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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目的 
 
1.1 立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 事 務 委 員 會 ”) 於
2023年12月19日至21日期間，聯同發展局的政府官員

前往上海，進行為期 3 天的職務考察。本報告載述

事務委員會代表團考察內容及觀察所得。  
 
 
考察背景及目的 
 
1.2 事務委員會一直關注政府當局在城市規劃、

新區發展、文物保育和活化等方面工作的進度，並

密切跟進與海濱發展相關的事宜。此外，由於受氣候

變化影響，極端天氣的威脅越趨嚴重，因此委員在

相關的討論中指出政府當局應確保有關的基礎建設

(例如雨水排放系統 )充分考慮相應的抗禦力。  
 
1.3 上海和香港是國家具有特殊地位和功能的中心

城市，前者是長三角經濟城市群的引領城市，後者是

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鑒於上海在城市建設及

管理，以及文物保育和活化方面有不少可供香港借鑒

之處，時任事務委員會主席謝偉銓議員向事務委員會

提出前往上海進行職務考察的建議，以了解當地在

推展上述範疇相關工作的最新情況。  
  

第一章：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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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 2023 年 10 月 24 日的 會議上 ，事 務委 員會

同意於 2023 年 12 月 19 日至 21 日前往上海進行職務

考察，並歡迎發展局及相關部門的官員參與，以及

邀請其他議員一同參與考察。職務考察的目的如下：  
 

( a )  就上海的城市規劃及管理、新區發展、

文物保育及活化取得第一手資料，並與

內地有關當局及機構就上述範疇共同關注

的事宜交換意見；  
 
(b )  認識上海的應急防災工作，以及當地的

防洪基礎建設；及  
 
( c )  實地考察上海的海濱及河濱建設。  

 
1.5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在 2023年 11月 10日的會議

上，通過有關事務委員會前往上海進行職務考察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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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事務委員會代表團成員 
 
1.6 事務委員會代表團包括以下16名成員 : 1 

 
事務委員會主席及代表團團長  
 
謝偉銓議員 ,  BBS,  JP  
 
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及代表團副團長  
 
劉國勳議員 ,  MH,  JP  
 
事務委員會委員  
 
盧偉國議員 ,  GBS,  MH,  JP  
江玉歡議員  
李鎮強議員 ,  JP  
周文港議員  
林素蔚議員  
林筱魯議員 ,  SBS,  JP  
洪雯議員  
 
其他參與考察的議員  
 
謝偉俊議員 ,  JP  
陳恒鑌議員 ,  BBS,  JP  
葛珮帆議員 ,  SBS,  JP  
何君堯議員 ,  BBS,  JP  
林琳議員  
姚柏良議員 ,  MH,  JP  
陳紹雄議員 ,  JP  
 

                            
1 除非另有述明，本報告以下段落所述的“代表團”是指事務委員會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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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立法會秘書處總議會秘書 (1 )2 何潔屏女士、

高 級 議 會 秘 書 (1 )2 鄧 素 秋 小 姐 及 議 會 秘 書 (1 )2
歐陽蔚嵐先生隨同代表團進行職務考察。  
 

1.8 發展局代表團成員名單載於附錄。  
 

 
 

 

 
  

事務委員會代表團聯同發展局代表團啟程前往上海進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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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行程 
 
1.9 代表團的主要行程如下 :   
 

2023年12月19日(星期二) 

早上 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乘坐航班前往上海浦東機場  

下午 拜訪上海市水務局 
 

晚上 與在滬港人團體代表交流及共晉晚餐 
 

2023年12月20日(星期三) 

早上 拜 訪 上 海 市 住 房 和 城 鄉 建 設 管 理 委 員 會 
 

下午 參觀臨港新片區 

2023年12月21日(星期四) 

早上 拜訪上海市人民政府 
 
參觀徐匯濱江建設項目 
 

下午 參觀百年張園 
 

抵達上海浦東機場，乘坐航班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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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2.1 上海市簡稱 “滬 ”，是內地 4個直轄市之一，為

內地最大的經濟中心和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上海位

處長江三角洲的入海口，東臨東海，西接江蘇、浙江

兩省，總土地面積為6  340 .5平方公里。   
 

2.2 截至 2022年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為 2  476萬
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 1  470 萬人，外來常住人口

1  006萬人 (佔全市常住人口40 .6%)。    
 
2.3 上海市的城鎮化比率領先全國，房地產業發展

因此較為成熟，行業增加值在 2022年佔全市 GDP約

8% ， 為 上 海 市 第 三 產 業 當 中 的 支 柱 產 業 之 一 。

2021年，上海先後推出了《關於促進本市房地產市場

平 穩 健 康 發 展 的 意 見 》 ， 以 及 《 上 海 市 住 房 發 展

“十四五”規劃》，以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2.4 香港是上海市的最大外資來源地，本港企業

投資佔上海市外資投資總額約 40% 。單在上海市的

長寧區，據報截至 2023 年年中，有近 2  000 家港資

企業落户該區，佔該區外資企業約三分之一，投資

總額達 900億元人民幣 (983億港元 )。代表團考察行程

中其中兩個地點 (徐匯濱江及百年張園 )，港資房地產

發展商2均有參與有關項目的規劃、建設及營運。 
 

  

                            
2 置地公司於 2023 年 6 月宣布斥資 600 億元人民幣發展徐匯濱江；太古

地產則與上海靜安置業集團共同投資百年張園項目。  

第二章：考察及交流 

https://hklandblob.blob.core.windows.net/assets/press-release/2023/tc/hll_20230608.pdf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zh-hk/media/press-releases/2022/20221128_zha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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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上海市水務局 
 
