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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重建策略》检讨 

最后报告 ─ 行政摘要 

 
1 背景 

 
在 2001 年，政府经过公众咨询后公布了《市区重建策略》。自此，该策略成为市区重建

局 (「市建局」) 的指引。但随着社会近年来的发展和市民对市区更新愿景的改变，发展

局局长于 2008 年 7 月 17 日宣布进行《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旨在配合社会最新的发展

和期望，更新现有策略，使各方的目标一致。 
 
为期两年的检讨，包括一个就情况与香港相若的外国城市的政策研究，及一个分三阶段

的公众参与过程，分别为「构想」、「公众参与」及「建立共识」。世联顾问有限公司 (「世

联」) 负责公众参与有关的顾问服务，而「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港大」) 
则负责政策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担任搜

集、整理及分析市民大众意见的工作。 
 

2  公众参与活动的检讨 
 
当局分三个阶段举办各种公众参与活动，尽量吸引市民参与。不论是主动的或应公众要

求，当局都为市民提供足够机会，去查阅有关资料和活动详情。 
 
检讨过程除了善用网页，将有关的资料适时上载至互联网，让公众阅览外，于 2008 年

10 月推出的网志和网上论坛提供一个不同及便利的方法，让市民提出意见。除了善用网

页，当局亦分别于「构想」、「公众参与」和「建立共识」阶段印制三本小册子，让市民

得到足够信息，加入讨论。当局在不同地点举办八场巡回展览、五个公开论坛及八个专

题讨论，让市民发表意见。此外，我们亦举办二十个聚焦小组讨论、七个外展会议及两

个专业团体咨询会议与专业团体直接面谈，交流意见。创新的伙伴合作计划共有二十个

团体及学校参与，旨在吸引更多目标公众更深入地参与检讨过程。首创先河的是在湾仔

开设「市区更新汇意坊」，作为一个信息及资源中心，为市民提供最新信息，在该处举行

活动交流意见和举办相关活动。 
 
我们亦借助大众传媒把相关信息广泛传达给公众，在整个检讨过程中，报章、电台和电

视台均各自发挥宣传功用。 
 
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在「公众参与」阶段于八个巡回展览中进行面对面的访问及在「建

立共识」阶段进行电话调查，主动搜集广大市民对市区更新的意见。 



                                        
世联顾问有限公司                                                                  
《市區重建策略》檢討公眾參與顧問服務 ─ 最後報告 行政摘要 第 2 页 

 
公众参与过程共分三个不同的阶段谨慎进行。收集公众意见过程循序渐进，由广泛的意

见至具体的建议，每个阶段都提供清晰的指引，让讨论能有效而顺利地进行。「构想」阶

段没有预设议程，通过一连串讨论问题去邀请公众一同定出《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的议

程。在「公众参与」阶段，这些建议被归纳为七个主要议题让公众讨论:  

 

(1) 市区更新的愿景和范围； 

(2) 市区更新的四大「业务策略
1
」； 

(3) 持份者的角色； 

(4) 补偿及安置政策；  

(5) 公众参与；  

(6) 社会影响评估及社区服务队；以及  

(7) 财务安排。 

 

收集的意见在讨论和检讨后，督导委员会将这些意见整理为十个初步建议，成为「建立

共识」阶段的讨论基础。在「建立共识」阶段中，七个主要议题再分为分三大议题：  

 

(1) 以「地区为本」、「由下而上」(包括「市区更新咨询平台」及社会影响评估和社区服务

队)； 

(2) 补偿及安置；以及  

(3) 市区更新范围、市建局在重建中的角色及财务安排，以促进讨论。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积极参与整个检讨过程，并举行定期会议，透彻地讨论

公众意见，并授权进行多项研究以掌握最好和适切的市区更新作业方法。 
 
3 公众意见概览 
 
在剔除了重复提交及不切题的文件后，在检讨的三个阶段收集到 2,488 份书面意见及建

议。在整个公众参与过程中，市民一致要求要有更多参与机会，有更多选择，及令市建

局的角色更平衡。每个议题的主要意见摘要如下： 
 
以「地区为本」，「由下而上」及「市区更新咨询平台」、社会影响评估及社区服务队 
 

 市区重建计划与公众参与 
在整个检讨过程，市民一致要求市区重建计划应从地区出发、以人为本、由下

而上。有见及此，督导委员会建议在每一个旧区设立一个「市区更新咨询平台」，

加强市区更新计划的工作。 
                                                 
1  四大「業務策略」指重建發展、樓宇復修、舊區活化與文物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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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影响评估及社区服务队 
为符合以人为本、由下而上和从地区出发等方针，有意见认为政府应考虑任命

独立人士进行社会影响评估，以及市区重建对居民的影响的追踪研究。 

有市民建议社区服务队应脱离市建局，另设独立基金支付他们的开支。「在新拟

定《市区重建策略》中社会工作服务未来方向研究」已于 2010 年 4 月展开，检

讨现时受雇市建局的社区服务队的角色，以求在此问题找出新的见解和方向。 
 

补偿与安置 
 

有市民认为以现行的补偿政策，业主很难在同区内买回一个七年楼龄、大小、

地点和交通网络相若的单位。大部份意见要求为自住业主提供「楼换楼」这个

额外选择，让他们可在原区居住，保存既有的社区网络。因应这个要求，当局

建议提出「楼换楼」这个选择给受影响的自住业主。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

网页内刊载了「楼换楼」安排说明。但对于如何落实「楼换楼」的安排则尚未

有共识。 
 

市区更新范围、市建局在重建中的角色及财务安排 
 

 市区更新的范围 

有建议为避免重建地区士绅化，市建局不应只着眼兴建大型商场，而要保留地

区零售小店网络，让小本经营者有一个较公平的竞争机会，与大型企业并存；

同时为市民提供「可负担房屋」，而非昂贵的豪宅。公众认为现时的《市区重建

策略》太侧重于项目重建。四大「业务策略」之间的比重需要重新检讨。  
 

 市建局的角色 

亦有建议市建局担任「促进者」的角色，协助业主自行重建，或与发展商合作，

以加快重建步伐。但有市民质疑一旦市建局成为「促进者」，会对私营机构造成

不公平的竞争。  
 

 市建局的财政自给模式 

除了财政自给的原则，市建局亦应考虑到市区更新为邻近地区带来的经济利益。

有人要求市建局公开其财政状况，以及每一个重建项目的财务数据。 
 

4 结语 
 
搜集到的意见当中虽然有很多是长久以来对补偿看法坚持的意见，但这些意见主要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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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团体及有利益关系的人士。然而，社会在市区重建大方向上则取得较多共识，例如

未来的市区更新活动应用一个从地区出发、由下而上的参与过程；让受影响居民在现金

补偿之外可以有「楼换楼」的选择；以及市建局的职责应更广、更平衡，去响应市民希

望有更多参与、更多选择和认为市建局在修订后的《市区重建策略》中应有一个比较平

衡的角色的要求。 
 
督导委员会考虑过在「建立共识」阶段整理出来的意见后，将提交十个对初步建议微调

的优化建议，用于在2010年尾修订《市区重建策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