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討論文件 

2018 年 2 月 27 日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 

建議發展大綱圖 
 
 
簡介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介紹「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 – 勘
查研究」(元朗南研究)制定的「建議發展大綱圖」及相關議題。元朗南研

究由規劃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共同進行。 
 

 
背景 

 
2. 為收集公眾意見以適當地吸納意見於元朗南發展的規劃和設計，研

究進行了三個階段的社區參與
1 。 

 
3. 我們曾於第一、第二及第三階段社區參與時，分別在 2013 年 4 月

23 日、2014 年 7 月 7 日及 2016 年 1 月 26 日（立法會文件編號

CB(1)862/12-13(05)、CB(1)1456/13-14(08) 及 CB(1)452/15-16(06)）

諮詢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在 2016 年 1 月 26 日的會議，委員對元朗南

發展的關注主要包括運輸基礎設施及西鐵的客量承載能力、元朗南發展

與周邊發展項目的連繫、元朗南發展內的行人網絡連接、就業機會、處

理棕地作業及歷史建築，以及農業復耕等。 
 
4. 在考慮第三階段社區參與中收到的各委員及其他公眾意見，以及詳

細規劃及技術研究的結果，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政府修訂了元朗南發展

的發展方案，並納入「建議發展大綱圖」。我們已於 2017 年 8 月 8 日公

布「建議發展大綱圖」，作為元朗南研究的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第一階段社區參與於 2013 年 4 月至 6 月進行，旨在於研究早段就發展區的主要課題及指導

原則推動公眾討論。第二階段社區參與於 2014年 5月至 7月進行，就「初步發展大綱圖」

徵詢公眾的意見。第三階段社區參與於 2016年 1月至 4月進行，諮詢公眾對「建議發展大

綱草圖」的意見。 

立法會 CB(1)608/17-18(07)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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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公眾意見 
 
5. 在第三階段社區參與收集所得的意見與研究所作的回應，已載列於

《第三階段社區參與報告》內，該報告已上載於研究的網站

www.yuenlongsouth.hk。支持的意見認同元朗南發展可以提供土地以滿足

本港房屋需求，而那些提出反對或保留意見的則主要關注交通問題、小

型屋宇發展的土地不足及對現有用途的影響。主要的公眾意見撮錄如下： 
 

(a) 城市設計與發展密度:有意見支持元朗南發展的指導原則、規

劃概念及城市設計大綱。部分意見支持較高發展密度以釋放更

多空間發展，但其他則建議減低發展密度以達至更好的城市設

計及與周邊的協調。村民則關注擬議高樓大廈的屏風效應。 

 
(b) 露天貯物及工場用途:有意見關注預留作擬議多層樓宇的土地

選址和是否足夠，以及多層樓宇容納及整合現有棕地作業的可

行性，特別是那些涉及體積龐大及重型貨物及機械的作業。村

民及唐人新村的居民則關注工業與住宅為鄰的潛在衝突。 

 
(c) 商業及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 有意見認為零售設施和就業機

會不足。擬議商業及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應為現有居民及村

民提供服務，落成時間亦應配合居民遷入的時間。此外，有意

見要求預留土地作宗教機構未來之用。   

 
(d) 農業: 有意見支持保留常耕農地及要求保留鄰近唐人新村交匯

處的常耕農地。鑑於對附近住宅發展所構成的環境滋擾，黃泥

墩村村民強烈要求不應保留位於公庵路南端的養豬及養鷄場。  

 
(e) 環境和生態: 有意見要求保育唐人新村區內的現有溪流。另外

部分意見表示應加強保護位於白沙村鷺鳥林的措施。 

 
(f) 運輸和基礎設施: 有意見極為關注交通影響，包括實施改善措

施後的西鐡線承載能力及公庵路的現有交通擠塞問題。地區持

份者並不反對部分覆蓋元朗明渠，但強烈要求將該計劃擴展至

十八鄉路，以解決當區交通問題。村民要求改善現有村落的道

路連接。 

 
6. 我們亦收到現有居民、農戶、棕地作業經營者及其他持份者對元朗

南發展計劃的實施安排和遷拆、安置及復耕等方面的意見。 
 

http://www.hsknda.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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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發展大綱圖 
 
