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會文件 59/2009 號  

(6 月 25 日會議討論 )  
 
 

南區區議會  

文物保育工作匯報、薄扶林道 128 號歷史建築保育安排  

與  1 444 幢歷史建築評估工作  

 
 

目的  

 
 隨著發展局於 2007 年 7 月成立，政府在同年 10 月訂定了「文物

保育政策」和在 2008 年 4 月成立了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以推行有關政

策。本文件旨在介紹在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成立以來各項文物保育措施

的落實工作及最新進展，以及我們就來年的新措施及持續推行措施的計

劃。此外，我們會向議員匯報位於薄扶林道 128 號 Jessville 大宅這個歷

史建築的保育安排。最後，我們亦會簡介古物古蹟辦事處就全港 1 444

幢歷史建築的文物價值的初步評估工作。  

 
 
I. 文物保育工作匯報  

 
2. 發展局已於 2008 年 12 月 19 日向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匯報了文

物保育各主要措施實施的最新情況和來年的新措施及持續推行措施的

計劃，文件內容包括：  

 
◊ 有關公共方面的措施  

 文物影響評估  

 活化歷史建築伙伴計劃（活化計劃）  

 市區重建局的保育工作  

◊ 有關私人方面的措施  

 為私人擁有的歷史建築的保育提供經濟誘因  

 為私人擁有的歷史建築的維修提供資助  

◊ 大型文物保育計劃  

◊ 文物保育 (點、線、面 ) 

◊ 架構安排、研究及公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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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附上有關發展事務委員會的討論文件 (附件一 )供議員參考。  

 
 
II.  Jessville 大宅這個歷史建築的保育安排  

 
評估文物價值 
 
3. 位於薄扶林道 128 號的大宅為私人住宅，大約建於 1931 年，以譚

雅士先生的妻子譚杜佩珍的英文名字 (Jessie)命名，稱為 “Jessville”。譚

雅士先生於 1929 年購入該用地，並於隨後數年興建該大宅。大宅樓高

兩層，是具有意大利文藝復興時期古典復興主義特色的住宅，同時糅合

裝飾派的藝術風格，是南區少數僅存的歐式樓房。譚雅士為大律師，是

1930 至 1960 年代香港的顯赫社會人物。他在 1947 年獲委任為裁判官。

此外，他分別在 1936 年和 1937 年擔任保良局董事會主席及香港扶輪社

社長，並於 1939 至 1941 年間擔任立法局非官守議員。他熱心公益，善

寧會譚雅士杜佩珍安家社便是以他和妻子的名字命名的慈善機構。  

 
4. 2007 年 4 月 20 日，主管當局根據《古物及古蹟條例》(《古蹟條例》)

第 2A 條，作出把大宅列為暫定古蹟的宣布，以給予該大宅暫時法定保

護免遭拆卸（大宅當時有遭拆卸的即時威脅，因為大宅業主已於 2007

年 3 月 29 日向屋宇署提出申請，要求准予展開拆卸工程），並讓政府

有時間就應否把該大宅列為法定古蹟作出周全考慮。其後，根據古物及

古蹟辦事處 (古蹟辦 )為大宅的文物價值作出全面評估，認為大宅確實具

有一些文物價值，但價值卻並未足夠達到法定古蹟所要求的高水平。古

蹟辦建議主管當局不應把大宅列為法定古蹟，並撤回把其列為暫定古蹟

的宣布。在 2008 年初撤回宣布後，大宅不再受《古蹟條例》的法定保

護。古物諮詢委員會在其評級制度中把大宅評為三級，但有關評級只屬

行政性質。因此，業主可全權考慮如何保存大宅。  

 
保育安排 
 
5. 雖然 Jessville 大宅並未達致法定古蹟的門檻，而其評級只屬第三級

歷史建築，但社會對保育該大宅的訴求甚大。有立法會議員、南區區議

員及保育團體均曾表示希望政府能與業主達成該大宅的保育方案。經過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與業主多輪的商討，以及各政府部門給予的專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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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業主最終建議保留該大宅作住客會所之用，並有限度地開放予公眾

