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1)1182/17-18號文件  

 
檔號：CB1/PL/DEV 
 
 

發展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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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報告旨在匯報發展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在
2017-2018年度會期的工作，並會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77(14)條的規定，在 2018年 7月4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議員
省覽。  
 
 
事務委員會  
 
2.  立法會藉於 1998年 7月 8日通過、並於 2000年 12月 20日、
2002年 10月 9日、 2007年 7月 11日和 2008年 7月 2日修訂的決議，
成立事務委員會，負責監察及研究與地政、屋宇、規劃、水務、

與發展有關的文物保護工作、工務計劃及其他工程事務有關的

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載於附錄 I。 
 
3.  在 2017-2018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由 40名委員組成。
張宇人議員及劉業強議員分別獲選為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

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I。  
 
 
主要工作  
 
增加土地供應  
 
4.  土地短缺問題困擾香港多年。房屋發展用地供應嚴重短

缺，引致物業價格飆升，以及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輪候冊上申
請人數眾多。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於 2018年 3月公布的臨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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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私人物業價格指數在 2017年升至 333.9的高位 (較 1999年的
100增加 233.9%)。截至 2018年 3月底，一般公屋申請人約有
153 300名，其平均輪候時間為 5.1年，超出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
委會 ")就輪候時間所訂目標，即一般申請人首次獲編配單位的時
間平均約為 3年。  
 
5.  於本年度會期，增加土地供應的措施仍然是事務委員會

的主要關注事宜。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進行的公眾參與活動  
 
6.  在 2017年 8月，行政長官委任一個跨界別的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 ("專責小組 ")， 1任期為 18個月，由2017年 9月 1日開始。專
責小組會以全面、宏觀的態度檢視土地供應選項，並推動公眾

就不同選項的利弊和優次進行討論，從而建立共識。  
 
7.  在 2018年 4月 26日，專責小組展開為期 5個月的公眾參與
活動，讓公眾就 18個土地供應選項及其他有關土地供應的事宜
表達意見。2當局於 2018年 5月 29日徵詢事務委員會對上述土地供
應選項的意見。委員察悉，專責小組將會根據收集到的意見擬

訂概括綱領，並暫定於 2018年年底就整體土地供應策略及不同
土地供應選項的優次向政府提交建議。  
 

8.  委員對上述公眾參與活動及土地供應選項的意見紛紜。

部分委員批評，上述公眾參與活動偏頗及有誤導成分，而專責小

組亦就土地供應選項預設立場。他們認為，專責小組選擇性地提

出上述18個土地供應選項，只包括政府當局屬意的選項，卻剔除
另一些可行選項 (例如援引《收回土地條例》(第 124章 )從大型發
展商收回新界各幅大面積荒廢農地及棕地，以及利用軍事用

地 )。此外，專責小組在 2018年 5月底發出問卷，以收集市民就土
地供應選項表達的意見。然而，該問卷在設計上有引導受訪者

選擇政府當局期望採納的選項之嫌，當中部分選項，例如發展

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幅試點用地及在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均極

具爭議性。部分委員挑戰專責小組的假設 (即本港到 2046年仍會
欠缺至少 1 200公頃用地 )，指有關數字或許有被高估之嫌。鑒於

                                              
1 專責小組由行政長官委任的 22名非官方成員及 8名官方成員組成。  
 
2 詳情載列於上述公眾參與活動的專題網站：

https: / /www.landforhongkong.hk/tc/ index.php 

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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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此事會帶來爭議及各界對此事意見紛紜，不少委員擔心，最

終會難以在社會上就應採納的土地供應選項達成共識。  
 
9.  專責小組主席強調，並無單一方法可解決土地短缺的問

題。因此，專責小組建議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透過物色 18個
土地供應選項，向公眾提供選擇。專責小組有信心透過公眾參

與活動建立社會共識。  
 
洪水橋新發展區  
 
10.  政府當局計劃發展洪水橋新發展區為一個新一代新市

鎮，為合共約 218 000人口額外提供 61 000個房屋單位，而首批
人口預期會在 2024年遷入。洪水橋新發展區亦定位為新界西北
區的 "區域經濟及文娛樞紐 "，為各類經濟活動提供約 640萬平方
米建築樓面面積，並會提供約 15萬個不同界別的職位。當局預
期整個洪水橋新發展區計劃會在 2037-2038年度前完成。事務委
員會在 2017 年 12月 20日及 2018年 1月 23日討論有關洪水橋新發
展區計劃的規劃及實施安排。  
 