7. 「建議發展大綱圖」的規劃及城市設計建議及因應第三階段社區參

與的意見而對「建議發展大綱草圖」作出的主要修訂已撮錄在附件一的

《資料摘要》。元朗南發展的主要發展參數與「建議發展大綱草圖」時大

致相同並撮錄如下︰ 
 
發展區總面積(公頃) 224  
發展用地面積

(1)
(公頃) 185 

總人口 

 

約 88,000 

(包括現有人口約 2,400 人) 

新增住宅單位數目 約 28,500 
房屋組合 公營

(2)61%：私人 39% 

就業機會 約 10,500 
商業樓面面積 

(平方米) 

總商業樓面面積：約 180,000 
總貯物及工場樓面面積：約 390,000 

地積比率 

 

最高住用地積比率：5 
最高非住用地積比率：4 

註： 

(1) 發展用地指在「建議發展大綱圖」上規劃作新發展及基礎設施的面積，這並不

包括被保留的現有發展/道路/河道，以及維持現有用途的地方，例如被劃作「綠

化地帶」及「農業」等地帶。 

(2) 包括租住公屋及資助出售房屋。 

 
 
修訂建議的主要特色 
 
8. 修訂建議的重點如下︰ 
 

定位 
 

(a) 元朗南將發展為元朗新市鎮的擴展部分。透過綜合規劃及擬議

運輸基礎設施，元朗南發展可釋放約 100 公頃棕地的發展潛力，

成為新市鎮擴展部分，並與元朗新市鎮及洪水橋新發展區連

接。元朗南發展提供約 28,500 個新增住宅單位，並提供足夠基

礎及社區設施以應付本港中長期房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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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善用受破壞的土地 
 

(b) 元朗南發展計劃將涉及約 100 公頃現時用作露天貯物場、倉庫、

車輛維修場、物流作業、貨櫃場、露天停車場、車身製造工場、

鄉郊工業的棕地，當中夾雜牌照屋、寮屋，以及其他臨時構築

物。元朗南研究在 2016 年 2 月至 6月進行問卷調查，所顯示的

棕地現況摘錄於附件 2。透過綜合規劃，我們能優化受破壞的鄉

郊土地用作房屋、基礎及社區配套設施，發展元朗南為一個綠

色及宜居的社區。另一方面，「建議發展大綱圖」已在元朗南發

展區北面預留約 11 公頃土地，以更有效使用土地的方式容納及

重整部分棕地作業於多層樓宇，有關土地亦可能供部分實際運

作上未能遷入多層樓宇的作業進行露天操作。 

 
規劃及城市設計大綱 

 
(c) 考慮到元朗南周邊獨特的地理景觀特色，我們制定了規劃概念

及城市設計大綱：元朗南三面被自然鄉郊景色環抱，特別是大

欖郊野公園及南面的山脈，與元朗新市鎮的景觀截然不同。 

 

(d) 五個規劃區、活動中心及走廊︰發展區內有三個各有特色、不

同發展密度的住宅區。每個住宅社區設有一個主要活動中心，

規劃了混合商住發展，設有公共運輸交匯處，並配以社區設施。

兩個沿公庵路的活動中心連同活化後的元朗明渠及休憩空間網

絡構成一條主要的活動走廊。作貯物和工場用途的「就業帶」

則靠近元朗公路，透過元朗南發展規劃的道路，讓貨運交通方

便快捷地連接公路系統。在唐人新村南面劃設的「田園地帶」，

則保留了現有的常耕農地和天然資源。 

 

(e) 層遞的建築物高度輪廓︰我們採用由北向南遞減的階梯式建築

高度和發展密度。在元朗新市鎮附近的發展密度最高，地積比

率可高至 5，並向南遂步下降至 2.4。這發展輪廓令元朗南的發

展與元朗新市鎮結合，並與南面的大欖郊野公園融合。唐人新

村一帶規劃作低密度發展，地積比率為 1 和 1.5，以配合鄰近現

有發展成熟的低密度住宅社區。 

 

(f) 藍綠網絡︰透過保留現有自然及鄉郊景觀（唐人新村的農地，

次生樹林及水道）及擬議的藍綠元素（活化明渠、山邊河道、

蓄洪湖、蘆葦床/蓄洪池、休憩用地等）將構成藍綠網絡，並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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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人路及單車徑。我們亦沿著藍綠網絡及主要道路劃設觀景

