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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天文台總部副樓興建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尖沙咀天文台總部副樓興建計劃的最新發

展。  

背景及理據  

2. 位於尖沙咀的天文台總部已被列為法定古蹟，總部內的主要運作

空間為 1883 大樓及在 1980 年代初落成的百週年紀念大樓。天文台多年

來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及擴展服務範圍，以致現時天文台總部的運作空間

不敷應用，因此天文台建議在總部現有露天停車場及其附近位置興建副

樓，以提供所需的空間，發展及加強天文台的服務，以應對氣候變化下

越趨頻繁的極端天氣。就本工程項目的興建，天文台已於 2021 年 3 月 2

日諮詢了油尖旺區議會食物環境衛生及工務委員會，並就建議工程範圍

邀請委員給予意見，當日出席的議員對計劃及工程範圍普遍表示支持。

就有關興建副樓的理據及需要，詳情如下：  

紓緩尖沙咀天文台總部部門辦公室及設施空間長期不足的問題  

3. 天文台多年來致力提升服務水平及擴展服務範圍，包括提供多渠

道
1發放天氣資訊及開發更多個人化天氣資訊服務 2、研發多項與公眾、

漁民、航運及航空氣象相關的新服務
2 等。為此，天文台相應增加人手、

氣象儀器及電腦系統
3
，以致天文台的現時運作空間不敷應用。天文台在

                                                      
1 例如為公眾提供天氣資訊的「我的天文台」流動應用程式及「度天隊長」聊天機械人服務。 
2
 例如「閃電臨近預報」服務，為市民提供所在或指定地點於未來一小時的閃電預報；「定點大雨資訊」服務，