參觀，而建議的住宅發展密度亦由原先的地積比率 3 倍減至 2.1 倍 (不包

括 Jessville 大宅的樓面面積，約地積比率 0.2 倍 )。我們認為此「寓保育

於發展」的方案在文物保育、尊重私人發展權及減少對周邊環境的影響

各方面達致恰當的平衡。根據薄扶林分區規劃大綱圖，該地段的住宅發

展密度最高為地積比率 3 倍。該「寓保育於發展」方案的發展密度符合

其分區規劃大綱圖的限制，而業主就該方案根據《城市規劃條例》 (第

131 章 )第 16 條提出的申請，已於 2009 年 6 月 5 日獲城市規劃委員會轄

下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通過，但業主亦須遵守一些附帶條款。主要的條

款如下：  

 
(一 ) 大宅開放予公眾參觀的程度須由業主原來建議最少每月一

次增加至每星期一次；  

(二 ) 業主須提交大宅的保育計劃，並切實執行至古蹟辦滿意程

度；   

(三 ) 業主須提交樹木保育計劃及經修訂的園景總綱圖，並切實執

行；及  

(四 ) 住宅發展的設計須配合 Jessville 的歷史建築特色。  

 
局部撤銷薄扶林發展限制  
 
6. 根據現行的文物保育政策，政府已確定有需要提供經濟誘因，以

鼓勵私人業主保育其擁有的歷史建築。景賢里這個法定古蹟透過換地予

以保育，正是一個好例子，但經濟誘因的政策並不局限於法定古蹟，亦

可適用於其他 (例如已獲評級 )的歷史建築。 Jessville 大宅的保育方案並

不涉及換地，但由於大宅位於「薄扶林發展限制」的範圍內，故此要落

實「寓保育於發展」的方案而進行土地契約修訂時，要先行將「薄扶林

發展限制」作局部撤銷。如該地段的發展限制未能撤銷，以落實「寓保

育於發展」的方案，相信業主很大機會會把大宅拆卸，並進行該地段土

地契約容許下的最大規模發展。該方案只會為該區增加 72 個住宅單

位，業主所提交的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指出方案並不會對附近的交通構

成任何嚴重的影響，而運輸署亦認為方案可以接受。當城規程序完成

後，發展局將會把局部撤銷「薄扶林發展限制」的建議提交行政長官會

同行政會議審批，以便地政總署可就該地段的「寓保育於發展」方案與

業主進行土地契約修訂。這樣為 Jessville 大宅的保育提供了與其文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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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相稱並適度的經濟誘因，而業主仍需為該土地契約修定，支付十足地

價補償。  

 
 
III.  1 444 幢歷史建築評估工作  

 
7. 古物諮詢委員會（古諮會）於今年 3 月 19 日宣布，其轄下的一個

專家小組已完成為全港 1 444 幢歷史建築的文物價值的評估工作，這是

本港文物保育工作的重要里程碑。當中有 158 幢歷史建築位於南區，其

中 42 幢被建議為一級歷史建築，另外亦有 48 幢被建議為二級歷史建

築。歷史建築的評級將會成為實施多項文物保育工作的基礎。古諮會歡

迎市民、團體及各區議員，在四個月內就建議的評級向古諮會提供意

見，古諮會會對古物古蹟辦事處提供的初步建議評級和市民提供的資料

進行研究，務求在未來的會議上就評級作出決定。  

 
8. 有關南區歷史建築的資料和建議評級，請參考附件二。  

 
 
徵詢意見  

 
9. 請議員就上述項目提供意見。  

 
 
 
發展局  
2009 年 6 月 
 



2008年12月19日  

討論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文物保育  ─  匯報主要措施的最新情況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自《2007-08年施政報告》內有關的 “文

物保育政策 ”的宣布以來各項文物保育措施的落實工作的最新進

展，以及我們就來年的新措施及持續推行的措施的計劃。  

 
目前情況及未來路向  

  
2. 自宣布有關文物保育的各項措施後，當局在推行有關措施方

面，已取得良好進展。以下段落載列各項措施的最新情況。  

 
(A) 有關公共方面的措施  

 
(1) 文物影響評估  

 
3. 由2008年1月起生效的文物影響評估機制訂明，所有新基本工

程項目的工程代理人，均須提交核對表，以便與古物古蹟辦事處

（古蹟辦）核實其工程項目會否影響文物地點；而若有影響，便

須進行文物影響評估。一般來說，最理想是避免影響文物地點。

但如確實無法避免文物地點遭受一些影響，便須訂定緩解措施，

並須令古蹟辦滿意。截至 2008年 11月底，工程代理人已提交逾 1 

300份核對表，以供古蹟辦處埋。我們現正根據所得經驗，探討如

何可進一步改善文物影響評估機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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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化歷史建築伙伴計劃  

 
4. 我們在2008年2月22日推出活化歷史建築伙伴計劃，向非牟利

機構提供財政援助（援助形式包括提供非經常撥款以應付歷史建

築的大型維修工程費用、就歷史建築收取象徵式租金，以及提供

非經常補助金以支付開業成本及經營赤字），以便有關機構經營

社會企業，把選定的歷史建築活化再用。計劃具有雙重目標：既

要保存歷史建築，又要善加利用，以符合社會最大利益。該計劃

的反應非常熱烈，我們就首批 7幢政府擁有的歷史建築收到 114份

申請，詳情如下：  

 

舊大埔警署  23 
雷生春  30 
荔枝角醫院  10 
北九龍裁判法院  22 
舊大澳警署  5 
芳園書室  8 
美荷樓  16 

總計： 114 
 
5. 當局已在2008年5月成立活化歷史建築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

來自歷史研究、建築、測量、社會企業、財務等多個範疇的專業

人士和專家，負責審議有關申請。我們預計該7幢歷史建築的審批

工作快將完成，並會在2009年2月宣布審批結果。其後，我們會尋

求立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批准（從特別預留作此用

途的 10億元中）作出基本工程項目撥款，以便落實成功申請的計

劃。  

 
6. 鑑於計劃的反應非常熱烈，我們正計劃在 2009年上半年，推

出計劃的第二批歷史建築。  

 