11.  儘管委員支持當局根據洪水橋新發展區計劃發展 190公
頃棕地，他們關注到當局會如何搬遷受影響的棕地作業。委員

察悉，土木工程拓展署已委託顧問進行有關把棕地作業整合至

多層大廈的可行性研究，並已在洪水橋新發展區西北部物色 24
公頃土地，作為發展多層大廈的其中一幅試行用地。然而，委

員質疑，把大型作業遷入多層大廈是否切實可行，尤其是涉及

使用或貯存重型建築機械的作業。委員亦促請政府當局放寬在

2017年 4月公布，有關業務經營者延展後特惠津貼安排的資格規
定 (即至少須於同一個地段持續經營達10年 )。  
 
12.  政府當局表示，受委託進行有關多層大廈可行性研究的

顧問，已就相關技術要求諮詢業界代表，現正就部分初步設計

方案進行初步的規劃、工程、環境和財務評估。除了多層大廈

外，政府當局亦會探討，可否為一些在實際運作上未能遷入多

層大廈的工業作業提供設有適當基礎設施的合適空地。至於為

業務經營者提供延展後特惠津貼安排的資格規定，政府當局察

悉委員的意見，並承諾會適當地調整擬議安排。  
 
13.  事務委員會極為關注將會受洪水橋新發展區計劃影響的

7公頃現有農地及 1 600個住戶，並且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
局正視受影響人士有關 "先安置，後遷拆 "的訴求；安置受影響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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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入住公營房屋時豁免他們接受入息及資產審查；以及為新發

展區發展項目制訂發展安置房屋的計劃。  
 
14.  政府當局表示會分別向受影響農戶及住戶提供協助，按

特殊農地復耕計劃協助在流浮山及白泥的農地群復耕，以及按

特設安置方案向合資格住戶提供選擇，讓他們在位於洪福邨以

西的特設整體原區安置屋邨租住或購買資助房屋單位。除了現

有一般補償和安置安排外，當局會向受洪水橋新發展區計劃影響

的人士提供特設特惠現金津貼 3及延展後的住戶搬遷津貼 4。  
 
15.  委員亦就洪水橋新發展區計劃的整體規劃提出各項意見

及建議，包括未來洪水橋市中心發展用地的地積比率、高度限制

及規模、提供更多具社區風格的小型零售店及街鋪，以及有需要

改善洪水橋新發展區內的交通網絡及該發展區與其他地區的交通

連繫等。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進行洪水橋新發展區計劃的

詳細設計及發展時，考慮委員提出的建議。  
 
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建議發展大綱圖  
 
16.  規劃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在 2012年 11月委聘顧問進行
" 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 "，目的是探討如何善用元朗南
破舊的棕地的發展潛力，以作房屋及其他用途。政府當局於

2018年 2 月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當局根據上述研究提出的建議所
公布的元朗南發展區建議發展大綱圖。根據上述建議發展大綱

圖，元朗南發展區將會為大約88 000人口提供約 28 500個單位。 
 
17.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就安置受影響棕地作業的措施與業

界溝通，尤其是有關按需要安排上述作業遷入多層大廈及合適

露天用地的安排。有建議認為，政府當局可考慮為此目的邀請

私人參與發展唐人新村預留土地上的多層大廈。 

 

18.  委員亦關注到受元朗南發展影響的 5個禽畜飼養場。他
們指出，由於現行法例對禽畜飼養場作出嚴格規管，有關經營

者難以覓得合適的用地設立新的禽畜飼養場。事務委員會通過

                                              
3 當局會以一筆過發放最高 60萬元現金津貼的形式，向受洪水橋新發展區

計劃影響的合資格住戶提供特設特惠現金津貼。  
 
4 就洪水橋新發展區計劃發放的住戶搬遷津貼的適用範圍，將擴展至獲凍

結人口登記涵蓋及被政府要求遷出的所有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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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積極回應受元朗南發展影響的各方所

提出的訴求，包括制訂妥善的農場重置政策。  
 
19.  政府當局表示，食物及衞生局將聯同發展局在2018年展
開一項有關 "農業優先區 "的顧問研究，以物色較大面積的優質農
地 (包括方便禽畜飼養場搬遷或整合的土地 )，並制訂合適政策和
措施，以提供誘因鼓勵土地業權人把荒置農地作長期的農業用

途。政府當局十分理解受影響人士的關注，並會繼續聆聽公眾

的意見，以及在實施元朗南發展計劃時作出適當安排。與此同

時，視乎修訂相關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法定程序，政府當局或會

在 2019年年初進行一次凍結人口登記，以記錄可能受元朗南發
展影響的現有構築物及佔用人。  
 
20.  鑒於新界西北的各個新發展項目，委員關注到須提供足

夠的交通設施支援有關發展。他們擔心，儘管港鐵西鐵線現有

的 7卡車會由 8卡車取代，而每小時的列車班次亦會由 20班增至
28班，其承載能力會因此增加，但仍不足以應付日後乘客需求
的增長，尤其是在繁忙時間的需求。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

