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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1.  香港的土地總面積為 1,095平方公里 (109,500公頃 )，其中 175平方公
里 (17,500公頃 )是已發展土地，佔土地總面積的 16%。在已發展土地
中，只有 33.1%為房屋發展用地，而 24.6%為空置土地。

 

2.  主要負責處理土地供應事宜的政府部門是規劃署及地政總署。規劃
署負責土地用途分區的工作，而地政總署則負責批地事宜。

 

3.  規劃過程涉及若干步驟，包括進行規劃大綱研究及工程可行性研
究、草擬發展大綱圖及分區計劃大綱圖，以及間中需要製備規劃大

綱。若某項發展計劃符合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定的用途，地盤平整工

程便會展開，否則地政總署便會清理及收回土地，以便將土地批

出。至於需獲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許可的發展計劃，有關發展商須

提交規劃申請或申請修改分區計劃大綱圖。倘申請遭拒絕，申請人

可就有關決定尋求覆核，並可出席由城市規劃委員會安排的聆訊。

在進行覆核之後，倘申請人仍對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決定感到受屈，

則可向獨立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而上訴委員會作出的決定會是

最終決定。

 

4.  土地發展過程所需的時間，由 108至 232個月不等，視乎個案的複雜
程度而定。

 

5.  除填海工程及開拓新用地之外，換地及契約修訂均能提高特定用途
的土地供應。一般來說，處理換地及修訂契約的申請需要一年時

間。

 

6.  自九十年代開始，每年可供發展用途的土地面積約為 1,000公頃，
其中 130公頃是供房屋發展之用。不過，土地供應量並不等於批出
的土地面積。政府每年批出的土地面積，必須以《中英聯合聲明》

所訂的 50公頃為基準，但批給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的土地則不在此
限。因此，在一九八六／八七至一九九三／九四年度期間，每年批

出作房屋發展的土地面積大概為 30至 40公頃。然而，在一九九五／
九六年度為此用途而批出的土地面積，已增至 77公頃，而在一九九
六／九七年度更遽增至 90公頃。

 

7.  用作興建私人住宅單位的土地，是經由拍賣、投標、甲種及乙種換
地權益書投標、契約修訂及換地等方式批出，而興建資助房屋單位

的土地，則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

 



8.  至於用作興建租住公屋的土地，則由政府提供。在一九九一／九二
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期間，房委會動用了 221公頃土地興建住宅
單位。由於房委會並沒有提供資料，故此在這些土地上興建的單位

數目仍然未知。

 

9.  由要求撥地到批出土地，需時六個月至超過七年。在批給房委會的
土地中，逾 75%為未經平整的土地。

 

10.  雖然房委會並不負責土地平整工程，但間中也會承擔這項工作。進
行土地平整工程需時由 33至 67個月不等。

 

11.  根據未來的土地用途計劃，本港土地有 25.9%(12,639公頃 )會劃為綠
化地帶、 10.2%(4,972公頃 )用作興建住宅、 5.7%(2,774公頃 )供鄉村
式發展、 1.1%(523公頃 )劃為綜合發展區、 0.8%(378公頃 )劃作商業
／住宅用途，而有 6公頃土地則會撥給土地發展公司，可能興建住
宅樓宇。

 

12.  在一九九六／九七至二零零四／零五年度期間，政府會提供合共
421公頃的新住宅用地，供房屋發展用途，其中 212公頃會用作興建
私人樓宇，而 209公頃則會供公屋及資助房屋發展之用。雖然政府
會供應土地作這些用途，但供地的計劃表、每年批出的土地面積和

興建房屋單位的數目，仍屬未知之數。



香港的土地供應

第一部分   引言

1. 背景

1.1 為制訂長遠房屋策略而進行的房屋需求研究及房屋需求模式

研究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完成後，長遠房屋策略檢討小組委員會成員現

有意探討香港的土地供應情況，因此要求立法局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

書館服務部 (以下簡稱「本部」 )就這個項目進行研究。

2. 目的

2.1 這份文件的目的是分析土地的供應情況，以及土地在過去和

將來的使用情況，並且會討論落實供應一幅土地所涉及的過程和所需

的時間。由於巿場對私人樓宇和公共房屋一直需求甚殷，所以這份文

件特別集中研究住宅土地的供應問題。

2.2 這次研究的範圍是探討可供各種用途的土地數量和找出可能

影響土地供應的因素。這份文件分為七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

部分檢討香港的土地用途，第三部分說明土地供應所涉及的過程和所

需的時間，第四部分討論土地行政及批地問題，第五部分剖析過去十

年的土地供應及批地情況，第六部分展望未來的土地供應情況，而第

七部分是這次研究的結論。

3. 研究方法

3.1 為了獲得資料進行分析，研究人員研讀各種有關文件，例如

政府的資料文件、多個機構的研究報告、香港立法局會議正式紀錄和

立法局參考資料摘要。房屋科、規劃署、地政總署和香港房屋委員會

曾向本部職員作出簡介，並 行跟進會議。研究人員也曾訪問有關的

學術界人士和團體，例如香港地產建設商會、香港地產行政學會和香

港房地產建築業協進會。為了向有關部門查詢所需資料和統計數字，

研究人員曾發出函件和電傳文件，並以電話作出跟進。

3.2 這份研究文件根據上述來源所取得的資料來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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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香港的土地用途

4. 概況

4.1 香港 1  的土地總面積為 1,095平方公里 (109,500公頃 )2  ，其中
175平方公里 (17,500公頃 )是已發展土地，佔土地總面積的 16%。

4.2 圖 1及表 1顯示香港的土地用途分類 (截至一九九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 )。在 17,500公頃已發展土地當中，只有 5,800公頃的土地用作房
屋發展，僅佔已發展土地總面積的 33.1%，其中包括 4,300公頃住宅用
地、1,400公頃租住公屋區和 100公頃臨時房屋區。雖然住宅用地只佔總
面積的小部分，但仍有 4,300公頃空置土地可供發展，佔已發展土地總
面積的 24.6%。

                                                
1  包括香港島、九龍、新九龍及新界
2  一平方公里  =  10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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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香港的土地用途分類 (截至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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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香港的土地用途分類 (截至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

類別 公頃 佔總面積

百分比

A. 已發展土地

1) 商業 200 0.2

2) 住宅 4,300 3.9

3) 租住公屋 1,400 1.3

4) 工業 1,100 1.0

5) 遊憩用地 1,600 1.5

6) 政府、團體和社區設施 1,800 1.6

7) 空置發展區 4,300 3.9

8) 道路／鐵路 2,700 2.5

9) 臨時房屋區 100 0.1

小計： 17,500 16.0

B. 非建設土地 *
1) 林地 22,000 20.1

2) 草地和灌木地 51,900 47.4

3) 荒地、沼澤及紅樹林 4,400 4.0

4) 耕地 6,200 5.6

5) 魚塘／臨時搭建物／牧場 2,700 2.5

6) 水塘 2,600 2.4

7) 其他用途 2,200 2.0

小計： 92,000 84.0

總計： 109,500 100.0

備註： 1. *  表示在非建設土地中，包括根據《郊野公園條例》劃定為郊野公園及
特別用途的土地，面積達 413平方公里 (41,300公頃 )，作為保護野生動
植物及康樂用地。

2. 一平方公里 =100公頃
資料來源：規劃環境地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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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六年度土地用途的轉變

5.1 從附錄 1所載的資料可見，香港的面積續有增加。香港土地總
面積由一九八八年的 107,100公頃增加至一九九六年的 109,500公頃，總
共增加了 2,400公頃。在這段期間，已發展土地總面積增加了 3,700公
頃，但非建設土地卻減少了 1,300公頃。

5.2 在額外的 3,700公頃已發展土地當中，住宅和租住公屋的用地
分別佔地 500公頃和 600公頃，而另外 1,000公頃土地則撥入空置發展土
地的類別。

5.3 至於非建設土地，耕地的面積大幅度減少，由一九八八年的

7,200公頃減至一九九六年的 6,200公頃，一共減少了 1,00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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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土地發展過程

6. 附錄 2列出參與土地供應工作的政府部門，並說明這些部門的
功能和職責。最受人注意的政府部門包括負責把土地用途分區的規劃

署，以及負責批地的地政總署。

7. 規劃署

7.1 規劃署負責制訂、監察和檢討城市及鄉郊規劃政策和相關的

計劃，以促進香港土地的實質發展。規劃署處理全港、次區域和地區

各層面的規劃事宜，並為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供服務。

8. 城市規劃委員會

8.1 城市規劃委員會 (以下簡稱「城規會」)是負責製備及發表分區
計劃大綱圖及發展審批地區圖的法定組織。城規會也負責審議有關的

申請、反對意見、申請的覆核，以及圖則的修訂。此外，城規會也負

責核准由土地發展公司 (以下簡稱「土發公司」 )製備的發展計劃圖。

9. 規劃過程中的圖則分類

9.1 香港的城巿規劃工作分三個層面進行，即全港、次區域及地

區規劃。圖 2說明每一層面的工作涉及的圖則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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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規劃過程所涉及的各級圖則

資料來源：規劃署《香港的城市規劃便覽》第 7頁

全港發展策略

9.2 全港發展策略提供長遠的規劃綱領，使政府在土地用途、運

輸基礎設施發展和環境事宜各方面的政策能夠互相配合；而次區域及

各地區規劃的工作，也會根據全港發展策略進行。

次區域發展策略

9.3 次區域發展策略是一系列規劃圖則及發展綱領，為香港五個

次區域 (即都會區、新界東、新界南、新界西和新界北 )的更詳細地區規
劃及工作計劃訂定標準。

地區設計圖

9.4 地區設計圖是詳盡的土地用途圖則。這些圖則根據在進行全

港及次區域層面的規劃工作時所確定的概略規劃原則而繪製，並分為

法定圖則及部門專用圖則兩類。

全港發展策略

次區域發展策略

法定分區計劃大綱圖及

發展審批地區圖

發展大綱圖

發展藍圖

全港／策略

次區域

地區／地方

香港規劃

標準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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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圖則

9.5 法定圖則由城規會根據《城巿規劃條例》的規定而繪製。這

類圖則包括：

(i) 分區計劃大綱圖：顯示有關的道路系統和擬訂的土地用途
3  。每份分區計劃大綱圖都附有註釋 4  ，臚列必定會獲得批
准的用途 (即第一欄所列的用途 )和必須取得城規會批准的其
他用途 (即第二欄所列的用途 )。

(ii) 發展審批地區圖：是巿區以外地區的圖則。這些圖則亦顯示
各土地用途分區，並附有一套註釋，註明必定會獲批准的用

途和必須取得城規會批准的用途。發展審批地區圖是臨時圖

則，只在首次發出當日起計三年內有效，並且將會在該段期

間內由分區計劃大綱圖取代。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取代發展審

批地區圖後，有關的執行規定在那些地區內仍會繼續適用。

部門專用圖則

9.6 部門專用圖則並非法定圖則，包括發展大綱圖及發展藍圖。

這類圖則通常以較大的比例繪製，為未經平整或新近平整的土地，或

是需要作全面規劃的重建區而製備。這些圖則展示土地用途、道路系

統，載列土地用途預算、政府／團體／社區設施用途一覽表和提供的

遊憩用地。有關地區每年度推行的綜合發展計劃亦納入圖則之內。一

經核准，發展大綱圖及發展藍圖都會對政府在監管、賣地、預留及分

配政府用地等各方面的措施具有約束力。

10. 規劃過程

10.1 規劃過程涉及多個步驟。附錄 4至附錄 10說明這些規劃程序的
每個過程。

10.2 附錄 4概述一幅建屋用地的規劃程序。為了就新發展區擬訂土
地用途建議書提供基準及製備發展大綱圖，當局會首先進行為期 18個
月的規劃大綱研究，確定是否值得進一步研究該區的發展。

                                                
3  土地用途包括住宅、商業、工業、遊憩、政府 /團體 /社區等用途，亦包括用作
綠化地帶、保護區、綜合發展區、鄉村式發展區、露天存貨用地或其他指定用

途的區域。
4 關於註釋的樣本，請參閱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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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在規劃大綱研究所提出的建議獲得批准後，當局便會進行工

程可行性研究，更加詳細探討有關發展的各個方面，包括土力、運輸、

環境及基礎設施等，然後便會製備建議發展大綱圖。

10.4 有關部門會根據建議發展大綱圖中擬訂的土地用途，製備該

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第一種情況

10.5 如果該區的發展符合分區計劃大綱圖中經批准的用途，有關

部門便會在有需要時進行平整地盤的工作，否則，地政總署便會清理

及收回有關土地，以便批出。如果該區是公共房屋發展區或綜合發展

區／綜合重建區，便需要擬備規劃大綱 5  。

第二種情況

10.6 如果該區的發展規劃須經城規會批准 (即屬於第二欄所列的
用途 )，發展商應將規劃申請 6  連同有關的顧問研究報告，例如交通影
響評估或環境影響評估等研究報告，一併提交城規會審議。如果發展

的建議顯示會改善該區的現有環境，或會在規劃方面為鄰近地區甚至

整個社區帶來好處，申請便可望得到批准。有時，城規會亦會就建議

的發展計劃加入條件，例如規定發展商須在建議的發展計劃內提供公

共設施或若干基礎設施等。

10.7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如果申請人對城規會的決定感到受

屈，他有權就該會的決定要求覆核 7  ，並且有權出席該會的聆訊。在
覆核之後，如果申請人仍然不滿城規會的決定，他有權向獨立的上訴

委員會提出上訴 8  。曾參與作出城規會原來決定的任何人士，將不得
出任上訴委員會委員。由上訴委員會作出的決定是最終決定。

第三種情況

10.8 如果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該發展區的擬訂用途不獲批准，

便需要對大綱圖作出修改。

                                                
5  關於擬備規劃大綱的程序，請參閱附錄 10。
6  關於根據《城巿規劃條例》第 16條而進行的規劃申請處理程序，請參閱附錄 7。
7  關於根據《城巿規劃條例》第 17條而進行的覆核申請處理程序，請參閱附錄 8。
8  關於根據《城巿規劃條例》第 17B條而進行的處理上訴程序，請參閱附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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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過程所需的時間

10.9 一個新發展區的規劃過程可以在 36個月內完成，但這過程亦
可長達 112個月，視乎是否有任何人提出反對或修改分區計劃大綱圖、
是否有人就規劃作出申請、要求覆核及上訴，以及是否需要製備規劃

大綱等因素而定。表 2列出在規劃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最短和最長時間。

表 2  規劃過程所需的時間 (以月為單位 )

程序 所需的最短時間 所需的最長時間

規劃大綱研究／工程可行性研究 18 24

擬備部門專用圖則 6 18

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 12
(如沒有人提出

反對 )

36
(如有人提出
反對 )

提交規劃申請／修改分區計劃

大綱圖

不適用 22

擬備規劃大綱 不適用 12

總計 36 112

資料來源：規劃署

土地發展過程的其它程序

填海闢拓的發展區

10.10 關於填海闢拓的發展區，有關方面須根據《前濱及海床

(填海 )工程條例》的規定，在憲報公布工程計劃的內容，並解決所接獲
的反對意見，以獲得總督會同行政局批准進行填海工程。整個過程平

均需時約 22個月完成。這過程與規劃過程同步進行。

陸上發展區

10.11 至於陸上發展區，有關方面須經總督會同行政局批准收

回土地，然後根據《收回官地條例》的規定，在憲報公布工程計劃的

內容。平均來說，就補償及安置事宜進行的磋商，以及其後清拆留在

該幅土地上的任何搭建物的工作，可在大約 48個月內完成。而這過程
會在規劃過程完成後才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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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及基礎建設工程

10.12 當局獲得總督會同行政局批准後，便會展開填海或土地

平整工程的詳細設計，這項工作通常需時約 12個月完成。

10.13 為陸上發展區進行土地平整工程及填海地區的建造工

程，需時約 24個月才能完成。假設有關地盤可即時批撥，供發展私人
樓宇之用，建築及基礎建設工程另需 36個月才可完竣。

土地發展過程所需的時間

10.14 表 3開列土地發展整個過程所需的時間。由物色地盤到建
築工程完成，可能需時 108個月 (九年 )到 232個月 (19年 )不等。

表 3 土地發展過程所需的時間 (以月為單位 )