-  3  - 

(3) 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的保育工作  

 
7. 去年標誌著市建局在保育及活化工作的新里程。因應行政長

官在《2007-08年施政報告》中要求市建局將歷史建築的保育工作

擴大至戰前唐樓，市建局制訂策略，保育本港 48幢戰前廣州式騎

樓建築。這項保育策略的重點，包括市建局在2008年9月宣布啟動

2個的保育暨活化項目，涉及位於上海街及太子道西20幢具顯著文

物價值的戰前騎樓建築。市建局已為該2個項目開展了公眾參與活

動，以了解社會人士對如何活化再用這些建築物的意見。  

 
(B) 有關私人方面的措施  

 
(1) 為私人擁有的歷史建築的保育提供經濟誘因  

 
8. 在新的文物保育政策下，政府已確定有需要提供經濟誘因，

以鼓勵及促成私人業主保育其擁有的歷史建築。在落實這個政策

的同時，我們的目標是在保育歷史建築及尊重私人產權方面，求

取恰當平衡。此外，我們亦注意到，由於不同個案情況各有獨特

之處，故此須因應個別情況決定為要達致有關政策目標所需的經

濟誘因。其後，我們已就首宗私人擁有歷史建築的保育工作（即

位於香港司徒拔道45號的景賢里）採用經濟誘因政策。  

 
9. 發展局局長以古物事務監督的身分，根據《古物及古蹟條例》

（第 53章），在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古諮會）後和在行政長官

批准下，宣布把景賢里列為法定古蹟，並在2008年7月11日刊憲（見

發展局於同日發表的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把香港司徒拔道 45號

景賢里列為法定古蹟的宣布 ”）。景賢里的保育方案，將會以非原

址換地方式實行，行政會議已在2008年12月2日通過有關決定（見

發展局於同日發表的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為保育香港司徒拔道

45號景賢里提出非原址換地建議 ”）。在落實有關保育方案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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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里的業主須自費修復景賢里令古蹟辦滿意，並將之交予政府作

保育和活化之用，而政府則會把毗鄰一幅地段批予業主，以供私

人住宅發展用途。景賢里的復修工程預計會在 2010年底完成。我

們得悉市民普遍有興趣到景賢里參觀，以便欣賞其建築和了解它

的歷史。我們會徵詢公眾意見，以便就該址制定合適的活化建議。  

 
(2) 為私人擁有的歷史建築的維修提供資助  

 
10. 以往，政府只會向法定古蹟提供財政援助，但資助範圍並不

包括私人擁有的已評級歷史建築。為了提供誘因使私人擁有的歷

史建築得到妥善維修，我們在2008年8月推出維修資助計劃，透過

向私人擁有的已評級歷史建築之業主提供資助，使他們可以自行

進行維修工程。每宗申請可獲的最高資助額初步定為 60萬元。為

確保質素，業主一般須委聘具備文物專業知識的專門承建商進行

維修工程。當局會視乎評審小組進行技術評審的結果，以及有否

經費，按個別情況審批申請。若需為申請訂立優先次序，會考慮

有關建築物的歷史價值、工程緊急程度等因素。作為給予資助的

條件，政府會要求業主同意若干條件，例如在合理程度上開放建

築物予公眾參觀，以及不得拆卸有關建築物。截至2008年11月底，

當局共收到2宗申請，並正在處理當中。我們會根據處理有關申請

的經驗，於稍後時間檢討有關計劃，並視乎需要於下一財政年度

尋求額外撥款。  

 
(C) 大型文物保育計劃  

 
(1) 前中央書院遺址（前荷李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用地）  

 
11. 行政長官在《2007-08年施政報告》中宣布，把該址從政府 “勾

地表 ”中剔出，為期一年，以等候該址的活化建議。其後，我們進

行了多項研究，並於2008年2月22日諮詢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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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護小組委員會（見立法會CB(2)1105/07-08(03)號文件），並

在 2008年 2月至 5月期間進行公眾參與工作（包括舉辦兩個開放日

及一個公眾論壇），以蒐集社會人士對如何最佳活化該址的意見。

考慮到公眾參與工作蒐集所得的意見後，行政長官在《2008-09年

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決定正式把該址從政府 “勾地表 ”中剔出，

以便活化再用該址作推動創意工業和教育的用途。  

 
12. 該址的歷史意義在於其為中央書院遺址。該址有潛質與位於

中上環的其他許多歷史地點組成文物群。此外，由於鄰近荷李活

道的古董店和藝廊區，以及多采多姿的蘇豪區及蘭桂坊，故此該

址亦適合用作與藝術、文化及旅遊相關的發展。公眾參與工作蒐

集所得的意見，亦支持把該址活化，作為推動文物保育暨創意工

業及旅遊的用途。此舉不但能照顧該址的歷史意義和鄰近地區的

特色，亦能滿足社會人士對增加優質休憩用地的需求，同時協助

該址及區內多個文物、文化及旅遊景點，締造協同效應。  

 
13. 為了推展有關項目，我們建議在 2009年年初邀請各方提交意

向書，以蒐集活化該址的創意概念。邀請各方提交意向書的工作

應盡量公開進行，以便引入私營界別的創意，並測試市場對此的

興趣。社會人士在公眾參與工作所發表的意見詳情，載於附件A。 

 
(2) 中區警署建築群  

 
14. 隨着政府在《 2007-08年施政報告》中宣布原則上接納香港賽

馬會（馬會）就活化中區警署建築群的概念設計建議後，馬會由

2007年 10月至 2008年 4月期間進行了為期 6個月的公眾參與工作，

透過各種途徑和活動，邀請各持份者參與其中。該項公眾參與工

作內容非常全面，包括與各個機構、個別人士和市民大眾舉行共

56次會議，以便蒐集意見。為回應市民認為應加強有關中區警署

建築群的歷史、文物及建築意義的研究，以及如何最佳地予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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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馬會於 2008年 1月委聘著名英國保育建築師事務所 Purcell 

