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視維多利亞港：水陸綜合規劃的重要性

行政摘要

1.  報告內容及目的

本報告視維多利亞港為一整體，以了解海濱附近的

 
土地用途及海事情況，收集數據和然後進行分析。

 
最重要的是，本報告亦考慮兩者之間的互動及分界

 
面，並以維多利亞港為一個海港作起點。

本報告是首份以綜合統一的方式探討整個維多利亞

 
港水陸事宜的報告。過去鮮有海港水陸綜合規劃，

 
而單一規劃往往考慮不周，引致意料之外的後果及

 
負面影響。因此，本報告旨在：

為配合本報告，海港商界論壇亦設立首個全面的

 
資料庫「海港商界論壇海港資料庫」，收集維多

 
利亞港的水陸資產、分界面及使用情況的數據，

 
並據此編製「海港商界論壇互動海港地圖」，以

 
圖像標示海港附近的各類設施。海港商界論壇進

 
行本報告內大部份分析時，也使用這些實用的新

 
工具，而在發表本報告時，將會同時於全新專題

 
網站(www.victoriaharbour.hk)免費提供這些

 
工具予公眾使用。

2.  維多利亞港作為一個海港

維多利亞港是一個海港，為水上商業及康樂活動

 
提供重要資源及獨特機會，同時為社區注入活

 
力，創造就業機會，帶來收入，功能眾多。海港

 
內的活動按照海港的天然特質，以及海事設施及

 
遮蔽水域的位置分佈。透過檢討現有設施的位

 
置，同時識別過去及未來的使用趨勢，便可準確

 
了解維多利亞港作為一個海港，其目前及未來的

 
面貌。

• 研究及記錄維多利亞港逐漸出現的海事活動及

 
附近的土地用途，並顯示兩者的互動方式及位

 
置

• 確定單一規劃引致潛在問題或令海港錯失規劃

 
機會的程度

• 考慮是否需要作出行政、規管或政策修訂，改

 
善海洋的使用情況，令公眾得益

• 概述一系列指標性優化海港計劃，展示綜合跨

 
界別規劃的潛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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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只有九個公眾碼頭，散佈於臨海的九個地區。

眾所周知，香港正興建啟德新遊輪碼頭。於2010 
年，共有近2,300艘遊輪及遠洋客輪抵港，數量

 
較五年前的3,400艘大幅減少，當中近半數停泊

 
在浮標及碇泊區，而非海運大廈或中國客運碼

 
頭。

作休閒用途的維多利亞港：香港市民對機動遊樂

 
船隻的需求日增，目前已有近7,000艘持牌遊樂

 
船隻，較十年前增加六成。然而，海港內只有兩

 
個專用海事康樂設施，分別為香港遊艇會及九龍

 
太平洋會九龍永久碼頭第六號。遊樂船隻只可以

 
停泊於由海事處管理的銅鑼灣避風塘，該處有近

 
300個私人停泊處。

數據顯示香港缺乏空間配合遊樂船隻數目的增

 
幅。香港四個遊艇停泊處已幾近飽和，現有遊樂

 
船隻遮蔽停泊處及私人停泊處(1999年有2,300 
個，目前減至近1,800個)的使用率高達95%。

 
在香港400公頃的遮蔽水域中，只有約190公頃

 
供遊樂船隻使用，惟遊樂船隻的增長率卻遠超過

 
香港整體船隻的平均增長率。

作工作港的維多利亞港：香港九個貨櫃碼頭及七

 
個公共貨物裝卸區(全港共有八個公共貨物裝卸區) 
均位於維多利亞港。於2010年，這些設施共處理

 
超過2.5億噸貨物，以及三萬艘遠洋輪船及近九萬

 
艘河運貨船運載的2,400萬個標準貨櫃，以貨櫃

 
吞吐量計，香港為全球第三個最繁忙的港口。未

 
來的貨運需求依然殷切，但面對中國內地的激烈

 
競爭，香港作為貨運中心的地位正面對威脅。香

 
港大部份貨物裝卸設施均位於海港西面，隨著觀

 
塘及茶果嶺公共貨物裝卸區陸續關閉，該區的重

 
整計劃將陸續展開。另一方面，本港近期立法限

 
制捕漁，預料主要停泊在筲箕灣的漁船數量將大

 
幅減少。

作客運用途的維多利亞港：在2010年，客運渡

 
輪、離島渡輪及跨境渡輪分別穿梭維多利亞港

 
2,600萬次、2,300萬次及近2,700萬次。大部

 
份航運設施也位於維多利亞港，包括中環五個離

 
島渡輪碼頭及香港兩大跨境客運碼頭。然而，除

 
跨境客運外，長遠而言香港的渡輪服務正逐漸萎

 
縮，特別是渡海及離島渡輪服務，部份航線甚至

 
已經停航。

逾半渡輪碼頭均位於中環及油尖旺。但維多利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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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哪些設施真正需要設於海濱區時，會發現劃

