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討論文件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63/2017 號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九年度中西區區議會 

第十次會議 

 

「保育中環」各項目的最新進展 

 

中區警署建築群 

 

 政府以合作伙伴形式，聯同香港賽馬會(下稱「馬會」)

推展中區警署建築群活化項目，包括新建築物的建築工程、歷

史建築物的復修工程、建築群內的基建工程，以及建築群周邊

的道路改善工程。 

 

2. 截至 2017 年 6 月，除了部分倒塌的第四座外，其餘十

五幢歷史建築物、新建的美術館大樓及綜藝館大樓、檢閱廣場、

監獄操場，和行人天橋已復工。美術館大樓及綜藝館大樓工程

已接近完成。歷史建築物方面，現正進行外牆工程，而内部工

程已陸續復工。馬會亦與屋宇署合作進行額外的建築物料測試，

以確定屋宇結構的狀況，並進行額外的結構提升工程。行人天

橋的樁柱工程已經完成，待取得上層建築的工程批准後，臨時

保護平台工程將會展開，預計行人天橋工程可於 2018 年首季完

成。 

 

3. 屋宇署於 2017 年 5 月 31 日發表第四座部分倒塌事件

的調查報告。調查結果發現倒塌事件的原因，最有可能是在進

行一樓陽台木樓板鞏固工程時，為安裝鋼構件而於磚柱和磚牆

挖掘多個小孔所致。屋宇署相信其中一條內部磚柱因承托面積

顯著減少而損毀，觸發倒塌事件。調查報告認為沒有證據顯示

其他建築工程減損了該建築物的穩定性，因此其他建築工程不

會直接導致倒塌事件發生。屋宇署根據調查結果及經徵詢律政

司意見後，已向與該等工程直接有關的承建商、承建商的獲授

權簽署人，和分包商提出檢控。馬會非常重視屋宇署的調查結

果，已細閱報告內容，並將一如既往配合屋宇署的工作。 

 

4. 馬會表示會致力完成中區警署建築群活化計劃及相關

修復工程。馬會按第四座的狀況，並參考國際文物保育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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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系列初步方案作進一步考慮；過程中馬會諮詢了屋宇署、

古物古蹟辦事處，和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的意見。馬會

在擬訂詳細復修方案時，亦會參考屋宇署的調查結果，而首要

考慮是公眾安全。馬會擬訂詳細復修方案後，將呈交古物諮詢

委員會 (下稱「古諮會」 )，由委員會向古物事務監督作出建議，

而馬會將在取得批准後才會施行復修方案。 

 

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 

 

5. 由政府與同心教育文化慈善基金會及其伙伴機構推展

的「元創方」項目，把位於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活化為標

誌性創意中心。自 2014 年 4 月啓用至今，「元創方」舉辦了一

連串活動，包括近期的「LONG TIME NO SEE：左鄰右里 虛擬

再聚」展覽和「PMQ 乾杯 @ Mart Box」。根據「元創方」的統

計，由開幕至 2017 年 5 月底，訪客人次超過 1 033 萬。 

 

香港聖公會中環建築群 

 

6. 2011 年 6 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修訂香港聖

公會位於下亞厘畢道建築群 (下稱「中環地段」 )的土地契約，

以及就其另一幅位於畢拉山金文泰道的地段 (下稱「畢拉山地

段」)進行原址換地，徵收象徵式地價，以落實就中環地段全部

四幢歷史建築的保育方案。根據香港聖公會寓保育於發展的方

案，中環地段內全部四幢歷史建築 1將被保存，而其餘現有建築

物將被新建築物取代，以提供所需空間予香港聖公會的宗教及

社區服務。 

 

7. 近年香港聖公會經檢討中環地段的方案後，決定在該

地段發展一間非牟利私營醫院，希望為中西區居民提供公營醫

院以外的醫療服務。香港聖公會已於 2017 年 1 月 19 日向中西

區區議會闡述該修訂方案的詳情。政府已要求香港聖公會在擬

定有關計劃時考慮區議會的建議。香港聖公會現正敲定修訂方

1
 中環地段內有四幢歷史建築，分別為會督府 (一級歷史建築 )、聖保羅堂 (一級歷史建

築 )、教堂禮賓樓 (又稱馬丁樓，一級歷史建築 )和舊聖公會基恩小學 (原為聖保羅書

院南翼，二級歷史建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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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細節，並評估修訂方案對交通、視覺、空氣流通、歷史建

築的文物價值等方面的影響。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8. 終審法院於 2015 年 9 月由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下稱

「傳道會大樓」)遷往位於中環昃臣道 8 號的舊最高法院大樓。

在所需程序完成後，律政司會接收該大樓，並在進行所需翻新

工程後，提供地方予法律服務和爭議解決機構使用。這安排符

合 2013 年至 2017 年《施政報告》與及 2014 年度《政府財政預

算案演辭》中所載述的政府政策，即利便合適的國際法律機構

及本地的法律相關機構在香港開辦或發展服務。這項計劃亦使

傳道會大樓及前中區政府合署形成一個「法律樞紐」，與傳道會

大樓這幢法定古蹟的地位和歷史背景相稱。律政司及相關部門

已開展傳道會大樓翻新工程的籌備工作。律政司已於 2016 年 3

月 10 日向區議會簡介擬議工程的詳情，亦於 2017 年 2 月 27 日

就工程諮詢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並按計劃於 2017 年

3 月將工程撥款申請提交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待工務

小組委員會通過後，撥款申請將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批。 

 