Miller Tritton，對建築群的歷史進行研究，並擬備保育建議方案。 

 
15. 考慮到為期6個月的公眾參與工作蒐集所得的意見，以及保育

建議方案的內容，行政會議在2008年7月15日通過，政府應與馬會

訂立伙伴合作關係，以便在數項範疇（載於附件B）的基礎上，推

展保育和活化中區警署建築群項目（見發展局於同日發表的立法

會參考資料摘要 “保育和活化中區警署建築群：香港賽馬會的建

議 ”）。馬會現正與其建築師合作擬訂一份修訂概念設計，以回應

在公眾參與期間市民所表達的關注。此外，馬會及其保育建築師

已於 2008年 11月 26日諮詢古諮會。有關工程項目須進行法定程

序，包括根據《城市規劃條例》及《環境影響評估條例》的程序，

市民將有機會進一步表達意見。  

 
(3) 歷史建築的商業用途  

 
16. 活化再用歷史建築的方法有多種。除了利用政府資助營運社

會企業的模式外，別具商業潛力的歷史建築亦可採用商業運作模

式。來年，我們亦會就善用別具商業潛力的歷史建築，探討各種

方案，特別是我們現正計劃就虎豹別墅的活化再用商業用途，邀

請各界提交意向書。其中一個可能的用途是作（但不限定為）葡

萄酒業相關設施，以助香港的葡萄酒業發展。  

 
(D) 文物保育（點、線、面）  

 
(1) 活化舊灣仔  

 

17. 行政長官在《2007-08年施政報告》中，委託發展局和市建局

聯手以一個新思維及以「地區為本」的方式整體考慮保育和活化

灣仔舊區。這個做法標誌著文物保育工作不再局限於單一的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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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而是以一個小區形式進行從而保存地區特色。在 2008年 1

月諮詢灣仔區議會後，一個有灣仔區議會議員、文物保育和活化

的專業人士、發展局和市建局代表的「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

因而成立。專責委員會主要負責制定整體活化灣仔舊區方案，參

與的工作包括美化太原街 /交加街及機利臣街的露天市集、採用公

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及設立灣仔歷史和文物徑。  

 

(2) 保育及活化藍屋建築群  

 

18. 在新的保育構思下，我們採用更重視「社區網絡」的新手法保

育在灣仔藍屋建築群，藉以做到「留屋又留人」。藍屋建築群內

有兩幢私人物業。我們在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的協助下已成功收

購其中一幢，並為選擇遷離的合資格租戶或佔用人提供安置或特

惠金安排。如果租戶選擇留下，他們將會成為日後保育藍屋建築

群計劃中社區網絡的重要元素。我們會在2009年1月就收回在藍屋

建築群內餘下的私人物業進一步諮詢灣仔區議會。在成功收回該

幢私人建築物及完成安置居民後，房協會把有關建築交予政府，

以便連同建築群內其餘的政府物業納入發展局的活化歷史建築伙

伴計劃，進行保育及活化工作。我們其後會邀請非牟利機構就藍

屋保育及活化計劃，提交可保留地區網絡的保育和活化方案申請。 

 

(3) 活化荷李活道  

 

19. 如上文釋述，我們將前中央書院遺址 (前荷李活道已婚警察宿

舍用地 )，從政府「勾地表」中剔出，以將其活化作教育及發展創

意工業的用途。為配合這項政府保育措施，市建局建議優化士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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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街 /永利街項目的設計，務求進一步彰顯該區的街道氛圍及文物

意義，令項目的設計與前中央書院遺址的活化計劃在視覺上互相

呼應，產生最大的協同效應。  

 

20. 在「強化保育元素」的重建模式下，為了令前中央書院遺址、

士丹頓街與城皇街交界，及永利街三者之間在視覺上互相呼應協

調，市建局原定跨越必列者士街街市大樓而建的高樓已被取消。

另外，永利街的新建築將參照現存唐樓的形式、高度及比例進行

設計，以配合永利街三幢擬保留的唐樓，進一步彰顯「臺」的氛

圍。永利街後面有一幅具百年歷史的維多利亞式石砌擋土牆，為

了使公眾可以欣賞這幅特色石牆，永利街部分狀況欠佳的唐樓將

會拆卸，以便在永利街及城皇街的交界處騰出地方興建小型廣

場，而永利街的新建築的地下部份亦將後移，令公眾可以更容易

從小型廣場步行至這幅別具特色的石牆。優化建議將會減少該「強

化保育元素」的重建項目的地積比率，由核准的8倍降低為不超過

4.5倍。  

 

(E) 架構安排、研究及公眾教育  

 
(1) 設立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21. 文物保育專員一職於2008年4月開設和任命，以便就文物保育

政策的實施為發展局局長提供專責支援、定期檢討有關政策、推

展一系列的措施，並擔任本港及海外的聯絡人。文物保育專員辦

事處現正推展本文件所載列的各項措施。  

 
(2) 公眾參與及宣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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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為履行政府的承諾積極推動公眾參與，以確保持份者的意見

