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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便覽的目的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主要是讓公眾明白這項研究的目標，了解

發展古洞北、粉嶺北和坪輋/打鼓嶺三個新發展區的主要議題，以及表達對新發展區的願景。我們希望透

過討論以下四個議題，即「新發展區的策略性角色」、「以人為本的社區」、「可持續的生活環境」和

「落實計劃安排」，收集公眾的意見。本專題便覽旨在為「可持續的生活環境」提供背景資料，以便公

眾就本議題參與討論。 

 

1 背景 

本港現有的新市鎮大都是在高速發展的壓力下開發，為急劇增長的人口提供住屋。同樣地，

「新界東北規劃及發展研究」(下稱「新界東北研究」) 在九十年代後期展開，當時的房屋

需求殷切，該研究選定了古洞北、粉嶺北及坪輋/打鼓嶺為合適的新發展區。 

隨着人口增長放緩，住屋需求較九十年代後期預料為低，當局在 2003 年暫時擱置有關新

發展區的建議，待「香港 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 (下稱「香港 2030 研究」) 進一步

考慮是否需要拓展策略發展區。「香港 2030 研究」在 2007 年完成，研究建議落實部分新

發展區的發展，以應付長遠的住屋需求，並創造就業機會。行政長官在 2007 至 08 年度的

施政報告中，宣布籌劃新發展區，作為促進香港經濟增長的十大基礎建設項目之一。「新

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下稱「新發展區研究」) 隨後在 2008 年 6 月展開，旨

在制訂古洞北、粉嶺北和坪輋/打鼓嶺新發展區的修訂發展建議。 

「香港 2030 研究」重新探討有關新發展區的建議，提出了以下策略規劃指引 ─ 除提供
房屋土地外，新發展區亦會提供職位。新發展區在優質生活環境內發展較低密度的住宅，
並提供便利的公共交通及社區設施，可為市民提供另類生活空間選擇。「香港 2030 研究」

指出，發展的目標是要貫徹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帄衡社會、經濟和環境需要，以及妥善管

理資源。在規劃大型發展項目時，追求高質素和效益，並在利用資源以及開發郊野地帶時

採取審慎的態度。 

因此，本研究與之前「新界東北研究」的基礎迥然不同。後者旨在為 18 萬目標人口物色

房屋用地，而本研究的取向主要是根據公眾對更好生活環境的期望而決定土地用途的需

求，而且更着重環保，重新考慮之前提出在生態易受破壞地區內（如塱原/鷺鳥覓食地）的

發展的建議。 

現邀請大家就以下各項提供意見，並提出新的觀點，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2 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一直是重要的規劃考慮因素。規劃過程中一方面有需要保育現有資源，

另一方面須着重經濟、社會和環保目標之間的帄衡。本議題摘要的目標主要是環保，具體

上就是以環保設計把現存的生態、歷史文物和自然景觀資源融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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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態、自然、景觀和文物資源的保育 

3.1 生態、自然和景觀資源的保育 

締造可持續發展生活環境的主要規劃原則，包括保護自然環境和維護生物多樣性，以及在

設計中善用氣候和自然環境。然而，自然/景觀保育與土地用途的需求（包括為房屋、就業、

社區設施、基礎建設等提供土地）兩者之間必須取得帄衡。本研究會決定開發新發展區的

適當程度，包括發展地帶的位置、擴張規模和具重要生態價值地點所需的緩衝地帶。 

重要的生態議題包括： 

 現存濕地的質素和分布； 

 強化和保育塱原和河上鄉的生態，新自然保育政策已確認有關地區為優先加強保育的

地點；以及 

 進一步肯定保育塱原和河上鄉的重要性，有關地區在本港獲新自然保育政策確認為優

先加強管理的地點，並在國際間列為重要鳥類棲息地。 

景觀資源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景觀資產可能會因為土地發展而消失。為盡量減低對天然景

觀的破壞，應保存山脊線、觀景廊、林木景觀和水體等。 

3.2 文物資源的保育 

文物保育政策籲請政府“以適切及可持續的方式，因應實際情況對歷史和文物建築及地點
加以保護、保存和活化更新，讓我們這一代和子孫後代均可受惠共享。在落實這項政策時，
應充分顧及關乎公眾利益的發展需要、尊重私有產權、財政考慮、跨界別合作，以及持份
者和社會大眾的積極參與”。 

古洞北的法定古蹟有居石侯公祠，該區並有數座已評級歷史建築。為全面而有效地保護和

善用是次研究區內的各種文物資源，我們有需要制訂周詳的保育綱領。現邀請大家提供新

的觀點，就如何保存具歷史和文化價值的資源，建議具創意的方法，務求充分利用這些資

源，讓公眾受惠。 

 

