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聯顧問有限公司                                                                  
《市區重建策略》檢討公眾參與顧問服務 ─ 最後報告 行政摘要 第 1 頁 

《市區重建策略》檢討 

最後報告 ─ 行政摘要 

 
1 背景 

 
在 2001 年，政府經過公眾諮詢後公布了《市區重建策略》。自此，該策略成為市區重建

局 (「市建局」) 的指引。但隨著社會近年來的發展和市民對市區更新願景的改變，發展

局局長於 2008 年 7 月 17 日宣布進行《市區重建策略》檢討，旨在配合社會最新的發展

和期望，更新現有策略，使各方的目標一致。 
 
為期兩年的檢討，包括一個就情況與香港相若的外國城市的政策研究，及一個分三階段

的公眾參與過程，分別為「構想」、「公眾參與」及「建立共識」。世聯顧問有限公司 (「世

聯」) 負責公眾參與有關的顧問服務，而「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行政學系」(「港大」) 
則負責政策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擔任蒐

集、整理及分析市民大眾意見的工作。 
 

2  公眾參與活動的檢討 
 
當局分三個階段舉辦各種公眾參與活動，盡量吸引市民參與。不論是主動的或應公眾要

求，當局都為市民提供足夠機會，去查閱有關資料和活動詳情。 
 
檢討過程除了善用網頁，將有關的資料適時上載至互聯網，讓公眾閱覽外，於 2008 年

10 月推出的網誌和網上論壇提供一個不同及便利的方法，讓市民提出意見。除了善用網

頁，當局亦分別於「構想」、「公眾參與」和「建立共識」階段印製三本小冊子，讓市民

得到足夠資訊，加入討論。當局在不同地點舉辦八場巡迴展覽、五個公開論壇及八個專

題討論，讓市民發表意見。此外，我們亦舉辦二十個聚焦小組討論、七個外展會議及兩

個專業團體諮詢會議與專業團體直接面談，交流意見。創新的伙伴合作計劃共有二十個

團體及學校參與，旨在吸引更多目標公眾更深入地參與檢討過程。首創先河的是在灣仔

開設「市區更新匯意坊」，作為一個資訊及資源中心，為市民提供最新資訊，在該處舉行

活動交流意見和舉辦相關活動。 
 
我們亦借助大眾傳媒把相關信息廣泛傳達給公眾，在整個檢討過程中，報章、電台和電

視台均各自發揮宣傳功用。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在「公眾參與」階段於八個巡迴展覽中進行面對面的訪問及在「建

立共識」階段進行電話調查，主動搜集廣大市民對市區更新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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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參與過程共分三個不同的階段謹慎進行。收集公眾意見過程循序漸進，由廣泛的意

見至具體的建議，每個階段都提供清晰的指引，讓討論能有效而順利地進行。「構想」階

段沒有預設議程，通過一連串討論問題去邀請公眾一同定出《市區重建策略》檢討的議

程。在「公眾參與」階段，這些建議被歸納為七個主要議題讓公眾討論:  

 

(1) 市區更新的願景和範圍； 

(2) 市區更新的四大「業務策略
1」； 

(3) 持份者的角色； 

(4) 補償及安置政策；  

(5) 公眾參與；  

(6) 社會影響評估及社區服務隊；以及  

(7) 財務安排。 

 

收集的意見在討論和檢討後，督導委員會將這些意見整理為十個初步建議，成為「建立

共識」階段的討論基礎。在「建立共識」階段中，七個主要議題再分為分三大議題：  

 

(1) 以「地區為本」、「由下而上」(包括「市區更新諮詢平台」及社會影響評估和社區服務

隊)； 

(2) 補償及安置；以及  

(3) 市區更新範圍、市建局在重建中的角色及財務安排，以促進討論。 
 
《市區重建策略》檢討督導委員積極參與整個檢討過程，並舉行定期會議，透徹地討論

公眾意見，並授權進行多項研究以掌握最好和適切的市區更新作業方法。 
 
3 公眾意見概覽 
 
在剔除了重複提交及不切題的文件後，在檢討的三個階段收集到 2,488 份書面意見及建

議。在整個公眾參與過程中，市民一致要求要有更多參與機會，有更多選擇，及令市建

局的角色更平衡。每個議題的主要意見摘要如下： 
 
以「地區為本」，「由下而上」及「市區更新諮詢平台」、社會影響評估及社區服務隊 
 

 市區重建計劃與公眾參與 
在整個檢討過程，市民一致要求市區重建計劃應從地區出發、以人為本、由下

而上。有見及此，督導委員會建議在每一個舊區設立一個「市區更新諮詢平台」，

加強市區更新計劃的工作。 
                                                 
1  四大「業務策略」指重建發展、樓宇復修、舊區活化與文物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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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影響評估及社區服務隊 
為符合以人為本、由下而上和從地區出發等方針，有意見認為政府應考慮任命

獨立人士進行社會影響評估，以及市區重建對居民的影響的追蹤研究。 

有市民建議社區服務隊應脫離市建局，另設獨立基金支付他們的開支。「在新擬

定《市區重建策略》中社會工作服務未來方向研究」已於 2010 年 4 月展開，檢

討現時受僱市建局的社區服務隊的角色，以求在此問題找出新的見解和方向。 
 

補償與安置 
 

有市民認為以現行的補償政策，業主很難在同區內買回一個七年樓齡、大小、

地點和交通網絡相若的單位。大部份意見要求為自住業主提供「樓換樓」這個

額外選擇，讓他們可在原區居住，保存既有的社區網絡。因應這個要求，當局

建議提出「樓換樓」這個選擇給受影響的自住業主。在《市區重建策略檢討》

網頁內刊載了「樓換樓」安排說明。但對於如何落實「樓換樓」的安排則尚未

有共識。 
 

市區更新範圍、市建局在重建中的角色及財務安排 
 

 市區更新的範圍 

有建議為避免重建地區士紳化，市建局不應只著眼興建大型商場，而要保留地

區零售小店網絡，讓小本經營者有一個較公平的競爭機會，與大型企業並存；

同時為市民提供「可負擔房屋」，而非昂貴的豪宅。公眾認為現時的《市區重建

策略》太側重於項目重建。四大「業務策略」之間的比重需要重新檢討。  
 

 市建局的角色 

亦有建議市建局擔任「促進者」的角色，協助業主自行重建，或與發展商合作，

以加快重建步伐。但有市民質疑一旦市建局成為「促進者」，會對私營機構造成

不公平的競爭。  
 

 市建局的財政自給模式 

除了財政自給的原則，市建局亦應考慮到市區更新為鄰近地區帶來的經濟利

益。有人要求市建局公開其財政狀況，以及每一個重建項目的財務資料。 
 

4 結語 
 
蒐集到的意見當中雖然有很多是長久以來對補償看法堅持的意見，但這些意見主要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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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團體及有利益關係的人士。然而，社會在市區重建大方向上則取得較多共識，例如

未來的市區更新活動應用一個從地區出發、由下而上的參與過程；讓受影響居民在現金

補償之外可以有「樓換樓」的選擇；以及市建局的職責應更廣、更平衡，去回應市民希

望有更多參與、更多選擇和認為市建局在修訂後的《市區重建策略》中應有一個比較平

衡的角色的訴求。 
 
督導委員會考慮過在「建立共識」階段整理出來的意見後，將提交十個對初步建議微調

的優化建議，用於在2010年尾修訂《市區重建策略》。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