程序 填海闢拓的策略

性增長地區

陸上策略性

增長地區

所需的

最短

時間

所需的

最長

時間

所需的

最短

時間

所需的

最長

時間

規劃程序 36 112 36 112

《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例》
所訂的工程程序

22
(與規劃程序
同步進行 )

不適用

清拆／收地工作 不適用 48

進行工程設計 12 12

填海工程 24 不適用

土地平整 不適用 24

建築及基礎建設工程 36 36

總計 108 184 156 232

資料來源：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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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土地行政

11. 地政總署

11.1 地政總署轄下的地政處，負責管理全港土地。地政總署的工

作，包括徵用土地供政府進行發展之用、批撥經中英土地委員會核准

批出的土地、管理一切未經撥出的政府土地，以及確保私人用地的用

途符合其批地條件。

12. 徵用土地

12.1 收回土地可解決由業權有欠完備、無法追查業主身分，以至

業主對其物業開天殺價等情況所引致的問題。但這行動只適用於收回

私人土地作公眾用途，例如出租公屋或居屋等。收回私家地段及清拆

行動需時兩至三年不等，視乎工程計劃的規模而定。

12.2 對於私人住宅發展商而言，匯集土地有時可能需時長達十年

或以上，因為他們須完成規劃過程，然後向地政總署申請換地。

13. 批地

13.1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附件 III的規定，每年新批出的土地面
積不得超過 50公頃，如超過 50公頃，便須獲得土地委員會同意。有一
點必須注意，批給香港房屋委員會興建租住公屋的土地，不受此條件

限制。

13.2 《聯合聲明》亦規定政府須就批地計劃的所有方面，包括土

地批撥、發展密度及時間安排等，每年向土地委員會申請批准。因此，

政府只能在一年前公布其批地計劃。

14. 換地及契約修訂

14.1 批地契約訂明業主的義務和責任，以及在工程和發展方面的

基本要求 9  。然而，如有關要求已屬過時，則可予以「修訂」，以便
能在用途或發展密度方面作出更改。簡單來說，地價補償相等於舊批

約與新批約市值的差額，這樣可鼓勵發展商重新發展較舊的物業。

                                                
9  包括契約年期；批准用途；最高建築高度；最小及最大的樓面總面積；建築工
程的期限；總綱發展藍圖的規定 (對規模龐大的計劃而言 )；設計、配置及高度
限制；停車及裝卸規定；入口及出口的限制，以及景觀美化及環境方面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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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發展計劃亦可透過換地方式予以批准。按此程序，土地業主

可交回現時持有的土地，以換取一幅新用地 (通常原址換地 )，而政府會
對該幅新用地施加現今的批約條件，確保發展計劃符合最新的規劃要

求。此外，換地亦需補地價。

換地及契約修訂的過程

14.3 附錄 11及 12分別概述處理換地及契約修訂的程序。在處理換
地及修訂契約的申請時，須徵詢各有關部門的意見。在綜合各方意見

後，有關申請會交由內部會議審批。基本條款一經訂定，並與申請人

達成協議後，政府便會評估地價 (如適用的話 )，並向申請人提出正式的
基本條款。申請人須於一個月內表明是否接納建議的條款。如申請人

接納基本條款，當局便會安排有關文件，其中工作包括查核業權。

處理換地及契約修訂所需的時間

14.4 表 4簡要載列處理一宗契約修訂和換地申請所需的時間。一般
來說，處理契約修訂的申請需時 349天 (約 50星期 )，而處理換地申請則
需時 398天 (約 57星期 )。總共所需的時間，視乎每一個案的複雜程度而
定。

14.5 處理一宗簡單的修訂契約個案，大概需時 260天 1 0  。然而，如

有關個案需經城規會批准，所需時間大約為 482天 1 1  。處理一宗簡單的

換地申請，需時 383天 1 2  ，而較為複雜者，則需時大約 800天 1 3  。

                                                
1 0  資料來自地政總署署長布培先生於一九九六年五月二日向香港地產行政學會
所發表的演說，題為 “Procedures and Difficulties in Processing Lease Modification and Land
Exchange for Developments”。

1 1  同上。
1 2  同上。
1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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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處理契約修訂及換地所需的時間 (以星期為單位 )

階段 程序 契約修訂 換地

A 經地政處審核，並將資料存

入批地資料系統

2 2

B 視察土地，並製備傳閱文件

簡要

3 6

C 有關部門就建議發表意見 4 6

D 地區地政會議 6 8

E 申請人獲通知有關決定 3 3

F 提出正式的基本條款 10 10

G 申請人須於一個月內表明是

否接納條款

4

H 發出文件 13 22

I 簽立文件 5

所需時間 50 57

資料來源： 地政總署

14.6 從表 5可見，在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期間，
每年處理的契約修訂和換地個案，總數少於 50宗。自一九九六／九七
年度開始，完成個案宗數是先前每年處理個案宗數的兩倍甚至三倍，

而所提供的住宅單位數目，亦由一九九四／九五年度的 6,750個，激增
至一九九六／九七年度的 25,0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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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七／九八年度已完成和將完成的

契約修訂／換地個案數目，以及將會興建的住宅單位數目

年度 契約修訂 換地 完成的個案

總數

將興建的住宅

單位總數

85/86 0 14 14 @

86/87 22 30 52 @

87/88 14 25 39 @

88/89 13 31 44 @

89/90 14 23 37 @

90/91 15 20 35 @

91/92 17 35 52 @

92/93 21 21 42 @

93/94 5 39 44 9,550

94/95 22 26 48 6,750

95/96 15 19 34 7,519

96/97* 23 66 89 25,000

97/98# 20 95 115 20,000

備註： * 表示截至財政年度完結 (即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估計數字。
# 表示估計數字。
@ 表示未能提供數字，因為此欄資料在一九九三／九四年度起才在電腦紀
錄內建立。

資料來源：地政總署

在修訂契約方面所遇到的困難

城市規劃批准

14.7 在批准規劃申請時，原來建議的發展規範或須作出修改。在

契約修訂申請可獲進一步處理之前，申請人通常必須先完成交通、環

境及渠務三方面的影響評估，以便反映可能引致的結果。在某些情況

下，政府亦會要求發展商在有關地段範圍以外提供若干設施，例如擴

闊路面或在附近建造一個迴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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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至於涉及綜合發展區用途的個案，政府或會要求發展商提供

若干政府／團體／社區設施。雖然要求發展商提供政府／團體／社區

設施是為社會利益著想，但未必會獲區內居民認同，因為他們深切關

注這些設施所帶來的影響，在區內設立復康中心便是一例。因此，政

府須先徵詢區議會的意見，有時甚至要向有關的立法局事務委員會解

釋。

各有關部門的意見互有衝突

14.9 在考慮每宗契約修訂申請時，各有關部門通常都有機會發表

意見，但各部門的意見可能會互有衝突。可惜現時沒有一個權威當局

能解決及平衡以上分歧。

當地居民的反對意見

14.10 在新界地區，村民一向極為關注風水問題。有關部門必

須先解決當地居民的反對意見，才可進一步處理契約修訂或換地的申

請。

所需的時間

14.11 部分建議或會涉及一些須根據《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
條例》在憲報公布的道路工程。在道路刊登憲報之前，須先徵得有關

區議會的同意。因此，建議書在獲得許可前，要兩度提交區議會。基

於這緣故，處理這類換地個案所需的時間，遠比一般情況為多。

配合政府計劃

14.12 物業發展很易受到市場情況轉變影響，特別是一些大規

模的發展計劃，有時或要修改設計，甚至發展的類別，藉以順應市場

轉變。在這情況下，契約修訂或換地的條款可能需要改變，以配合規

劃的目的。然而，政府須確保建議的發展項目與周圍地區在交通及規

劃兩方面均能互相協調。這情況尤以鄉郊地區為然，在這類地區，當

局有必要確保建議的發展項目能夠配合提供基礎設施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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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處理換地及契約修訂申請的程序

14.13 在「扶助工商」的措施下，政府委託顧問公司進行一項

名為「檢討處理換地及契約修訂申請的程序」的研究，而研究工作最

近亦已完成。該項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如何加快處理換地及修訂契約

的程序，以及如何令決策的過程更公開和更具問責性。所涉及的措施

包括以更主動積極的方法來處理有關申請，並依循預定的時間表進行

工作；更多應用電腦輔助支援及資訊系統；集中進行工作及地價評估，

以及由私營機構承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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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一九八五至一九九六年的土地供應及批地情況

15. 發展用地的供應

15.1 附錄 13開列出在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期間
供各類用途的土地供應情況。所供應的土地包括由過往的年度撥入該

年度的未批出土地、由拓展署為該署發展計劃的特定工程所完成的新

近平整土地和已停止作臨時用途的土地 (例如臨時房屋區 )，但這些土地
不包括重建中的土地。

15.2 從資料可見，在八十年代，每年的土地總供應量維持在 700至
850公頃之間。由一九九一／九二年度開始，土地總供應量增加至超過
1,000公頃，特別是在一九九五／九六年度，供應量更比過去幾年增加
一倍，達 2,094公頃，原因可能是機場計劃工程經已完成。

15.3 在過去十年，用作房屋發展的土地供應量起落不定，由一九

九五／九六年度的 94公頃 (佔可供發展土地總供應量的 4.5%)至一九九
四／九五年度的 193公頃 (佔可供發展土地總供應量的 19.3%)不等。而平
均供應量則維持在 130公頃的水平。

15.4 從圖 3可見，供私人房屋發展的土地維持在 80至 90公頃的水
平，但一九九五／九六年度除外。當年的總供應量下降至 55公頃，只
佔可供發展土地總供應量的 2.7%。

15.5 至於用作興建租住公屋及資助房屋的土地，供前者使用的土

地數量波動甚大，由一九八九／九零年度的 7公頃到一九八五／八六年
度及一九九四／九五年度的 41公頃不等。至於供後者使用的土地，在
八十年代末期，每年的供應量維持在 20至 30公頃的水平。但到了九十
年代，起落變化的幅度甚大，由 17公頃到 54公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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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供房屋發展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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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未能取得 1986/87及 1990/91的土地供應量的資料
2. 1985/86年度數據： 私人樓宇 = 65公頃；資助房屋 = 9公頃；

租住公屋 = 40公頃
3. 謹請注意，所供應的土地包括由過往的年度撥入該年度的未批出土

地、由拓展署為該署發展計劃的特定工程所完成的新近平整土地和已
停止作臨時用途的土地。

資料來源：提交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的《全港未來土地供應評估》年報

規劃署

16. 批地

16.1 可供發展的土地供應量並不代表那些土地已經由私人發展商

或政府用來進行建築工程。正如第 13.1段所述，由於批地的數量限於每
年 50公頃，因此部分土地只會空置，由政府作進一步處理。

16.2 附錄 14載列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六／九七年度期間的批
地結果。除了因特殊需求而批出的土地外，作私人發展、資助房屋及

基礎設施用途的批地總額都符合《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但一九九

五／九六年度和一九九六／九七年度批地的總數量都遠超 50公頃的基
準，分別達 88公頃和 109公頃。

16.3 作私人商業用途的批地穩定維持在每年 20至 25公頃的水平，
但一九九五／九六年度和一九九六／九七年度分別大幅增加至 44公頃
和 5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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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土地供應和批地的比較分析

17.1 圖 4及附錄 15顯示由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六／九七年度
期間作房屋發展的土地供應和批出土地的數量。從這些資料可見，每

年作房屋發展的土地供應量維持在 110至 130公頃的水平，但批出作這
類發展的土地每年只有 30至 40公頃。

17.2 在一九九四／九五年度，作房屋發展的土地供應量增加至 170
公頃，而批出作這類發展種用途的土地也增加至 63公頃，是往年的兩
倍。在一九九五／九六年度，作房屋發展的土地供應量大幅下降至 82
公頃，但批出的土地仍然繼續增加，達 77公頃。看來大部分作房屋發
展的土地經已批出。由於本部未能取得有關一九九六／九七年度發展

土地供應量的資料，因此不能作進一步分析。

圖 4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六／九七年度用作房屋發展的土

地供應量和已批出土地的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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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未能取得 1986/87、 1990/91和 1996/97各年度土地供應量的資料
2. 1985/86至 1995/96年度土地供應及審批均包括商業用途土地
3. 謹請注意，所供應的土地包括由過往的年度撥入該年度的未批出土

地、由拓展署為該署發展計劃的特定工程所完成的新近平整土地和已
停止作臨時用途的土地。

資料來源：提交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的《全港未來土地供應評估》年報

規劃署

地政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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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交易類別的批地情況

17.3 批地可以採用拍賣、投標、甲種換地權益書和乙種換地權益

書投標 1 4  、私人協約批地 1 5  等方式進行。從表 6可見，以拍賣和投標
方式批出的土地佔批地總額的 50%或以上 (20公頃 )。但也有例外的情
況，例如在一九八八／八九年度和一九九五／九六年度，以這種方式

批出的土地分別增加至 50公頃和 93公頃，但數量在一九九六／九七年
度又大幅回落至 16公頃。

表 6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六／九七年度按交易類別列出的批

地數量 (以公頃為單位 )

年份 拍賣／投標

甲種換地權益書／

乙種換地權益書

投標
私人協約批地 總額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1985/86 7.8 74.9 2.6 25.1 不適用 不適用 10.4

1986/87 18.7 53.4 8.5 24.4 7.8 22.2 35.0

1987/88 19.0 55.2 8.1 23.5 7.4 21.4 34.5

1988/89 49.7 71.2 9.6 13.7 10.5 15.0 69.8

1989/90 23.5 59.3 3.1 7.9 13.0 32.8 39.6

1990/91 23.4 59.4 4.3 11.0 11.7 29.6 39.4

1991/92 27.0 51.5 4.6 8.7 20.9 39.8 52.5

1992/93 21.0 61.3 8.7 25.5 4.5 13.2 34.2

1993/94 17.0 50.8 2.7 8.1 13.8 41.1 33.5

1994/95 23.8 54.8 1.4 3.3 18.2 41.9 43.4

1995/96 92.5 73.6 0 0 33.2 26.4 125.7

1996/97 15.6 23.6 0.1 0.2 50.2 76.2 65.9

資料來源：地政總署

                                                
1 4  由一九八三年起，當局已不再以發出甲種換地權益書和乙種換地權益書作為收
地的方式，但由於政府在一九八三年前需徵收土地作公眾用途，因此行使根據

《收回官地條例》獲賦與的權力。如果一幅土地位於核准發展藍圖的地區內，

當局的政策是讓私人土地的承租人有機會自願交回土地，換取日後獲批政府土

地的權利。這種權利載於一封函件內，稱為「甲種換地權益書」和「乙種換地

權益書」。
1 5  供特殊的低成本房屋計劃、居者有其屋計劃、公用事業、學校、教堂、廟宇、
診所、福利機構和某些慈善用途的土地，一般會透過私人協約批地的方式批

出。在這些情況下，地價的數額各有不同，由非牟利用途的不需繳付地價，至

公用事業必需繳付十足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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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表 7和圖 5也顯示出透過拍賣和投標批地的重要性。在一九九
三／九四年度以前，超過三分之二的土地收益來自拍賣和投標。由一

九九四／九五年度起，這方面比例下降至 40-50%。在一九九六／九七
年度，更進一步下降至 18%。無論如何，土地交易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
源，佔政府總收入的 20%。