促請政府當局實施興建新重型鐵路的建議，包括興建第五條過

海鐵路或 "屯九鐵路 "。 

 
2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運輸及房屋局會進行《跨越

203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以及根據上述研究考

慮 "新界西北大嶼山都會區運輸走廊 "的擬議交通基
建，以及是否有需要增建一條重型鐵路，以直接把新界西北接

駁至市區。  
 
元朗錦田南發展計劃的前期工程  
 
22.  據政府當局所述，錦田南是增加房屋土地供應的其中一

個地區。當局已在 2014年進行一項土地用途檢討，以研究錦田
南及八鄉地區的發展潛力。在 2016年 9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核准錦田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為配合將提供合共約18 000個
單位的錦田南 3幅擬議公營房屋用地及兩個西鐵物業發展項
目，政府當局已建議進行所需的道路工程、污水收集系統工程

及附屬工程，以及在事務委員會於 2017年 11月 28日舉行的會議
上，就相關撥款建議諮詢委員。  
 
23.  儘管委員大致上不反對進行擬議前期工程，他們促請政

府當局認真聆聽當區居民就擴闊整條錦上路所提出的訴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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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興建新道路連接錦上路站及三號幹線以長遠改善交通的可

行性。委員亦要求政府當局重置現有泊車轉乘設施，並在區內

提供更多泊位。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述明上述要求的議案。  
 
24.  政府當局表示會展開一項可行性研究，以檢視有關發展

錦田南的道路基礎設施，包括改善錦上路及連接至主要幹道的

道路等。政府當局亦表示，現有的泊車轉乘設施將會遷往錦上

路站第一期物業發展項目內。當局計劃將泊車轉乘車位由584個
增加至 610個。隨着錦田南發展項目落實，當局將會提供更多泊
車設施。  
 
有關政府發展清拆行動的一般特惠補償及安置安排的擬議加強
措施  
 
25.  事務委員會就涉及清理土地工作的發展項目進行討論

時，為受影響的住戶及業務經營者所作的補償及安置安排往往

成為主要爭論點。在 2018年 5月 29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當局
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政府當局向受政府發展清拆行動影響的合

資格寮屋住戶及業務經營者提供一般特惠補償及安置安排的擬

議加強措施。 5 

 

26.  事務委員會察悉，根據擬議加強措施，不論項目規模為

何，一個劃一及經加強的一般特惠補償及安置方案 (而非 "項目為
本 "方案 )將適用於日後所有政府發展清拆行動。除了現時讓受影
響合資格住戶在接受經濟狀況審查後入住房委會公屋的安置安

排外，當局將會引入免經濟狀況審查的安置安排，讓他們入住

由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建造及管理的專用安置屋邨。 6與此同

時，當局會放寬現金特惠津貼的資格準則，以及增加有關津貼

的款額。此外，地政總署將會為已登記/持牌非住用構築物的住

戶進行一次過自願登記，讓受影響的住戶日後可符合資格接受

相關補償及安置安排。當局亦會放寬業務經營者獲得特惠津貼

的資格準則，由須在同一個地段持續經營最少 10年降至最少
7年。  
 

                                              
5 當局在 2018年 5月 10日公布擬議加強措施。  
 
6 在專用安置屋邨落成及入伙前 (預計粉嶺百和路和洪水橋新發展區的專

用安置屋邨大約會在 2023/2024年度入伙 )，當局會運用房協轄下租住屋
邨及房委會轄下的公屋屋邨空置單位作出過渡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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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儘管委員歡迎政府當局的擬議加強措施，他們亦提出多

項建議，要求當局進一步改善補償及安置安排，以更妥善配合受

影響人士的需要。事務委員會通過 4項議案，籲請政府當局進行
多項工作，包括同時檢討農業補償制度；擴大搬村的選擇至涵

蓋受政府發展清拆行動影響的非原居民村落；就新發展區項目

進行一次過收地的工作，以免延長對村民造成的影響，並確保

已在凍結人口登記調查中完成登記，但其後被土地業權人迫遷

的居民，仍能符合資格獲得補償；以及在專用安置屋邨入伙前，

安排中轉房屋安置受影響居民。  
 
28.  委員察悉，如財務委員會批准上述建議中涉及特惠津貼

的部分，就寮屋住戶及於寮屋經營業務的個案而言，政府當局擬

把實施經加強一般補償及安置方案的日期，追溯至 2018年 5月
10日 (即公布加強措施的日期 )；就棕地業務經營者而言，實施的
日期則會追溯至 2017年 4月 11日 (即政府去年公布為露天 /戶外業

務經營者引入特惠津貼安排的日期 )。  
 
29.  事務委員會已編定於 2018年 6月 26日與房屋事務委員會
舉行聯席會議，就政府發展清拆行動的一般特惠補償及安置安

排及元朗橫洲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的工務

計劃項目，聽取公眾表達意見。  
 
搬遷配水庫及污水處理廠往岩洞  
 
30.  自 2010年起，政府當局展開了多項策略性研究和先導計
劃，以探討使用岩洞和地下空間的潛力，為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創造空間。政府當局已物色合共 48個 "策略性岩洞區 "，以及現存
部分污水處理廠和配水庫，以研究把這些設施遷入附近的岩洞