2.5 代 表團於 2023 年 12 月 19 日上 午由香港 乘坐

航班前往上海浦東機場，首先拜訪上海市水務局，與

史家明局長及相關官員會面。  
 

 
 
 
 
 
2.6 代表團察悉，上海市水務局成立於2000年，是

主管全市水行政的市政府組成部門，其主要職責包括： 
 

(a) 負責保障水資源的合理開發和保護工作，貫徹

執行有關水務的法律和政策方針，包括防洪除

澇、污水污泥處理、雨水排水等水務規劃； 
 

(b) 負責生活、生產經營和生態環境用水的統籌和

保障，推動節約用水； 
 

(c) 按規定制訂水務工程建設有關制度，並指導

監督水務工程建設； 

代表團與上海市水務局官員就滬港兩地的防汛減災工作交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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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負責供水、排水及水利行業(包括農村水利)的

管理，以及有關水文監測及水土保護的工作； 
 

(e) 負責海洋開發利用和保護的監督管理，以及

海洋行政執法工作，並實施海洋戰略規劃和

發展海洋經濟；及 
 

(f) 負責落實綜合防災減災規劃相關要求，包括

水情旱情的監測預警，以及就重要江河湖泊及

水利工程在防禦颱風、暴雨、洪水等情況制訂

應急方案。 
 
2.7 會面開始時，上海市水務局代表先向代表團

簡介上海市城市防汛減災的基本情況，繼而逐一介紹

上海市防汛減災的 “四道防線 ” 3和 “四個體系 ” 4，以及

各項促進上海市建設成為韌性城市的政策措施和工程

項目，包括 “ 吳淞江工程 ” 、 “ 黃浦江防汛能力提升

工程”、“雨水系統提標”及其他排水專項行動。   
 
2.8 隨後，代表團與上海市水務局官員就韌性城市

的建設、應急防洪工作 ( 包括防洪標準及資源等 ) 、
極端天氣 (特別是暴雨 )的預警機制、防災減災大數據

分析及推展各項與水務相關的基建項目等多個議題作

進一步交流。  
 
2.9 代表團察悉，上海市積極完善防汛防洪保障

機制，全面統籌協調重點水利和防洪設施，進一步鞏

固由 “千里海塘、千里江堤、區域除澇、城鎮排水 ”所
組成的上海防汛減災 “ 四道防線 ”的總體布局，包括

興建吳淞江、太浦河等重大水利工程，加快推展黃浦

                            
3 即千里海塘、千里江堤、區域除澇和城鎮排水。 

 
4 即組織指揮體系、預案預警體系、信息保障體系及搶險救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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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口水閘的前期研究和建設，並鞏固防汛牆。另一

方面，上海市亦致力建造海綿城市， 5相關政策措施包

括完善城鄉雨水排水體系，強化降雨預警機制，保護

河流、湖泊等天然 “ 海綿體 ”及增加屋頂綠化等人工

“ 海綿體 ”，期望至 2035年，城市 80%以上面積達到

海綿城市建設目標要求。  
 
2.10 代 表 團 亦 察 悉 ， 根 據 上 海 市 防 洪 除 澇 規 劃

(2020-2035 年 ) 6，上海市的防洪和除澇的規劃標準

如下： 

 

防洪標準  流域防洪  
 

  防禦太湖流域不同降雨典

型 100年一遇洪水標準。  
 

區域防洪  
 

  防禦區域 50 年一遇洪水

標準。  
 

城市防洪  
 

  黃 浦江市 區段防 汛墻按

1  000 年 一 遇 高 潮 位

設防。  
 
  全市主海塘按 200年一遇

標準設防。  
 

除澇標準    主 城 區 等 重 要 地 區 基 本

達到 30年一遇標準，其它

地 區 基 本 達 到 20 年 一 遇

標準。  
 

 
                            

5 在內地，建設“海綿城市”一般以實現“小雨不積水、大雨不內澇、水體不

黑臭、熱島有緩解”為目標。 

 
6 有關資料載於上海市水務局網頁。 

https://swj.sh.gov.cn/ghjhua/20211009/ae9ce5cd33384864b345c75a68e655d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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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在會面交流中，代表團認同上海市水務局的

意見；就防洪應急的策略而言，考慮到成本效益，

追求不斷提升排水設施的設計標準以達到沒有水浸

風險並不實際，而是要從城市規劃設計和防洪管理

角 度 增 加 應 對水 浸 的 能 力， 整 個 社 會 要 做好 預 案

預演，從而盡量減低人命及財產損失。  
 
 
與在滬港人團體代表餐敘交流 
 
2.12 代 表團於 2023 年 12 月 19 日晚 上與在滬 港人

團體代表餐敘交流。  
 
2.13 是次餐敘讓代表團了解在滬港人 (包括與地產和

建造相關界別的代表 ) 在上海工作、營商和生活的

情況，從不同角度掌握上海的最新發展。  
 
 

事務委員會代表團、發展局代表團與上海市水務局局長史家明先生

(前排左四)及其他代表在會面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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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代表團團長謝偉銓議員在席上表示，代表團是

疫情及社會復常後，立法會的首個訪滬代表團。香港

與上海分別在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城市群扮演著重

要角色，兩個城市有不少共通點，但也各有優勢、各

具特色。期望能借鑒上海市的經驗，進一步完善香港

在城市規劃及管理、新區發展、文物保育及活化、應

急防災工作和防洪基礎建設，以及海濱及河濱建設等

範疇的政策和措施。目前在上海生活、就業及就學的

港人多達 8萬人，在滬港人對促進滬港兩地交流以及

經濟和文化發展貢獻良多。  
 
 