表 7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六／九七年度按收入來源列出的

地價金額

以公開拍賣

及投標方式出售

以私人協約

批地方式批出

修訂現行契約、

換地及增批地段 總計

年份
以百萬

港元計

佔土地

收入的

百分比

以百萬

港元計

佔土地

收入的

百分比

以百萬

港元計

佔土地

收入的

百分比

以百萬

港元計

佔政府

總收入的

百分比

85/86 1,392 75.7 240 13.1 207 11.3 1,839 4.2

86/87 3,409 72.3 581 12.3 724 15.4 4,714 9.7

87/88 4,531 63.1 103 1.4 2,543 35.4 7,177 11.8

88/89 11,679 76.5 1,076 7.0 2,518 16.5 15,272 21.0

89/90 8,524 83.2 717 7.0 1,005 9.8 10,246 12.4

90/91 4,351 70.2 576 9.3 1,267 20.5 6,194 6.9

91/92 13,925 66.5 3,657 17.5 3,358 16.0 20,940 18.3

92/93 11,511 70.0 663 4.0 4,262 25.9 16,436 12.1

93/94 17,965 41.2 3,289 7.6 22,306 51.2 43,560 26.1

94/95 12,776 40.7 7,342 23.4 11,239 35.8 31,357 17.9

95/96 23,876 53.2 16,401 36.5 4,603 10.3 44,880 24.8

96/97
(估計 )

10,745 18.2 22,057 37.4 26,225 44.4 59,027 30.0

資料來源： 1985/86至 1995/96年度庫務署署長週年報告及香港政府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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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六／九七年度經拍賣和投標批出

的土地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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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地政總署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 /九六年度的庫務署署長週年報告及香港
政府帳目。

18. 私人房屋用地的供應

18.1 表 8開列在透過各類方式批出的土地上興建的住宅單位數
目。從資料可見，在一九九四／九五年度和一九九五／九六年度，經

三類方式批出的土地，所提供的住宅單位數目相若。不過，在一九九

六／九七年度及一九九七／九八年度，經契約修訂或換地所得的土

地，成為興建住宅單位的主要用地來源，這類住宅單位的數目，相等

於過往所建數目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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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一九九四／九五至一九九七／九八年度在透過各類方式批

出的土地上興建的私人住宅單位數目

年份 契約修訂／

換地

拍賣及投標

(不包括私人
機構參建

居屋計劃 )

私人協約方

式批地 (不包
括資助房屋 )

總計

1994/95 6,750 9,704 0 16,454

1995/96 7,519 7,440 8,199@ 23,158

1996/97 25,000 2,720 12,444@＊ 40,164

1997/98 20,000 0 9 ,634＊ 29,634

備註：@ 表示機場鐵路批地。
* 表示有關數字包括機場鐵路批地和其他私人協約方式批地。

資料來源：地政總署

19. 資助房屋用地的供應

19.1 用作興建資助房屋的土地，均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如表 9所
示，建成的單位數目每年不同，由一九九五／九六年度的 19,382個到一
九九七／九八年度的 55,639個不等。

表 9 由私人協約方式批地所得的 (資助房屋 )單位數目

年份
私人機構參

建居屋計劃

投標

居屋計劃 夾心階層

房屋計劃

香港房屋協

會其他計劃
總計

1994/95 2,370 12,258 4,435 1,924 20,987

1995/96 3,960 8,010 4,849 2,563 19,382

1996/97 10,820 13,295 1,650 2,000 27,765

1997/98 21,916 32,143 680 900 55,639

資料來源：地政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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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租住公屋用地的供應

20.1 表 10顯示現時所訂的一九九一／九二至二零零零／零一年度
建屋指標 1 6  。根據這些建屋指標，每年建成的住宅單位數目平均應有

47,000個 1 7  。假設平均建屋密度為每公頃土地 700個單位 1 8  ，每年所需

的土地面積應為 68公頃。

表 10 實際／預定建屋量與一九九四年長遠房屋策略指標的比較

住宅單位數目

租住
居屋計劃／

私人機構參

建居屋計劃

總計

長 遠 房 屋 策 略 所 訂 的

1991/92至 2000/01年度指標
*

238,700 233,900 472,600

一 ) 1991/92至 1995/96年度
的實際建屋量 **

104,700 82,300 187,000

(1) 1996/97至 2000/01年度
的建屋量指標 *

134,000 151,600 285,600

(2) 1996/97至 2000/01年度
的預定建屋量 **

132,100 142,600 274,700

差額 (2)-(1) -1,900 -9,000 -10,900

備註：*  包括 11,700個單位的建屋量容差。尚欠的單位總數 ( -10,900個 )是在長遠
房屋策略的建屋量容差內。

** 包括房屋協會的建屋量，夾心階層房屋單位除外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1 6  數字取自《一九九四年長遠房屋策略中期檢討》及一九九六年九月的公營房
屋發展計劃內所列有關同一段期間的實際／估計建屋量。

1 7  資料由香港房屋委員會提供。
1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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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雖然房屋委員會 (以下簡稱「房委會」)將會在重建用地內興建
部分房屋單位 (佔總建屋量的 28%)1 9 ，或者在現有屋 物色更多具發展

潛力的遷空地盤，又或提高部分預定工程計劃的發展密度，但大部分

房屋單位仍有賴政府供應新土地來興建。

20.3 表 11說明在一九九一／九二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期間，房
委會已展開工程的土地。在這期間，房委會動用了 221公頃土地興建房
屋單位，其中 97公頃在市區， 125公頃在新界。不過，在這些土地上興
建的房屋單位總數卻未可知。

表 11 按大概地點臚列由一九九一／九二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

房委會動用的興建公屋用地 *
(以建築工程展開的日期為依據 **)

年份
租住

居屋計劃／

私人機構參建 　

居屋計劃

總計
整體總數

市區 新界 小計 市區 新界 小計 市區 新界

1991/92 24 9 33 4 11 15 28 20 48

1992/93 15 14 29 11 14 25 26 28 54

1993/94 8 6 14 5 10 15 13 16 30

1994/95 9 15 24 1 9 10 10 24 34

1995/96 18 20 38 1 17 18 19 37 56

總計 74 64 138 23 61 83 97 125 221

備註： *  表示用地總面積以公頃為單位，包括用作興建商業中心、停車場、社
區設施及遊憩用途的土地。

** 表示房屋單位通常於工程展開後三年 (租住／居屋計劃樓宇的一般建造
時間，包括建築及打椿工程 )建成可供入住。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1 9  資料由香港房屋委員會提供。



立法局秘書處 香港的土地供應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27頁

供應興建租住公屋用地所需的時間

20.4 由要求撥地到批出土地，所需的時間不一而足。在某些情況

下，例如位於雲漢街的用地，只需六個月時間 (規劃大綱獲得確認，地
盤亦清理妥當 )便可移交房委會進行設計及發展。至於其他情況，例如
林邊房屋用地，雖然早在一九九零年已獲確定為興建公屋的地點，但

由於重新分區的問題，加上有人反對建造通往地盤的道路，至今仍未

能備妥供房屋發展之用。

20.5 表 12開列經政府確定可供房委會作公屋發展用途的已經平整
和未經平整土地的比例。經政府確定的新地盤，平均有 75%是未經平整
的土地。因此，在有關土地上興建房屋單位之前，需用較長時間去解

決種種問題。

表 12  在一九八八／八九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經確定可供公共

房屋發展之用的新地盤 *

已平整土地 ** 未平整土地 ** 總計

年份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1988/89 4.7 63% 2.8 37% 7.5 100

1989/90 20.6 43% 27.4 57% 48.0 100

1990/91 1.2 2% 78.6 98% 79.8 100

1991/92 0.0 0% 7.6 100% 7.6 100

1992/93 2.8 100% 0.0 0% 2.8 100

1993/94 13.9 27% 38.0 73% 51.9 100

1994/95 20.1 51% 19.7 49% 39.8 100

1995/96 8.2 17% 39.6 83% 47.8 100

總計 71.5 25% 213.7 75% 285.2 100

備註： * 指經確定可供興建公共房屋之用的地盤。通常地盤經確定作興建公屋用
途後，規劃及設計工作便會展開。

** 表示用地總面積，包括若干商業中心、停車場、社區設施及遊憩用地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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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平整／填海工程

20.6 一般來說，除了重建地盤之外，房委會並不負責土地的平整

工程。不過，房委會有時也與政府訂立協定，由房委會承擔部分土地

平整或填海工程，並為這些工程提供資金，以便加快發展過程。但有

關發展這類工程的土地總面積，則沒有資料。

土地平整工程所需的時間

20.7 土地平整過程所需的時間，須視乎該幅用地的面積大小或工

程的複雜程度。如附錄 16所示，土地平整工程所需的時間由 33至 67個
月不等，其中 21至 37個月用在建築工程之前的預備工作。在房委會曾
處理的土地平整工程之中，以石籬 遷空地盤所用的時間最短，只需

28個月便告完成 (附錄 17)。而需時最久是調景嶺地盤的平整工程，則長
達幾近五年，主要原因是清拆行動有所延誤 (附錄 18)。

土地平整工程的資金問題

20.8 房委會會為重建地盤的土地平整工程提供資金。一般來說，

政府會承擔新地盤的平整工程所需的款項。房委會會把居屋發展計劃

建築費用的 35%交給政府，以支付土地平整工程的部分費用。至於私人
機構參建居屋計劃的發展項目，發展商須按市值向政府繳付地價。在

租住公屋的發展方面，政府並不收取任何土地平整工程的費用。

土地平整工程的困難和限制

20.9 進行土地平整工程所遇到的主要困難，計有在匯集土地和收

地過程中遭到當地居民強烈反抗、各有關政府部門就環境和交通影響

評估結果進行冗長的磋商、重新分區所引致的衝突、城規會批准有所

延遲，以及刊登憲報等問題。附錄 19列 在過去十年這些問題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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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五年的土地供應

21. 已規劃的土地用途

21.1 表 13按不同土地用途分類綜述所有分區計劃大綱圖及發展審
批地區圖 2 0  內劃定的土地，所涉及的地區包括整個香港島、九龍半島，

以及具有發展潛力的新界地區。

21.2 從該表可知綠化地帶的比例最大，佔已規劃發展地區的

25.9%。為配合房屋發展用途，政府已劃出 4,972公頃土地 (10.2%)作住
宅用地、 2,774公頃土地 (5.7%)作鄉村式發展用途、 523公頃土地 (1.1%)
作綜合發展區之用、 378公頃土地 (0.8%)作商住混合發展用途，以及 6
公頃土地撥給土地發展公司，可能興建住宅樓宇。

21.3 把分區計劃大綱圖及發展審批地區圖內劃作住宅用途的土地

與現時的住宅用地作一比較，面積由 4,300公頃 (表 1)增加至 4,972公頃
(表 13)，增幅達 672公頃。然而，在這些土地上興建的住宅單位數目，
現時卻未可知，原因是不同類別的地盤所獲批准的地積比率不同，而

該比率限制了建築樓面總面積；此外，樓宇建築亦有高度限制。

                                                
2 0  個別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及發展審批地區圖，請參閱附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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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已規劃的土地用途

已規劃的土地用途 公頃 百分比

綠化地帶 12,639.46 25.9

住宅 4,972.34 10.2

其他指定用途 4,964.51 10.2

保護區 4,071.80 8.3

耕地 3,228.63 6.6

道路 3,043.81 6.2

政府／團體／社區用途 3,008.11 6.2

鄉村式發展 2,773.97 5.7

郊野公園 2,052.51 4.2

遊憩用地 2,038.75 4.2

工業用地 1,021.96 2.1

未指定用途 821.63 1.7

康樂用地 638.86 1.3

綜合發展區 523.34 1.1

沿岸保護區 412.99 0.8

商住混合區 377.62 0.8

商業用地 260.48 0.5

優先發展康樂用地 64.63 0.1

土地發展公司 6.18 *

其他 * 1,898.17 3.9

規劃方案總面積 48,819.75 100.0

備註： * 其他包括明渠、貨物裝卸區、避風塘、排水渠、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河道、露天存放區、主要道路及未指定用途地區。

資料來源：現有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及發展審批地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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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住宅用地的供應量

22.1 表 14及附錄 20顯示一九九六 /九七至二零零四 /零五年度期間
的新住宅用地的供應量。從該表可知，日後將有 421公頃新住宅用地可
供房屋發展之用，其中 212公頃 (新住宅用地的一半 )用作興建私人樓
宇，而另一半則會供公共及資助房屋發展之用，為數有 209公頃。

22.2 雖然政府會供應土地作房屋發展用途，但供地的計劃表，批

地面積及興建單位數目仍屬未知之數。

表 14 一九九六／九七至二零零四／零五年度新住宅用地的

供應量 (公頃 )

類別 9 6 / 9 7 9 7 / 9 8 9 8 / 9 9 9 9 / 0 0 0 0 / 0 1 0 1 / 0 2 0 2 / 0 3 0 3 / 0 4 0 4 / 0 5 總數 百分比

私人樓宇 4 0 . 9 3 5 . 0 2 6 . 5 5 4 . 5 1 0 . 4 2 2 . 4 0 . 0 1 1 . 5 1 0 . 8 2 1 2 . 0 5 0 . 4

夾心階層房屋 6 . 8 0 . 0 3 . 2 1 . 2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1 1 . 2 2 . 7

居屋計劃／

私人機構參建

居屋計劃 3 4 . 9 3 3 . 0 1 9 . 0 2 3 . 6 0 . 0 0 . 0 0 . 0 4 . 0 0 . 0 1 1 4 . 5 2 7 . 2

租住公屋 2 1 . 8 1 4 . 1 9 . 8 2 3 . 1 7 . 6 0 . 0 0 . 4 6 . 0 0 . 4 8 3 . 2 1 9 . 8

總數 1 0 4 . 4 8 2 . 1 5 8 . 5 1 0 2 . 4 1 8 . 0 2 2 . 4 0 . 4 2 1 . 5 1 1 . 2 4 2 0 . 9 1 0 0 . 0

備註：謹請注意，所供應的土地包括由過往的年度撥入該年度的未批出土地、由
拓展署為該署發展計劃的特定工程所完成的新近平整土地和已停止作臨時

用途的土地。

資料來源：《 1995/96至 2004/05年度全港未來土地供應評估》
規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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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結論

23.1 這項研究顯示，本港土地只有 16.0% (17,500公頃 ) 已經發
展，其中 33% (5,800公頃 ) 用作房屋發展，而 24.6% (4,300公頃 ) 則為
空置土地。政府日後將會供應更多土地作房屋發展用途，連現時已作

房屋用途的土地，將有 4,972公頃作住宅用途及 2,774公頃作鄉村式發展
之用。

23.2 在研究所涵蓋的期間，政府每年均有提供新土地作各種用

途。撇開由機場計劃所拓展的土地及經政府每年批出的土地，每年可

供發展的土地的累計面積均保持在 1,000公頃。

23.3 不過，發展用地的供應量並不等於批出土地的面積。由於《中

英聯合聲明》所規定的限制，政府每年批出的土地均不超過 50公頃。
如政府需提供額外的土地，須先獲得土地委員會的批准，而過去亦曾

批出額外的土地。這項限制條件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後會否適用，則是

未知之數。

23.4 在過去兩年，可供房屋發展的用地差不多已全部批出。政府

未來能否及如何覓得可供批撥的土地，現時仍未可知。

23.5 有很多方法可增加供特定用途的土地，計有填海工程、開拓

新用地、重新發展土地及市區重建等。

23.6 不過，由於規劃、收地、契約修訂及換地等工作程序相當繁

複，需時甚久，以致政府在土地供應上遇到種種障礙，難以做到地盡

其用。

23.7 上述障礙可分為行政架構和實際障礙兩方面。前者指各個政

府部門的意見互有衝突，且亦缺乏一個權威當局，可就各種專業意見

作最終決定；至於後者則指政府在收地過程遇到居民的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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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六年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的香港土地用途分類 (公頃 )