是否可行。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和沙田污水處理廠是當局

物色的其中一些政府設施。  
 
31.  在 2018年 3月 27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當局諮詢事務
委員會有關為搬遷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和沙田污水處理廠

往岩洞而進行前期工程的撥款建議。儘管委員普遍支持搬遷合

適的政府設施往岩洞，從而騰出珍貴的地面土地資源，部分委

員關注到，分別佔地 4公頃及 28公頃的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
和沙田污水處理廠原址日後的土地用途規劃。他們建議，當局

應透過進行公眾參與活動及諮詢，就有關用地日後的用途蒐集

公眾的意見。委員亦審視有關的建造工程費用及討論搬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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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附近居民的影響 (例如臭味及交通方面的影響 )，以及相應的緩
解措施。  
 
32.  就委員提出的上述關注事宜，政府當局表示，如何規劃

及發展所騰出用地，將取決於稍後展開的一項相關規劃及工程

研究。在進行該項研究期間，當局會就所騰出用地日後的土地

用途諮詢公眾。在進行搬遷工程期間，當局會實施適當的緩解

措施，以盡量減少對鄰近社區的影響。  
 
市區更新及樓宇保養  
 
33.  在本年度會期內，事務委員會曾研究市區重建局 ("市建
局 ")工作的進度，以及政府當局為協助舊樓進行保養而推行的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措施。當局亦就一項為觀塘市中心重建計
劃興建分層行人連接系統的撥款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  
 
《市區重建策略》及市區重建局的角色  

 
34.  事務委員會察悉，根據當局於 2011年頒布，強調 "以人
為本、從地區出發及與民共議 "的新《市區重建策略》，市建局
以 "重建發展 "和 "樓宇復修 "為該局兩項核心業務。  
 
35.  在重建方面，委員認為市建局應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利

用該局在其重建項目中收回的土地發展首次置業貸款計劃及夾

心階層房屋計劃下的資助出售單位、為基層而設的公屋單位及

非豪宅私人單位。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檢視市建局的角色、使命

和職能，以及市建局推行其重建項目時採用的方法及補償方

案。事務委員會就相關意見和建議通過3項議案。  
 
36.  政府當局表示，市建局的營運模式一向是透過出售重建

後所興建的單位取得收人，以達到推行財政自給和可持續的市

區更新計劃的長遠目標。儘管如此，市建局已於2017年 5月就油
麻地及旺角區展開一項為期兩年的地區規劃研究 ("油旺地區規
劃研究 ")，以探討更具成效的方法處理市區老化問題，包括探討
日後是否可能在合適的重建項目中興建不同類型的房屋。當局

會在進行油旺地區規劃研究期間蒐集公眾對市區更新的意見。  
 
37.  儘管委員支持市建局就促進樓宇復修推行的措施，他們

殷切希望當局確保會制訂足夠的措施，以防範樓宇保養工程出

現圍標的情況。市建局表示已於 2016年 5月推行 "招標妥 "樓宇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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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促進服務計劃 ("'招標妥 '計劃 ")。該項計劃旨在向私人樓宇的
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 ")提供技術支援，以及減低在採購工程階段
出現圍標的風險。再者，為加強向有關業主提供協助，市建局

已着手把現有的 "樓宇復修資訊通 "網站提升為新的 "樓宇復修平
台 "。該平台預期會在 2018年年中推出，以向業主提供一個一站
式的資訊中心。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38.  行政長官在 2017年施政報告中宣布，當局計劃動用 30億
元推出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以資助自住業主為需要修葺的舊
樓進行復修工程。在 2017年 12月，政府當局諮詢事務委員會有
關擬議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以及當局在 2018年下半年推行 "樓
宇更新大行動 2.0"及委託市建局擔任推行機構的計劃。  
 
39.  雖然委員普遍歡迎當局推行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但他
們建議提高當局就參加樓宇平均應課差餉租值所定上限 7，以涵

蓋更多樓宇。此外，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由屋宇署挑選該

等已接獲當局發出強制驗樓計劃通知的高齡 "三無 "大廈，以列為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下的第二類別樓宇。他們進一步建議，由
於相關業主難以就樓宇公用部分籌組訂明檢驗及修葺工程，政

府當局應容許有關業主主動要求當局把其樓宇列為第二類別樓

宇。  
 
40.  政府當局表示，為確保公共資源用得其所，當局會集中

為有需要的業主提供適切的支援，以協助他們履行妥善保養其

樓宇的責任。就參加樓宇設定目前的平均應課差餉租值上限，

將會涵蓋約八成樓齡為 50年或以上的樓宇。為了就第二類別樓
宇的公用部分進行檢驗及修葺工程，屋宇署會主動挑選合資格

樓宇，並根據風險評估就所挑選的樓宇訂定優次，以代業主進

行所需工程。  
 
41.  委員歡迎政府當局建議就年滿 60歲或以上的合資格長
者申請人訂定較高的津貼額，讓他們獲資助全數費用，以每個

單位 5萬元為上限。他們進一步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向獲發 "殘疾人
士登記證 "的合資格申請人提供款額較高的津貼。政府當局承

