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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重建策略市区重建策略市区重建策略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检讨检讨检讨    

「「「「建立共识建立共识建立共识建立共识」」」」阶段阶段阶段阶段    

专业团体咨询会议专业团体咨询会议专业团体咨询会议专业团体咨询会议((((一一一一))))    

讨论摘要讨论摘要讨论摘要讨论摘要    
    
 

日期﹕  2010年 6月 8日 (星期二) 

时间﹕  下午 6:00至 8:00 

地点﹕   市区更新探知馆（香港皇后大道中 181号新纪元广场低座 601室） 

出席人数﹕ 22人 (不包括《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成员、发展局、市区

重建局和政府部门代表) 

 

 

主持人麦黄小珍女士简介《市区重建策略》检讨背景及进程。《市区重建策略》检讨

督导委员会（督导委员会）在分析和讨论「公众参与」阶段收集的意见、参考一系

列(共 7个)专题研究的结果及考虑香港的独特情况后，综合出十个有关市区更新未

来发展的初步建议方向，并由发展局代表作简介。初步建议录载于「建立共识阶段 – 

公众意见总结及展望文件」(下称「展望文件」)，于 5月 10日发布。简介后，主持

人邀请与会者发表意见并由督导委员作出回应。 

    

公开讨论公开讨论公开讨论公开讨论    

    

1.1.1.1.    以地区为本以地区为本以地区为本以地区为本、、、、由下而上由下而上由下而上由下而上((((市区更新咨询平台市区更新咨询平台市区更新咨询平台市区更新咨询平台))))、、、、社会影响评估及社会影响评估及社会影响评估及社会影响评估及社区社区社区社区服务队服务队服务队服务队    

 

1.1 1.1 1.1 1.1 市区更新咨询平台市区更新咨询平台市区更新咨询平台市区更新咨询平台    ((((咨询平台咨询平台咨询平台咨询平台))))    

 

有与会者支持设立建议的咨询平台，而咨询平台的地区愿景应配合香港整体愿景，

并提议可参考新加坡，以「区域规划」为方向，解决跨区事务。有意见担心咨询平

台的成员只会狭窄地考虑区内意见及事务﹔若咨询平台反对重建方案中某项公用设

施，有可能否决整个方案，影响区内或跨区的整体规划﹔为此，有出席者建议限制

咨询平台能够议决的事项。另外有参加者认为，重建涉及交通、公共卫生等问题，

除了关注社会问题外，亦要符合经济要求。 

 

有在场人士担心，若每个咨询平台均认为自己的项目较为重要，市建局根本不会有

资源同时开展多个项目，因此应设立决定项目优次的机制。有与会者认为若以旧区

「十三街」为例，当中除了涉及众多业权外，附近亦有例如牛棚，前「启德机场」

用地、观塘市中心重建等多个项目，因此强调整体规划的重要性。 

 

在信息流通方面，有建议设立网上平台，方便公众从网上查阅公开资料，加强透明



 

 2

度。此外，每个咨询平台也可设立网站或例如「Facebook」等网上工具，透过网上

社交网络，让公众发表意见，增加「由下而上」的元素。 

 

有与会者认为，市建局一向受《市建局条例》监管，亦靠此条例完成收购﹔若果建

议的咨询平台只依靠规划署，除非条例赋予政府额外权力，否则担心无法收地及开

展项目。另外，由于咨询平台并非法定组织，担心现行法例无法监管咨询平台的运

作。 

 

有担心指公众未必有能力提出合适的市建计划，建议政府进行市区重建区的研究并

提出方案，让地区人士就方案提意见，或以设计吸引居民参与重建或复修。但亦有

与会者认为「由下而上」的方式难以在区内达至共识。另外有出席者觉得可透过公

众教育，让公众对市区更新的期望更贴近现实。 

 
有在场人士建议，为了听取社区的意见，可参考、动员由民政事务署设立的「地区

大厦管理联络小组」，协助大厦筹组业主立案法团，将队伍附属于市建局，与居民保

持联络，开拓社区更新发展。 

 
出席的督导委员认为，由于良好的城市规划及优质的城市环境需要专业参与规划，
因此咨询平台的组成应包括专业人士，并以例如楼宇破旧程度、复修成本效益等客
观资料作出判断。 
 
1.21.21.21.2社区社区社区社区服务队服务队服务队服务队 

 