 
 
 
 
 
 
 
 
 
 
 
 
 
 
 

代表團與在滬港人團體代表餐敘，了解他們在上海工作、營商和生活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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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上海市住房和城鄉建設管理委員會 
 

2.15 代 表團於 2023 年 12 月 20 日早 上拜訪上 海市

住房和城鄉建設管理委員會 (“ 上海市住建委 ”) ，與

主任胡廣傑、副主任金晨及其他主事官員會面。  
 
2.16 上海市住建委成立於 2015年，為市政府組成

部門，專責全市住房和城鄉建設管理工作，其主要

職能包括：  
 

( a )  執行有關住房、城鄉建設和城市管理的

法規和政策方針，統籌並推進城市管理

領域的相關工作；  
 

(b )  根據上海市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

擬訂並實施城鄉建設和城市管理的發展戰

略及年度計劃，並會同有關部門做好城市

建 設 和 土 地 使 用 管 理 的 銜 接 工 作 ；  
 

( c )  負責建築、燃氣及建材市場監管和行業的

行政管理；及  
 
(d )  制訂有關工程建設、住房設計及公共服務

設施的標準、造價和技術規範，並對工程

安全進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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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代表團察悉，上海的城市規劃主要由《上海市

城市總體規劃 (2017-2035 年 ) 》規範。該政策文件為

上海市的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提供基礎。相關的具體

政策包括： 
 

(a) 立足國內外：上海的城市規劃須立足國際和

滿足本地實際需要，主動服務 “一帶一路 ”
建設、長三角城市群協同發展等國家戰略，

使上海成為創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態

之城，以至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b) 嚴格控制城市規模：至 2035年，上海常住

人 口 控 制 在 2 500 萬 左 右 (2022 年 年 底 為

2 476 萬 人 ) ， 建 設 用 地 總 規 模 不 超 過

3 200平方公里，並致力解決城市發展所面臨 
的問題 (如環境污染、交通擠塞等 )，積極

探索超大城市發展模式的轉型途徑； 
 
 

代表團聽取上海市住建委簡介其主要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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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

銀山 ”的意識，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

政策，包括做好節能減排工作，積極發展

綠色建築，鼓勵綠色出行； 
 

(d) 創造宜居環境：統籌安排教育、文化、

體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

人 性 化 的 公 共 空 間 ， 構 建 “15 分 鐘 社 區

生活圈 ”，使居民可在步行範圍內滿足日常

需求，營造“宜居、宜業、宜學、宜遊”的社

區環境；  
 

(e) 塑造城市特色風貌：發掘上海豐富的文化

內涵，提升城市軟實力和吸引力，例如透過

保育歷史建築、文化街區及工業遺產，突顯

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城市特色；及 
 
(f) 完善城市管理：多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

信息技術提升城市科學化及智能化管理

水平，同時強化公路、機場、港口、長三角

鐵路網絡等交通基礎設施的管理和建設，使

上海更好發揮交通樞紐功能，促進區域的

互聯互通。 
 

2.18 會面期間，上海市住建委代表向代表團介紹

住建委在城市規劃、舊區活化及更新、歷史建築保育，

以及河濱建設的主要政策和工作。就防災、減災及救災

工作的實踐情況，代表團察悉住建委的相關工作包括

強化落實防汛責任、強化隱患排查整治、提升救援

能力，以及強化應急指揮體系建設和有關防汛的宣傳防

範等。代表團並參觀了住建委的防汛防颱應急指揮

中心，了解住建委如何利用這個集合不同部門資料的

大數據平台有效統籌和指揮應急防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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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隨後，代表團成員與上海市住建委官員就上海市

的城市規劃及管理、舊區活化/更新 (“留改拆”政策 )、
防災防洪應急管理、海濱/河濱建設及歷史建築物保育

等範疇進行交流。曾討論的議題包括新片區的規劃、

“城中村”的發展、有關處理違章建築及推動舊區改造的

政策、對受拆遷及舊區改造影響居民的補償，以及古蹟

旅遊等。 
 
 
 
 
 
 
 
 
 
 
 
 
 
 
 
 
 
 
 
 
 
參觀臨港新片區 
 
2.20 代表團於2023年12月20日下午參觀臨港新片區，

與臨港新片區管理委員會 (“臨港管委會 ”)專職副主任

唐浩及其他主事人員會面，就新區發展及推動數字化

區域管理工作進行交流。 
 
2.21 代表團察悉，臨港新城為五大新城之一，在上海

新一輪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作用，也是未來

代表團成員與上海市住建委官員就城市規劃及管理，以及防洪

應急管理等範疇分享兩地的實踐經驗。 
 



 

18  

 

 