類別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A.   已發展土地

1)  商業 100 100 1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  住宅 3,800 3,900 3,900 4,100 4,000 4,100 4,100 4,200 4,300
3)  租住公屋 800 800 900 900 1,000 1,000 1,100 1,200 1,400
4)  工業 800 900 900 900 900 1,000 1,100 1,100 1,100
5)  遊憩用地 1,300 1,400 1,400 1,400 1,500 1,500 1,500 1,600 1,600
6)  政府、團體和社區設施 1,500 1,500 1,600 1,600 1,600 1,700 1,700 1,800 1,800
7)  空置發展區 3,300 3,400 3,400 3,700 3,600 3,600 3,700 4,100 4,300
8)  道路／鐵路 2,000 2,100 2,200 2,200 2,300 2,300 2,600 2,700 2,700
9)  臨時房屋區 200 200 2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小計： 13,800 14,300 14,600 15,100 15,200 15,500 16,100 17,000 17,500

B.    非建設土地 *

1)  林地 22,000 22,1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  草地和灌木地 52,000 52,000 51,900 51,900 51,900 51,900 51,900 51,900 51,900
3)  荒地、沼澤及紅樹林 4,500 4,500 4,400 4,400 4,400 4,400 4,400 4,400 4,400
4)  耕地 7,200 6,900 6,900 6,700 6,600 6,500 6,400 6,300 6,200
5)  魚塘／臨時搭建物／牧場 3,100 3,000 3,000 2,900 2,800 2,800 2,800 2,800 2,700
6)  水塘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7)  其他用途 1,900 2,000 2,100 2,000 2,100 2,100 2,200 2,200 2,200

小計： 93,300 93,100 92,900 92,500 92,400 92,300 92,300 92,200 92,000

總計： 107,100 107,400 107,500 107,600 107,600 107,800 108,400 109,200 109,500

備註： * 表示在非建設土地中，包括根據《郊野公園條例》劃定為郊野公園及特別用途的土地，面積達 413平方公里 (41,300公頃 )，作為
保護野生動植物及康樂用地。

並無一九八八年前的資料。

資料來源：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六年度香港年報

規劃環境地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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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參與土地供應工作的政府部門及其功能與職責

政府部門 主要功能與職責

規劃署 ! 統籌規劃事宜

! 擬備發展大綱圖及分區計劃大綱圖

! 進行所需的重訂土地分區用途

拓展署 ! 擬備及處理地盤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

合約，包括刊登憲報

土木工程署 ! 統籌填料管理事宜

! 就斜坡鞏固及土力事宜提供意見

! 就爆破事宜提供意見

地政總署 ! 處理收地事宜

! 統籌清拆事宜

! 發出移交土地牌照

運輸署 ! 統籌主要的交通規劃事宜

! 就交通影響評估提供意見

! 就道路設計及道路通車容量提供意見

環境保護署 ! 就環境影響評估提供意見

! 就環境滋擾的管制規定提供意見

! 管制海上傾卸廢物事宜

路政署 ! 就築路材料及維修責任提供意見

! 就道路排水系統設計提供意見

! 作為進行工程部門，就根據《道路 (工
程、      使用及補償 )條例》刊登憲
報作準備

水務署 ! 就供水提供意見及負責供水事宜

渠務署 ! 就接駁渠道提供意見及負責渠道接駁

事宜

! 就維修責任及渠道設計提供意見

! 就排水影響評估提供意見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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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分區計劃大綱圖註釋附表摘要

住宅 (丙類 )

第一欄
經常准許的用途

第二欄
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可能在有
附帶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附設停車場 救護車站

分層樓宇 銀行

政府員工宿舍 診療所／分科診療所

屋宇 教育機構

報案中心 快餐店

私人游泳池 政府垃圾收集站

員工宿舍 政府用途 (未另有列明者 )

私人發展計劃的公用設施裝置 醫院

酒店

加油站

康體／文娛場所

私人會所

公眾停車場

公共車輛總站或車站

公用事業裝置

宗教機構

供應住宿的機構

酒樓餐廳

零售商店

學校

社會福利設施

備註

在指定為「住宅 (丙類 )」的土地範圍內，任何新建築物或現有建築物的增
建、改建及／或修改，不得引致整個發展或重建計劃的建築物高度超過為

下列每個支區所訂定的最高建築物高度，或現有建築物的高度，兩者以數

目較大者為準。

支區 限制

住宅 (丙類 )1 最高建築物高度 10.67米

住宅 (丙類 )2 一層開敞式車房上最多興建 12層

資料來源：規劃署《香港的城市規劃便覽》第 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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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附錄 4   建屋用地規劃程序的簡化流程表

大綱規劃研究／

工程可行性研究

擬備部門專用圖則

(附錄5)

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
(附錄6)

(18至24個月)
[6至 18個月 ]
(平均 9個月 )

業已包括在分區計劃

大綱圖並建議作房屋發展

的用地

[若無反對，12至18個月]

[若有反對，18至36個月]

根據分區計劃大綱

圖不獲批准的用途

若向城規會提出

申請，或會／不會

獲批准的用途

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經

常獲批准的用途

是否需要進行影響評估

(例如交通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等)？

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

(附錄6)

規劃申請

• 第16條
• 第17條
• 上訴

(附錄7至9)

符合土地用途分區制

[6至18個月] [4至22個月]

批准

是否需要擬備規劃大綱
須由其他部門採取的其他

行動，例如地盤平整、清拆

／收地行動等

土地行政，例如批地、

修訂契約

否

樓宇發展

(符合《建築物條例》)

(附錄10)

[6至12個月]

主要適用於新發展區

(以填海方式闢拓的
土地及陸上 )

備註：* 供公共房屋及綜合發展區／綜合重建區的發展用途

@ 若大綱規劃研究／工程可行性研究的結果包括規劃報告及一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其格式適合諮詢有

關部門／區議會，則或可縮短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需的時間。

資料來源：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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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擬備部門專用圖則 (發展大綱圖／發展藍圖 )的主要步驟

接獲指示擬備圖則，或擬備新圖則以

撤銷、修訂，或取代現有圖則

進行背景研究及擬訂圖則

將圖則送交政府有關部門、半政府機構及

公用事業機構

接獲意見

將適當的修訂納入圖則內

提交地區規劃會議考慮

呈交區議會／鄉事委員會徵詢意見

提交規劃及土地發展委員會考慮及批准

簽署及採用

修訂圖則

備註：虛線顯示的程序或會重複進行

資料來源：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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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擬備法定圖則 (分區計劃大綱圖／發展審批地區圖 )的主要步驟

接獲指示擬備圖則，或擬備新圖則以撤銷、

修訂或取代現有圖則

進行規劃研究及擬訂圖則

將圖則送交政府有關部門及公用事業機構

接獲意見

將適當的修訂納入圖則內

提交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鄉郊及新市鎮規劃

小組委員會作初步考慮

呈交區議會徵詢意見

提交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鄉郊及新市鎮規劃

小組委員會作進一步考慮，並徵求同意刊登憲報

在憲報刊登圖則，並公開展示圖則，供市民查閱

城規會初步審議反對意見

城規會聽取反對意見，如有需要，

將修訂納入圖則內

向總督會同行政局呈交圖則以供批准

發表核准圖則

如有需要，城規會

及都會規劃小組委

員會／鄉郊及新市

鎮規劃小組委員會

分別根據第 (6)或
(7)條對「草圖」作
進一步修訂

交予城規會作進一步

審議及修訂

備註：虛線顯示的程序或會重複進行

資料來源：規劃署《香港的城市規劃便覽》笫22頁

圖則不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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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根據《城巿規劃條例》第 16條 2 1  處理規劃申請的程序

                                                
2 1  有關《城巿規劃條例》第 16條，請參閱附錄 21

根據圖則註釋核對建議書

若建議書屬「第二欄」，或根據註釋

的「備註欄」須取得批准，須以標準表

格一式 20份提交申請書，並附上支持文
件 (如有的話 )一式 60份

城巿規劃委員會秘書確認收到申請書，

並訂定規劃小組委員會開會審議的日期

規劃署諮詢政府部門，並為規劃小組

委員會成員擬備所需文件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或鄉郊及新巿鎮

規劃小組委員會開會審議申請

押後決定，以便

取得更多資料
拒絕 有條件批准 無條件批准

城巿規劃委員會秘書通知申請人有關決定及

拒絕申請的原因，並告知申請人有權要求覆

城巿規劃委員會

秘書通知申請人

2個月

資料來源：規劃署《香港的城巿規劃便覽》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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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根據《城巿規劃條例》第 17條 2 2  處理覆核申請的程序

 

                                                
2 2  有關《城巿規劃條例》第 17條，請參閱附錄 22。

城巿規劃委員會秘書通知

申請人有關決定及拒絕申請

的原因，並告知申請人有權

要求覆核

申請人申請覆核

申請人提交進一步

意見書

規劃署諮詢政府部門，

並為城巿規劃委員會成員

擬備所需文件

城巿規劃委員會進行覆核

押後決定，以便

取得更多資料
拒絕 有條件批准 無條件批准

城巿規劃委員會秘書通知申請

人

有關決定，並告知申請人有權向

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城巿規劃委員會

秘書通知申請人

申請人不申請

覆核

21天

3個月

資料來源：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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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根據《城巿規劃條例》第 17B條 2 3  處理上訴的程序

 

                                                
2 3  有關《城巿規劃條例》第 17B條，請參閱附錄 23。

城規會秘書通知申請人有關

決定，並告知申請人有權

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申請人不提出上訴
申請人提出上訴，並將通知書

送遞上訴委員會及城規會

城規會收到

上訴通知書

城規將通知書

送遞上訴委員會

秘書及上訴人

上訴委員會秘書發出

聆訊通知

上訴人及城規會將證人陳述書

及文件送遞上訴委員會

秘書及對方

上訴委員會審議有關文件

最後決定

60天內

60天內

(由上訴委員會訂定
聆訊日期 )

不少於

28天

不少於 7
天

資料來源：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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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0 處理新公共租住屋 及居者有其屋計劃規劃大綱的主要步驟

備註：將規劃大綱提交各委員會後，若須對綱要作出重大修訂，則虛線箭咀所示的程序或會重覆進行。

資料來源：規劃署

規劃署轄下的規劃處 房屋署

擬訂基本規劃要求 擬備初步的規定一覽表

擬備綱要擬稿 擬備可行性研究

提交工程設計檢討

小組委員會

修訂綱要擬稿

將擬稿送交政府有關部門／

公共事業機構傳閱

分析意見，修訂綱要擬稿，擬

備意見一覽表及規劃及土地發

展委員會文件擬稿

提交地區規劃會議

規劃及土地發展委員會

傳閱核准綱要

地政總署轄下的地政處

擬備居屋計劃的特別

批約條款及有關圖則

提交地區地政會議

批地

就居屋

計劃而

言

將設計綱要提交工程設計

檢討小組委員會

將設計綱要提交建築

小組委員會

將計劃設計圖提交工程

設計檢討小組委員會

傳閱計劃設計圖

提交房屋委員會轄下的

建築小組委員會

傳閱核准計劃設計圖

修訂計劃設計圖，並再次提交

工程設計檢討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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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地政處處理換地申請程序的流程表

資料來源：地政總署

收到換地申請

由地政處初步審批申請

若個案簡單直接，地政處會告

知申請人其個案會即時予以

處理

部分申請或許並非簡單直

接，地政處會如實告知申

請人。處理此等個案會超

逾正常的時間指標。

核對土地類別、檢查並由內部擬備傳閱文件摘要

將建議連同「特別條件」擬稿及圖則等送交有關部門(如規劃

署、環境保護署、路政署、運輸署及建築署等)評論。建議有

關部門在4星期內及於地區地政會議考慮此個案的指定日期

前回覆。

行由政府地政監督出任主席、成員包

括部門代表的地區地政會議。詳細考慮

個案，決定批准／拒絕申請，或在作出

修訂後予以批准。

告知申請人有關決定及

擬議條款，以供備考。要

求申請人盡早提出意見

／問題。此非正式要約。

評估地價

(如有此

需要)

安排擬備

文件及圖

則

草擬經修訂

的特別條件，

以便進行

初步審議

提出正式的基本條款，可於1個月內接受要約

核對業權，擬備及發出文件

簽立文件

若收到反對補

地價的上訴，考

慮上訴以及完

成處理個案所

需的時間可能

超逾正常的時

間指標

拒絕 (告知

申請人 )

拒絕
無效

大約時間指標

最多 20 星期

13 星期

5 個月

階段 A   2 星期

階段 B   6 星期

階段 C   6 星期

階段 D   8 星期

階段 E   3 個星期

階段 F   10 星期

階段 G   5 個月

總共需時約  398 日

有效

存進批地資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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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地政處處理契約修訂申請程序的流程表

資料來源  :  地政總署

收到契約修訂的申請

由地政處初步審批申請

若個案簡單直接，地政

處會告知申請人其個案

會即時予以處理

部分申請或許並非簡單直

接，地政處會如實告知申

請人。處理此等個案會超

逾正常的時間指標。

檢查並由內部擬備傳閱文件摘要

將建議連同「特別條件」擬稿及圖則等送交有關部門(如規劃署、

環境保護署、路政署及運輸署)評論。建議有關部門在4星期內及

於地區地政會議考慮此個案的指定日期前回覆。

行由政府地政監督出任主席、成員包括

部門代表的地區地政會議。詳細考慮個

案，決定批准／拒絕申請，或在作出修訂

後予以批准。

告知申請人有關決定及

擬議條款，以供備考。要

求申請人須盡早提出意

見／問題。此非正式要約

評估地價

(如有此需要)

安排擬備

文件及圖

則

擬備文件草

稿／由法律

諮詢及田土

轉易處審議

文件初稿

提出正式的基本條款，

可於1個月內接受要約

由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以及地政處

擬備及發出文件

簽立文件

若收到反對補地

價的上訴，考慮上

訴以及完成處理

個案所需的時間

可能超逾正常的

時間指標

拒絕 (告知

申請人)

拒絕
無效

大約時間指標

最多13 星期

13 星期

由接受之日起計

13 個星期

階段 A   2 星期

階段 B   3 星期

阰段 C   4 星期

階段 D   6 星期

階段 E   3 星期

階段 F   10 星期

階段 G   5 個月

總共需時約  349  日

有效

存進批地資料系統

技術修訂

的個案

1個月 (接受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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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按土地用途分類的本港土地供應估計 (以公頃計算的淨面積 )*

按規劃用途的供應量 8 5 / 8 6 8 7 / 8 8 8 8 / 8 9 8 9 / 9 0 9 1 / 9 2 9 2 / 9 3 9 3 / 9 4 9 4 / 9 5 9 5 / 9 6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工業 1 0 4 . 7 3 1 2 . 7 5 6 3 . 1 4 8 . 0 5 4 1 . 0 7 5 . 7 9 5 3 . 6 1 6 . 2 8 3 2 . 9 0 3 . 0 0 4 0 . 5 7 3 . 7 8 6 1 . 9 1 5 . 3 9 6 0 . 3 0 6 . 0 4 5 8 . 5 0 2 . 7 9

商業 6 . 0 7 0 . 7 4 5 . 3 9 0 . 6 9 5 . 1 4 0 . 7 2 5 . 3 7 0 . 6 3 2 . 5 0 0 . 2 3 1 . 2 6 0 . 1 2 1 6 . 1 8 1 . 4 1 1 8 . 1 2 1 . 8 1 5 . 9 0 0 . 2 8

住宅 1 1 4 . 5 7 1 3 . 9 5 1 3 8 . 0 7 1 7 . 6 1 1 3 0 . 7 7 1 8 . 4 3 1 3 1 . 2 2 1 5 . 3 6 1 5 3 . 4 0 1 4 . 0 1 1 3 0 . 7 0 1 2 . 1 8 1 2 3 . 0 9 1 0 . 7 2 1 9 2 . 7 2 1 9 . 2 9 9 3 . 5 0 4 . 4 7

私人房屋 6 5 . 4 8 7 . 9 7 8 2 . 9 7 1 0 . 5 9 8 8 . 0 8 1 2 . 4 1 9 0 . 4 5 1 0 . 6 4 1 0 3 . 5 0 9 . 4 5 9 2 . 1 3 8 . 5 9 8 2 . 3 5 7 . 1 8 8 5 . 4 2 8 . 5 5 5 5 . 4 0 2 . 6 5