 
撥更多空間作康樂及公共空間用途的趨勢。根據

 
美國對「海港依賴性」及「海港相關性」的定

 
義，目前維多利亞港約四成海濱及遮蔽水域用作

 
必須的用途。然而，若目前的規劃如期實施，估

 
計海港的整體數字將稍為下跌，但維多利亞港附

 
近的遮蔽水域數字則會減至三成，而遮蔽水域附

 
近公園及海濱長廊用途所佔面積將增至超過五

 
成。

此情況未必會構成問題，但若要善用海濱空間，

 
必須時刻以海港的角度考慮維多利亞港土地用途

 
規劃的影響。由於小型船隻需要在遮蔽水域停

 
泊，故特別需要考慮這些水域附近的土地用途規

 
劃。整體而言，現行規劃似乎並沒有綜合策略規

 
劃海濱及水域用途，以致最終的計劃開始引致意

 
料之外的後果。

鑑於啟德及觀塘的海濱規劃涉及維多利亞港近半

 
數現有遮蔽海濱，而且啟德及西九龍目前接待航

 
運旅客的分界面供應有限，故必須作進一步研

 
究，確保啟德及觀塘的海濱規劃切實可行。這片

 
土地的規劃固然重要，但要締造真正多姿多彩的

 
海濱，則不能忽視水通道的考慮因素。

3.  連繫水陸用途

維多利亞港需要輔助的土地設施及用途，特別是

 
位於遮蔽水域附近的設施，方可用作切實可行的

 
海事用途。根據海港商界論壇海港資料庫進行的

 
目前及未來土地用途分析，土地用途主要分為以

 
下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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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附近的
主要土地用途

遮蔽水域附近的
主要土地用途

目前用途 未來用途 目前用途 未來用途

康樂及公

 

共空間32%
康樂及公

 

共空間43%
在建用地

 

33%
康樂及公共

 

空間52%

物流26% 物流22% 物流29% 物流22%

在建用地

 

14%
政府13% 康樂及公

 

共空間

 

22%

用途待定

 

11%

資料來源：海港商界論壇海港資料庫



1. 必須維持維多利亞港作為海港的海事用途
2. 必須維持水路運輸，接載市民往返海港附近

 
地方

3. 海濱的水陸用途應該相輔相成
4. 積極管理海濱場地及景點，以維持海港的活

 
力

5. 歡迎優化基建，令維多利亞港成為公共資產

4.  政策分析及建議

香港需要一併規劃海港及海濱，可謂知易行難。

 
大型海濱規劃研究固然應考慮建議對相連水體用

 
途的影響，反之亦然。然而，此舉與考慮水陸兩

 
者相連性的水陸綜合規劃仍有一段距離。海港商

 
界論壇於2009年進行了《綜合海港研究》，建議

 
採取全新的綜合方法規劃、發展及管理維多利亞

 
港，並提出六個互有關連的要點，設定實用框架

 
以確定哪些現行制度真正能綜合考慮水陸事宜，

 
同時提出改善建議。

政策承擔：香港政府在關於優化海濱的《總務通

 
告》第3/2010號闡明其對海港發展的政策承擔。

 
通告列明優化海濱的原則及指引，「懇請各政策

 
局及部門支持優化海濱計劃」，促進公私營界別

 
合作發展及管理海濱。這項政策加強及改善政府

 
部門的做法，亦代表政府政策承擔向前邁進一大

 
步。不過，通告只提及海濱的規劃、發展及管理

 
事宜，並無明確提及海港本身，亦沒有指出考慮

 
水陸事宜之間互動的需要。

因此，海港商界論壇建議政府支持以下海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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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規劃願景及重點工作：城市規劃委員會於

