的第三個商業核心區。其中，
透過新的策略性運輸系統連接至主要市區
及全港各區，東大嶼都會可在遠期成為市
區核心的延伸。東大嶼都會僅距離港島西
約4公里，可有效地連接現有的商業核心
區，以加強現時在維港兩岸的商業核心圈
的功能，並有望成為香港一個新的都會平
台。

• 三個商業核心區可在功能上相輔相成。傳
統的商業核心區可以集中發展高增值的金
融服務及先進工商業支援服務。第二個商
業核心區可在轉型中的新商貿區為公司
和企業提供另類選擇。而作為擬議第三個
商業核心區，東大嶼都會有望可提供現
代化、創新及優質的辦公室。另外，透過
充分利用設於大嶼山的新經濟基建設施和
門廊功能，東大嶼都會可成為一個與機
場和鄰近區域有緊密聯繫的金融及工商業
支援服務樞紐，並配合香港作為區域內聯
繫人的功能。 12

A.產業發展

B.青年就業發展

影響

５討論分析



B: 兩個策略增長區
• 東大嶼都會：發展東大嶼都會的基本

概念略述如下：在交椅洲附近水域及
喜靈洲避風塘進行填海發展人工島，
及善用在梅窩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
以締造一個智慧、宜居和低碳的第三
個商業核心區。在空間布局上，東大
嶼都會符合區域發展重心向西移的趨
勢，並透過新建及經改善的運輸基建
設施，有效連接傳統商業核心區與珠
三角東西兩岸，讓該區成為具發展潛
力的新平台。

• 新界北：新界北的發展會以綜合規劃
的方式進行，並會以更有效的方式善
用新界的棕地和荒置農田。新界北發
展將成為重要的土地供應來源，以建
設新社區及發展現代化產業和需要在
邊境附近營運的產業，同時改善現有
地區的居住環境。我們會將香園圍、
坪輋、 打鼓嶺、恐龍坑及皇后山發展
成一個新市鎮，配以兩個位於新田/落
馬洲和文錦渡的具潛力發展區。 13

A.產業發展

B.青年就業發展

影響

５討論分析



C.三條主要發展軸
• 西部經濟走廊:香港西部擁有多項具策

略性的運輸基建設施，預計將成為把
香港連接至世界及鄰近區域的重要門
廊。…新的就業機會會為新界西北的
龐大人口拉近就業與居所之間的距離。

• 北部經濟帶 – 北部經濟帶地點優越，
具備六個現有及一個正在興建的過境
通道，並鄰近在科研及科技發展卓越
的深圳。…將位於北部經濟帶與東部
知識及科技走廊的交匯點，有望為該
兩條走廊產生更大的協同效應。

• 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 –這條走廊涵蓋
六間大學（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城市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浸會
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科技大
學）、工業和服務支援中心（例如創
新中心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以
促進創新科技業界、中小企業，以及
與日俱增的初創企業。

14

A.產業發展

B.青年就業發展

影響

５討論分析



跨區工作與長遠城市發展

15

描述資料A香港人的工作模式。（4分）
分析題a港人的工作模式可能引發的兩項社會關注點。（6分）

6	思考與練習



城市
規劃

A. 促進城市、鄉郊、自然共融
B. 為市民和企業創造機會：新產業、新職位
C. 加強可達性及連接性
D. 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城市

與田中學生
7
討
論
分
析

新界北發展

16



認識新界北發展－初步概念
方向 策略 措施

對北區居民
生活素質的影響

A
促進城市、
鄉郊、自
然共融

融入自然特色：綠色
走廊及藍色走廊

• 將現有的自然地帶可結合新市區的綠地，形成綠色走
廊

• 利用綠化和生態水力學措施活化新界北數條已渠道化
的河道，包括梧桐河、麻笏河、丹山河、雙魚河和平
原河

融合「新」「舊」社
區：保留既有的鄉郊
民居

• 把既有的鄉村和鄉郊民居與新發展融合，考慮城市發
展混合鄉郊民居的新模式

鼓勵社會融合：提供
新綜合公共及社區設
施

• 藉著提供綜合公共及社區設施，並利用新的資訊及其
他科技

保留農業 • 盡可能保留常耕和優質農地外
• 鼓勵區內居民和企業以及在市區工作或居住的市民參
與休閒農耕。

• 提升現時的農耕操作及技術，例如推廣有機農耕、水
耕種植等。

B
為市民
和企業
創造機會
：新產業
、新職位

善用區內經改善的基
礎設施和跨境聯繫所
帶來的優勢

• 整合和優化現時大量的棕地，以致它們在發揮支援經
濟活動的同時，減少產生類似現時的負面影響

規劃新產業和新的就
業機會

• 高增值物流中心
• 創新與科技產業
• 專業服務、工商業支援服務和檢測及認證產業
• 食品貿易及零售／特賣／批發：
• 知識型環保產業：
• 生態／文化／文物旅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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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新界北發展－初步概念