商業／住宅 1 5 . 1 9 1 . 8 5 1 1 . 5 0 1 . 4 7 1 4 . 0 4 1 . 9 8 9 . 4 9 1 . 1 1 1 8 . 8 0 1 . 7 2 1 9 . 7 5 1 . 8 4 1 7 . 6 4 1 . 5 4 6 . 1 9 0 . 6 2 7 . 1 0 0 . 3 4

發展密度第 1區 8 . 0 3 0 . 9 8 1 4 . 1 0 1 . 8 0 1 4 . 5 3 2 . 0 5 1 1 . 9 8 1 . 4 0 1 7 . 0 0 1 . 5 5 1 4 . 2 8 1 . 3 3 1 8 . 0 0 1 . 5 7 1 3 . 2 3 1 . 3 2 8 . 1 0 0 . 3 9

發展密度第 2區 1 9 . 8 7 2 . 4 2 2 6 . 7 5 3 . 4 1 2 4 . 0 8 3 . 3 9 2 7 . 6 0 3 . 2 3 1 8 . 0 0 1 . 6 4 1 1 . 2 3 1 . 0 5 9 . 0 7 0 . 7 9 7 . 7 0 0 . 7 7 3 . 6 0 0 . 1 7

發展密度第 3區 1 0 . 5 3 1 . 2 8 1 3 . 0 8 1 . 6 7 1 8 . 8 2 2 . 6 5 2 1 . 1 4 2 . 4 7 2 8 . 8 0 2 . 6 3 2 8 . 5 0 2 . 6 6 2 5 . 1 8 2 . 1 9 4 1 . 2 5 4 . 1 3 1 7 . 9 0 0 . 8 5

發展密度第 4區 2 . 0 8 0 . 2 5 2 . 0 8 0 . 2 7 1 . 3 6 0 . 1 9 1 . 8 5 0 . 2 2 1 . 6 0 0 . 1 5 0 . 5 0 0 . 0 5 3 . 0 9 0 . 2 7 3 . 0 1 0 . 3 0 3 . 1 0 0 . 1 5

鄉村式發展 9 . 7 8 1 . 1 9 1 5 . 4 6 1 . 9 7 1 5 . 2 5 2 . 1 5 1 8 . 8 9 2 . 2 1 1 9 . 3 0 1 . 7 6 1 7 . 8 7 1 . 6 6 9 . 3 7 0 . 8 2 1 4 . 0 4 1 . 4 1 1 5 . 6 0 0 . 7 5

公共房屋 4 9 . 0 9 5 . 9 8 5 5 . 1 0 7 . 0 2 4 2 . 6 9 6 . 0 2 4 0 . 2 7 4 . 7 1 4 9 . 9 0 4 . 5 6 3 8 . 5 7 3 . 5 9 4 0 . 7 4 3 . 5 5 1 0 7 . 3 0 1 0 . 7 4 3 8 . 1 0 1 . 8 2

夾心階層房屋 - - - - - - - - - - - - - - 1 2 . 4 4 1 . 2 5 3 . 7 0 0 . 1 8

居屋計劃／私人機構
參  建居屋計劃

8 . 6 8 1 . 0 6 2 3 . 4 8 2 . 9 9 2 3 . 1 8 3 . 2 7 3 3 . 6 6 3 . 9 4 2 9 . 8 0 2 . 7 2 1 9 . 5 6 1 . 8 2 3 1 . 8 3 2 . 7 7 5 4 . 1 7 5 . 4 2 1 7 . 2 0 0 . 8 2

租住公屋 4 0 . 4 1 4 . 9 2 3 1 . 6 2 4 . 0 3 1 9 . 5 1 2 . 7 5 6 . 6 1 0 . 7 7 2 0 . 1 0 1 . 8 4 1 9 . 0 1 1 . 7 7 8 . 9 1 0 . 7 8 4 0 . 6 9 4 . 0 7 1 7 . 2 0 0 . 8 2

政府／團體／社區用途 2 0 7 . 0 8 2 5 . 2 2 2 1 3 . 8 7 2 7 . 2 8 1 9 7 . 9 4 2 7 . 9 0 2 0 9 . 4 7 2 4 . 5 2 2 7 0 . 9 0 2 4 . 7 4 2 8 1 . 8 5 2 6 . 2 6 2 9 6 . 8 0 2 5 . 8 5 2 5 5 . 1 3 2 5 . 5 4 2 2 3 . 6 0 1 0 . 6 8

遊憩用地 1 9 0 . 8 5 2 3 . 2 4 1 8 5 . 0 6 2 3 . 6 0 1 8 1 . 1 0 2 5 . 5 2 2 2 4 . 3 5 2 6 . 2 7 2 5 1 . 9 0 2 3 . 0 0 2 6 3 . 2 7 2 4 . 5 3 2 7 1 . 2 5 2 3 . 6 3 2 2 6 . 3 5 2 2 . 6 6 3 0 7 . 5 0 1 4 . 6 9

未指定用途 2 3 . 6 9 2 . 8 9 3 5 . 4 0 4 . 5 1 3 8 . 2 8 5 . 4 0 7 5 . 2 1 8 . 8 1 2 5 4 . 8 0 2 3 . 2 7 2 4 8 . 3 4 2 3 . 1 3 2 3 2 . 6 9 2 0 . 2 7 1 3 0 . 3 4 1 3 . 0 5 2 . 8 0 0 . 1 3

其他指定用途 6 5 . 2 3 7 . 9 4 7 5 . 0 1 9 . 5 7 5 6 . 2 5 7 . 9 3 4 4 . 5 8 5 . 2 2 6 8 . 1 0 6 . 2 2 7 0 . 8 2 6 . 6 0 1 0 4 . 8 4 9 . 1 3 8 1 . 1 7 8 . 1 3 1 , 3 6 8 . 6 0 6 5 . 3 7

道路 1 0 8 . 8 8 1 3 . 2 6 6 8 . 1 2 8 . 6 9 5 8 . 9 7 8 . 3 1 1 1 0 . 3 6 1 2 . 9 2 6 0 . 7 0 5 . 5 4 3 6 . 6 3 3 . 4 1 4 1 . 2 7 3 . 5 9 3 4 . 8 8 3 . 4 9 3 3 . 3 0 1 . 5 9

總計 8 2 1 . 1 0 1 0 0 . 0 0 7 8 4 . 0 6 1 0 0 . 0 0 7 0 9 . 5 2 1 0 0 . 0 0 8 5 4 . 1 7 1 0 0 . 0 0 1 , 0 9 5 . 2 0 1 0 0 . 0 0 1 , 0 7 3 . 4 4 1 0 0 . 0 0 1 , 1 4 8 . 0 3 1 0 0 . 0 0 9 9 9 . 0 1 1 0 0 . 0 0 2 , 0 9 3 . 7 0 1 0 0 . 0 0

備註： 1. 並無 1986/87及 1990/91年度的資料。
2. 謹請注意，某年度內可供使用的土地包括由過往的年度撥入該年度的未批出土地。因此，每年度土地面積相加的總和，不
能提供在指定期間內土地總供應量的資料 (因為每年的估計有重複之處 )。

資料來源 : 提交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的《全港未來土地供應評估》年報
規劃環境地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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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 後的批地計劃結果 (公頃 )

土地用途類別 1 9 8 5 / 8 6 1 9 8 6 / 8 7 1 9 8 7 / 8 8 1 9 8 8 / 8 9 1 9 8 9 / 9 0 1 9 9 0 / 9 1 1 9 9 1 / 9 2 1 9 9 2 / 9 3 1 9 9 3 / 9 4 1 9 9 4 / 9 5 1 9 9 5 / 9 6 1 9 9 6 / 9 7 (估計 )

(A) 私人商業

(1) 商業／商住混合用途／ 8.84 14.41 21.44 15.11 14.42 12.55 14.10 18.25 15.71 15.97 37.62 38.43

發展密度第1區／發展密度第2

區

2.51 補充批地 5.94 補充批地 7.51 補充批地 1.66 補充批地

(2) 低密度住宅 0.40 1.71 3.13 1.95 2.70 2.94 3.42 2.08 2.67 5.76 5.30 6.08

(發展密度第3區／發展密度第

4區／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0.67 補充批地 2.00 補充批地

(3) 工業(工業／貨倉) 7.15 2.41 2.97 3.67 4.95 4.82 3.21 4.89 3.29 2.96 1.53 2.03

0.25 補充批地

小計 16.39 18.53 27.54 20.73 22.07 20.31 20.73 25.22 21.67 24.69 44.45 46.54

3.43 補充批地 5.94 補充批地 7.51 補充批地 3.66 補充批地

(B) 資助房屋

(4) 居屋計劃 不適用 6.30 10.65 12.06 11.62 10.01 7.81 10.77 13.24 16.11

4.39

補充批地 18.59 26.62

(5) 夾心階層房屋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4.80 4.46

3.01

補充批地 2.30 1.70

(6) 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 不適用 10.96 6.49 3.39 5.10 7.64 5.70 3.10 1.55 2.75 10.57 10.49

(7) 香港房屋協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98 0.00 0.51 0.02 1.43 3.07 2.31 0.45 0.83

(8) 鄉村屋宇(小型屋宇批地) 2.76 2.38 1.73 1.38 1.72 1.52 1.99 1.57 1.99 2.78 2.35 3.00

(C) 基礎建設

(9) 公用事業 1.60 2.87 1.00 1.48 1.86 1.35 0.98 2.29 1.80 0.98 1.14 2.84

(10)其他用途(包括加油站) 1.99 2.39 2.60 1.52 1.38 0.84 3.30 3.33 1.23 1.22 2.69 3.07

(11)教育／福利／宗教／遊憩用地

(政府／團體／社區設施)

3.28 8.73 8.63 9.44 7.40 6.72 5.59 9.03 2.82 3.01 5.56 10.40

(A)+(B)+(C) 26.02 52.16 58.64 52.98 51.15 48.90 46.12 56.74 52.17 58.31 88.10 105.49

3.43 補充批地 5.94 補充批地 14.91 補充批地 3.66 補充批地

(D) 特殊需求

(12)特殊需求 28.72 6.39 11.51 91.50 8.92 71.85 5.63 33.72 55.95 1305.98 85.19 201.02

(A)+(B)+(C)+(D) 54.74 58.55 70.15 144.48 60.07 120.75 51.75 90.46 108.12 1364.29 173.29 306.51

3.43 補充批地 5.94 補充批地 14.91 補充批地 3.66 補充批地

資料來源：地政總署



立法局秘書處 香港的土地供應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47頁

附錄 15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六／九七年度房屋用地的供應及批地數字比較

年份 1985/86 1986/87 1987/88 1988/89 1989/90 1990/91 1991/92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1996/97

用途類別

商 業 /商 住 混 合 用 途 /發
展 密 度 第 1區 /發 展 密 度
第 2區

供應 49 .16 沒有資料 57 .74 57 .79 54 .44 沒有資料 56 .30 46 .52 60 .89 45 .24 24 .70 沒有資料

批地 8 .84 14 .41 21 .44 17 .62 14 .42 12 .55 20 .04 18 .25 15 .71 23 .48 37 .62 40 .09

低密度住宅 供應 * 12 .61 沒有資料 15 .16 20 .18 22 .99 沒有資料 30 .40 29 .00 28 .27 44 .26 21 .00 沒有資料

(發展密度第 3區 /發展密
度 第 4區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宇 )

批地 0 .40 1 .71 3 .13 2 .62 2 .70 2 .94 3 .42 2 .08 2 .67 5 .76 5 .30 8 .08

居屋計劃 /私人機構參建
居屋計劃

供應 8 .68 沒有資料 23 .48 23 .18 33 .66 沒有資料 29 .80 19 .56 31 .83 54 .17 17 .20 沒有資料

批地 不適用 17 .26 17 .14 15 .45 16 .72 17 .65 13 .51 13 .87 14 .79 23 .25 29 .16 37 .11

夾心階層房屋 供應 不適用 沒有資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沒有資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2 .44 3 .70 沒有資料

批地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4 .80 7 .47 2 .30 1 .70

鄉 村 屋 宇 (小 型 屋 宇 批
地 )

供應
＠ 9 .78 沒有資料 15 .46 15 .25 18 .89 沒有資料 19 .30 17 .87 9 .37 14 .04 15 .60 沒有資料

批地 2 .76 2 .38 1 .73 1 .38 1 .72 1 .52 1 .99 1 .57 1 .99 2 .78 2 .35 3 .00

總計 供應 80 .23 沒有資料 111 .84 116 .40 129 .98 沒有資料 135 .80 112 .95 130 .36 170 .15 82 .20 沒有資料

批地 12 .00 35 .76 43 .44 37 .07 35 .56 34 .66 38 .96 35 .77 39 .96 62 .74 76 .73 89 .98

備註  : *  表示只包括發展密度第 3區 /發展密度第 4區。
@ 表示單指鄉村式發展
並無 1986/87， 1990/91及 1996/97年度的土地供應資料

謹請注意，所供應的土地包括由過往的年度撥入該年度的未批出土地、由拓展署為該署發展計劃的特定工程所完成的新近平
整土地和已停止作臨時用途的土地。

資料來資 :提交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的《全港未來土地供應評估》年報
規劃署

地政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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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將未經處理的土地變為建築用地的程序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可行性研究、勘

測及初步設計

(6至 15個月 )  *

土地清理

(12至 18個月 )

刊登憲報

(12至 18個月 )

重訂分區用途

(12至 18個月 )

詳細工程設計及

擬備招標文件

(9至 15個月 )*

交通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

(3至 9個月 )*

招標

(3至 4個月 )

(12至 30個月） *

(33至 67個月 )

 * 視乎規模／複雜程度

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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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   土地平整：時間最短的個案

石籬 擴建部分的遷空地盤

(A) 計劃的詳情

 • 地盤面積：大約 1公頃
 • 用地發展：為 2,400人提供 700個房屋單位

(B) 工程

備註： 1.地盤面積細小
2. 無須清拆／收回土地／刊登憲報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94年 3月 94年 7月

可行性研究

94年 7月 94年 12月

詳細設計及擬備合約文件

95年 1月 95年 4月

招標

95年 4月 96年 6月

建築工程

(14個月)

總共需時：大約 2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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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8 土地平整：時間最長的個案

調景嶺地盤平整工程

(A) 計劃的詳情

地盤面積： 40公頃
用地發展：為 40,000人提供 12,000個位

(B) 工程

可行性研究

及初步設計

90年 2月 91年 8月

91年 8月 96年 8月 97年 3月

徵用土地及清理 清拆

刊登憲報

92年 2月 96年 3月

詳細設計及擬

備合約文件

91年 8月 93年 2月

招標

96年 11月 97年 3月

建築工程

97年 3月 99年 12月

總共需時： 118個月

備註： 1. 徵用土地及清拆行動需時五年才完成，正常情況只需要一年半時間。
2. 由於須通過清拆補償方案，故延遲刊登憲報。
3. 清拆方面如無問題，總共需要的時間會減至 76個月。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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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  過去十年在平整土地方面遇到的困難及限制

在過去十年，房屋委員會為以下計劃進行的土地平整工程，由於出現

若干問題而大受阻延。

調景嶺

在調景嶺的地盤平整過程中，調景嶺平房區的居民提出強烈反對，其

後須進行冗長的磋商，以便達成賠償方案及特惠津貼金額，以致清拆

工作延遲三年半，始能完成。

高超道／油塘／鯉魚門發展計劃

鯉魚門房屋用地的發展計劃最初因未能確定西岸公路的路線而受到延

誤。在解決這問題後，制訂發展藍圖的工作又受到延誤，原因是將軍

澳地鐵支線的路線未能確定。此外，整項發展計劃亦受到鯉魚門道、

高超道及未來的西岸公路交通噪音的嚴重影響。在發展規劃的可行性

研究階段，用了大量時間與環境保護署、路政署、拓展署及其他有關

部門聯絡，以解決噪音影響的問題。

魚涌林邊發展計劃

根據《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刊登憲報的工作有所延誤，已令
工程延誤一年。現時計劃又因下述的規劃問題一再拖延：