會在我們的文物保育工作中獲得考慮，我們已於 2008年推行一系

列的公眾參與文物保育及宣傳計劃，包括：  

 
(a) 活化再用項目的公眾參與簡介會  — 我們在 2008 年年初

已就活化歷史建築伙伴計劃的推行，舉辦公眾簡介會及開

放日。我們亦進行了為期 3 個月的公眾參與工作，以蒐集

公眾對前中央書院遺址活化再用方案的意見；  

 
(b) 有關文物保育的公眾認知活動  —  我們在 2008 年 1 月至

5 月期間舉辦一系列活動，以提高公眾對文物保育的認知

和加強社區對文物保育的支持。這些活動包括攝影比賽、

專題展覽、巡迴展覽、公開講座和研討會、導賞團等。這

些活動共吸引逾 62 000 名人士參加；  

 
(c) 文物專題網站  —  我們已於 2008 年 1 月推出文物保育的

專用網站  (www.heritage.gov.hk)，截至 2008 年 11 月止已有

逾 286 000 人次瀏覽，及  

 
(d) 文物保育雙月通訊  —  我們由 2008 年 6 月起出版雙月通訊

《活化@Heritage》，專題報道市民關注的課題，以及文物保

育專員辦事處的工作。  

 
23. 我們現正制訂 2009年文物保育公眾參與及宣傳的計劃，對象

是年青人及學生。現時在考慮中的活動如下：  

 
(a) 就青年及學生對文物保育的知識和期望進行調查；  
 
(b) 為學生舉辦歷史建築繪畫比賽，並把獲獎作品印製成明信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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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探討有關讓學校和團體參觀歷史建築和在歷史建築舉行

活動的安排；以及   
 

(d) 為學生舉辦有關推廣文物保育的影音製作比賽。  
 

(3) 檢討法定古蹟的宣布與評級之間的關係  

 
24. 除景賢里外，在 2008年另有兩幢歷史建築已根據《古物及古

蹟條例》獲宣布為法定古蹟。這兩幢建築是瑪利諾修院學校及青

洲燈塔建築群。此外，我們已完成檢討根據《古物及古蹟條例》

的法定古蹟宣布制度與古諮會的歷史建築評級行政制度兩者的關

係。古諮會已於 2008年 11月 26日舉行的會議上同意兩者之間正式

訂定關係。有關綱領的撮要載於附件C。  

 
25. 新的綱領已清楚界定古諮會的角色，以及評級與法定古蹟宣

布兩者之間的關係。古諮會將集中以“文物意義＂作為唯一相關

考慮，而與社會整體的利益有關的因素則是政府當局而非古諮會

須考慮的事宜。列為一級的歷史建築物會被視作已列入“備用名

單＂的具高度價值的文物建築，供古物事務監督考慮是否宣布為

古蹟。若建築物有遭拆卸的風險，古物事務監督會即時把建築物

列為暫定古蹟。此舉可為已獲評定為較高級別的建築物提供即時

的保護。我們會告知一級歷史建築的業主有關建築物已被列為一

級歷史建築一事及建築物的歷史意義；並告知他們可向政府申請

財政資助以維修建築物；若他們的建築物有遭拆卸的風險，政府

可能介入（例如古物事務監督會將建築物列為暫定古蹟，為建築

物提供即時但臨時的保護）；以及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向業主

表示願意商討可能的經濟誘因，以保育有關建築物。公眾可透過

文物保育網站及古蹟辦的網站查閱有關一級、二級及三級歷史建

築的資料。兩個制度的關係從而得以正式確立。現時全港約 1 440

幢建築物的全面評級工作不久將會完成，初步結果預計可於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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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初得出。 .  

 
(4) 研究、考察及獎項  

 
26. 年內，發展局局長及其局內同事曾到海外和內地進行公務考

察和出席會議，與英國、澳洲、新加坡、紐約，上海、澳門及南

京等地的文化保育工作人員會面。 2008年 11月澳洲文化遺產訪港

期間，我們亦曾藉此機會與他們舉行研討會及會議，聽取他們有

關文物保育的經驗。我們已就海外活化歷史建築的經驗進行顧問

研究，亦就海外國家訂定樓宇管制以便活化再用歷史建築的經驗

進行顧問研究。研究結果將有助我們日後制訂活化再用計劃。  

 
27. 多年來，香港的文物保育工作曾獲得數個聯合國教育、科學

及文化組織（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有關

獎項均是國際公認的文物保育獎項。位於前中央軍械火藥倉庫的

小香港獲得 2007年優秀獎；位於前威菲路軍營的香港文物探知

館，取得 2007年評判團創意嘉許獎，而香港演藝學院的伯大尼校

舍則榮獲2008年榮譽獎。附件D載有多年以來榮獲聯合國教科文組

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的香港歷史建築名單。  

 
28. 我們現正研究海外國家的文物信託基金運作模式，以參考他

們的經驗來考慮這些模式是否適合本地情況。正如我們較早前解

釋，成立文物信託基金是日後較長遠的工作，並只會在其他文物

保育措施均已上軌道（大概數年之後）才會進行。  

 
徵詢意見 

 
29. 請各委員備悉上述進展，並就未來路向提出意見。  

 
發展局  
200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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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活化前中央書院遺址  

（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用地）  

 
 