上海中心城區的重要輔城。臨港新片區規劃面積達

873平方公里，位於中國 (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內，在

2019年 8月由國務院正式公布設立，並由臨港管委會

落實各項改革試點任務，統籌管理和協調區內有關行政

事務。國有企業臨港集團則負責園區開發、企業服務和

產業投資。臨港新片區建設以國際上公認最具競爭力的

自由貿易園區和自由貿易港為標準，集中構建以國際

貿易航運、跨境金融服務、前沿產業等為代表的開放型

產業體系，包括興建臨港新片區國際數據港先導區，以

打造數據產業地標。 
 
2.22 在推動數字化城市管理方面，代表團察悉，臨港

新片區設有城市運行管理中心，以進行全面的城市資訊

管理，包括將與城市安全相關、分散在不同部門的系統(如
涉及安全生產、自然災害、防汛防颱、公共安全等領域)
整合為統一的系統，以實現“一網統管”的目標。此外，

臨港新片區亦致力推動無人駕駛技術，包括在2022年
12 月推出首條智能網聯 自動駕駛小巴 路線，全 長

3 .2公里，連接區內多個文化旅遊景點。 2023年6月，

臨港新片區部分區域劃設了總長約500公里的自動駕駛

開放道路，讓持牌車輛可以在無駕駛人的狀態下合法

進行測試。 
 
2.23 代 表 團 到 達 臨 港 新 片 區 後 先 試 乘 無 人 駕 駛

計 程 車 、 廂 型 公 交 及 “Smar tBus 大 巴 ” ， 體 驗 臨 港

新片區公共交通自動駕駛系統。車上配備智能化輔助

駕駛系統，有 360 全景環視系統、碰撞預警系統、

盲區監測系統等，方便在開放道路上較為複雜的交通

環境及天氣條件下，實現安全、可靠、舒適的自動

駕駛功能。代表團察悉，無人駕駛亦可應用於餐飲、

零售的配套服務。臨港新片區內設有智能配送車，為

市民和遊客提供餐飲的無人配送服務，以滿足全天候

營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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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代表團隨後與臨港管委會會面。臨港管委會

代表向代表團介紹臨港新片區的城市建設相關制度

創新情況、新城規劃總體情況、建設專案總體情況、

住房和道路建設情況、智慧城市建設情況以及城市

安 全 風 險 綜 合 監 測 預 警 平 台 。 代 表 團 了 解 到 臨港

代表團於臨港新片區分別試乘智慧出租車、智慧小巴及智慧公交車，

體驗自動駕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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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區的 “ 五自由一便利 ”制度型開放體系、 7“ 五個

開放 ” 高水平開放發展實踐， 8以及臨港管委會如何

進一步推進臨港新片區的 “開放 ”和 “創新 ”思考 (包括

科技創新及貿易創新 )。  
 
2.25 會面期間，代表團與臨港管委會就如何引進企業

及居民進駐、新區發展配套設施的供給、推動綠色

基建及綠色能源的政策舉措、無人駕駛技術及氫能

發展等多個議題進一步交換意見。  
 

  
 
 
 
 
 
拜訪上海市人民政府 
 
2.26 代表團於2023年12月21日上午拜訪上海市人民

政府，與上海市副市長張小宏及相關官員會面交流。

張小宏副市長向代表團講述了上海市的最新發展，分享

                            
7 即貿易自由、投資自由、資金自由、運輸自由、人員從業自由及信息快捷聯。 
 
8 即建立開放型體系、建立開放型功能平台、構建開放創新生態、建立開放型

產業體系及優化開放型經濟營商環境。 

代表團與臨港管理委員會會面，了解有關臨港新片區新城規劃總體

情況及相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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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上海建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

都市的工作，並與代表團就滬港兩地有關發展新區和

改造舊區的策略交換意見。代表團衷心感謝上海市政府

對是次考察行程作出的安排和所提供的協助，並期望

日後與上海市政府有更多會面和交流的機會。  
 

 
 

 
 
 
 
 
 
 
 
 
 
 
 
 
 
 
 代表團拜訪上海市人民政府，並參觀介紹上海市歷史發展的展覽。 

 

代表團團長謝偉銓議員(左一)、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女士(左二)與

上海市副市長張小宏先生(右二)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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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徐匯濱江建設項目 
 
2.27 代表團在拜訪上海市人民政府後，前往參觀徐匯

濱江建設項目。徐匯濱江位於徐匯區東部黃浦江畔，

岸線長度約11公里，區域面積約14平方公里，在20世紀

曾是上海最主要的運輸、物流倉儲和生產加工基地，

見證上海近代工業發展歷史。 
 
2.28 代表團察悉，作為上海 “十四五 ”規劃下的重點

河濱建設項目，徐匯濱江以打造更具國際影響力的

文化、科創水岸為目標，主要的發展項目包括： 
 

(a) 西岸智慧谷 (又稱西岸數字谷 )：西岸智慧谷

總建築面積達120萬平方米，旗艦項目為上海

西岸國際人工智慧中心 (又稱“西岸智塔”)，
由兩棟約50層(200米)高的雙子樓組成，據報

吸引包括微軟、華為、阿里巴巴等多家企業

進駐，致力打造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數字

經濟產業群； 
 

(b) 西岸傳媒港：西岸傳媒港以央視長三角總部

為旗艦，已聚集騰訊、網易等一批具有影響

力的企業，為上海的文化商業新地標。西岸

傳媒港總建築面積100萬平方米，其中地下

空間面積達44萬平方米，建有3層地下空間，

其 中 B1 層 為 全 連 通 的 地 下 商 業 街 區 及

停車場，集商業、交通、休閒於一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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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西岸金融城：西岸金融城定位為世界級金融

產業發展平台及全球數字貨幣中心，涵蓋住

宅、寫字樓、酒店、零售、會展等項目，以

及文化設施，包括由香港置地負責營運開發

的公共藝術中心 “西岸漩心 ”。項目預計在

2023年年底至2027年之間分階段落成啟用。 
 

2.29 代表團到達徐匯濱江後首先到西岸智塔 (AI 
Tower)瞭望層遠眺整個徐匯濱江以至上海西岸，聽取

西岸集團代表匯報徐匯濱江發展項目整體發展及規劃。

代表團察悉，在2010年上海世界博會後的10年間，徐匯

濱江的景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例如舊碼頭、機場

倉庫、油罐綠地等工業用地已活化成公園、廣場、

藝術館、美術館和咖啡廳等公共休憩空間，為香港的

舊區活化項目提供重要的參考實例。 
 

 
 
 
 