(i) 教育署反對使用政府／團體／社區設施用地作房屋發展用途。

(ii) 區議會最近建議將乙類住宅用地重劃為綠化地帶。

天水圍預留區

由於在天水圍預留區進行地盤平整工程，須在環境問題諮詢委員會批

准整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後才能展開，再加上根據《城巿規劃條例》

第 16條，更改天水圍第 102區的土地用途，須事先申請城巿規劃許可，
因此有關計劃受到延誤約三個月。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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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  一九九六／九七至二零零四／零五年度新住宅用地的供應量 *(以公頃計算的淨面積 )

按規劃用途的

供應量
1996/97 1997/98 1998/99 1999/00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總計 百分比

商業／住宅 14.7 11.3 1.6 9.5 0.6 14.5 0.0 0.0 2.2 54.4 12.9

住宅發展密度第 1區 12.7 10.0 0.7 24.3 0.0 0.0 0.0 8.0 7.6 63.3 15.0

住宅發展密度第 2區 0.6 6.0 13.1 6.1 4.0 0.0 0.0 0.0 0.0 29.8 7.1

住宅發展密度第 3區 3.8 2.9 1.0 8.5 2.7 0.6 0.0 3.5 0.0 23.0 5.5

住宅發展密度第 4區 2.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6 0.6

夾心階層房屋 6.8 0.0 3.2 1.2 0.0 0.0 0.0 0.0 0.0 11.2 2.7

居屋計劃／私人機構

參建居屋計劃

34.9 33.0 19.0 23.6 0.0 0.0 0.0 4.0 0.0 114.5 27.2

租住公屋 21.8 14.1 9.8 23.1 7.6 0.0 0.4 6.0 0.4 83.2 19.8

鄉村式發展 6.5 4.8 10.1 6.1 3.1 7.3 0.0 0.0 1.0 38.9 9.2

總面積 (非累積 ) 104.4 82.1 58.5 102.4 18.0 22.4 0.4 21.5 11.2 420.9 100.0

備註： * 表示不包括永久項目

謹請注意，所供應的土地包括由過往的年度撥入該年度的未批出土地、由拓展署為該署發展計劃的特定工程所完成的新近平
整土地和已停止作臨時用途的土地。

資料來源：《 1995/96至 2004/05年度全港未來土地供應評估》年報
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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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局秘書處譯本，只供參考用 )

附錄 21  《城市規劃條例》第 16條：就各類圖則申請許可

1) 凡草圖或核准圖則，不論是在《 1974年城市規劃 (修訂及認可 )條例》
(1974年第 59號 )生效前或生效後擬備或批准，若規定須就任何目的
獲批給許可，須向城規會提出申請批給此類許可。

2) 任何此類申請須以城規會認為合適的格式，以書面向城規會秘書

提出，並附上城規會認為合適的詳情。

3) 城規會須在接獲申請後兩個月內，在申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考慮

此項申請，除第 (4)款另有規定外，可批給或拒絕批給所申請的許
可。

4) 城規會根據第 (3)款所批給的許可，只限於圖則顯示或規定或指明
的範圍。

5) 任何根據第 (3)款批給的許可，可受到城規會認為合適的條件所規
限。

6) 城規會秘書須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城規會根據本條提出的申請所作

的決定，若城規會拒絕批給許可，亦須通知申請人有權根據第 17
條申請覆核。

7) 為施行《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第 16(1)(d)及 (da)條，城規會根據
本條許可的任何事情，不得與根據本條例擬備的任何核准圖則或

草圖有牴觸。 (由 1988年第 2號第 6條修訂 )

(由 1974年第 59號第 3條增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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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局秘書處譯本，只供參考用 )

附錄 22   《城市規劃條例》第 17條：覆核的權利

1) 凡任何申請人因城規會根據第 16條所作的決定而感到受屈，可在
獲悉城規會的決定後 21天內，以書面向城規會秘書申請覆核城規
會的決定。 (由 1991年第 101號第 3條修訂 )

2) 城規會秘書在收到根據第 (1)款提出的申請後，須編定覆核的時間
及地點，而該覆核的日期須在收到申請後不超過 3個月，並須在該
覆核日期 14天前通知申請人。

3) 根據本條進行的覆核，申請人或其授權代表可到城規會的席前，

並獲機會作出陳述。

4) 若申請人或其授權代表沒有在編訂進行覆核的時間及地點出席覆

核，城規會可進行覆核或延期進行覆核。

5) 就根據本條進行的覆核，城規會須考慮申請人所呈交的任何書面

陳詞。

6) 就根據本條進行的覆核，除第 16(4)條另有規定外，城規會可批給
或拒絕批給所申請的許可，並可行使第 16(5)條賦予的各項權力。

7) (由 1991年第 101號第 3條廢除 )

(由 1974年第 59號第 3條增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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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局秘書處譯本，只供參考用 )

附錄 23  《城市規劃條例》第 17B條：上訴

1) 凡任何申請人因城規會根據第 17條進行覆核所作的決定而感到受
屈，可在接獲城規會根據第 17(6)條就其決定給予通知後的 60天
內，提交載列上訴理由及其他指明的詳情的上訴通知書，以提出

上訴。

2) 上訴人及城規會可親自出席上訴委員會的聆訊，在合適的情況下

或由獲授權代表出席。

3) 只要在聆訊上訴時缺席的上訴委員會成員不參與作出上訴委員會

的最終決定，任何人不得以該名成員在上訴聆訊時缺席為理由，

質疑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4) 總督會同行政局可訂立規例，訂明提出上訴時須遵守的程序，包

括須在上訴通知書內載列或隨上訴通知書附上的事項、上訴的聆

訊及上訴的裁決。

5) 在第 (2)款提及的人士如在指定進行上訴聆訊之日期缺席，上訴委
員會可聽取有權出席聆訊的其他一方的陳詞，並可無須聽取缺席

一方的陳詞而作出裁決。

6) 在進行上訴聆訊前或在進行聆訊期間，上訴委員會可  

(a) 考慮及裁定任何一方應否有權取覽其聲稱與該宗上訴有關

並由另一人管有或控制的文件，並命令該人讓該方取覽該

等文件；

(b) 聽取在宣誓後作出的證供，並為證人宣誓進行所需的監誓

儀式；

(c) 接納或考慮不論在法律上會否屬可被接納為證據的任何陳

述、文件、資料或事項；

(d) 以書面通知傳召任何人到其席前作證及呈交任何在通知書

上指明的文件或其他物件。

(7) 任何上訴委員會的通知書或命令應由主席或副主席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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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聽取出席上訴聆訊或押後聆訊的各方陳詞，上訴委員會可

(a) 押後一段其認為所需的時間以作出決定；

(b) 確認、推翻或更改上訴所針對的決定；

(c) 將其認為是在準備和提出上訴中所合理附帶的訟費或其他費

用判給上訴的一方。

(9) 上訴委員會就上訴所作決定是最終的決定。

(由 1991年第 101號第 4條增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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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 －  各分區計劃大綱圖／發展審批地區內的規劃土地用途 (續 )

規 劃 區 圖 則 編 號 綠 化 地 帶 住 宅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保 護 區 農 業 道 路
政 府 ／ 團 體 ／

社 區

堅 尼 ㆞ 城 及 摩 星 嶺 S / H 1 / 6 7 2 . 4 2 3 3 . 5 1 6 . 2 7 6 . 5 5 3 0 . 5 3

西 營 盤 及 ㆖ 環 S / H 3 / 1 0 2 2 . 7 7 1 1 . 2 8 5 0 . 1 2 1 2 . 4 1

㆗ 區 S / H 4 / 4 1 . 3 0 1 . 0 5 8 . 8 4 4 7 . 6 9 1 9 . 5 8

灣 仔 S / H 5 / 9 1 3 . 6 6 1 2 . 7 1 4 5 . 1 3 2 5 . 2 5

銅 鑼 灣 S / H 6 / 4 1 9 . 4 2 1 3 . 1 2 6 . 8 4 2 1 . 2 2 1 5 . 0 1

黃 泥 涌 S / H 7 / 4 2 0 . 5 7 3 7 . 6 8 3 5 . 1 0 1 9 . 5 6 1 5 . 3 9

北 角 S / H 8 / 6 8 4 . 4 5 4 4 . 1 4 1 7 . 1 8 4 6 . 1 1 3 0 . 1 2

筲 箕 灣 S / H 9 / 6 3 6 . 2 9 4 8 . 5 9 4 3 . 3 8 2 7 . 3 8 1 7 . 3 1

薄 扶 林 S / H 1 0 / 5 1 3 6 . 4 0 9 8 . 5 8 9 . 2 8 3 2 . 8 0 6 3 . 6 1

半 山 區 西 部 S / H 1 1 / 7 8 4 . 2 6 6 5 . 4 1 2 . 2 7 2 6 . 4 0 4 6 . 5 6

半 山 區 東 部 S / H 1 2 / 2 3 9 . 6 9 1 2 . 1 0 3 . 3 8 6 . 3 7

渣 甸 山 及 黃 泥 涌 峽 S / H 1 3 / 2 1 3 2 . 9 3 2 9 . 0 0 3 2 . 3 3 5 . 5 0 4 . 7 4

香 港 仔 及 鴨 洲 S / H 1 5 / 7 2 1 2 . 1 3 5 7 . 4 7 9 2 . 6 5 5 0 . 5 1 1 0 1 . 8 1

壽 臣 山 及 淺 水 灣 S / H 1 7 / 3 2 7 7 . 6 7 9 9 . 7 9 1 0 . 2 1 2 4 . 8 8 6 . 6 3

大 潭 及 石 澳 S / H 1 8 / 2 9 5 0 . 6 7 3 5 . 2 5 5 3 . 1 1 2 8 . 3 6 1 2 . 6 2

赤 柱 S / H 1 9 / 4 9 8 . 6 3 3 6 . 0 0 1 4 2 . 1 9 1 9 . 5 6 5 6 . 0 7

柴 灣 S / H 2 0 / 6 1 8 6 . 9 1 7 2 . 6 1 8 3 . 2 3 4 7 . 8 4 7 0 . 0 6

魚 涌 S / H 2 1 / 9 1 2 . 9 4 8 . 8 2 1 . 8 2 3 7 . 3 0 1 3 . 8 9

山 頂 S / H 1 4 / 2 9 0 . 5 0 0 . 1 1 3 0 . 2 8 1 2 . 8 3

尖 沙 咀 S / K 1 / 1 0 7 . 4 1 4 7 . 6 0 4 4 . 6 0 2 3 . 3 6

油 麻 ㆞ S / K 2 / 7 1 4 . 0 3 1 7 . 0 9 3 5 . 1 6 2 9 . 7 3

旺 角 S / K 3 / 9 3 9 . 0 0 8 . 4 0 6 1 . 7 0 1 4 . 3 4

石 硤 尾 S / K 4 / 6 5 6 . 3 2 8 0 . 0 5 1 2 . 5 6 2 4 . 5 3 5 4 . 4 5

長 沙 灣 S / K 5 / 1 2 5 6 . 8 5 7 8 . 2 3 9 . 4 3 8 9 . 4 5 4 3 . 2 4

何 文 田 S / K 7 / 7 7 . 6 1 7 8 . 4 2 0 . 3 8 3 9 . 3 0 7 0 . 0 1

橫 頭 磡 及 東 頭 S / K 8 / 8 3 9 . 4 2 6 7 . 4 1 2 . 7 7 1 9 . 7 1 2 6 . 6 0

紅 磡 S / K 9 / 7 2 5 . 4 6 2 . 5 3 4 0 . 0 9 1 3 . 5 4

馬 頭 角 S / K 1 0 / 7 6 6 . 6 4 4 . 1 5 4 7 . 7 1

慈 雲 山 、 鑽 石 山 及 新 蒲 崗 S / K 1 1 / 7 7 4 . 5 5 1 0 0 . 6 1 9 . 8 6 5 0 . 9 4 4 6 . 3 6

牛 池 灣 S / K 1 2 / 6 9 3 . 4 6 3 5 . 6 3 9 . 4 5 1 4 . 5 5 2 9 . 3 6

牛 頭 角 及 九 瀧 灣 S / K 1 3 / 9 6 2 . 8 4 6 1 . 5 8 5 8 . 1 5 8 9 . 8 5 5 8 . 2 1

觀 塘 (南 ) S / K 1 4 S / 3 2 5 . 0 7 1 6 1 . 2 2 4 . 9 5 7 3 . 8 3 4 6 . 2 6

觀 塘 (北 ) S / K 1 4 N / 2 1 9 . 4 3 1 5 0 . 1 5 1 . 5 0 0 . 6 6

茶 果 嶺 、 油 塘 、 鯉 魚 門 S / K 1 5 / 7 5 4 . 3 9 6 7 . 0 2 1 0 . 9 7 4 2 . 2 5 4 5 . 0 4

荔 枝 角 S / K 1 6 / 4 2 . 0 0 1 8 . 1 3 0 . 0 3 2 5 . 6 9 2 6 . 0 1

九 龍 塘 S / K 1 8 / 1 1 8 . 5 9 7 1 . 4 6 1 9 . 7 1 3 9 . 8 1 3 4 . 1 6

九 龍 西 南 S / K 2 0 / 3 2 8 . 6 2 4 3 . 7 2 1 2 1 . 7 5 2 5 . 1 1

荃 灣 S / T W / 7 1 4 0 . 1 9 8 0 . 8 4 6 . 8 0 8 5 . 6 4 7 1 . 6 0

荃 灣 西 S / T W W / 6 3 1 8 . 4 8 3 4 . 0 1 2 . 1 4 5 2 . 2 2 9 . 8 6

葵 涌 S / K C / 1 1 2 6 7 . 5 9 1 7 5 . 9 1 1 3 6 . 4 7 9 7 . 5 1 1 0 7 . 4 0

青 衣 S / T Y / 1 2 4 2 2 . 2 3 7 7 . 9 6 1 5 5 . 6 4 1 0 2 . 9 6 5 6 . 8 5

昂 船 洲 S / S C / 2 2 9 3 . 1 0 2 6 . 9 0 9 . 0 7

屯 門 S / T M / 8 7 5 0 . 4 1 3 7 3 . 4 0 4 0 8 . 1 5 1 3 5 . 9 0 2 0 0 . 1 8

元 朗 S / Y L / 2 3 9 . 0 0 9 6 . 3 0 9 9 . 4 3 8 0 . 8 1 4 6 . 9 0

㆝ 水 圍 S / T S W / 1 2 4 . 7 1 8 9 . 0 6 5 . 6 6 7 0 . 6 2 1 8 . 6 8

沙 田 S / S T / 8 9 8 6 . 3 0 4 1 8 . 9 3 1 9 1 . 5 5 0 . 0 0 3 1 9 . 2 2

馬 鞍 山 S / M O S / 4 4 0 5 . 7 7 1 2 6 . 6 4 1 0 . 8 8 6 5 . 9 2 6 5 . 8 9

大 埔 S / T P / 8 1 2 9 5 . 6 4 2 8 5 . 3 2 1 5 1 . 6 3 1 0 9 . 0 2 1 6 3 . 9 3

粉 嶺 ／ ㆖ 水 S / F S S / 6 1 7 4 . 3 3 1 2 8 . 3 0 3 3 . 7 1 8 1 . 8 4 1 1 4 . 6 7

將 軍 澳 S / T K O / 4 7 0 9 . 5 8 1 8 2 . 3 8 2 6 1 . 7 5 6 8 . 8 7 1 4 2 . 5 3

大 嶼 山 南 岸 S / S L C / 3 4 7 2 . 1 5 5 2 . 9 5 0 . 3 3 3 6 . 5 0 9 9 . 0 0

東 涌 市 ㆗ 心 ㆞ 區 S / I - T C T C / 2 4 0 . 3 8 2 6 . 3 8 2 . 1 0 5 8 . 1 0 1 5 . 4 0

大 嶼 山 東 北 部 港 口 S / I - N E L P / 3 3 4 1 . 6 0 8 6 0 . 1 8 2 0 . 9 0 2 0 0 . 5 2 1 2 . 8 9