公眾參與工作蒐集所得結果 

 
 在公眾參與工作期間及其後，社會人士表達了下述共同的意

見：  

 
(a) 支持保存該址內的歷史遺蹟並彰顯其歷史價值及氛圍；  

 
(b) 支持採取顧及該址的歷史及荷李活道一帶特色的全面規

劃方式；  

 
(c) 市民對於活化再用該址作公眾用途表示極有興趣，特別是

作藝術、文化、創意工業和旅遊業等用途；  

 
(d) 反對把該址用作大型住宅發展；  

 
(e) 要求在該址闢設更多公眾休憩用地；  

 
(f) 視中央書院為該址的最高價值；以及  

 
(g) 要求該址在活化再用後開放予公眾參觀。  

 
2. 然而，公眾對於保留或拆卸該址內全部 3 幢或其中現有的任何

建築物（即 2 幢宿舍及 1 幢兩層高的少年警訊樓），並沒有明確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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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中區警署建築群的活化再用方案 

 

 行政會議在 2008年 7月 15日批准政府與香港賽馬會（馬會）按

下述規範訂立伙伴合作關係，以推展保育和活化中區警署建築群

項目：  

 

(A) 該項目的目標是同時達到保育和活化這個非常重要的

文物遺址，並藉此機會展示香港如何以別具創意的方

式，把新的和可持續的用途，融合到歷史遺址之中，同

時保存該址整體的歷史及建築價值；  

 

(B) 為反映該址的歷史價值，並訂立可持續的新用途，除其

他設施以外，該項目應在建築群內設立一所法治博物

館，以及多項藝術及文化設施，包括規模不大的演奏

廳、黑盒劇場、藝廊／演講廳、藝廊／展覽場地和附屬

設施，但不會設置瞭望台；  

 

(C) 鑑於現有建築物的空間限制、保育建議方案所提出的建

議，以及訂立新而可持續的用途的目標，該址範圍內須

興建一幢新的建築物，以容納上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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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相較早前的建議，新建築物的高度和大小，將會因應市

民的關注，以及公眾參與工作蒐集所得的意見，予以適

當下調，但我們亦應藉此機會，在香港興建一幢別具特

色的建築物，令香港能與一些擁有著名現代建築的海外

和內地城市看齊；  

 

(E) 中區警署建築群範圍內的歷史遺址及建築物的修復、保

育和發展，均須遵從古物事務監督所訂的規定，而有關

計劃亦必須通過相關的法定程序；以及  

 

(F) 該址及建築物將會交由馬會使用，但並非批給馬會擁

有。馬會會負責所有翻新、改建及新建工程，並自費承

包整套工程，包括管理、營運和維修保養中區警署建築

群，並將之以禮物形式餽贈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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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為法定古蹟宣布制度與 

歷史建築評級行政制度 

正式確立兩者的關係 

摘錄  

 
現時情況 

 
 在現行制度下，古物事務監督可根據香港法例第53章《古物及

古蹟條例》第 3(1)條，在諮詢古諮會，並獲行政長官批准後宣布

某建築物或地方為古蹟。  

 
2. 另一方面，古諮會多年來在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協助下為歷史建

築評級，以行政機制把歷史建築評定為一級、二級或三級。這套

評級機制與古蹟宣布制度並非自動掛鈎或直接聯繫。  

 
新安排 

 
3. 根據同意的新安排：  

 
(a) 列為一級的歷史建築物（定義為“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可

能的話須盡一切努力予以保存的建築物＂），會被視作

已列入“備用名單＂的具高度價值的文物建築，供古物

事務監督考慮當中一些建築物是否已達到宣布為古蹟

的“極高門檻＂，以獲得法例上的保護；  

 
(b) 古物事務監督會積極研究每幢一級歷史建築，以決定是

否宣布為古蹟。因應所需資源，古物事務監督有必要為

列於名單內的一級歷史建築訂定優先次序，以供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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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優先次序的考慮因素包括建築物的文物意義、遭拆

卸的風險、業主和市民的期望，以及建築物的擁有權；

以及  

 
(c)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會主動知會一級歷史建築的私人

業主有關該建築物已被列為一級歷史建築一事和建築

物的歷史意義；並告知他們可向政府申請財政資助作維

修建築物。若他們的建築物有遭拆卸的風險，政府可能

介入，例如古物事務監督會將建築物列為暫定古蹟，為

建築物提供即時但臨時的保護；以及就個別個案的獨特

性質，向業主表示願意商討可能的經濟誘因，以保育有

關建築物。  

 
4. 我們須強調的是此聯繫並不表示古物事務監督有必要將所有

一級歷史建築均列為法定古蹟。被列為法定古蹟的建築物必須達

到宣布為古蹟的“極高門檻＂，而將建築物列為法定古蹟時亦須

考慮其他因素。  

 
5. 至於二級及三級歷史建築，政府理解社會上期望這些建築得到

合適行動而予以保存。我們認為應以符合有關建築物特別價值的

方式予以保存，並應對具較高文物價值的建築物予以優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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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多年來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  

的香港歷史建築名單  

 

編號  項目  獎項  

 

年份  

1. 新界西貢滘西洲洪聖廟  
 

傑出項目獎  2000 年

2. 香港羅便臣道莉亞堂  
 

傑出項目獎  2000 年

3. 新界大埔大埔頭村敬羅家塾  
 

優秀獎  2001 年

4. 香港中區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榮譽獎  2003 年

5. 香港鹽田仔聖若瑟小堂   
 

優秀獎  2005 年

6. 香港島東華義莊  
 

優秀獎  2005 年

7. 九龍尖沙咀聖安德烈堂   
 

優秀獎  2006 年

8. 新界上水應龍廖公家塾   
 

榮譽獎  2006 年

9. 位於前中央軍械火藥倉庫的小香港

 
優秀獎  2007 年

10. 位於尖沙咀前威菲路軍營的香港文

物探知館  
 

評判團創意嘉許

獎  
2007 年

11. 香港薄扶林的香港演藝學院伯大尼

校舍  
 

榮譽獎  
 

2008 年

 