廊及通風廊。 

 

(g) 休憩空間網絡︰三個住宅區都設有地區休憩用地，並由鄰舍休

憩用地和不同形態的綠色網絡連接。 

 

營造融合和多元社區 
 
(h) 元朗南發展提供不同種類的房屋。社區內設有商業用途（位於

混合發展和大部分房屋發展的低層），方便易達的社區及康樂設

施（如診所、街市／商店、體育中心、學校、休憩用地等）及

所需的公用設施（如排污設施、電力支站等）。「就業帶」、商業

及社區用途將提供約 10 500 個就業機會。 

 

(i) 建議發展大綱圖已審慎考慮元朗南現有自然及鄉郊景觀、發展

成熟的住宅社區及相鄰鄉村社區。鄉郊景觀已融入城市環境和

規劃及城市設計大綱。在保留的發展成熟住宅社區附近規劃了

休憩用地或低密度發展，以營造和諧環境。規劃的活動中心、

社區設施和休憩用地將鄰近現有鄉村，方便村民共享，而鄉村

的出入通道亦會改善。此外，鄉村鄰近的建築物將從鄉村後移，

並會劃定建築緩衝。 

 
尊重自然環境 

 
(j) 除上述第 8（e）和 8（f）段所述的由北向南遞減的發展密度和

建築高度以達至與南面鄉郊環境融合及保留的自然及鄉郊特色

外，「建議發展大綱圖」有建議措施保護白沙村鷺鳥林及白鷺的

主要飛行路線，包括劃設非建築地帶、低矮建築帶、和休憩用

地，引導白鷺飛往保留的常耕農地和水道; 建議的山邊河道、

蓄洪湖、活化渠道和蘆葦床可成為潛在的新覓食場地；以及在

合適的地點如沿山邊河道的蓄洪湖種植竹子和大樹，作為潛在

的築巢地方。 

 
改善交通連接及流動性 

 
(k) 元朗南發展妥善地連接元朗新市鎮及洪水橋新發展區。前往元

朗新市鎮的車輛可使用改善後的唐人新村交匯處，再經沿元朗

公路興建的新連接路，抵達西鐵元朗站。另一方面，天水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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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匯處的改善工程，以及正進一步研究可能連接至洪水橋新發

展區西鐵天水圍站的環保運輸服務，都可加强與洪水橋新發展

區的連接。此外，在元朗南發展區的三個活動中心及西鐵元朗

站附近，將各有一個公共運輸交匯處，以提供公共運輸服務。 

 

(l) 政府正研究屯門西繞道，最新的走線方案連接屯門至港深西部

公路，會為元朗南發展區提供額外的對外道路。政府亦已向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撥款申請，以展開連接新界西北及市區的

十一號幹線的可行性研究。 

 

(m) 上文提及改善後的唐人新村交匯處及天水圍(西)交匯處，將可

直接接駁至元朗公路。此外，亦會興建一條南北向的新道路，

貫通發展區以連接唐人新村至沿公庵路一帶的地區。公庵路及

僑興路將會提升為標準雙線行車路，接駁上文第 8（k）段提及

沿元朗公路興建的新連接路，以改善現時的交通情況，及連接

西鐵元朗站。發展區內亦規劃了全面的單車徑和行人道網絡，

連接至元朗南以外的系統，以鼓勵市民在元朗南發展區及附近

更廣泛的地區步行及踏單車。 

 
締造一個宜居及具抗禦力的新市鎮發展 

 
(n) 我們將活化現有明渠，充分發揮明渠作為具吸引力的公共空間

的潛力，同時亦作為可持續排水系統的一部分，以應對氣候變

化。由於道路安全及應付交通需求的考慮，我們擬議覆蓋部分

元朗明渠北段，這設計可以同時活化水道；而南段將不會覆蓋

以達致全面活化。現有梯形的混凝土明渠將會栽種植物及採用

園境設計，活化成為一條景觀優美的走廊。沿明渠兩旁設有行

人幹路，以鼓勵步行和方便與周邊往來。 

 

(o) 我們會盡量轉化經處理的污水為再造水，於發展區及鄰近發展

循環再用作飲用以外用途，如作沖厠之用。另外，小部分經處

理的污水將另行排放至毗鄰擬議污水處理廠的蘆葦床，進一步

淨化後，再排至經活化的元朗明渠成為新水體的一部分。 

 

