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10/2018 號—附件一

關注政府計劃於西環碼頭海濱設立社區園圃一事

發展局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的綜合回覆：

就議員關注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三個已釋出的停泊位（用地）

的未來發展，發展局及康文署的綜合回覆如下。

於中西區區議會和海濱事務委員會的討論  

2. 該幅用地自 2016 年 8 月起被釋出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邊界以

外，現時由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暫時管理。由於該用地及毗鄰位置的長

遠土地用途仍在檢視中，政府認為用地在未來三年可作短期用途。  

3. 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海濱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於 2016 年 12

月 20 日會議上討論並同意，透過短期租約的形式作出招標，包括有

社區園圃，以及開放一定空間予公眾使用和舉辦公眾活動，並須配備

安全措施。發展局於會上承諾詳細研究有關建議。  

4. 發展局隨後參考了康文署在中山紀念公園社區園圃的營運情

況，得悉自 2005 年開始以來該園圃都超額報名，但由於場地限制和

開放休憩用地的需要，康文署未能擴大或加設社區園圃。我們認為若

能在部分用地範圍營運休閒農耕及相關設施，則可回應區內需要空間

作類似活動的訴求，亦可為中西區海濱引入一種新的休閒用途，並在

用地須作長遠發展前開放予市民享用。 

5. 另一方面，發展局當時也注意到，雖然用地和毗鄰的西區公

眾貨物裝卸區並非公共空間，亦無正式向公眾開放，但不時有市民透

過不同途徑進入該用地。為讓市民可安全及舒適地享用這段用地，我

們當時建議在用地推展休閒農耕之餘，可於沿海建造海濱長廊，開放

予公眾使用。  

6. 發展局於  2017 年 1 月 12 日就上述短期用途，徵詢海濱事務

委員會港島區海濱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的意見。有關的建議獲

得專責小組的支持。  

7. 2017 年 3 月 16 日，中西區區議會討論並通過以上的短期用途

建議。其中，區議會指出希望用地可開放最大的空間供公眾免費使用，

以及預留空間讓市民進行休閒農耕以外的其他活動。發展局一直循有

關方向擬備方案的細節。



 
 

 

  

 

 

  

 

 

 

 

  

 

 

  

 

 

  

   

   

                                                      