中環街市 

 

9. 市區重建局(下稱「市建局」)於 2015 年 9 月決定以較

簡約的方式推行中環街市大樓活化計劃。市建局其後向城市規

劃委員會(下稱「城規會」)遞交規劃申請，並於 2016 年 3 月 18

日獲得有附帶條件的批准。城規會其後於 2016 年 9 月 14 日批

准市建局就履行附帶條件所提交面向德輔道中新立面的詳細設

計以及保育街市攤檔的建議。屋宇署於 2016 年 11 月 25 日批准

市建局修訂的建築圖則。政府於 2017 年 3 月 29 日公布，行政

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原則上同意將中環街市用地，以私人協約方

式批予市建局，為期二十一年，以便市建局保育和活化中環街

市大樓。政府亦批予市建局一份為期五年的短期租約，以便市

建局展開工程。市建局務求在獲得各項許可後盡快開展此活化

項目，早日供市民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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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區政府合署 

 

10. 繼公眾諮詢後，政府於 2012 年 12 月宣布： 

 

(a) 連同中座及東座，重用西座作律政司的辦公室，讓律

政司所有科別可遷入前中區政府合署。律政司設於金

鐘附近的辦公室(包括政府自置及租用物業)因而可分階

段騰出供其他政府部門使用，或停止租用以節省租金

開支；以及 

 

(b) 在西座提供地方予法律相關組織，以便這些組織發展

服務，並締造良好環境，吸引更多國際法律機構及爭

議解決機構來港設立辦事處。 

 

11. 中座及東座的翻新工程已完成，而律政司部分辦公室

已於 2015 年第三季遷入。至於西座所需進行的工程，古諮會在

2015 年 3 月討論並同意這項目的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律政司在

2015 年 5 月諮詢區議會，區議員對計劃原則上並無反對。律政

司亦於 2016 年 4 月 25 日就西座的翻新工程諮詢立法會司法及

法律事務委員會，並獲委員會支持。撥款申請於 2016 年 6 月

11 日提交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並於 2016 年 7 月 12 日

獲財務委員會通過。工程於 2016 年 10 月展開，目標是於 2018

年年底完成工程。 

 

12. 有關前中區政府合署的圍欄安排，東座沿下亞厘畢道

圍欄的降低高度工程現已完成。因應文物影響評估報告的建議，

有關圍欄的高度已由原來約 2.5 米降低至約 1.45 米，以配合現

有支架結構的高度(法定最低要求是 1.1 米)。至於西座工程範圍

內的圍欄及閘門，在西座範圍沿下亞厘畢道斜坡頂部的圍欄將

會降低，由現時約 2.2 米降低至約 1.45 米，而閘門則會以垂臂

式欄栅取代，以控制車輛進出，這項安排是因應西座工程計劃

文物影響評估報告的建議而作出，並已向立法會作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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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大廈 

 

13. 為配合把美利大廈改建為酒店，該用地於 2010 年 7 月

在《中區分區計劃大綱圖》改劃為「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具

有建築優點的建築物保存作酒店用途」地帶。當局已訂定多項

發展要求，以保存美利大廈的建築優點。招標條款亦已加入相

關的保育要求。該發展項目已於 2013 年 11 月成功招標。有關

總綱發展藍圖已於 2014 年 12 月獲批，而建築圖則亦已於 2015

年 2 月獲屋宇署批准。發展局及運輸署於 2015 年 6 月已將發展

項目的交通檢討資料提交區議會參閱。改建項目預計於 2018 年

年底前完成。 

 

中環新海濱 

 

14. 根據《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的建議，中環新海

濱的一號用地 (即毗連中環四號至六號碼頭的綜合發展區用地 )

和二號用地 (即國際金融中心二期以北的商業用地 )，將打造成

獨特的文娛樞紐和多元化用途區，並發展為層數少的建築物作

展覽、零售、娛樂、文娛及社區之用。一號和二號用地的一部

分在現階段仍須進行與中環灣仔繞道相關的工程。 

 

15. 就擬議成立法定的海濱管理局，行政長官在 2017 年

《施政報告》中宣布現階段成立有關管理局的條件尚未成熟。

政府決定首先伙拍海濱事務委員會，以專責團隊和專項專款的

方式推動落實優化海濱的項目。有關措施旨在進一步伸延維港

兩岸的海濱長廊、美化其周邊用地及改善海濱暢達性。發展局

會進一步與社會各界包括海濱事務委員會商討長遠發展一、二

號用地的最佳路向。 

 

 

 

發展局 

2017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