讓市民更容易掌握所在地區的最新降雨情況；以及「我的航班天氣」電子飛行包天氣流動應用程式，透過電

子方式為機組人員提供飛行期間的最新氣象資訊，和由天文台自行研發的全球湍流預報，以提升飛行安全；

以及在「地球天氣」及漁民作業氣象資訊網頁上提供海況預測，並為航行船隻提供「我的海洋天氣」預報圖

電郵傳送服務，以提升海上作業安全。 
3
 過去三十年，天文台的天氣雷達及其接收的天氣衛星和鄰近地區的天氣雷達的數目增長超過二十倍，本地

自動氣象站數目增長三倍，其他不同類型的探測儀器亦不斷增加。設置於天文台總部用作處理上述儀器數據

(數據增長超過一百萬倍)的電腦系統及設備亦須相應大幅增加。 



1990 年代末期起已開始租用鄰近私人物業作辦公室以應付空間不足的問

題。  

4. 建議興建的副樓會提供空間予涉及上述擴展或加強服務所增加的

天文台員工和安置相關的處理氣象數據系統和設備，並整合設於租用鄰

近私人物業的辦公室，以確保天文台的運作效率和服務質素。由於建議

興建的副樓部分將用作重置天文台設於租用私人物業的辦公室，這能節

省政府的相關租金開支，亦能為天文台提供長期穩定的辦公地方，同時

亦符合政府盡量把政府辦公室設於自置物業的政策。除此以外，天文台

亦計劃在建議興建的副樓內設立  ( i)電子儀器工場，用以維修及存放氣象

觀測儀器及輻射監測儀等設備和相關的電子零件； (ii)氣象儀器校準實驗

室，以加強提升氣象儀器準確性及可靠性的工作；以及 (ii i)讓輪班員工使

用的休息室，以便在惡劣天氣下輪班工作的員工可以持續留守天文台總

部，確保可全天候為公眾提供無間斷的氣象服務。  

加強天氣服務應對極端天氣及其他災害  

5. 天文台計劃在建議興建的副樓內設立一個綜合預警中心，善用科

技如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提升極端天氣的預警及風險評估能力，加強有

關熱帶氣旋及暴雨等惡劣天氣事件的監測、預報和預警服務，支援政府

相關部門快速採取應變措施，有助提升社會應對極端天氣的應變能力。

預警中心會以綜合方式提供天氣及海洋預報和預警、輻射監測和評估、

地震監測和海嘯警報等服務，以便更有效率地協調各類由天文台提供而

且與公眾安全相關的預警服務，有助提升社會應對極端天氣及其他災害

的準備和應變能力。此外，天文台亦計劃設立大灣區衛星及雷達中心，

用以容納接收、處理及顯示各種雷達及衛星數據的設備，加強粵港澳大

灣區惡劣天氣監測及預警，有助落實《粵港澳大灣區氣象發展規劃（ 2020

－ 2035 年）》。  

提供額外空間以安置電腦設備  

6. 隨著服務範圍的擴展，天文台近年需要處理的氣象數據量過去三

十年增長超過一百萬倍，當中大部分為本地及鄰近地區的氣象觀測數據，

以及由電腦數值天氣預報
4系統及人工智能系統輸出的數據。為此，天文

台持續增加電腦設備以便有效地處理及儲存龐大的數據。天文台計劃在

建議興建的副樓設立一個氣象數據及電腦中心，以提供足夠的空間及合

                                                      
4
 數值天氣預報技術利用數學模型模擬未來天氣，是預測天氣的基本工具之一。由於模擬過程涉及龐大的氣

象數據及複雜的運算模型，因此需要使用大量的電腦運算資源。 



適的環境妥善設置所需電腦硬件及與其相關的設施，包括伺服器、不間

斷電源設備和其他備用設施，及為加強天氣服務應對極端天氣及其他災

害所需的設施。  

設立新聞發布中心加強信息發放  

7. 現時天文台利用一個小型錄影室製作常規的早晨及黃昏天氣節目

及舉行有關惡劣天氣或其他重大天氣事件的新聞發布會。由於空間有限，

常規天氣節目的攝製及新聞發布會無法同時進行，特別是在八號或更高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的情況下，天文台需要每小

時為傳媒舉行新聞發布會，以落實《行政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內提出

加強發放信息及增加內容和頻密度，唯現有錄影室空間不足以容納相關

的採訪記者，而常規天氣節目的製作亦會因而受阻。  

8. 因此，天文台計劃在建議興建的副樓內設立一個新聞發布中心，方

便傳媒進行採訪，亦可在其他時段用作舉辦公開講座等用途；亦計劃設

立一個專門製作天氣節目及「氣象冷知識」
5等公眾教育節目的錄影室，

以回應市民對高質素天氣節目的需求。  

提供空間加強公眾教育  

9. 現時天文台總部缺乏足夠空間提供公眾教育設施。因應氣候變化

所帶來的極端天氣越趨頻繁，天文台有需要進一步加強公眾對應對氣候

變化所需的減緩、適應及應變措施的了解。天文台計劃在建議興建的副

樓內設立公眾教育資源中心及展覽廊，透過不同類型展品向預約到訪的

市民和團體介紹氣候變化及推廣如何應對極端天氣。   

10. 除副樓外，天文台亦計劃翻新現有的「紅屋」
6，並將「紅屋」改

成為天文台歷史室，供市民和團體預約參觀。歷史室會用作保存和展示

天文台具珍貴歷史價值的物品（例如圖片、歷史檔案及書籍、早期的手

繪天氣圖及氣象儀器等），亦會展示香港過往重大天災的歷史資料，讓市

民重溫歷史災害，鑑古知今，以提升防災減災意識。  

                                                      
5
 「氣象冷知識」是天文台自行製作的節目，以較輕鬆及有趣的手法向市民介紹氣象知識。 

6
 「紅屋」為一座獨立的單層建築物，早於 1926 年建成，位於建議興建副樓的旁邊（請見附件一）， 早期

用作無線電接收站以接收船舶天氣報告。現時用作電子儀器實驗室，以維修及校準氣象及其他監測儀

器。 



11.  公眾可在教育資源中心及展覽廊和紅屋參觀不同時代的展品，溫

故知新和鑑古知今，不但能一窺香港氣象及天文台有趣的歷史，也能了

解天文台過去的服務和油尖旺區的緊密聯繫
7。副樓將採用的綠色設計，

環保建築材料及節能裝置，正好作為公眾教育的楷模，向市民推廣低碳

及綠色建築的技術及發展，讓市民更了解環保與持續發展的方向及概念。

副樓的落成定能成為油尖旺區的公眾教育的新熱點，為區內的學生及居

民提供更多的參觀服務，增加油尖旺區發展的新元素及動力。  

落實《行政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相關項目  

12. 建議興建的副樓亦會提供所需的空間落實以下於《行政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內有關支持國家重點戰略的項目：  