                                              
7 政府當局建議，參加樓宇的住用單位平均應課差餉租值，市區 (包括沙田、葵

青及荃灣區 )樓宇每年不得超過 16萬 2,000元，而新界 (除沙田、葵青及荃灣區
外的整個新界區 )樓宇則不得超過 12萬 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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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當局就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的推行情況進行檢討時會考慮
委員的建議，繼而在 2020年左右邀請市民提出第二輪申請。  
 
42.  委員亦就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的推行情況進行討論，例
如樓宇保養工程的需求飆升，可能會對市場造成的壓力，以及

監察由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資助的工程質素。他們又促請政府
當局及市建局採取有效措施，以預防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下的
樓宇修葺及保養工程項目出現貪污及圍標的情況。政府當局向

委員保證，除了打擊圍標的恒常工作外，當局亦會就 "樓宇更新
大行動 2.0"制訂新措施。第一類別參加樓宇 8的業主須參加市建

局的 "招標妥 "計劃。所有參加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的樓宇亦會
自動登記為參加警方推行的 "復安居 "計劃的樓宇；該項計劃將提
供的服務包括一條供市民查詢及舉報罪案的熱線，以及有關樓

宇修葺工程的公眾教育資料。  
 
升降機的安全規管  
 
43.  於 2018年 4月 8日，在荃灣海灣花園發生一宗升降機事
故，當中所涉升降機在抵達指定樓層後未有停下，結果引致兩

名升降機乘客受傷。在 2018年 5月 11日，另一宗升降機事故在上
水名都巴黎閣發生，引致一名升降機乘客死亡。據機電工程署

("機電署 ")所述 9，上述第二宗事故可能與升降機的機廂不正常移

動有關。該等事故令公眾廣泛關注升降機的安全。  
 
44.  在發生上述致命升降機事故後，事務委員會在 2018年
5月 29日的會議上就升降機的安全規管進行緊急討論。委員察
悉，本港約有 6萬6 000部升降機，當中約八成未配備達到最新標
準的安全裝置。優化升降機是按自願的基礎進行，但相關進度

並不顯著。自 2011年至今，只有大約 5 200部升降機進行了不同
程度的優化工程。委員審視了政府當局就改善升降機安全建議

的短至中期措施，當中包括研究長遠強制進行優化升降機工程

的可行性。事務委員會通過4項議案，建議政府當局採取多項措
施，例如資助樓宇業主進行優化升降機的工程；就升降機保養

工程制訂指引/實務守則及加強檢查；增加升降機保養行業的人

手；以及加強培訓及改善升降機工人的工作條件。  
  
                                              
8 第一類別樓宇包括，相關業主無論是否獲發強制驗樓通知，均有意至少就其

樓宇的公用部分自行籌組訂明檢驗及修葺工程的樓宇。  
 
9 資料來源：機電署於 2018年 5月 11日發出的新聞公報。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5/11/P2018051101076.htm?fontSiz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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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  
 
45.  在本年度會期內，事務委員會繼續監察政府當局就保育

及活化本港文物地點及建築進行的工作。  
 
46.  在當局於 2017年 10月向委員簡介政府的文物保育措施
時，委員尤其關注到，在宣布把紅樓列為暫定古蹟 12個月的限
期於 2018年 3月屆滿後，當局會如何保育紅樓。 10他們強調，古

物古蹟辦事處 (下稱 "古蹟辦 ")有迫切需要完成有關評估紅樓文
物價值的工作，以決定應否宣布紅樓為古蹟，從而根據《古物

及古蹟條例》(第 53章 )永久保護紅樓。與此同時，委員關注到，
就紅樓制訂的 "寓保育於發展 "方案能否有效保護紅樓免被拆
卸。他們希望政府當局可確保紅樓的業主受維修資助計劃下的

條款約束，在取得該項計劃下的資助後，於 10年內不會拆卸紅
樓或轉讓紅樓的業權。  
 
47.  部分委員關注到，當局會如何保育另一些由私人擁有並

面對發展威脅的已評級歷史建築 (包括位於下亞厘畢道的香港聖
公會中環建築群及香港佑寧堂 )。他們質疑，在保護歷史建築方
面，現行文物保育政策及宣布法定古蹟的制度是否足夠。他們

促請古蹟辦加快評估一級歷史建築，以將有關建築物宣布為古

蹟。與此同時，委員亦批評，當局為歷史建築進行評估以決定

是否宣布有關建築物為古蹟時，所採取的準則並不清晰，相關

評估程序亦欠缺透明度。  
 
48.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設立一個內部機制，監察法定古

蹟 /暫定古蹟或已獲評級 /建議評級的歷史建築的任何拆卸 /改

建工程。雖然古蹟的宣布涉及以 "高門檻 "作出的仔細評估，自
2005年起，古物諮詢委員會 (下稱 "古諮會 ")已採用 6項準則 (即歷
史價值、建築價值、組合價值、社會價值和地區價值、保持原