 
 

代表團登上位於徐匯濱江的西岸智塔，聽取有關徐匯濱江的規劃和

發展的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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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代表團隨後參觀西岸傳媒港了解其整體發展及

規劃。代表團亦有參觀西岸漩心和西岸金融城的建設，

以了解相關發展項目如何便利公眾使用、舉辦活動及

美化市容。 
 

 
 
 
 
 
參觀百年張園 
 
2.31 代表團於 2023年 12月 21日下午參觀是次考察

行程的最後一站百年張園 (“ 張園 ”) 。張園位於

靜 安 區 南 京 西 路 核 心 位 置 ， 佔 地 面 積 為 4 .68 萬

平方米，是上海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庫

門建築群，亦是上海首個保護性徵收改造的城市更新

項目，並以“保護為先、文化為魂、以人為本”的原則

進行保育活化。  
 
 
 

代表團參觀西岸漩心，並了解西岸金融城涵蓋的多個項目及設施的

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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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代表團察悉，張園始建於1882年，是無錫富商

張叔和購地後興建的私家園林，原名 “張氏味蒓園 ”。
園林隨後向遊人開放，一度成為上海市民最大的公共

活動場所，據報見證了上海第一盞公共電燈點亮，

第一個室外照相館亮相，多位歷史名人如孫中山、

蔡元培亦曾在園內發表演講。  
 

2.33 自 2018 年起，靜安區當局採用 “ 徵而不拆、

人走房留 ”方式活化張園，並由上海靜安置業集團與

太古地產成立管理公司，以管理合作形式參與張園的

保育開發項目。園內除了保留43棟歷史風貌建築，更

注入現代時尚元素，以期將張園打造成為國際級文化

商業新地標。 
 
 
 
 
 
 
 
 
 
 
 
 
 
 
 
 
 
 
 
 
 

代表團在張園實地考察上海的文物保育及活化和城市更新工作。

張園是上海首個保護性徵收改造的城市更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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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園 整 體 規 劃以 “ 東 靜 西 鬧 、 沉 浸 無 界 ” 為

核 心 ， 西 部 區 域 引 入 國 際 頂 尖 品 牌 進 駐 ， 並 已 於

2022年年底正式對外開放，東部區域則計劃於未來

興建酒店、創意辦公場所等，從而帶動區域產業升級。  
 

 透過是次參觀，代表團對張園在文物保育及

活化、城市更新、公共空間及商業應用工作的成效有更

深入了解。代表團認為張園這個公私營合作活化文物

建築的成功案例為香港的文物保育政策和措施提供有用

參考。  
 

 
 
 
 
 
 
 
 
 
 
 
 
 

 
 

 
 
 

代表團參觀張園內的零售商店，體驗現代商業元素與歷史風貌

建築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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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是次為期 3天的職務考察中，代表團就城市

規劃及管理、新區發展、文物保育及活化和應急防災

工作等多個範疇，與上海市人民政府和相關單位部門的

領導及代表會面交流，並實地觀摩當地的海濱及河濱

建設，以及新區發展和城市更新項目的最新情況，為

事務委員會日後研究和監察特區政府的相關政策和工作

提供寶貴參考。以下綜述議員考察所得及在交流時提出

的建議。 
 
 
加強防汛減災及應對極端天氣的能力 
 

3.2 議員察悉，上海市歷年來在防汛設施建設上累計

投入 500多億元人民幣，組成千里海塘、千里江堤、

區域除澇、城鎮排水的4道防汛防線。在防汛減災工作

的管理機制與模式方面形成組織指揮、預案預警、信息

保障及搶險救援4個體系。上海市住建委在分享經驗時

指出：防汛工作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防汛工作

永遠在路上。 
 
3.3 在香港，特區政府為改善水浸情況，過去20年合

共完成24項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並正全速推展7項
造價超過80億元的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議員普遍認

同政府當局過去在改善本港排水系統和防洪設施所作出

的努力和有關工作的成效。行政長官在《2023年施政

報告》中表示，特區政府會在預警、準備、應急和復原

4 方面，持續強化本港整體應對極端天氣的能力。

渠務署並會於2024年完成“應對海平面上升和極端降雨

的防洪管理策略規劃研究”，制訂更前瞻性的策略。 
 

第三章：觀察所得及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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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23年9月，香港經歷世紀暴雨，議員建議政府

當局檢視及更新防災備災標準，確保基礎設施具備合適的

抗禦力。另一方面，在與上海市水務局的交流會面中，

議員了解到上海市在第四道防汛防線“城鎮排水”下，計劃

到“十四五”末將全市城鎮雨水排水能力3至5年一遇的比例

提高至25%的目標，並認同上海市水務局的意見指應急

防災的目標應是避免人命和嚴重傷亡，以及將經濟及財物

損失減至最低。鑒於突發暴雨導致嚴重水浸的情況難以

準確預測，不斷大量投放資源在提升排水設施的設計標準

(例如千年一遇 )，以達至沒有水浸風險並不符合成本

效益。議員建議當局以風險為本原則，在確保相關基礎

設施具備所需抗禦力的同時，增撥資源制訂有效的預警

及應急管理措施，以減低水浸事故對市民的影響。 
 
3.5 就應對極端天氣情況的措施，議員了解到上海市

政府利用創新科技和大數據，由上海市住建委擔任中央

統籌，專責統合及分析來自不同部門和渠道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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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然後作出前瞻性的政策決定，協調相關地區和單