(p) 為應對氣候變化，我們在元朗南發展擬議一系列防洪設施，以

有效控制流向現時元朗和天水圍地區的排水系統下游的高峰流

量。除了活化明渠及蓄洪缸外，山邊河道附有用作收集山坡雨

水的蓄洪湖，以及用作蓄水的蘆葦床/蓄洪池，為下游未來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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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形成一個保護屏障。回應活化水體政策，我們會研究把親水

元素融入蓄洪湖的設計。此外，為了提高元朗南發展的防洪應

變和雨水管理，將會採用可持續排水系統，如生態草溝、雨水

花園、水資源採集及回用、透水路面等。 

 

(q) 透過已規劃妥善的單車徑和行人道網絡鼓勵綠色運輸，營造一

個適宜使用單車和步行的環境及易行社區。除此之外，我們已

在元朗南預留土地設置正進一步研究的環保運輸服務，以連接

洪水橋新發展區的環保運輸服務系統，提供可持續的交通工

具，減低碳排放。 

 

(r) 在推廣綠色生活環境及綠色建築設計方面，我們會鼓勵節能的

建築設計，包括於政府建築物採用節能建築設計，以及使用循

環再用和低碳的建築物料。我們會採用廢物管理計劃及探討源

頭分類可回收物料，減少產生和棄置固體廢物。 

 
 
技術評估  
 
9.  根據相關的技術評估，包括按《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進行的環境影

響評估，元朗南發展在交通運輸、排水及排污、生態、環境、供水及公

用設施、空氣流通、景觀和視覺、及可持續發展各方面是技術上可行的。

環境保護署署長已於 2017 年 11 月有條件地批准元朗南研究的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 

 
 
發展時間表及未來路向  
 
10. 為完成元朗南研究，顧問現正就各項技術評估作最後審定並擬

定研究的最終報告。修訂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法定程序將於約

2018 年末研究完成後展開。同時，以多層樓宇容納棕地作業的可行性研

究預計在 2018 年內完成。我們亦已開始第一階段工程的詳細設計，預計

首批居民可於 2027/2028 年遷入。我們正在為元朗南發展計劃的工程項

目制定一份分階段和細項的詳細實施時間表。元朗南發展計劃預計於

2038 年完成。 

 
11. 我們制訂實施安排時會考慮第三階段社區參與期間收到的公眾意

見，包括實施模式、合資格住戶及商戶的補償細節和及合資格住戶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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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細節。為協助受影響農戶，政府的其中一項措施是在「特殊農地復耕

計劃」下為受影響農戶主動物色合適的政府土地及願意出售或出租土地

作農業復耕的私人土地業權人，並進行配對。實施安排的細節會於適當

時候公布。 

 

 
意見徵詢 
 
15.   請委員備悉元朗南的「建議發展大綱圖」及其他相關資料。 

 
 
附錄 

 

附件 1 元朗南發展區資料摘要 

 

附件 2  元朗南發展區內棕地作業的現況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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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元朗南發展區內棕地作業的現況摘要1 

 

「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是探討如何善用元朗南發展區

內受破壞棕地的發展潛力。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16 年 2 月至 6 月期間，邀

請元朗南發展區內的棕地作業經營者參與一項問卷調查，以更了解相關棕

地作業的性質及經營模式。 

 

元朗南發展區內的棕地作業場地數目及佔地面積 

 

2. 在元朗南發展區內估計有 887 個棕地作業場地(不包括 122 個空置

場地)，總面積估計約 96.6 公頃。在元朗南發展區內的棕地作業場地，大致

可分爲 9 個主要類別。如以經營者數目計算，依次為倉庫（45%）、露天貯

物場（不包括貨櫃場）（21%）及車輛維修場（10%）。就佔地面積而言，佔

地最多的為倉庫（34.4 公頃，36%）、其後為露天貯物場（不包括貨櫃場）

（28.0 公頃，29%）及其他工場（不包括車輛維修場及車身製造工場）（7.7

公頃，8%）。詳情請參照圖一、圖二及表一。 

 
 
 
 
 
 
 

                                                      
1 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此附件中圖表所示的百分比及面積的總和未必等於 100%及總面積。 



 

2 

圖一：元朗南發展區內棕地作業場地的數目  

 （總數：887個，不包括122個空置場地）  

 