馬 灣 S / I - M W I / 2 2 3 . 7 4 2 . 6 0 2 . 4 3 0 . 2 4

赤 角 S / I - C L K / 1 2 0 . 6 8 1 0 7 5 . 2 8 3 9 . 4 2 1 1 . 8 4

南 生 圍 S / Y L - N S W / 1 6 . 9 2 4 7 . 2 8 1 3 4 . 2 7 0 . 0 0 3 . 6 9

米 埔 及 錦 繡 花 園 S / Y L - M P / 1 1 6 9 . 7 1 3 1 1 . 4 5 0 . 0 0 0 . 9 6

流 浮 山 及 尖 鼻 咀 S / Y L - L F S / 1 2 7 . 8 4 1 4 . 0 3 0 . 2 0 3 3 4 . 6 7 0 . 0 0 3 . 4 6

㆖ 白 泥 及 ㆘ 白 泥 S / Y L - P N / 1 3 4 . 1 5 5 6 . 5 3 7 . 5 8

㆘ 村 S / Y L - H T / 1 1 7 0 . 1 9 5 8 . 6 7 8 1 . 3 0 5 0 . 9 1 1 2 . 8 0 1 0 . 7 4

錦 田 北 S / Y L - K T N / 1 1 0 . 4 1 4 0 . 3 3 0 . 2 3 6 1 . 7 0 2 4 3 . 6 5 1 4 . 6 4 4 . 0 6

錦 田 南 S / Y L - K T S / 1 1 . 7 4 4 3 . 9 4 2 7 2 . 4 2 3 1 2 . 8 8 4 . 7 3 5 . 7 4

石 崗 S / Y L - S K / 1 3 5 . 3 1 2 1 8 . 7 5 1 1 9 . 4 9 0 . 0 0 2 1 . 6 6

八 鄉 S / Y L - P H / 1 8 . 9 4 4 8 . 4 3 1 5 6 . 1 5 1 6 8 . 4 7 7 . 8 8 6 . 2 5

新 田 S / Y L - S T / 1 7 7 . 7 8 4 1 . 9 9 8 5 . 4 6 4 1 2 . 4 4 1 8 . 0 0 5 . 7 9

牛 潭 尾 S / Y L - N T M / 1 3 1 0 . 3 9 8 1 . 3 1 2 5 9 . 4 2 5 9 . 7 9 2 1 . 6 0 1 1 . 2 1

大 棠 S / Y L - T T / 1 7 2 . 7 1 2 4 . 6 4 0 . 1 7 2 5 4 . 5 9 3 5 6 . 4 9 0 . 0 0 1 1 . 6 4

梅 窩 邊 緣 S / I - M W F / 1 1 4 5 . 0 4 2 7 . 0 6 2 7 . 9 3 1 . 7 1 8 . 1 6

觀 音 山 及 花 心 坑 S / S T - K Y S / 1 2 4 . 7 8 0 . 7 9 5 9 . 2 5 2 9 . 0 3 0 . 0 0 1 . 8 3

古 洞 北 S / N E - K T N / 1 1 0 7 . 5 3 1 3 6 . 9 1 2 1 . 7 7 1 2 . 4 1

萬 屋 邊 S / N E - M U P / 1 6 4 . 0 6 2 . 7 8 2 5 . 7 3 9 8 . 0 1 2 . 0 6 1 . 1 8

㆛ 崗 S / N E - P K / 1 3 1 . 2 2 6 7 . 7 9 0 . 0 0 1 7 . 5 1

古 洞 南 S / N E - K T S / 1 1 3 3 . 2 1 3 0 . 8 4 2 5 7 . 3 4 4 . 2 9 1 2 . 6 9

鹿 頸 及 禾 坑 S / N E - L K / 1 4 2 . 0 2 1 9 6 . 1 4 1 1 0 . 7 5 3 . 3 0 2 . 5 3

虎 ㆞ 凹 及 沙 嶺 S / N E - F T A / 1 1 1 8 . 6 4 1 8 9 . 2 3 1 0 . 2 0 2 6 . 1 8

九 龍 坑 S / N E - K L H / 1 5 0 . 5 0 3 . 2 3 7 . 2 6 1 0 4 . 0 0 1 5 . 8 4 1 0 . 9 7

龍 躍 頭 及 軍 ㆞ 南 S / N E - LY T / 1 7 8 . 4 2 1 1 . 2 2 1 . 0 1 1 6 0 . 6 6 8 . 1 4 7 . 1 1

十 ㆕ 鄉 S / N E - S S H / 1 4 7 . 0 4 7 3 . 6 8 5 . 3 7 6 . 4 4

坪 輋 及 打 鼓 嶺 S / N E - T K L / 1 8 7 . 0 7 3 0 5 . 8 0 1 6 . 7 5 1 7 . 5 4

汀 角 S / N E - T K / 3 9 6 . 1 9 0 . 3 3 2 1 . 9 0 6 8 . 3 0 1 2 . 5 5 1 3 . 2 7

林 村 S / N E - L T / 1 7 6 . 0 7 1 7 . 7 8 2 1 8 . 2 0 1 5 . 8 5 1 2 . 5 4

蠔 涌 S / S K - H C / 1 5 4 . 2 3 1 0 . 4 0 1 4 1 . 3 4 1 7 . 7 8 1 3 . 1 0 0 . 2 3

白 沙 灣 S / S K - H H / 1 2 1 . 4 0 4 . 3 3 2 5 . 7 6 1 1 5 . 0 0 4 . 4 0 5 . 2 5

北 港 及 沙 角 尾 S / S K - P K / 1 1 2 6 . 5 8 4 2 . 1 1 1 1 . 4 8 2 4 8 . 0 5 1 3 . 7 5 1 2 . 9 0 8 . 3 5

井 欄 樹 S / S K - T L S / 2 1 4 2 . 4 2 3 2 . 9 5 0 . 3 5 1 7 7 . 3 5 2 0 . 2 5 1 3 . 4 5

烏 蛟 發 展 許 可 區 D P A / N E - W K T / 1 3 . 4 8 8 3 . 2 8 5 . 2 8 2 . 3 2

屏 山 發 展 許 可 區 S / Y L - P S / 1 1 1 5 . 5 5 4 5 . 1 7 1 1 3 . 0 7 0 . 0 0 1 4 . 6 5

唐 ㆟ 新 村 發 展 許 可 區 S / Y L - T Y S T / 1 2 1 1 . 4 2 1 1 5 . 3 5 0 . 2 3 1 2 8 . 0 6 3 4 . 4 8 1 5 . 7 3

藍 ㆞ 及 易 園 發 展 許 可 區 S / T M - L T Y Y / 1 1 2 9 . 6 5 6 6 . 1 0 2 9 . 5 8 1 5 3 . 1 1 0 . 0 0 8 . 9 5

掃 管 笏 發 展 許 可 區 S / T M - S K W / 1 3 0 7 . 9 7 5 . 4 8 0 . 1 3 0 . 0 0 9 0 . 2 6

沙 螺 洞 D P A / N E - S L T / 1 0 . 0 0

禾 徑 山 D P A / N E - W K S / 1 3 9 3 . 9 1 1 2 3 . 7 6 4 9 . 6 6 2 . 3 8 2 . 3 0

皇 后 大 道 ㆗ ／ 租 庇 利 街 S / H 3 / L D C 1 / D 1 / 2 0 . 0 4

永 樂 街 ／ 皇 后 大 道 ㆗ S / H 3 / L D C 2 / D 1 / 2 0 . 0 6

㆖ 環 皇 后 街 S / H 3 / L D C 3 / D 1 / 2 0 . 0 9

灣 仔 道 ／ 太 原 街 S / H 5 / L D C 1 / D 1 / 2 0 . 1 5

尖 沙 咀 河 內 道 S / K I / L D C 1 / D 1 / 1 0 . 0 5

窩 打 老 道 ／ 雲 南 里 S / K 2 / L D C 1 / D 1 / 2 0 . 0 3

亞 皆 老 街 ／ ㆖ 海 街 S / K 3 / L D C 1 / D 1 / 2 0 . 3 3

總 額 : 1 2 6 3 9 . 4 6 4 9 7 2 . 3 4 4 9 6 4 . 5 1 4 0 7 1 . 8 0 3 2 2 8 . 6 3 3 0 4 3 . 8 1 3 0 0 8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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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 －  各分區計劃大綱圖／發展審批地區內的規劃土地用途 (續 )