(i)  設立「一帶一路國家氣象培訓中心」
8
，以加強合作為「一帶一

路」國家氣象人員提供培訓；及  

(ii)  天文台與廣東省地震局合作，在香港新建一個地震烈度計網，

增強本地有感地震資訊服務及完善粵港澳大灣區的地震監測。 

興建副樓刻不容緩  

13. 受全球暖化影響，極端天氣情況越趨頻繁。 2023 年 9 月的超強颱

風及世紀暴雨等極端天氣將更頻繁地影響香港，而且其影響程度或會更

高。為此，《行政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研究善用人工智能及

大數據進一步提高針對極端天氣下的氣象預測預警及相關風險的評估能

力。假若副樓項目未能成功落實，天文台將不能設立綜合預警中心和氣

象數據及電腦中心，將嚴重窒礙研發利用新科技的預報系統，亦難以提

升針對極端天氣的預測預警能力，對保障公眾安全有影響。因此，興建

副樓是刻不容緩。  

建議工程簡介  

14. 天文台建議在總部現有露天停車場及其附近位置興建副樓及相關

工程的用地位置圖載於附件一。根據《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7 尖沙咀訊號塔：懸掛熱帶氣旋警告訊號的地點；尖沙咀 1881 時間球及鐘樓：天文台授時服務。 
8
 此項目已包括在國家《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務實合作項目清單》，天文

台將與中國氣象局合作籌建「一帶一路國家氣象培訓中心」 



S/K1/28》，工地被劃作「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最高建築物高度為主

水平基準上 45 米。現有停車場的地面高度約為主水平基準上 24.4 米，因

此建議興建的副樓的樓高將比現時停車場的地面高約不多於 20.6 米。工

程項目用地佔地約 4,000 平方米，擬建一幢四層高，建築樓面面積約 6,000

平方米的副樓。  

15. 除提供部門辦公室和附屬設施 9外，建議興建的副樓會包括以下天

文台設施：  

(i)  綜合預警中心；  

(ii)  「一帶一路」國家氣象培訓中心  

(ii i)  氣象數據及電腦中心；   

(iv)  大灣區衛星及雷達中心；   

(v)  電子儀器工場及氣象儀器校準實驗室；  

(vi)  新聞發布中心；   

(vii)  公眾教育資源中心及展覽廊；及  

(viii)  供輪班員工使用的休息室。  

 

16. 此外，副樓興建計劃亦包括以下主要相關工程：  

(i)  翻新現有的「紅屋」成為天文台歷史室；  

(ii)  修建符合現行相關法例及規例要求的緊急車輛通道；及  

(ii i)  設置供副樓使用的露天停車位。  

環境影響評估  

17. 建議興建的副樓位於天文台總部，是為法定古蹟，所以擬議工程屬

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環評條例》)下的指定工程項目，

必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的工程項目簡介已於 2021 年 9 

月 21 日起給公眾查閱，為期 14 日，並讓市民就建議工程提出意見。設

計顧問就收集到的所有意見作出考慮、處理及作出適切回應，例如保留、

移植或補種受工程計劃影響的樹木並盡量於天文台總部內進行移植或補

種；在副樓地面和其他適當的位置提供綠化設施（包括水平和垂直綠化），

                                                      
9
 例如會議室、會見室、茶水間及員工哺乳室等。 



美化環境；在副樓與紅屋之間設置戶外空間，除提供更多綠化空間外，

更可減少副樓對鄰近大廈就景觀的影響；並增加毗鄰大廈的採光及空氣

流通 (附件二 )。另外，施工期間承建商會實施適當的交通緩解措施控制施

工對交通的影響。  

18. 同時顧問已向環境保護署提交了環評報告，就擬議工程對空氣質

素、噪音、水質、文化遺產、景觀及視覺影響和廢物管理等方面進行評

估，確保本工程計劃在施工及營運階段都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的影響，
並會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概要和《環評技術備忘錄》的要求。環評報

告將會展開為期 30 天的公眾查閱期，讓市民就環評報告提出意見。  

工程時間表  

19. 我們計劃於 2024 年下半年為副樓的建造工程招標，並預計在 2025

年上半年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興建副樓。若立法會通過有關撥

款，建築工程將於 2025 年下半年展開，並預計副樓最快於 2029 年落成。  

諮詢意見  

20. 歡迎委員就上述天文台副樓興建計劃給予意見，並請委員支持是

項工程計劃。  

 

香港天文台  

202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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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位置圖 在尖沙咀天文台總部興建副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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