 
1999年率先為維多利亞港制定發展願景，其後

 
由共建維港委員會於2006年加以補充。雖然增

 
補版本明確區分海港及海濱空間，但仍以海濱為

 
主。海港商界論壇於2009年的《綜合海港研

 
究》中進一步修訂願景，以反映海港的重要性，

 
並列出一系列重點工作，以闡述我們的願景，包

 
括加強海港各處的水域連繫，孕育海事資產以支

 
持經濟增長，以及改善水質。海港商界論壇建議

 
政府進一步修訂其願景及原則，以明確納入這些

 
重點工作。

聲明，作為維多利亞港未來規劃、實施及管理工

 
作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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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性框架及計劃：海港商界論壇一直強調需要

 
按照更宏觀的策略框架及計劃規劃海事活動及海

 
港發展，以整體角度制定長遠策略方向，並將陸

 
上活動納入為願景的考慮因素之一。目標、重點

 
工作及行動計劃應按照有實證支持的策略需要及

 
社區參與為本，而並非以措施及空間規劃作考

 
慮。

於2011年2月，規劃署向海濱事務委員會提交

 
《維港海濱土地用途大綱概覽》，主要按照2003 
年的《海港及海旁地區規劃研究》編製，並按照

 
《海港規劃原則及指引》制定策略方針，指導一

 
系列地區檢討工作，以識別優化海港的機會。

雖然《維港海濱土地用途大綱概覽》作為「框

 
架」，但政府承認此概覽只屬土地用途規劃，並

 
無考慮水體，而且按照各區編制，並非以整個海

 
港為基礎。

海港商界論壇相信必須有全面的海港策略規劃，

 
並按香港的整體需要及海港的需要由上而下識別

 
優化機會，而非以由下而上獨立考慮各個區域。

 
海濱事務委員會認同有需要進行策略規劃，而海

港商界論壇會全力支持制定全面綜合的水陸策

 
略規劃。

 設立單一的專責管理機構：目前海事處負責海

 
上安全，運輸署負責碼頭用途，土木工程拓展

 
署則負責碼頭維修，監管職權分立，故極有需

 
要設立單一的專責管理機機負責海港事務。政

 
府於2010年成立海濱事務委員會，就海港問題

 
集思廣益，同時加強討論及跨部門政策協作。

 
然而，其焦點及職權仍過於狹窄，無法應付海

 
港及海濱規劃、實踐及管理的複雜政策、財政

 
及制度問題。

不過，共建維港委員會在建議成立海濱事務委

 
員會的報告中，同時建議設立獨立的法定機關

 
負責長遠海港發展。發展局局長最近亦建議海

 
濱事務委員會應趁現在重新研究設立獨立機關

 
一事，而海港商界論壇對此舉也深表支持。

 修訂規劃及實施制度：最後，如不修訂現行的

 
規劃及實施制度，將無法制定綜合方案。要進

 
行水陸綜合規劃，必須解決兩個即時的規劃及

 
實施問題：



考慮土地用途時，必須考慮不同的水域用途
及活動，反之亦然。方法之一是根據主要現
行或潛在用途制定整體水域分區制度，劃分
自然區域。

《保護海港條例》的詮釋限制了部份主要土
地用途分界面的優化項目。如仔細閱讀詮釋
條例的通告第1/04號，便會發現該條例並不
如社會所想像或理解般諸多限制。海港商界
論壇相信現在應重新詮釋條例。例如，該條
例本身並無禁止所有填海工程之意，若將來
要在啟德及西九龍提供連接海港的設施，則
必須作有限度填海以改善海港的交通連接，
以符合公眾利益，故屆時必須消除詮釋條例
所帶來的限制。

5.  指標性優化海港計劃

為顯示水陸綜合規劃的重要性，本報告提出六項

 
指標性海港優化計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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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整在維多利亞港的工作港：重整海港內現

 
有碼頭附近地區及碼頭的用途；

• 在維多利亞港增設遊樂船隻設施：提供安全

 
的停泊處和方便的通道，以容納更多遊樂船

 
隻；

• 在維多利亞港提供靈活的客運服務：提供靈

 
活而環保的水路交通往來海港，以補足現有

 
的航班服務；

• 維多利亞港內的海事文化：重點保存及展示

 
香港的海事文化，成為維多利亞港的一大景

 
點；

• 活化維多利亞港的碼頭：鼓勵善用碼頭供市

 
民使用及作小型商業活動；

• 在維多利亞港提供海上活動場地及設施：提

 
供文化及體育活動場地及設施。

儘管上述計劃能造福香港，但重點不在計劃本

 
身，而在於如何實踐，以及實踐時需要的水陸綜

 
合規劃。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Slide Number 4
	Slide Number 5
	Slide Number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