貌程度以及罕有程度 )評估歷史建築的文物價值。  
 
49.  委員關注到，缺乏具吸引力的誘因，可能會令很多歷

史建築的私人業主對於同意宣布他們擁有的歷史建築為古蹟的

建議會有所猶豫。就此，政府當局表示，古諮會在 2015年發表
的 "歷史建築保育政策檢討報告 "中建議，由於社會上意見紛紜，

                                              
10 位於屯門近石角咀村的紅樓為一級歷史建築。鑒於有人在 2017年 2月及 3月於

紅樓進行未經許可的工程，以致紅樓面對被即時拆卸威脅，政府當局根據《古

物及古蹟條例》(第 53章 )第 2A(1)條，在 2017年 3月 13日宣布紅樓為暫定古蹟，
有效期為 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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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不應採納以公帑購買或收回私人擁有歷史建築的方案。反

之，當局會提供合適的經濟誘因 (例如稍為放寬地積比率 )，以
便利私人業主保育其建築物。  
 
水資源  
 
50.  事務委員會繼續致力監察政府當局在供水、保護水資源

及加強食水安全方面的工作。  
 
東江水的供應  
 
51.  目前，在香港供應的食水中，約有 20%至 30%是來自收
集所得的雨水，其餘 70%至 80%則是從東江輸入。根據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 ("粵方 ")簽訂的 "從東江取水供給香港
的協議 "("供水協議 ")，東江水的長遠供應已得到保證。自2006年
起，供水協議採用統包總額方式，由港方向粵方每年支付一筆

款額，以便粵方每年按議定的供水量供應東江水。自 2006年以
來，每年供應東江水的上限設定為8億 2 000萬立方米。  
 
52.  委員關注到，由於本港每年的東江水用水量通常都低於

供水上限，因而存在浪費公帑的情況。部分委員因此建議當局

採用按量收費方式或混合付費模式。混合付費模式會包含一筆

就保證供水量 (例如 7億立方米 )支付的固定款額，另加按照實際
供水量計算的浮動金額。部分委員質疑，為何本港現時支付的

單位水價 (在 2017年為每立方米 5.8元 )較廣東省其他城市所支付
的單位水價 (在 2017年為每立方米約 1元 )為高。有委員建議，當
局應尋求訂立一份年期較長的供水協議，從以與粵方磋商時取

得較優惠的水價。  
 
53.  政府當局表示，統包總額方式能確保有可靠的東江水供

應，以滿足香港的需要。根據政府當局的分析，8億 2 000萬立方
米的每年供水上限可確保在 2018年至 2020年期間的供水可靠程
度達 99%。事實上，每年輸入本港的東江水通常超過7億立方米。
假如把供水上限設定為 7億立方米，供水的可靠程度會下降至
65%，以致香港在旱災時便可能無法輸入所需的水量。此外，基
於有需要應付粵方的營運成本及滿足其投資回報，若採用 "按量
付費 "方式，並不必然會令東江水價格降低。再者，把供港東江
水的單位水價與供應給其他廣東省城市的單位水價直接比較並

不恰當，因為釐定水價時曾計及多項因素，例如輸送東江水的

距離，以及部分廣東省城市須投放資源保護水資源及作出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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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在粵港雙方經過多輪磋商後，已在現行供水協議採用0.3%
的每年水價增幅。與此同時，在 2020年供水協議期滿前政府當
局會檢討有關付費方式。  
 
54.  為長遠減少倚賴東江供應食水，委員認為當局有必要開

拓不同的食水來源，包括把海水化淡生產食水的供應目標比例

提高，以及加強提倡節約用水及減少漏水的工作。  
 
有關供水的工程項目  
 
55.  政府當局曾尋求事務委員會支持有關將軍澳海水化淡

廠第一階段設計和建造及建設智管網第二階段的撥款建議。當

局亦曾就另外兩個水務設施項目諮詢委員，包括為上水及粉嶺

新房屋發展項目供水及小蠔灣濾水廠擴展工程的項目。  
 
56.  為了開拓不同的食水來源，委員大致上支持有關興建將

軍澳海水化淡廠第一階段的撥款建議。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第一

階段每日的食水產量為 13萬 5 000立方米。當局會預留空間，以
在有需要時把每日食水產量最終擴大至 27萬立方米。他們察
悉，到 2022年，上述海水化淡廠每年產量將佔全港總食水需求
5%。委員察悉，按 2016年的價格水平計算，海水化淡的估計成
本約為每立方米 12元至 13元。他們詢問，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
逐漸減低有關成本。  
 