位防範應對及確保資訊互通。議員認為如透過有關系統

及管理措施處理住房和建築領域的防汛防颱及相關應急

工作，能讓當局及早察覺和準確預測天氣情況，迅速

果斷地作出疏散人群及截流排洪等決定，將可有效減少

人命財產損失。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借鑒上海市的經驗，

設立跨政府部門大數據平台以迅速和準確地全面掌握

有關資訊，並委派司長級官員督導統籌應急防災的

工作，加強相關部門之間的協調。  
 
 
新區發展  
 
3.6 議員指出上海與香港同樣面對發展郊區及突破

城市發展空間局限的機遇和挑戰。在新區發展方面，

上海有五大新城，其規劃勾劃出每個新城各自的特色和

定位，例如南匯新城聚焦發展創新產業，建構國際人才

服務港，以打造具國際競爭力的特殊經濟功能區。此

外，在2019年8月設立，位於中國 (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

區內的臨港新片區(規劃面積達873平方公里)，按照“整體

規劃、分步實施”原則發展，上海市委及市政府為促進

新片區高質量發展而實施特殊支持政策。與此同時，

臨港新片區致力推動數字化城市管理及無人駕駛技術。 
 
3.7 議員認為，香港在推展北部都會區及交椅洲

人工島等大型發展計劃時，可借鑒上海進行片區發展的

經驗，加強公私營協作和數字化城市管理。議員亦建議

政府當局可研究臨港新片區在發展無人駕駛自動交通

系統方面的經驗，包括法例法規、自動駕駛標準及基礎

設施等，務求盡快勾劃出香港自動駕駛的發展藍圖。

議員並指出北部都會區提供的創科用地，可為自動駕駛

的技術創新、研發及應用提供所需的硬件和軟件，以及

地理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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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2023年施政報告》闡述的主要造地措施中，

北部都會區將按“產業帶動，基建先行”的原則規劃，是香港

未來發展的新引擎，全面發展後可提供約500 000 個新增

房屋單位和500 000個新職位。特區政府於2023年10月公布

《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當中勾劃區內四大區域的主要

設施及推行時間表。議員察悉，為進一步借助市場力量加快

發展，政府當局於2023年12月開始把“加強版傳統新市鎮

發展模式 ”(“加強版模式 ”)下的換地安排 9擴展至所有

新發展區，並優化執行安排。 
 
3.9 作為另一項主要造地措施，交椅洲人工島是推動

香港向前發展另一個重要策略性引擎。交椅洲人工島將

提供1 000公頃土地，以宜居、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作

為發展策略，打造新一代商業核心區域。由財政司司長

主持的 “大型發展項目融資委員會 ”會為北部都會區及

交椅洲人工島提出財務安排建議。 
                            

9 “加強版模式”是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大原則是由政府收回及清理所有已

規劃作發展的私人土地，再撥出土地作各種用途，包括批出土地供私人發展。

在收回及清理土地之前，政府可容許規劃作私人發展的土地的業權人提出

原址換地申請，而他們須符合特定的準則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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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有關北部都會區，議員普遍認同《2023年施政

報告》所載，北部都會區的規劃以 “產業帶動，基建

先行 ”為主軸，透過北部都會區四大區域 (即高端專業

服務和物流樞紐、創新科技地帶、口岸商貿及產業區和

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圈)不同發展主題及產業定位創造就業

機會和推動職住平衡。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在落實北部

都會區的發展時，必須強化多元產業發展和招商引資的

功能，積極推動公私營合作和善用市場力量。就此，

議員認同當局擬利用靈活的批地模式和私人市場力量

推動新田科技城發展的規劃方向，並強調當局必須推出

切實的方案以達到預期成效。此外，議員亦普遍支持

當局就“加強版模式”下原址換地所作的修訂安排，認為

有關安排有助利用市場力量加快發展，但他們指出，為

配合產業主導的政策及推動發展，當局應在規劃土地

用途時提供更大彈性。  
 
 
城市更新及文物保育 
 
3.11 議員察悉，上海市在推動區域整體更新時採用

“留改拆 ”的理念，以保留、利用、提升爲主。2023年
3月推出的《上海市城市更新行動方案》(“行動方案”)載
列的其中一項城市更新行動強調增進民生福祉，推動

人居環境品質。當中的目標包括加快推進“兩舊一村 ”
改造工作 (即舊區改造、舊住房成套改造和 “城中村 ”
改造)及全面啟動中心城區周邊“城中村”改造項目。行動

方案的另一重點行動是將歷史風貌保護與人民城市發展

需求有機結合。位於上海靜安區的張園採用“留改拆”的
城市更新理念，以“徵而不拆、人走房留”方式活化，是

上海首個保護性徵收改造的城市更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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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 
 
3.12 香港的市區重建工作除由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作
為法定機構推動公營重建項目外，私營的發展商業主在

推動重建項目方面亦擔當重要角色。面對市區及樓宇

老化，特區政府致力雙軌推進重建和維修，貫徹“規劃

主導”重建模式，並採取措施加大市建局的財務能力，以

協助其應付未來資金周轉需要。另一方面，為加快私營

機構重建老舊和失修樓宇，政府當局已向立法會提交

《 2023 年土地 (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 修訂 ) 條例

草案》，以更新和精簡強制土地售賣制度。此外，當局亦

展開研究，考慮利用未來交椅洲人工島核心商業區用地

以外的部分填海土地，協助推動公私營舊區重建項目。 
 
3.13 議 員 認 為 上 海 採 用 的 “ 留 改 拆 ” 理 念 ， 鼓 勵

小規模及漸進式的城市更新及改造，可以避免 “大拆

大建 ”，既可改善市民的居住條件又可加強保護歷史

傳承，值得香港研究試行。議員亦認同2021年出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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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更新條例》的成效，該條例為整個城市的