公眾意見  

8. 2017 年 10 月的施政報告指出，維港兩岸是我們在市區內的寶

貴天然資源。我們會鼓勵社區善用海濱，並會夥拍海濱事務委員會推

動有關工作，包括提供合適的海濱用地予非政府機構營辦社區設施或

活動，並爭取在  2018 年第一季以短期租約推出位於堅尼地城的一幅

用地作社區園圃及相關用途。  

9. 施政報告的建議如實反映了過去一段時間發展局與中西區區

議會和海濱事務委員會的討論結果。近期部分團體和人士就用地的安

排表達了訴求，並於工作小組  2017年 12月 7日的會議上發表了意見。
總括而言，相關團體和人士主要希望用地不應只開放予參加休閒農耕

的人士，亦應提供足夠的休憩空間供公眾進行不同的活動，包括散步、

跑步、拍攝等，並儘量回應不同階層和年齡的需要。用地也可加設基

本設施讓市民享用。我們認為這些意見與發展局、中西區區議會和海

濱事務委員會一直所討論的方向並無衝突。

短期用途的建議  

10. 因應中西區區議會於  2017年上半年提出於用地推展休閒農耕

和相關活動的建議，以及近期其他希望利用有關用地作休憩用途的意

見，我們就如何善用約  7,500 平方米的用地，提出了兩個方案的具體

構思，諮詢議員的意見。我們希望強調，不論方案一或二，均回應了

區議會及相關團體和人士的意見，即大部分空間均是開放予居民使用，

亦讓不同機構有機會舉辦公眾活動供市民參與。  

11. 方案一，我們建議把用地的所有空間，即約 7,500 平方米，通

過公開招標程序全部交予中標的非牟利機構或社會企業營運。其中，

我們會要求中標的營運機構，把不多於兩成多的用地，約 2,000 平方

米 1
，即用地沿城西道的一段（見附件一），用以營運休閒農耕和其

他輔助設施，其主要部分 2
須設置都市園圃，以經營靜態的綠化活動。 

12. 在參照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委託非牟利機構所管理、位於觀塘

繞道下的場地運作模式後，我們建議用地上的擬議園圃應儘量以開放

形式經營，讓更多市民能參與其中。換言之，形式應有別於康文署以

提供農地作耕種為主的園圃模式，不應只限於提供獨立位置予市民耕

種花卉或農作物以收割自用，而應考慮加入其他元素，讓園圃活動更

多樣化。例如可舉辦教育、導賞、手作工作坊、農耕體驗日營、廚餘

回收等活動，提供不同活動讓市民認識包括有機耕種、農地生態和綠

色生活的重要性。為配合多元主題，園圃會較康文署以農耕為主的園

圃略大，園內設施除農耕用地外，可包括其他用途例如戶外活動空間、

舞台、餐廳、小食亭或短期商店等。除例行維修和保養外，園圃需於 

1
中山紀念公園社區園圃和觀塘繞道下場地內都市園圃的面積均約為 1,100平方米。 

2
即 1,000平方米以上。



 

 

 

  

 

 

  

 

 

  

 

 

  

 

 

 

 

  

 

 

 

每日合理時間內免費開放予市民進出。我們亦鼓勵營運機構積極聯絡

中西區的幼稚園、小學、長者服務中心等，組織參觀團在平日時間到

訪園圃，周末時間則考慮以服務上班一族、家庭等對象為主，有效管

理參與人流。 

13. 另外，中標的營運機構在方案一下會負責管理餘下約七成多

的海濱空間（約  5,500 平方米）。在加裝適當的設施如圍欄、照明、

座椅後，須把用地開放給市民享用。我們也會鼓勵營運機構發揮創意，

多在這  5,500 平方米的空間上主辦或與其他機構合作舉辦不同類型的

活動供市民參與，例如墟市、運動班、攝影活動等，以增添這地方的

活力，並回應不同階層和年齡人士的需要。 

14. 方案二（見附件二）建議只把約 2,000 平方米的都市園圃和相

關輔助設施，通過公開招標程序交予中標的非牟利機構或社會企業營

運，運作和管理模式和上文第  11 和 12 段的建議大致相同。至於用地

餘下約 5,500 平方米的空間，則可透過政府工程在加裝適當的設施如

圍欄、照明、座椅後，優化成海濱長廊供市民作休憩用途，及不同機

構舉辦不同活動供市民參與。有關工程會參照過往海濱長廊前期工程

的簡約設計，由政府負責設計和施工，以及日後管理，以確保市民可

在安全舒適的情況下享用海濱。  

15. 方案一能統一管理整幅用地， 7,500 平方米的用地除足以容納

園圃外，亦能提供充裕空間讓營運機構舉辦不同的活動。由政府以外

的機構管理海濱用地也可為其用途帶來彈性。然而，要管理大面積的

用地對不少非政府機構，在營運能力和財力方面都是考驗。方案二下

能參與競投的非政府機構數目相信會較多，有利我們從不同標書中選

取最佳的建議，而海濱用地由政府部門按傳統模式管理，活動相信會

以靜態休憩為主。  

16. 無論是方案一或方案二，租金收入都不會是我們評審標書時

的主要考慮。相關的考慮因素，會包括入標者過去營運園圃的經驗、

建議營運模式、擬議活動詳情、用地開放程度、收費水平、服務是否

照顧到社區特別是中西區居民的需要等。為儘早開放用地，我們會爭

取在今年首季內進行公開招標，完成標書評審和相關程序後批出為期

三年的短期租約予中標機構。

未來路向  

17. 在聽取中西區區議會的意見後，政府將會徵詢海濱事務委員

會，並儘快在今年首季內展開招標程序。如要推展方案二，政府亦會

就有關海濱長廊前期工程開展設計工作，並會在適當時候就有關設計

再次徵詢中西區區議會的意見。



 
 

 

   

 

 

 

 

 

 
 

徵詢意見  

18. 我們邀請議員就第  10 至 16 段的建議給予意見。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日收到）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八年一月



附件一
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三個已釋出停泊位的建議短期用途
方案一：由中標的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營運用地的所有空間

由中標的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
加裝設施，然後開放給市民使
用，包括讓不同機構有機會舉辦
公眾活動予市民參與
（約5,500平方米）

由中標的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營
運休閒農耕和其他輔助設施
（約2,000平方米）

idatse
線段

idatse
線段

idatse
矩形

idatse
矩形



附件二
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三個已釋出停泊位的建議短期用途
方案二：由中標的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營運用地的部份空間

透過政府前期工程加裝設施，優化
成政府管理的海濱長廊，然後開放
給市民使用，包括讓不同機構有機
會舉辦公眾活動予市民參與
（約5,500平方米）

由中標的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營
運休閒農耕和其他輔助設施
（約2,000平方米）

idatse
線段

idatse
線段

idatse
矩形

idatse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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