57.  政府當局表示，隨着逆滲透技術進步，海水化淡的成本

會逐步減低。當局會研究各個方案，以盡量提高海水化淡能源

消耗的效益，例如安裝先進的能源回收系統，以提高能源效益。

此外，由於將軍澳海水化淡廠鄰近產生沼氣的新界東南堆填

區，政府當局一直與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磋商，研究可否利

用上述沼氣為海水化淡廠供電，從而減低能源成本。  
 
58.  委員歡迎當局分階段推行智管網，以適時探測及迅速修

理滲漏及爆裂的水管，從而便可減少從供水管網流失的食水至

少於 15%。委員察悉，為全面推行智管網，當局預期會在2023年
之前於全港設立約 2 000個監測區域及水壓管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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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食水安全措施 
 

59.  在食水含鉛超標事件於2015年發生後，發展局及水務署
按 "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 "("調查委員會 ")在其報告 11提出的

建議採取跟進行動。事務委員會一直緊密察悉當局進行的上述

跟進行動。調查委員會的建議包括成立一個獨立組織，以全面

監察水務署的表現和香港的水質。然而，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

察悉，在政府當局於 2017年 11月就發展局和水務署推行食水安
全及土地供應措施提交的人員編制建議當中，政府當局反而建議

在發展局轄下設立一個專責小組，由一名擔任副秘書長 (工務 )3
職位的人員掌管，以監察水務署在食水安全事宜方面的表現。

他們對此表示失望，並認為基於潛在的角色衝突，當局指派一

組發展局人員規管其水務署同事的工作，並非恰當的做法。  
 
60.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為確保公正，該專責小組不單會

自行審核及突擊巡查水務署供應食水的品質制度，在有需要時

亦會委聘獨立審核機構就同樣的事宜進行額外的外聘審核。發

展局工務科亦會成立一個由相關業界的學者及專家組成的食水

安全諮詢委員會，就不同的食水安全事宜提供意見。此外，該

專責小組亦會與衞生署密切聯繫及請衞生署參與，以共同監察

本港的食水安全。  
 
61.  委員亦表示關注葵青區及荃灣區的食水在 2017年 11月
中出現異味的事件。該事件是因為水務署在荃灣食水配水庫進

行保養工程所致。他們促請當局加強水務署的內部管治。  
 
62.  政府當局強調，發展局及水務署對確保食水安全十分重

視。當局已就推行在 2017年 9月公布的 "提升香港食水安全行動計
劃 "規劃額外的人手支援。 12除了增加管理層人員外，水務署亦

已增加前線人員的人手，以應付持續增加的工作量。此外，亦會

在水務署成立一個特別職務組，以檢討水務署的架構及在有需

要時就長遠的人手安排提供意見。  
 
                                              
11 在 2015年 7月至 11月期間，11個公屋發展項目及若干私人住宅樓宇的用戶水龍

頭供應的食水，被發現含鉛量不符合世界衞生組織的《飲用水水質準則》。

此外，從 3間中學及 8間幼稚園抽取的水樣本，亦發現含鉛量超標。當局於
2015年 8月成立調查委員會，以調查上述事件。調查委員會在 2016年 5月向行
政長官提交報告，就本港的食水安全提出多項建議。  

 
12 行動計劃的詳情載於：  

h t tps : / /www.wsd.gov.hk/ tc /core-businesses/water-qual i ty/act ion-plan-for-enhan
cing-of-dr inking-water-safety/ index.html  

https://www.coi-drinkingwater.gov.hk/chi/pdf/COI%20Drinking%20Water_Report.pdf
https://www.wsd.gov.hk/tc/core-businesses/water-quality/action-plan-for-enhancing-of-drinking-water-safety/index.html
https://www.wsd.gov.hk/tc/core-businesses/water-quality/action-plan-for-enhancing-of-drinking-water-safet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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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境及樹木管理  
 
63.  在2018年2月，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在香港進行的
園境及樹木管理工作。委員關注到近年若干宗砍伐樹木的事件，例

如路政署砍伐般咸道的石牆樹招致甚多輿論批評，以及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修剪大埔的樹木，令樹上一些鷺鳥巢內的雛鳥受到影

響。為加強規管，委員促請當局制訂樹木法，為規劃、栽種、

護養及移除樹木提供一個法律框架。他們又呼籲政府當局加強

工作，培育具備樹木管理專業資歷及經驗的人員，並為樹藝師

制訂資歷架構。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要求當局加強保育

及保護樹木。  
 
64.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對於制訂有關樹木管理的法

例持審慎開放的態度。然而，由於樹木管理法例可能會對私人

物業的管理帶來影響，例如物業業主因此須付出的循規成本，

而具備相關經驗推行所需樹木檢查及護養工作的合資格人員亦

短缺，各界須就有關事宜從長計議。在現階段，政府當局的重

點工作是與業界協力提高樹木工作從業員的知識、技術及管理

水準，以提升本港樹木管理工作的專業水平。  
 
65.  在 2018年 2月 27日，當局就有關在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路
政署開設兩個總園境師常額職位的人員編制建議諮詢事務委員