 
 



南區歷史建築資料及建議評級
附件二

編號 名稱及地址 現行評級 建議評級 評級年份 擁有權 建成 / 修復年份

31 香港寶雲輸水道 無 1 --- 政府 建於 1885-1887

46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篤抽水站機房及辦公室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904-1908

56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篤抽水站豎井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908

57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篤水塘紀念碑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917

73 香港鴨脷洲洪聖街9號洪聖古廟 1 1 1987 華人廟宇委員會 建於 1773

90 香港黃泥涌大潭水塘道前黃泥涌水塘導流壩 3 1 1993 政府 建於 1899

91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篤抽水站高級職員宿舍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908

95 香港黃泥涌大潭水塘道前黃泥涌水塘水壩 3 1 1994 政府 建於 1899

96 香港黃泥涌大潭水塘道前黃泥涌水塘水制房 3 1 1993 政府 建於 1899

100 香港黃竹坑惠福道6號聖神修院舊座 無 1 --- 私人 建於 1931

104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水塘石橋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883-1888

105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水塘石橋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883-1888

106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水塘

隧道進水口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883 - 1888

109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水塘道薄扶林水塘濾水池 2 1 1994 政府 建於 1863

112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水塘

水掣房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883 - 1888

115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水塘水壩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883 - 1888

119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水塘道薄扶林水塘薄扶林管理中

心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863

120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53號
赤柱回教廟

無 1 --- 政府 大約建於 1936-1937

134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篤水塘

水壩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917

135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篤水塘

水掣房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917

136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篤水塘

大石橋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908

137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篤水塘

大石橋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908

138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篤水塘

大石橋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908

139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篤水塘

大石橋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908

140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中水塘

水壩
2 1 1994 政府 建於 1904-1908

142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副水塘

水壩
2 1 1994 政府 建於 1904

149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水塘道薄扶林水塘石橋 2 1 1994 政府 建於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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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及地址 現行評級 建議評級 評級年份 擁有權 建成 / 修復年份

150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水塘道薄扶林水塘石橋 2 1 1994 政府 建於 1863

151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水塘道薄扶林水塘石橋 2 1 1994 政府 建於 1863

152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水塘道薄扶林水塘石橋 2 1 1994 政府 建於 1863

156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副水塘水掣房 2 1 1994 政府 建於 1904

159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中水塘水掣房 2 1 1994 政府 建於 1904-1907

166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道141號舊牛奶公司

高級職員宿舍
無 1 --- 政府 建於 1887

177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篤抽水站職員宿舍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936

179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水塘道香港仔水塘上水塘石橋 2 1 1994 政府 建於 1931

180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水塘道香港仔水塘上水塘水壩 2 1 1994 政府 建於 1931

181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水塘道香港仔水塘上水塘水掣房 2 1 1994 政府 建於 1931

186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道139號
香港伯大尼修院

2 1 1981
(#1993) 政府 建於 1873-1875

187 香港赤柱赤柱村道44號
瑪利諾神父宿舍

無 1 --- 私人 建於 1935

193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篤抽水站職員宿舍 1 1 1994 政府 建於 1919

196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22號聖士提反書院校舍 2 1 1992 私人 建於 1930

210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水塘道香港仔水塘下水塘水壩 3 1 1994 政府 建於 1932

228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新圍10號舊民居 2 2 1981
(#1979) 政府 建於 約 1890

240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水塘道薄扶林水塘方形暗渠 2 2 1994 政府 建於 1863

276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隧道出水口 無 2 --- 政府 建於 1883

277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石屋 無 2 --- 政府 大約建於 1880年代

290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水塘道香港仔水塘下水塘水掣房 3 2 1994 政府 建於 1932

292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道141號舊牛奶公司

牛棚
無 2 --- 政府 建於 1887

293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道102號瑪麗醫院護士宿舍 無 2 --- 醫院管理局 建於 1937

306 香港黃泥涌大潭水塘道前黃泥涌水塘工人宿舍 3 2 1993 政府 建於 1899

323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2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 1937

324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325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326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327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328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329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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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339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 1937

340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341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2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 1937

342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343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344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345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346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1941

347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348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8-1941

349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2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 1937

353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1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1937

364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道141號舊牛奶公司

辦公室主樓
無 2 --- 政府 大約建於 1920年代

388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1937

389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 1937

390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 1937

391 香港鶴咀半島博加拉炮台 無 2 --- 私人 建於 1941

401 香港薄扶林大口環道東華義莊 無 2 --- 私人 建於 1899

402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水塘道薄扶林水塘土堤 2 2 1994 政府 建於 1863

404 香港黃竹坑壽臣山道45號
財政司司長官邸

3 2 1990 政府 建於 1935

409 香港赤柱舂坎角舂坎角炮台 無 2 --- 政府 建於1938

474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道132A及132B玫瑰邨 無 2 --- 私人 建於 1926