更新工作提供了全面的法律框架，更將政策全面展現在

法規上，將政策、法律及行動貫通連成一線。舉例

而言，就引入私人市場資金推動城市更新方面，該條例

第三十七條訂明 “鼓勵金融機構依法開展多樣化金融

產品和服務創新，滿足城市更新融資需求；支持符合

條件的企業在多層次資本市場開展融資活動，發揮金融

對城市更新的促進作用”；第三十八條亦訂明“城市更新

項 目 ， 依 法 享 受 行 政 事 業 性 收 費 減 免 和 稅 收 優 惠

政策 ”。議員認為，有關法規或可為香港在推動私人

市場參與市區更新工作方面提供參考。 
 
3.14 議員指出，隨着內地民眾普遍收入提升及保育

意識提高，不少內地大城市如香港般，在拆遷舊區時

面對困難及補償成本大增。在近年香港樓價下調的情況

下，市建局收購舊樓時按同區7年樓齡的假設單位價值

計算補償的準則，會更加不利市區更新工作的推展，然

而調整有關補償準則可能有一定爭議。議員觀察到內地

會探討以共同發展模式推動舊區重建，以降低政府單一

發展的短期財政壓力和風險，內地當局並會讓受影響的

市民和商户有機會分享重建帶來的經濟成果，以爭取他

們支持拆遷。雖然香港的情況未盡相同，議員認為政府

當局有需要檢視和優化促進公私營合作推動市區重建的

措施，使當局在善用市場力量方面的工作更顯成效。  
 
3.15 整體而言，議員認為現時香港市區更新工作的

進度追不上市區老化速度，他們促請政府當局針對本港

樓宇嚴重老化的問題，以全新思維制訂更積極的整體

策略 (包括加強利用私人市場力量 )，以及調整《市區

重建策略》和重建工作的方針，從而加快重建步伐。

議員並促請當局檢視市建局現行的業務營運模式能否

應付推行各個市區重建計劃所帶來的挑戰，以解決進行

市區更新工作所面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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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及古蹟旅遊  
 
3.16 議員指出上海市政府在活化張園時，善用企業的

力量，為張園注入時尚氣息及適度的商業元素，令歷史

建築與現代設施恰當地互相結合，是值得香港借鏡的

案例。另外，上海蟠龍天地經過商業改造，原本的城中村

轉變為具有江南古鎮特色的蟠龍鎮，充分展現其歷史及

文化特色，是城中村改造項目的成功例子。議員認為，

香港的文物保育政策和措施可參考張園和蟠龍天地這兩個

成功案例在招商引資和引入市場創意方面的經驗。 
 
3.17 代表團亦察悉，上海市老舊建築修繕完成後，會

加入“建築可閱讀”項目 10增強老舊建築的文化元素，並

透過“行走上海”手機應用程式，為使用者提供建議旅遊

路線的傳感體驗，從而推動文化及旅遊深度融合。議員

認為香港可參考有關做法以推動古蹟旅遊。 
 
3.18 香港在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中擔當了獨特角色，

具備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許多古老建築及傳統街區值

得保護。就此，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參考上海將歷史建築

和舊區打造成集工作、休閒和娛樂於一體的景點的

案例，善用香港歷史建築物以推廣本地特色旅遊，並適

當採用商業管理及營運模式，促使歷史與旅遊元素相互

配合，實現保育與旅遊協同發展。此外，當局應將古蹟

保育範圍從單一建築物擴展至其周遭的街道及環境，並

加強跨部門協調工作。議員又認為當局應推出更積極的

措施，牽頭推動保育具特色及保存價值的文物地點。 
                            

10 上海的建築可閱讀工作自 2017 年啟動以來不斷改進，從以設置二維碼方便

市民遊客了解建築背後故事的“掃碼閱讀”1.0 版，到擴大各類建築開放讓

市民遊客走進歷史建築的“建築開放”2.0 版，再到深度利用數位化方式、

激發全民參與的“數位轉型”3.0 版，上海冀藉“建築可閱讀”計劃讓市民和

遊客切身感受到“在上海，建築是可以閱讀的，街區是適合漫步的，城市是

有溫度的”。 

http://sh.people.com.cn/n2/2023/0113/c350122-40266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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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濱及海濱建設 
 
3.19 上海為沿海城市，濱水資源豐富，中心城區有

“一江一河”(即黃浦江及蘇州河 )貫穿其中。徐匯濱江為

上海 “十四五 ”規劃下的重點河濱建設項目。根據有關

規劃，徐匯濱江以打造更具國際影響力的文化、科創

水岸為目標，西岸建設主要由上海西岸開發 (集團 )有限

公司(屬國有獨資企業集團)負責綜合開發。 
 
3.20 香港維多利亞港(“維港”)是香港的象徵，兩岸的

海濱全長約73公里。政府當局一直與海濱事務委員會

緊密合作，透過發展新的海濱長廊及休憩空間，以及

改善海濱設施供市民享用，藉以優化海濱。不少市民對

維港有特別的感情，加上近幾年政府的努力，已開放的

海濱長廊長約25公里，維港兩岸海濱已成為受市民歡迎

的公共空間。 
 
3.21 議員表示徐匯濱江的發展概念和香港的西九

文化區相似。兩者都匯集了音樂、表演及視覺藝術等

多個項目，在文化的多樣性和創新性上都有緊密契合。

前者的成功經驗，尤其在發展具特色的文化、藝術與

商業兼備的市區海濱用地方面，值得參考。 
 

3.22 議員察悉，上海為發展河濱及海濱地區，推出完

善有關公共空間治理體系的舉措，當中包括訂明由

市住房城鄉建設管理部門負責濱水公共空間綜合管理

工作及其他部門在設施日常管理上的職責分工，以及由

市政府轄下的上海市文化和旅遊局就 “ 一江一河 ” 的
旅遊、文化資源進行調研並制訂發展方案，亦負責

江濱、河濱舉行的重大文化和旅遊活動的規劃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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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反觀香港，優化維港兩岸海濱的工作由發展局