會。雖然其他委員大致上支持上述建議，一名屬民主黨的委員

反對當局開設上述兩個首長級總園境師職位的建議，並認為當

局反而應更善用公帑改善在前線進行的樹木保育工作。該名委

員亦促請政府當局在公務員的編制下開設一個專責樹藝師職

系。  
 
66.  政府當局強調，開設該兩個總園境師常額職位的建議不

會影響有關推展前線樹木管理工作所需的人手資源，而在指導

及改善路政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所進行的園境和綠化工作方

面，由擔任該兩個總園境師職位的人員領導亦至關重要。根據

政府當局的現行做法，樹木管理部門會因應其運作需要，安排

不同職系的人員負責樹木管理和其他工作。當局會安排上述人

員接受培訓，讓他們獲取所需的專業知識和資格，例如國際樹

藝學會註冊樹藝師的資格。政府當局認為沒有需要開設新的樹

藝師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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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曾討論的其他課題  
 
67.  除了在本報告較前部分所述的立法建議外，事務委員會

亦曾就有關下列事宜的立法建議表達意見： (a)調整土木工程拓
展署在礦場燃爆、危險品製造、貯存和燃爆及爆炸品貯存和運

送方面提供的服務收費；及 (b)提升《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
(第 618章 )下的註冊工程師及註冊工程人員的資歷要求。事務委
員會曾在本會期內討論的其他主要課題包括： 2018-2019年度基
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優化海濱的進度；以及成立一個10億
元的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的撥款建議。  
 
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的工作  
 
68.  在發展事務委員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監察

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於本會期曾就多項事

宜進行商議，當中包括：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西九文化區 ")核心
文化藝術設施的發展進度；西九文化區計劃文化軟件的發展和

管理模式；西九文化區的最新財務狀況和加強財務安排；西九

文化區與鄰近地區的融合和連接的事宜；有關公共基建設施工

程及公共設施的撥款建議；以及一項人員編制建議。為了繼續

就西九文化區計劃的推行情況進行監察工作，上述聯合小組委

員會將會尋求內務委員會批准，以在 2018-2019年度會期繼續進
行工作。  
 
會議及考察  
 
69.  截至 2018年 6月底為止，事務委員會在本年度的會期曾
舉行合共 13次會議 (包括兩次與另一個事務委員會舉行的聯席會
議 )。聯合小組委員會曾舉行合共5次會議，並在2017年 12月前往
西九文化區進行實地視察，以觀察西九文化區計劃的最新發展。 
 
70.  香港賽馬會 ("賽馬會 ")亦已邀請事務委員會委員於
2018年 7月 6日前往大館 13(一個由賽馬會伙拍政府進行的活化項
目 )進行實地視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年 6月 26日

                                              
13 大館位於經修復的中區警署建築群，該建築群由 3個法定古蹟 (即前中區警署、

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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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

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

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

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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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健鋒議員 , GBS, JP 
 陳克勤議員 , BBS, JP 
 陳健波議員 , GBS, JP 
 梁美芬議員 , SBS, JP 
 黃國健議員 , S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 G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田北辰議員 , BBS, JP 
 易志明議員 , SBS, JP 
 胡志偉議員 , MH 
 陳志全議員  
 陳恒鑌議員 , JP 
 梁志祥議員 , SBS, MH, JP 
 麥美娟議員 , BBS, JP 
 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  
 黃碧雲議員  
 盧偉國議員 , SBS, MH, JP 
 楊岳橋議員  
 尹兆堅議員   
 朱凱廸議員  
 何君堯議員 , JP 
 何啟明議員  
 林卓廷議員  
 周浩鼎議員   
 柯創盛議員 , MH 
 陳振英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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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莊議員  
 張國鈞議員 , JP 
 許智峯議員  
 劉國勳議員 , MH 
 鄭松泰議員  
 鄺俊宇議員  
 譚文豪議員   
 范國威議員  
 鄭泳舜議員 , MH 
 謝偉銓議員 , BBS 
  
 (總數： 40位委員 ) 

 
 

秘書  盧慧欣女士  
 
 

法律顧問  
 
 

鄭喬丰女士  
 

 
* 委員名單的變更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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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 ) 
 

 
議員  相關日期  
黃定光議員 , GBS, JP 至 2017年 10月 23日  
姚思榮議員 , BBS 至 2017年 10月 23日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至 2017年 10月 23日  
容海恩議員  至 2017年 10月 23日  
郭偉强議員 , JP 至 2017年 10月 24日  
陸頌雄議員  至 2017年 10月 24日  
謝偉銓議員 , BBS 自 2018年 3月 21日  
鄭泳舜議員 , MH 自 2018年 3月 23日  
范國威議員  自 2018年 3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