有参与者表示，社区服务队应有行政、赔偿及安置等经验，并认为服务队的工作不

应只局限于社会福利一面，由于当中涉及经济和环境等考虑，建议将小区服务队易

名为社区发展队，并为咨询平台服务。 

 

发展局综合回应表示，文件中提及当局会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社会影响评估」，并
已进行例如「经济影响评估研究」等科学化研究，目的是为协助咨询平台讨论。 

 

2. 2. 2. 2.     补偿及安置补偿及安置补偿及安置补偿及安置    

    

    

2.2.2.2.1111    「「「「楼换楼楼换楼楼换楼楼换楼」」」」及及及及「「「「铺换铺铺换铺铺换铺铺换铺」」」」    

    

有与会者表示，咨询平台在提出城市规划建议时，可为居民争取城市整体规划的「土

地运用」并建议重建项目内的楼宇规格，让有意选择「楼换楼」的受影响业主亦无

须补回大额差价﹔有意见更希望政府在重建项目收益及居民重建意愿之间取得平

衡。 

 

有关「铺换铺」，有意见认为可在项目中预先规划商铺类型，知会原来旧区的商铺业

主，令他们了解重建后返回项目内营业的机会，例如车房一类的业务，可以返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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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机会相对较低﹔政府应与相关部门协调，并与商铺业主保持沟通。 

 

有与会者认为，文件中提及的「经济诱因」可以加快重建步伐，但若不能提出具体

机制或方法，可令部份市民产生不合理期望，最终在重建时产生对立。 

 
发展局澄清，文件提及的「经济诱因」是指在保育政策内的经济诱因，当局并没有
任何计划改变市区重建补偿或复修现行经济诱因的水平﹔建议中的「楼换楼」，是为
受影响自住业主提供选择，并非调整补偿水平。 

    

2.2 2.2 2.2 2.2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有与会者认为，部份旧区长者业主往往缺乏经费进行复修或重建，因此提议参考外

国例子设立贷款基金﹕将长者现有物业抵押予市建局并为其物业复修，当长者离世

后该物业便拨归市建局。 

    

    

3. 3. 3. 3.     市区更新范围市区更新范围市区更新范围市区更新范围、、、、市建局在重建中的角色及财务安排市建局在重建中的角色及财务安排市建局在重建中的角色及财务安排市建局在重建中的角色及财务安排    

    

3.1 3.1 3.1 3.1 市区更新的范围市区更新的范围市区更新的范围市区更新的范围    

    

    

有在场人士指出，现在新建楼宇的高度已从过去 20 – 30层增加至 40 – 50 层，当

局必须考虑诱因或方法令将来重建这些楼宇可以有利可图。 

        

有认为世界各大城市的市区更新均以复修为主、重建为次，香港应该参考。保育方

面，有意见认为应善用公帑，无须保育多项同类的建筑，例如警察局。 

    

3.2 3.2 3.2 3.2 市区重建局在重建中的角色市区重建局在重建中的角色市区重建局在重建中的角色市区重建局在重建中的角色    

    

有与会者认为，可参考现时法律援助的做法，并建议如有业主希望重建其物业，市

建局可担任「检测者」的角色，为该项目进行初步可行性研究，以检定该项目的重

建价值﹔若然可以，而业主已集齐业权但没有资金重建，市建局可发放贷款﹔当项

目完成后，便还款予市建局。另外，有建议市建局亦可担任「协调者」的角色，为

业主洽谈私人发展商进行重建，并限制发展商的可得利润。 

    

有与会者表示，若市建局担任「促进者」，可能有大量业主向市建局寻求协助，担心

市建局资源未必能够应付﹔亦有建议将此工作外判。 

 

有出席人士担心，若市建局以「促进者」的角色为重建项目担任顾问会造成与市场

上同类顾问服务的竞争﹔若大部份项目的业主向市建局寻求协助，有可能影响市区

更新发展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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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场人士质疑现时市建局的公信力，而社会上亦缺乏有认受性并有专业知识的市

区更新决策机构。 

    

3.3 3.3 3.3 3.3 财务安排财务安排财务安排财务安排    

 

有与会者认为，为了令市区重建有更大弹性兴建例如公园等公用设施，使经济效益

可惠及周边地区，建议放宽每个项目收支平衡的要求。亦有与会者认为，当局在重

建中不一定须要获利，若放弃自负盈亏原则，可能更有利于社会发展。 

 

有意见认为，重建应着眼于长线价值，不应以短线商业原则为主﹔当局需要在重建

项目的金钱收益与市民居住质素中取得平衡。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