 

圖二：元朗南發展區內棕地作業場地的佔地面積  

 （總面積： 96.6公頃，不包括8.2公頃空置場地）  

 
 

2個貨櫃場(載貨貨櫃),

0.2%
(26個物流作業, 

2.9%

183個露天貯物場

（不包括貨櫃場）,

20.6%

4 個車身製造工場,

0.5%

6個停車場,

0.7%
90個車輛維修場,

10.1%

399個倉庫, 

45.0%

53個其他工場

（不包括車輛維

修場及車身製造

工場）,

6.0%

17個其他作業,

1.9%
107個資料不足

或未能到訪場地,

12.1%

1.4公頃貨櫃場(載貨貨櫃), 1.5%

3.9公頃物流作業, 4.0%

28.0公頃露天貯物場

（不包括貨櫃場）,

29.0%

0.5公頃車身製造工

場, 0.5%

1.2公頃停車場,

1.3%

6.7公頃車輛維修

場, 7.0%

34.4公頃倉庫,

35.6%

7.7公頃其他工場

（不包括車輛維修場

及車身製造工場）,

7.9%

1.4公頃其他作業,

1.4%

11.5公頃資料不足

或未能到訪場地,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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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元朗南發展區內棕地作業場地在9個主要類別的數目及佔地面

積  
 

主要作業 

棕地作業場地的數目及佔地

面積  

場地數目  佔地面積  

個 % 公頃 % 

(a) 倉庫 399 45.0% 34.4 35.6% 

(b) 露天貯物場（不包括貨櫃場） 183 20.6% 28.0 29.0% 

(c) 車輛維修場 90 10.1% 6.7 7.0% 

(d) 物流作業 26 2.9% 3.9 4.0% 

(e) 貨櫃場(載貨貨櫃) 2 0.2% 1.4 1.5% 

(f) 停車場 6 0.7% 1.2 1.3% 

(g) 車身製造工場 4 0.5% 0.5 0.5% 

(h) 其他工場 (不包括 (c) and (g)) 53 6.0% 7.7 7.9% 

(i) 其他作業[備註] 17 1.9% 1.4 1.4% 

(j) 資料不足或未能到訪場地 107 12.1% 11.5 11.9% 

總數  887 100% 96.6 100% 
  
備註: 其他作業包括環境工程公司、農業相關的工業等 

 

回應率 

 

3. 調查成功訪問了其中 476 個棕地作業經營者，佔總面積約 56 公頃。

如以作業場地數目計算，回應率約 54%。如以作業場地面積計算，回應率約

58%。詳情請參照表二、圖三及圖四。 

 

4. 至於成功受訪棕地作業場地的主要作業細項分類，請參照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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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回應率  

 棕地作業場地的數目 棕地作業場地的佔地面積(公頃) 
成功受訪個案 476 56.3 
未能成功個案 411 40.3 

總數 887 96.6 

回應率 54% 58% 

 
圖三：成功受訪棕地作業場地的數目  

 （總數：476個）  

 
 
圖四：成功受訪棕地作業場地的佔地面積  

 （總面積： 56.3公頃）  

 

2個貨櫃場(載貨貨櫃), 0.4%

26個物流作業, 5.5%

116個露天貯物場

（不包括貨櫃場）,

24.4%

3 個車身製造工場,

0.6%

2個停車場,

0.4%

74個車輛維修場,

15.5%

207個倉庫, 43.5%

37個其他工場

（不包括車輛維修場及車身

製造工場）,

7.8%

9個其他作業,

1.9%

1.4公頃貨櫃場(載貨貨櫃),2.5%

3.9公頃物流作業, 6.9%

17.0公頃露天貯物場

（不包括貨櫃場）,

30.3%

0.3公頃車身製造工

場, 0.6%

0.3公頃停車場, 0.4%

5.7公頃車輛維修場, 

10.1%

21.1公頃倉庫,

37.6%
,

5.6公頃其他工場

（不包括車輛維修場

及車身製造工場）,

10.0%

0.9公頃其他作業,

1.6%



 

5 

表三：元朗南發展區內成功受訪棕地作業場地的數目及佔地面積  

 （細項分類）  
 

主要作業 

受訪棕地作業場地的

數目 

 