18

C
加強可
達性及
連接性

探討建立全面的交通網
絡

• 以公共運輸導向為本
• 客運系統會以鐵路為骨幹
• 土地用途與鐵路發展則以綜合方式進行規劃。

l

D
智慧、
環
保及具
抗禦力
城市

綜合的智慧、環保及具
抗禦力基礎設施系統

• 是一套透過策略性規劃的實體基礎設施網絡
• 例如垃圾收集及分類設施、污水處理廠、可
持續的城市排水系統、智慧水資源管理等。

善用土地資源

• 配合陡峭的山丘地形，香港一直廣泛使用岩
洞和地下空間作港鐵站、鐵路隧道、公用設
施、公路隧道、物業地庫、污水處理廠、海
水配水庫和廢物轉運站等。

•

綠色及適宜步行的環境

• 藍綠基礎設施：將排水基礎設施結合周邊環
境以提高防洪抗禦力。

• 闢建清潔美觀的溪澗、河流及湖泊，結合景
觀供公眾享用，

• 適宜步行的無車社區：推廣使用環保交通工
具(例如單車)外，也提供安全、四通八達、
暢通無阻及環境怡人的行人道網絡

• 並採用不同的城市設計元素來提升步行體驗，

資訊與通訊科技平台－
促進智慧流動、智慧城
巿生活及智慧商貿

• 智慧流動 ─	交通資訊平台：利用互聯網或智
能手機應用程式作為一站式交通資訊平台，
提供路線圖、最短路線建議、實時更新服務
資料、最新的交通狀況、停車位的數量及出
租單車的位置和數量等交通資料

7
討
論
分
析



北區的產業發展

我的
生涯
規劃

６總結反思

19

升學輔導
各大專院校相
關課程簡介



北區的產業發展

我的
生涯
規劃

20

行業 措施
對香港競爭力
重要程度
（1-6）

個人喜好
程度
（1-6）

高增值物流中
心

l 善用已改善的交通連繫及鄰近邊境管制站之便，新界北可發展
專門物流設施，以配合日趨複雜的區域供應鏈和珠三角高增值
生產的發展。

l 急速增長的跨境電子商務活動也需要高增值的物流服務來處理
日益增加的貨運量。

創新與科技產
業

l 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新界北是設立新科學園／工業邨的理想
地點，以支持研究發展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邊界的位置有利
香港與深圳在科技生態系統上的功能互補。

專業服務、工
商業支援服務
和檢測及認證
產業

l 香港在市場推廣、產品開發和檢測及認證方面都有明顯優勢。
l 由於鄰近內地和多個邊境管制站，對專業服務、工商業支援服

務和檢測及認證服務供應商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食品貿易及零
售／特賣／批
發：

l 新界北盛產本地新鮮農產品
l 鄰近文錦渡邊境管制站食品管制中心
l 消費者對安全和健康食品的需求

n 設立傳統零售和特賣場，發展為優質食品認證和分銷中
心，並與食品有關的產業整合。

n 發展一個以「香港種植或認證食品」為主題的食品市場，
當中包括本地農產品及食物業，成為獨特的景點，支援
相關產業的進一步發展

n 作為分銷設施，支援農業及區內的城市農耕產業。

知識型環保產
業：

l 設立的綜合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基礎設施系統，利便循環再
用及再造。廚餘回收／堆肥會與農業界產生協同效應。

生態／文化／
文物旅遊

l 有很多具歷史意義的鄉村、邊境遺跡和具文化／歷史價值的建
築。

l 有許多有機和傳統/休閒農場及富生物多樣性的鄉郊地方
l 透過文物徑及單車徑等接駁，從而推廣以生態／文化／教育為

本的康樂活動和旅遊。

６總結反思



增進學生的
通識思維

21



詮
釋
數
據
到
關
注
點

上班模式

跨區
工作

導
致

結果/影響
引
發

關注
應對結果
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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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分析技巧：因素
影響香港四大產業發展的因素

23

行業 發展趨勢
影響發展的因素並略加說明

內在 外在

貿易及物流業

金融服務業

專業及工商業支
援服務業

旅遊業



提升分析技巧：評估成效

可行性 有效性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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