4 符合環保的設計 

公眾對更好生活環境的期望與日俱增，我們將更着重符合環保的節約能源設計和可持續發

展的基礎建設。 

4.1 設計可持續發展的都市模式 

過去，許多社區的規劃都只以私家車而並非以人為中心，而且主要目標都是盡量發展用地

潛質作房屋和其他土地用途。為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社區，提供優質生活，以及方便居民徒

步、騎單車和使用其他環保交通工具，我們將考慮為新發展區推行以下措施。 

4.1.1 城市設計和綠色生活環境的考慮因素 

設計目標包括減低對自然環境的不良壓力；善用綠化機會以帄衡二氧化碳的排放；設計鼓

勵徒步、騎單車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地方，從而盡量減少碳的排放；以及節省資源，包

括能源、用水、物料和原狀土地。 

在新發展區的整體規劃之中，將融入新發展區現存的景物和地形，包括背景山脈的山脊線、

景觀優美的地方、觀賞重要景觀的觀景廊，以保留當地現存的獨特風貌。同樣地，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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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日後的規劃應幫助保存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區、文物地點、景觀、風水和地標景物，以

及任何有關具特色的環境元素。 

在鄰舍與社區的可持續發展設計中，樓宇之間應有充足空間和通風廊，方便自然通風，使

污染物消散，讓陽光照射到行人專區，並有適當的綠化範圍。 

4.2 符合環保的交通措施 

交通基建可能會是影響環境的主因，因此須審慎規劃，以切合建設可持續發展社區的整體

目標。因此，在即將進行的規劃和工程研究內，我們會着重制訂符合環保的交通措施。 

4.2.1 運輸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設計 

為把環保運輸系統落實在土地用途綱領，我們推行發展時應以鐵路為主，鼓勵市民使用鐵

路 (例如東鐵和落馬洲支線) 作為主要交通工具，輔以接駁巴士系統。這樣配合土地規劃

和交通工具將可大力推動公眾乘搭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減少在發展區內使用私家車。 

透過減少興建主要道路，以及方便乘客轉乘環保公共交通工具，可減少對私家車和路面交

通工具的倚賴。為確保街道以行人為本，可考慮提供完善的行人和單車徑網絡，建造路塹

式道路/交界處，以及在已建設區的周邊地區興建主幹道路。此外，可考慮提供環保交通工

具（例如輕鐵、單軌鐵路、電車、電氣化穿梭巴士等）。 

4.3 節省資源和能源的措施 

根據政府改善環境以及在各層面引入節能措施的政策，本研究將探討在發展新發展區時，

工程設計上達致能源效益目標及推動以低耗能、低污染為基礎的低碳經濟的方法，例如：

研究在新發展區循環再用經處理污水的規模，鼓勵使用非化石燃料的交通工具（包括徒步

和騎單車），把廢物分類和循環使用，以及促使再生能源（例如太陽能）和循環水在新發

展區的發展項目中使用。 

現時已有不同種類推動能源效益的方法被成功採用，例如設立區域供冷系統，為區內建築

物提供中央水冷系統以作空調之用及設立風力發電機以提供電力。我們亦須適當考慮建造

能降低能源耗用量的綠色建築物。為了進一步推動節約能源及能源效益，以及大幅減少二

氧化碳排放，我們會積極研究上述各類推動能源效益的方法並選取合適及可行的方法加以

採用。 

擬議的新發展區位於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的污水集水區，該污水處理廠須予提升以處理擬議

發展項目額外排放的污水。可藉此機會，讓這些污水循環再用作沖廁和灌溉用途。這目標

與水務署推行至 2030 年的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一致。然而，是否循環再用這些污水，最

終須視乎昂坪和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現行詴驗計劃的結果而定。 

 

5 您的意見 

為協助進行下一步工作，歡迎閣下就可持續發展的規劃提出意見： 

 我們可如何善用新發展區內生態、自然景觀及歷史文化資源？ 

o  古蹟文物徑 

o  濕地改善工程 

o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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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何透過城市設計締造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o  闢設沒有建築物的地帶，以保護山脊線 

o  保持樓宇之間空間 

o  設置觀景廊 

o  風水和地標景物 

o  其他 

 

 新發展區可考慮提供什麼環保交通設施？  

o  加強鐵路站和公共運輸交匯處附近一帶的發展 

o  改善公共交通設施、住宅用地設施與政府/團體/社區用地設施之間的協調 

o  不鼓勵使用私家車 

o  推廣使用鐵路站附近的“泊車及轉乘”設施（或“泊車及步行”/“單車及轉乘”

設施） 

o  環保交通工具（例如輕鐵、單軌鐵路、電車、電氣化穿梭巴士等） 

o  減少路口的數目 

o  在主要路口使用低於地面的道路 

o  把交通分流到周邊道路 

o  其他 

 

 可考慮提供什麼節省資源和能源的措施？ 

o  提供完善的單車和行人徑網絡 

o  採用可再生能源 

o  使用循環水 

o  把廢物循環再用和實施廢物管理 

o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