海港辦事處與海濱事務委員會攜手推動。其他政府

部門、公營機構，以至私人發展商亦負責其轄下的海濱

場地發展、運作和管理。然而綜觀整體的實際情況，

維港兩岸的海濱長廊及休閒和體育設施主要由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負責管理，並以康樂休閒為主。議員認為

香港海濱場地的使用和管理欠缺彈性、創意和商業市場

觸覺，未能地盡其用及充分發揮旅遊及經濟效益。此

外，海濱場地的用途、設計及批租條款由當局訂定，當

經濟及社會情況有所轉變時，當局及相關租户或營運者

要花大量時間和資源更改地契、租約或規劃用途，欠缺

因時制宜的靈活彈性。對比上海，上海市的海濱及河濱

規劃會給予相關企業一定彈性及話語權，可因應實際

情況向政府提出不同建議，亦容許有較多商業元素，而

非單純的休憩用途。議員建議當局考慮積極研究將更多

海濱場地交由私營機構營運和管理以引入市場資金和

創意。議員亦指出，上海市由文旅部門制訂“一江一河”
的旅遊發展方案及負責江濱、河濱旅遊活動的規劃和

管理的做法值得參考，特區政府相關政策局應更積極

推動海濱在旅遊方面的發展。 



 

37  

 

 

3.24 就特區政府在發展維港兩岸海濱方面的工作，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正透過善用市場力量攜手打造海濱、

在維港範圍內舉辦盛事、發展重點海濱地帶及善用水體

和改善水域與陸地連接等方向，把海濱用地與毗鄰用地

結合發展成旅遊景點。就此，議員建議當局考慮積極提

供全面的配套支援(包括寬免場租)以促成國際盛事在本港

海濱場地舉辦，從而吸引更多遊客訪港。議員並認為應

改變本地海濱以康樂休閒為主的模式，結合商業和體育

元素，令海濱活躍起來，把維港兩岸海濱發展為本地

市民及遊客必到的景點，以推動本港旅遊業的發展。 
 
3.25 對於政府當局就某些海濱項目指定營運方必須為

非牟利機構，規定營運方把盈利歸還政府，議員察悉有

商界關注在此安排下營運方或缺乏動機提高效率及提升

服務質素。另外，亦有關注指出一些海濱場地的租賃期

太短，營運商對場地作出資本投資後，沒有足夠的時間

得到合理的回報。就此，議員提出當局應以更進取的

態度及符合營運者期望的措施推動公私營協作以改變

場地管理模式。此外，議員認為負責海濱場地管理工作

的政府部門應採用較靈活的管理方式，就團體在海濱

舉辦活動的規管機制(如涉及收費活動的墟市、深夜舉行

的活動)拆牆鬆綁，以善用市場創意和吸引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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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3.26 議員認為這次考察收穫良多，通過與上海市人民

政府和相關單位部門的領導及代表的對話和交流，以及

實地視察多個建設項目的成功案例，親身體會到滬港

兩地在很多領域面對類似的挑戰和機遇，以及更全面

深入地了解上海在城市發展和創新等多方面的寶貴經驗。 
 

3.27 總結3天緊湊的行程，議員認為上海就新區發展和

舊區更新工作訂立了明確的行政及法律框架，為善用企業

的力量和市場的智慧提供了良好及穩健的基礎，很值得香港

借鏡。此外，上海在應用創新科技於防汛減災應急管理措施

上的先進經驗，對香港相關範疇的工作甚具參考價值。而

上海市政府以靈活多元的模式將商業元素注入各文物保育和

活化項目，以及海濱及河濱建設項目的成功案例，同樣讓

議員留下深刻印象。 
 

3.28 代表團與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張小宏及相關官員

會面中，在總結時雙方皆認同上海在更新規劃上永遠在探索

的路上，香港亦然。滬港兩地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各有定位和

功能，議員期望日後與上海市政府加強互動交流，搭建兩地

共謀發展的橋樑，為兩地的建設及發展共創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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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代表團的職務考察得以順利完成，實有賴
上海市人民政府和相關單位部門的支持，特別是上海市
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協助。接待單位盛情招待及
詳細向代表團介紹相關的政策和考察設施，令代表團
獲益良多。議員謹此向內地相關政府部門和接待單位致
以由衷謝意。 
 
 此外，代表團衷心感謝發展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滬辦 ”)協助聯繫內地
相關政府部門和接待單位，策劃是次訪問行程；並感謝
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女士及發展局代表團其他成員共同
參與是次職務考察，促進政府當局與議員之間的交流。
議員亦感謝發展局、駐滬辦的相關政府人員及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秘書處就訪問行程的後勤支援提供協助。 
 

鳴 謝 



附錄

發展局代表團成員名單

1. 甯漢豪女士, JP, 發展局局長(發展局代表團團長)
2. 何英傑先生, 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務)3
3. 蔣志豪先生,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

4. 李愷崙女士, 發展局海濱事務專員

5. 陳志豪先生,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務)2
6. 黃詠儀女士, 發展局局長政治助理

7. 侯建文先生, 發展局總助理秘書長(工務)7
8. 梁慧欣女士, 首席新聞主任(發展)
9. 吳嘉慧女士, 發展局助理秘書長(工務政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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