規 劃 區 圖 則 編 號 鄉 村 式 發 展 鄉 野 公 園 遊 憩 用 地 工 業 未 確 定 用 途 康 樂 綜 合 發 展

堅 尼 ㆞ 城 及 摩 星 嶺 S / H 1 / 6 3 . 5 5 4 . 4 6 0 . 9 2 0 . 5 8

西 營 盤 及 ㆖ 環 S / H 3 / 1 0 1 1 . 5 7 0 . 4 1

㆗ 區 S / H 4 / 4 1 6 . 1 0 1 . 3 3 6 . 6 6

灣 仔 S / H 5 / 9 8 . 9 7 1 . 4 4

銅 鑼 灣 S / H 6 / 4 6 . 3 5

黃 泥 涌 S / H 7 / 4 9 . 3 3

北 角 S / H 8 / 6 3 3 . 5 8 1 . 9 9 1 . 2 0

筲 箕 灣 S / H 9 / 6 5 . 9 1 1 1 . 8 1 1 . 7 8

薄 扶 林 S / H 1 0 / 5 2 . 6 3 5 1 . 4 5 2 2 . 2 2

半 山 區 西 部 S / H 1 1 / 7 1 0 . 1 0

半 山 區 東 部 S / H 1 2 / 2 0 . 9 5

渣 甸 山 及 黃 泥 涌 峽 S / H 1 3 / 2 3 . 1 7

香 港 仔 及 鴨 洲 S / H 1 5 / 7 9 9 . 8 4 1 4 . 1 2 2 1 . 9 1

壽 臣 山 及 淺 水 灣 S / H 1 7 / 3 1 8 . 1 2

大 潭 及 石 澳 S / H 1 8 / 2 2 . 3 3 7 . 7 6 3 3 . 7 0

赤 柱 S / H 1 9 / 4 1 1 . 8 7 1 0 . 3 2

柴 灣 S / H 2 0 / 6 1 1 5 . 6 2 1 9 . 2 7 2 4 . 1 1

魚 涌 S / H 2 1 / 9 6 7 . 7 1 2 3 . 6 9 0 . 8 4 2 . 4 0

山 頂 S / H 1 4 / 2 1 2 . 7 5

尖 沙 咀 S / K 1 / 1 0 2 3 . 2 4 1 . 1 7

油 麻 ㆞ S / K 2 / 7 1 8 . 3 1 1 . 6 9

旺 角 S / K 3 / 9 7 . 7 0 7 . 5 2

石 硤 尾 S / K 4 / 6 3 8 . 5 7

長 沙 灣 S / K 5 / 1 2 2 7 . 3 6 3 1 . 2 9 4 . 9 5

何 文 田 S / K 7 / 7 1 2 . 5 9

橫 頭 磡 及 東 頭 S / K 8 / 8 2 5 . 9 7

紅 磡 S / K 9 / 7 1 6 . 2 8 6 . 9 8 3 2 . 5 7

馬 頭 角 S / K 1 0 / 7 2 1 . 9 9 1 1 . 4 4

慈 雲 山 、 鑽 石 山 及 新 蒲 崗 S / K 1 1 / 7 2 2 . 9 3 1 3 . 7 2 6 . 5 3

牛 池 灣 S / K 1 2 / 6 1 . 2 5 7 . 8 0

牛 頭 角 及 九 瀧 灣 S / K 1 3 / 9 4 6 . 7 2 2 6 . 1 9 1 . 3 6

觀 塘 (南 ) S / K 1 4 S / 3 3 5 . 6 8 4 2 . 6 7

觀 塘 (北 ) S / K 1 4 N / 2

茶 果 嶺 、 油 塘 、 鯉 魚 門 S / K 1 5 / 7 8 . 5 9 2 7 . 0 9 1 3 . 5 4 1 7 . 3 1

荔 枝 角 S / K 1 6 / 4 2 0 . 2 7 1 . 3 0

九 龍 塘 S / K 1 8 / 1 3 3 . 4 4

九 龍 西 南 S / K 2 0 / 3 4 6 . 1 6 1 8 . 3 5 3 0 . 9 2

荃 灣 S / T W / 7 6 7 . 7 1 1 4 8 . 5 2 5 0 . 1 9 3 5 . 1 1

荃 灣 西 S / T W W / 6 1 4 . 3 1 8 . 7 3 1 0 . 0 3 1 0 . 2 0

葵 涌 S / K C / 1 1 2 . 8 4 1 1 3 . 1 2 9 1 . 6 0 1 0 . 6 6

青 衣 S / T Y / 1 2 1 4 . 7 6 4 9 . 8 5 1 6 3 . 0 7 1 2 . 6 9

昂 船 洲 S / S C / 2 4 . 1 9

屯 門 S / T M / 8 1 2 1 . 1 0 1 2 6 . 5 0 5 7 . 8 0 2 . 5 0 1 8 . 7 0

元 朗 S / Y L / 2 9 9 . 3 5 5 5 . 1 0 1 2 . 4 9 1 4 . 5 2

㆝ 水 圍 S / T S W / 1 2 2 . 5 3 1 7 1 . 7 6

沙 田 S / S T / 8 1 8 3 . 9 0 2 6 2 . 9 7 8 6 . 4 9

馬 鞍 山 S / M O S / 4 2 9 . 9 7 0 . 5 5 4 4 . 4 9 5 3 . 9 2 3 . 1 0

大 埔 S / T P / 8 1 4 0 . 3 3 6 . 0 0 1 1 4 . 7 3 5 . 0 0 1 8 . 6 3

粉 嶺 ／ ㆖ 水 S / F S S / 6 7 9 . 0 6 4 9 . 5 0 5 7 . 6 8 2 . 2 8 4 . 6 5

將 軍 澳 S / T K O / 4 2 1 . 9 3 2 5 4 . 5 6 3 4 . 6 2 4 . 9 0 4 . 1 9

大 嶼 山 南 岸 S / S L C / 3 8 3 . 9 5 1 5 6 5 . 6 0

東 涌 市 ㆗ 心 ㆞ 區 S / I - T C T C / 2 2 7 . 6 0 2 1 . 1 0

大 嶼 山 東 北 部 港 口 S / I - N E L P / 3 5 . 3 0 4 3 . 6 2 1 6 6 . 3 0

馬 灣 S / I - M W I / 2 7 . 8 3 1 . 2 4 3 0 . 6 4

赤 角 S / I - C L K / 1

南 生 圍 S / Y L - N S W / 1 3 3 . 2 1 1 1 . 1 4 3 . 6 6 5 7 . 0 7 2 0 1 . 9 4

米 埔 及 錦 繡 花 園 S / Y L - M P / 1 3 5 . 4 9 6 . 5 3 3 3 . 1 3

流 浮 山 及 尖 鼻 咀 S / Y L - L F S / 1 5 3 . 0 7 3 6 . 5 1 1 1 . 9 2

㆖ 白 泥 及 ㆘ 白 泥 S / Y L - P N / 1

㆘ 村 S / Y L - H T / 1 8 3 . 7 0 5 . 2 3 4 2 . 1 9 9 4 . 8 4 7 6 . 9 5

錦 田 北 S / Y L - K T N / 1 9 0 . 3 8 4 . 3 3 3 9 . 7 9 9 5 . 7 4

錦 田 南 S / Y L - K T S / 1 1 1 7 . 1 4 3 . 1 5 2 8 . 9 6

石 崗 S / Y L - S K / 1 1 2 0 . 1 1 0 . 5 6 4 0 . 1 1

八 鄉 S / Y L - P H / 1 1 0 6 . 9 9

新 田 S / Y L - S T / 1 6 9 . 9 7 2 6 . 0 4

牛 潭 尾 S / Y L - N T M / 1 3 8 . 0 2 7 . 8 8 4 3 . 2 8 2 9 . 2 9

大 棠 S / Y L - T T / 1 1 9 4 . 1 5 9 . 6 7 7 . 1 4 2 . 9 2

梅 窩 邊 緣 S / I - M W F / 1 1 2 . 3 8 1 . 1 8 1 8 . 4 2

觀 音 山 及 花 心 坑 S / S T - K Y S / 1 6 . 2 9 0 . 6 3

古 洞 北 S / N E - K T N / 1 1 4 . 1 0 6 . 3 5 2 5 . 4 1 1 0 . 1 1

萬 屋 邊 S / N E - M U P / 1 1 1 . 8 1

㆛ 崗 S / N E - P K / 1 8 . 6 4 1 5 . 1 4

古 洞 南 S / N E - K T S / 1 3 9 . 9 9 3 . 2 1 5 0 . 1 1

鹿 頸 及 禾 坑 S / N E - L K / 1 3 0 . 6 5 1 1 . 4 1

虎 ㆞ 凹 及 沙 嶺 S / N E - F T A / 1 1 2 . 4 7

九 龍 坑 S / N E - K L H / 1 5 6 . 5 0

龍 躍 頭 及 軍 ㆞ 南 S / N E - L Y T / 1 7 2 . 6 0 1 5 . 6 0 2 . 2 4

十 ㆕ 鄉 S / N E - S S H / 1 3 2 . 2 7 0 . 8 2 2 . 5 9 5 1 . 2 0

坪 輋 及 打 鼓 嶺 S / N E - T K L / 1 4 0 . 7 3 0 . 4 7 1 4 . 6 4

汀 角 S / N E - T K / 3 6 4 . 8 8 3 . 5 7 4 . 8 8

林 村 S / N E - L T / 1 7 3 . 1 3 8 . 7 5

蠔 涌 S / S K - H C / 1 4 5 . 6 5 7 . 6 5 5 . 6 8

白 沙 灣 S / S K - H H / 1 2 4 . 0 8 1 2 9 . 5 3 1 7 . 2 1

北 港 及 沙 角 尾 S / S K - P K / 1 6 4 . 9 8 0 . 7 4 3 4 . 3 7

井 欄 樹 S / S K - T L S / 2 3 9 . 3 2 0 . 0 2

烏 蛟 發 展 許 可 區 D P A / N E - W K T / 1 7 . 9 4 1 . 4 3

屏 山 發 展 許 可 區 S / Y L - P S / 1 1 0 7 . 4 6 1 0 . 7 4 2 5 . 4 3 5 4 . 6 1 3 8 . 5 0 1 3 . 2 3

唐 ㆟ 新 村 發 展 許 可 區 S / Y L - T Y S T / 1 5 4 . 0 1 6 . 9 7 2 8 . 1 8 4 5 . 7 9 3 . 3 1

藍 ㆞ 及 易 園 發 展 許 可 區 S / T M - L T Y Y / 1 9 0 . 7 0 2 . 1 7 6 . 8 6 2 1 . 7 1 4 . 5 6

掃 管 笏 發 展 許 可 區 S / T M - S K W / 1 3 2 . 1 7 0 . 6 8 1 2 . 8 3

沙 螺 洞 D P A / N E - S L T / 1 1 . 9 7

禾 徑 山 D P A / N E - W K S / 1 1 . 6 3

皇 后 大 道 ㆗ ／ 租 庇 利 街 S / H 3 / L D C 1 / D 1 / 2 0 . 1 5

永 樂 街 ／ 皇 后 大 道 ㆗ S / H 3 / L D C 2 / D 1 / 2 0 . 0 8

㆖ 環 皇 后 街 S / H 3 / L D C 3 / D 1 / 2 0 . 1 2

灣 仔 道 ／ 太 原 街 S / H 5 / L D C 1 / D 1 / 2

尖 沙 咀 河 內 道 S / K I / L D C 1 / D 1 / 1 0 . 0 9

窩 打 老 道 ／ 雲 南 里 S / K 2 / L D C 1 / D 1 / 2 0 . 1 7

亞 皆 老 街 ／ ㆖ 海 街 S / K 3 / L D C 1 / D 1 / 2 0 . 1 1

總 額 : 2 7 7 3 . 9 7 2 0 5 2 . 5 1 2 0 3 8 . 7 5 1 0 2 1 . 9 6 8 2 1 . 6 3 6 3 8 . 8 6 5 2 3 .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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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 －  各分區計劃大綱圖／發展審批地區內的規劃土地用途

規 劃 區 圖 則 編 號 海 岸 保 護 區 商 業 ／ 住 宅 商 業 康 樂 優 先 區
土 ㆞ 發

展 公 司
其 他 總 規 劃 方 案 面 積

堅 尼 ㆞ 城 及 摩 星 嶺 S / H 1 / 6 1 5 8 . 7 9

西 營 盤 及 ㆖ 環 S / H 3 / 1 0 3 4 . 6 1 2 . 5 4 1 4 5 . 7 1

㆗ 區 S / H 4 / 4 3 . 0 1 2 2 . 4 9 1 2 8 . 0 5

灣 仔 S / H 5 / 9 2 6 . 6 0 0 . 7 1 0 . 8 6 1 3 5 . 3 3

銅 鑼 灣 S / H 6 / 4 1 4 . 2 2 9 6 . 1 8

黃 泥 涌 S / H 7 / 4 1 . 0 0 1 3 8 . 6 3

北 角 S / H 8 / 6 1 6 . 6 4 1 . 2 6 2 7 6 . 6 7

筲 箕 灣 S / H 9 / 6 1 0 . 8 7 2 0 3 . 3 2

薄 扶 林 S / H 1 0 / 5 0 . 2 0 4 1 7 . 1 7

半 山 區 西 部 S / H 1 1 / 7 0 . 4 4 2 3 5 . 4 4

半 山 區 東 部 S / H 1 2 / 2 6 2 . 4 9

渣 甸 山 及 黃 泥 涌 峽 S / H 1 3 / 2 0 . 1 7 2 0 7 . 8 4

香 港 仔 及 鴨 洲 S / H 1 5 / 7 2 6 . 8 1 1 0 . 6 7 1 . 4 9 8 7 . 2 4 7 7 6 . 6 5

壽 臣 山 及 淺 水 灣 S / H 1 7 / 3 0 . 6 3 4 3 7 . 9 3

大 潭 及 石 澳 S / H 1 8 / 2 0 . 1 7 1 1 2 3 . 9 7

赤 柱 S / H 1 9 / 4 2 1 . 7 5 0 . 4 0 3 9 6 . 7 9

柴 灣 S / H 2 0 / 6 3 . 2 0 1 1 . 3 0 6 3 4 . 1 5

魚 涌 S / H 2 1 / 9 3 1 . 5 4 7 . 6 4 2 0 8 . 5 9

山 頂 S / H 1 4 / 2 0 . 1 6 0 . 4 0 1 4 7 . 0 3

尖 沙 咀 S / K 1 / 1 0 4 4 . 6 4 0 . 7 7 1 9 2 . 7 9

油 麻 ㆞ S / K 2 / 7 6 . 5 7 0 . 4 2 1 2 3 . 0 0

旺 角 S / K 3 / 9 7 . 1 9 1 . 5 9 1 4 7 . 4 4

石 硤 尾 S / K 4 / 6 2 6 6 . 4 8

長 沙 灣 S / K 5 / 1 2 3 4 0 . 8 0

何 文 田 S / K 7 / 7 2 0 8 . 3 1

橫 頭 磡 及 東 頭 S / K 8 / 8 0 . 6 9 1 8 2 . 5 7

紅 磡 S / K 9 / 7 6 . 6 6 1 4 4 . 1 1

馬 頭 角 S / K 1 0 / 7 0 . 1 8 1 5 2 . 1 1

慈 雲 山 、 鑽 石 山 及 新 蒲 崗 S / K 1 1 / 7 3 2 5 . 5 0

牛 池 灣 S / K 1 2 / 6 1 9 1 . 5 0

牛 頭 角 及 九 瀧 灣 S / K 1 3 / 9 2 . 5 1 4 0 7 . 4 1

觀 塘 (南 ) S / K 1 4 S / 3 1 . 8 4 3 9 1 . 5 2

觀 塘 (北 ) S / K 1 4 N / 2 1 7 1 . 7 4

茶 果 嶺 、 油 塘 、 鯉 魚 門 S / K 1 5 / 7 0 . 4 2 2 8 6 . 6 2

荔 枝 角 S / K 1 6 / 4 9 3 . 4 3

九 龍 塘 S / K 1 8 / 1 0 . 2 1 2 1 7 . 3 8

九 龍 西 南 S / K 2 0 / 3 8 . 4 1 7 0 . 6 6 3 9 3 . 7 0

荃 灣 S / T W / 7 5 1 . 9 8 1 . 0 3 7 3 9 . 6 1

荃 灣 西 S / T W W / 6 0 . 5 6 4 6 0 . 5 4

葵 涌 S / K C / 1 1 2 7 . 7 3 1 0 3 0 . 8 3

青 衣 S / T Y / 1 2 9 . 3 5 3 . 3 6 1 0 6 8 . 7 2

昂 船 洲 S / S C / 2 3 3 3 . 2 6

屯 門 S / T M / 8 2 6 . 3 0 3 6 . 5 0 2 2 5 7 . 4 4

元 朗 S / Y L / 2 6 . 9 3 1 1 . 4 3 5 6 2 . 2 6

㆝ 水 圍 S / T S W / 1 2 . 7 9 2 8 . 0 5 4 3 3 . 8 6

沙 田 S / S T / 8 1 5 . 7 9 8 . 5 1 3 1 1 . 7 5 2 7 8 5 . 4 1

馬 鞍 山 S / M O S / 4 6 . 6 3 1 . 2 0 3 . 6 2 8 1 8 . 5 8

大 埔 S / T P / 8 2 3 . 7 8 3 6 . 0 0 6 5 . 2 0 2 4 1 5 . 2 1

粉 嶺 ／ ㆖ 水 S / F S S / 6 1 8 . 4 6 2 8 . 9 7 7 7 3 . 4 5

將 軍 澳 S / T K O / 4 2 4 . 1 4 6 . 2 1 1 7 1 5 . 6 6

大 嶼 山 南 岸 S / S L C / 3 1 3 8 . 2 2 2 4 4 8 . 7 0

東 涌 市 ㆗ 心 ㆞ 區 S / I - T C T C / 2 2 . 5 9 1 9 3 . 6 5

大 嶼 山 東 北 部 港 口 S / I - N E L P / 3 1 . 3 9 1 6 5 2 . 7 0

馬 灣 S / I - M W I / 2 2 8 . 6 3 9 7 . 3 5

赤 角 S / I - C L K / 1 3 . 1 4 1 1 6 . 2 0 1 2 6 6 . 5 6

南 生 圍 S / Y L - N S W / 1 1 0 1 . 9 8 6 0 1 . 1 6

米 埔 及 錦 繡 花 園 S / Y L - M P / 1 5 . 8 4 4 5 4 . 7 9 1 0 1 7 . 9 0

流 浮 山 及 尖 鼻 咀 S / Y L - L F S / 1 5 5 . 6 1 5 . 0 0 1 3 5 . 4 4 6 7 7 . 7 5

㆖ 白 泥 及 ㆘ 白 泥 S / Y L - P N / 1 7 8 . 1 3 1 7 6 . 3 9

㆘ 村 S / Y L - H T / 1 3 0 . 4 9 8 . 3 8 7 2 6 . 3 9

錦 田 北 S / Y L - K T N / 1 6 0 5 . 2 6

錦 田 南 S / Y L - K T S / 1 7 9 0 . 7 0

石 崗 S / Y L - S K / 1 6 . 4 3 5 6 2 . 4 2

八 鄉 S / Y L - P H / 1 5 1 . 0 1 5 5 4 . 1 2

新 田 S / Y L - S T / 1 7 3 7 . 4 7

牛 潭 尾 S / Y L - N T M / 1 3 3 . 3 5 8 9 5 . 5 4

大 棠 S / Y L - T T / 1 2 8 . 3 7 9 6 2 . 4 9

梅 窩 邊 緣 S / I - M W F / 1 2 4 1 . 8 8

觀 音 山 及 花 心 坑 S / S T - K Y S / 1 1 2 2 . 6 0

古 洞 北 S / N E - K T N / 1 4 3 . 2 1 3 7 7 . 8 0

萬 屋 邊 S / N E - M U P / 1 2 0 5 . 6 3

㆛ 崗 S / N E - P K / 1 1 4 0 . 3 0

古 洞 南 S / N E - K T S / 1 5 3 1 . 6 8

鹿 頸 及 禾 坑 S / N E - L K / 1 8 . 6 8 2 . 0 1 4 0 7 . 4 9

虎 ㆞ 凹 及 沙 嶺 S / N E - F T A / 1 7 . 7 8 3 6 4 . 5 0

九 龍 坑 S / N E - K L H / 1 3 . 4 5 2 5 1 . 7 5

龍 躍 頭 及 軍 ㆞ 南 S / N E - L Y T / 1 3 5 7 . 0 0

十 ㆕ 鄉 S / N E - S S H / 1 1 9 . 5 6 5 7 . 0 7 2 9 6 . 0 4

坪 輋 及 打 鼓 嶺 S / N E - T K L / 1 9 1 . 1 1 5 7 4 . 1 1

汀 角 S / N E - T K / 3 6 . 7 8 4 0 . 2 0 3 3 2 . 8 5

林 村 S / N E - L T / 1 5 . 5 5 4 2 7 . 8 7

蠔 涌 S / S K - H C / 1 3 . 7 1 2 9 9 . 7 7

白 沙 灣 S / S K - H H / 1 2 1 . 0 1 3 6 7 . 9 7

北 港 及 沙 角 尾 S / S K - P K / 1 2 . 8 1 5 6 6 . 1 2

井 欄 樹 S / S K - T L S / 2 0 . 0 9 4 2 6 . 2 0

烏 蛟 發 展 許 可 區 D P A / N E - W K T / 1 1 0 3 . 7 3

屏 山 發 展 許 可 區 S / Y L - P S / 1 6 2 . 3 7 6 0 0 . 7 8

唐 ㆟ 新 村 發 展 許 可 區 S / Y L - T Y S T / 1 4 . 6 7 6 4 8 . 2 0

藍 ㆞ 及 易 園 發 展 許 可 區 S / T M - L T Y Y / 1 0 . 7 4 1 9 . 7 0 5 3 3 . 8 3

掃 管 笏 發 展 許 可 區 S / T M - S K W / 1 2 6 . 6 8 4 7 6 . 2 0

沙 螺 洞 D P A / N E - S L T / 1 5 5 . 1 6 5 7 . 1 3

禾 徑 山 D P A / N E - W K S / 1 5 7 3 . 6 4

皇 后 大 道 ㆗ ／ 租 庇 利 街 S / H 3 / L D C 1 / D 1 / 2 0 . 6 8 0 . 8 7

永 樂 街 ／ 皇 后 大 道 ㆗ S / H 3 / L D C 2 / D 1 / 2 0 . 5 8 0 . 7 2

㆖ 環 皇 后 街 S / H 3 / L D C 3 / D 1 / 2 0 . 7 4 0 . 9 5

灣 仔 道 ／ 太 原 街 S / H 5 / L D C 1 / D 1 / 2 0 . 7 0 0 . 8 5

尖 沙 咀 河 內 道 S / K I / L D C 1 / D 1 / 1 0 . 6 2 0 . 7 6

窩 打 老 道 ／ 雲 南 里 S / K 2 / L D C 1 / D 1 / 2 0 . 2 2 0 . 4 2

亞 皆 老 街 ／ ㆖ 海 街 S / K 3 / L D C 1 / D 1 / 2 1 . 1 5 1 . 5 9

總 額 : 4 1 2 . 9 9 3 7 7 . 6 2 2 6 0 . 4 8 6 4 . 6 3 6 . 1 8 1 8 9 8 . 1 7 4 8 8 1 9 .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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