受訪棕地作業場地的

佔地面積（公頃） 

倉庫 

建築物料 49 

207 

6.24 

21.13 

建築機械 / 設備 6 0.44 
危險品 3 0.20 
裝修物料 20 1.69 
展品 30 3.04 
食品 10 0.90 
傢俬 13 0.64 
其他 1 46 3.79 
回收物料 18 3.20 
車輛 / 車輛零件 12 0.99 

露天貯物場（不

包括貨櫃場） 

建築物料 52 

116 

7.59 

17.04 
建築機械 / 設備 39 4.91 
回收物料 21 4.01 
車輛 / 車輛零件 4 0.53 

車輛維修場 74 5.66 
物流作業 26 3.87 
貨櫃場(載貨貨櫃) 2 1.42 
停車場 2 0.25 
車身製造工場 3 0.34 

其他工場 (不包括

車輛維修場及車

身製造工場) 

建造業 17 

37 

2.68 

5.63 回收再造業 13 
 2.17 

其他 2 7 0.78 

其他作業 3 9 0.91 

所有作業  476 56.25 
 
備註: 
1
 倉庫 (其他) – 日常用品、玩具、家居用品及雜物、塑膠、電子 

2
 其他工場 (其他) – 泡沫塑膠、機械、防火裝備 

3
 其他作業   – 環境工程公司、農業相關的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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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租金水平 

 

5. 在元朗南發展區內 476 個成功受訪棕地作業場地中，450 名受訪

者(95%)表示為租戶，而當中 308 名受訪者提供了每月租金水平的資料。相

關的每平方呎平均租金，最低為停車場租金，每月每平方呎 1.34 港元，最

高為物流作業租金，每月每平方呎 6.54 港元。詳情請參照表四。 

 
表四：元朗南發展區內部分棕地作業場地的每月租金水平 (備註 1) 

 （按平均租金降序排列）  

 
主要作業  租戶數目  回應數目  最低租金  

(港幣 $/  

平方呎 )  

最高租金  

(港幣 $/  

平方呎 )  

平均租金  

 (港幣 $/  

平方呎 )  

租金中位數  

 (港幣 $/  

平方呎 )  

物流作業  25 12 1.50 21.43 6.54 6.25 

其他作業  8 5 3.33 6.50 4.80 5.00 

倉庫  193 133 0.40 15.00 4.12 3.75 
車輛維修場  72 61 0.21 11.5 4.01 3.33 
貨櫃場 (載貨貨

櫃) 
2 2 3.00 4.00 3.50 3.50 

露天貯物場  

（不包括貨櫃

場）  

109 64 0.11 20.00 3.34 2.50 

其他工場  

（不包括車輛

維修場及車身

製造工場）  

36 27 0.15 6.67 3.24 3.00 

車身製造工場  3 3 0.20 4.00 2.51 3.33 

停車場  2 1 1.34 1.34 1.34 1.34 

所有作業  450 308 0.11 21.43 3.71 3.56 

 

備註 1:  根據受訪者所提供的每月租金和以 2016 年拍攝的航空照片估計的棕地作業場

地佔地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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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地作業場地的員工數目 

 

6. 在元朗南發展區內 476 個成功受訪棕地作業場地中，424 名受訪

者提供了員工數目的資料。共僱用了 2 618 名員工，包括 2 383 名全職及 235

名兼職員工。詳情請參照表五。 

 
表五：受訪棕地作業場地的員工數目  （按總員工數目降序排列） 

 
主要作業  受訪者 

回應數目 
總員工數目 全職員工數目 兼職員工數目 

倉庫  181 1 120 964 156 

露天貯物場（不

包括貨櫃場）  
98 813 774 39 

其他工場（不包

括車輛維修場及

車身製造工場）  

36 204 192 12 

物流作業  25 199 191 8 

車輛維修場  71 188 168 20 

其他作業  7 44 44 0 

貨櫃場 (載貨貨櫃) 2 29 29 0 

停車場  1 11 11 0 

車身製造工場  3 10 10 0 

所有作業  424 2 618 2 383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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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在現時場地經營業務的原因 

 

7. 選擇在現時場地經營業務的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可負擔租金（335

名受訪者，70%）；其二是足夠作業空間（320 名受訪者，67%）。詳情請參

照圖五。 

 
圖五：  選擇在現時場地經營業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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