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督导委员会文件第 9/2008 号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  

 

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公众参与过程中  

设立 3 至  5 个社区「参与设计工作室」  

 
 
目的  
 

本文件由黄英琦拟备 1，旨在倡议和勾划出设立 3 至 5 个社

区「参与设计工作室」的理据和框架，作为《市区重建策略》检

讨公众参与过程中一个核心和创新的项目，并请主席和各委员就

此提供意见。  
 
公众参与过程：以咨询会为本的咨询方式的局限  
 
2.  为了面对面接触市民及让市民参与政策检讨过程，政府近年

采用的咨询方式通常都是以咨询会为主导。不论在会堂举行的大

型论坛，还是小型工作坊或专题小组，这类活动均在特定时间及

特定场地举行，所能吸引的参与者大多是对议题已有强烈意见

(不论赞成与否 )的「常客」。  
 
3.  大多数论坛和工作坊只得半天时间，公众表达意见的时间有

限 (每人通常不超过 3 至 5 分钟 )。在各方表达意见后，也没有足

够时间让持相反意见的人士继续交流，以便对议题及其当前影响

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尝试建立共识。  
 
4.  以咨询会为本的咨询方式有以下局限：  
 

(a) 这种咨询方式既非以知识为本，也不具教育作用。

而参与者对有关政策背景的认识程度亦各异。  
 

                                                 
1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秘书处注 : 黄英琦女士以英文拟备本文件。中文版由本秘

书处按英文原文翻译，未经黄女士本人审阅。 



 

(b) 参与者意见纷纭，却未能向政府提出经整合并具创

意的解决方案，更遑论收窄彼此分歧。论坛后所编

成的报告只不过量化搜集到的意见，而非从质的⻆

度评估公众情绪。  
 

(c) 除非是「死硬派」或「拥护派」，市民大众即使对有

关问题感兴趣，亦未必能抽空出席咨询会。长者、

妇女、青年人和学校团体甚少参与，但他们都是重

要的持份者。  
 

(d) 负责主持这些活动的人士 (一般为政府所聘用的顾

问公司 )往往被视为有所偏颇，怀有预设议程。  
 
5.  纵使论坛和工作坊仍是任何公众参与过程中的重要元素，但

当局须设法寻求更多以解决问题和建立共识为目标的创新方法。 
 
参与设计工作室  
 
6.  参与设计工作室 (工作室 )，简单来说，是坐落于香港不同社

区，为当区人士经常流连的地区中的当眼街铺。为《市区重建策

略》检讨设立工作室背后的理念如下：  
 

(a) 工作室能与以咨询会为本的公众参与活动相辅相

成。  
 
(b) 工作室能提供地方进行较静态的活动 (例如展览 )，

以至较为动态的活动 (例如社区集思会和参与设计

会议 )。把工作室设在当眼处，以及布局予人「半长

驻」的感觉，都能吸引路人进入店内。  
 

(c) 工作室不受时限，因而可接触更多持份者。为鼓励

青年人认识《市区重建策略》，当局可预留若干时段

供学校和青年团体前来参观。  
 

(d) 工作室有助于试验各种可促进讨论的工具，例如可

试用模拟软件。  
 

(e) 工作室亦有助于进行前瞻性的讨论和建立共识。包

括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商界、民间团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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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事宜的市民和街坊在内的持份者可藉此机会认

识《市区重建策略》所牵涉的经济、社会、环境和

文化等互相关连的领域，继而共同探索新构思。  
 
7.  工作室背后的指导原则如下：以人为本、社区主导、尊重不

同意见、互动创新。所谓「尊重不同意见」，举例来说，就是由

专业团体／民间团体所提出的不同计划和愿景，也可在工作室内

展示，让公众得以全面了解不同意见，然后审慎评估各个方案，

让工作室成为「思想交流」的空间。  
 
8.  工作室的运作模式应由社区主导，即是由市区重建局 (市建

局 )与对地区有认识的非政府机构、专业团体 (例如香港建筑师学

会 )及民间团体互相协作，在工作室组织和推展活动，从而地尽

其用。  
 
落实工作室的框架  
 
9.  市建局曾在多个进行市区更新的地区收购有空置铺位的楼

宇，这些铺位可用作设立工作室。现建议设立至少 3 个工作室，

1 个位于港岛 (湾仔 )，2 个位于九龙 (深水埗和观塘 )。如资源许可，

则可于上环和荃湾设立第 4 个和第 5 个工作室。  
 
10.  设立工作室的选址条件如下：  
 

(a) 面积  ─  介乎 800 至 1 000 平方呎之间最为理想。

若只能找到面积较小的地方，则两个相连铺位也可。 
 

(b) 交通方便和位于当眼处  ─  工作室应设在繁忙街

道的当眼处，最好铺前装设整幅玻璃嵌板，让路人

能看到店内情况。  
 

(c) 开设期  ─  工作室应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整个

公众参与和建立共识阶段期间开放，即为期约 18
个月。  

 
10.  工作室的营运者不应是市建局或其顾问。工作室的日常运

作应以招标方式交由拥有地区网络及对《市区重建策略》有关事

宜有所认识的非政府机构负责。非政府机构营运者应取得专业和

民间团体的支持，由这些团体的成员担当专题小组讨论的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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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讨论。此外，街坊也可担当义工，接待到访的学校师生。工

作室应每周最少开放 5 天，并必须周末无休。让非政府机构营运

者参与运作，亦使开放时间更具弹性。  
 
11.  网上广播  ─  工作室的一项重要特色，是透过互联网发放

信息和作出跟进。讨论的录像片段会上载《市区重建策略》检讨

的网站。某些专题小组讨论可透过网络（例如网上电视）实时广

播，让更多市民可藉发送电邮和来电参与讨论。网上丰富的内容

是理想的教育工具，使生活较忙碌的市民也能在百忙中随时获取

信息和提出意见。  
 
财政影响  
 
12.  工作室是设立于市建局已收购、正等待重建的地方。至于

工作室的日常运作，将委托非政府机构负责。据非常粗略的估计，

为每个工作室进行一次过小型装修所需费用，加上 18 个月的营

运开支，合共不超过 180 万元 (30 万元装修费+ 8 万元 x 18 个月 )，

3 个工作室的总开支则为 540 万元。保守估计每个工作室每月可

接触至少 2 000 人，因此每人的单位成本为 40 元。以《市区重

建策略》检讨的整体开支来说，这个金额合理并符合效益。  
 
13.  上述金额未计及在参与设计工作室制作展品的开支，有关

展品应与顾问为巡回展览所预备的相同。  
 
14.  上述金额亦未计及上文第 11 段所建议的网上活动开支。市

建局需要进行招标，为实时网上广播寻求技术支持，以及为 3 个

工作室提供模拟软件。  
 
15.  在进行《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时，有需要采取合适的程序

设计，以创新的方法推动公众参与活动。现谨请主席和各委员就

工作室的构思提供意见，并就如何改善这个初步构思提出建议。 
 
 
 
黄英琦  
2008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