484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大街116號
舊香港仔警署主樓

3 2 1987 政府 建於 1891

485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大街116號
舊香港仔警署附屬建築物

3 2 1987 政府 建於 1891

486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大街116號
舊香港仔警署附屬建築物

3 2 1987 政府 建於 1891

495 香港鶴咀半島鶴咀村更樓 無 2 --- 私人 建於 19 世紀

502 香港鶴咀半島鶴咀炮台 無 2 --- 政府 建於 1939

512 香港赤柱黃麻角道2號赤柱郵政局 無 2 --- 政府 大約建於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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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2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 1937

539 香港薄扶林沙宣道33號 無 2 --- 私人 建於約1930年代

540 香港薄扶林沙宣道33號車庫 無 2 --- 私人 建於約1930年代

553 香港香港仔水塘道香港仔水塘下水塘泵房 3 2 1994 政府 建於 1932

583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道128號 3 3 2008 私人
又名 "Jessville"

， 大約建於 1931

584 香港赤柱赤柱村道68號嘉爾默羅聖衣會隱修院隱修

會
無 3 --- 私人 建於 1936

591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道102號瑪麗醫院主樓 無 3 --- 醫院管理局 建於 1937

607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22號聖士提反書院馬田宿舍 2 3 1992 私人 建於 1931

608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22號聖士提反書院舊實驗室 2 3 1992 私人 建於 1931

632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3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1937

633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3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1937

634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3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1941

635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3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 1937

638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2 3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 1937

647 香港摩星嶺道61號福利別墅 無 3 --- 私人 建於 1922

648 香港摩星嶺道61號福利別墅車庫 無 3 --- 私人 建於 1924

660 香港赤柱八間1號 無 3 --- 私人 建於  1930年代

661 香港赤柱八間2號 無 3 --- 私人 建於  1930年代

662 香港赤柱八間3號 無 3 --- 私人 建於  1930年代

663 香港赤柱八間4號 無 3 --- 私人 建於  1930年代

664 香港赤柱八間5號 無 3 --- 私人 建於  1930年代

665 香港赤柱八間6號 無 3 --- 私人 建於  1930年代

666 香港赤柱八間7號 無 3 --- 私人 建於  1930年代

667 香港赤柱八間8號 無 3 --- 私人 建於  1930年代

672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22號聖士提反書院一號平房 2 3 1992 私人 建於 1931

673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22號聖士提反書院二號平房 2 3 1992 私人 建於 1931

674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22號聖士提反書院三號平房 2 3 1992 私人 建於 1931

675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22號聖士提反書院四號平房 2 3 1992 私人 建於 1931

676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22號聖士提反書院五號平房 2 3 1992 私人 建於 1931

682 位於香港赤柱半島赤柱軍營內的軍事設施 3 3 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於 1936/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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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 香港大潭水塘道(近大潭副水塘)紅磚屋 3 3 1994 政府 相信建於1920年代

715 香港黃竹坑惠福道6號
聖神修院小教堂

無 3 --- 私人 建於 1956

726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22號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堂 無 3 --- 私人 於1950開放

735 香港香港仔水塘道香港仔水塘下水塘管理中心 3 3 1994 政府 建於 1932

738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副水塘工人宿舍 3 3 1994 政府 建於 1904

740 香港香港仔黃竹坑道1號香港仔工業學校大樓 3 3 1992 私人 建於 1935

746 香港香港仔水塘道香港仔水塘下水塘化學原料廠及

通風口
3 3 1994 政府 建於 1932

769 香港火藥洲火藥庫 3 3 1987 政府 建於 1887-1888

804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水塘道薄扶林水塘配水庫通風口 2 3 1994 政府 建於 1863

807 香港赤柱黃麻角道30號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A座 3 3 1992 私人 建於 1938

878 香港石澳石澳村405及407號 無 3 --- 私人 大約建於 1939

894 香港石澳石澳道3號 無 3 --- 私人 建於 1929

913 香港石澳石澳道7號 無 3 --- 私人 建於 1929

915 香港香港仔黃竹坑道1號香港仔工業學校附屬建築

物
3 3 1992 私人 建於 1935

917 香港馬坑赤柱村道40號馬坑監獄A座囚室 無 3 --- 政府 建於 1939

918 香港馬坑赤柱村道40號馬坑監獄B座囚室 無 3 --- 政府 建於 1939

919 香港馬坑赤柱村道40號馬坑監獄C座飯堂 無 3 --- 政府 建於 1939

920 香港馬坑赤柱村道40號馬坑監獄D座收押室 無 3 --- 政府 建於 1939

921 香港石澳石澳道4號 無 3 --- 私人 建於 1929

922 香港薄扶林沙宣道50號愛蓮別墅 無 3 --- 私人 大約建於1920年代

928 香港石澳石澳道

石澳鄉村俱樂部會所
無 3 --- 私人 建於 1925

938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22號聖士提反書院教學樓 無 3 --- 私人 建於 1964

962 香港馬坑赤柱村道40號馬坑監獄E座隔離囚室 無 3 --- 政府
估計建於 1947 -
1974

963 香港馬坑赤柱村道40號馬坑監獄F座診所 無 3 --- 政府
估計建於 1947 -
1974

976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22號聖士提反書院伍華紀念堂 無 3 --- 私人 建於 1970

981 香港赤柱黃麻角道赤柱軍人墳場 無 3 --- 政府 建於 1933

1015 香港壽臣山深水灣道中央彈藥庫 (別稱小香港) 無 3 --- 私人 建於 1937

1038 香港鴨脷洲大街181號水月宮 3 3 1987 華人廟宇委員會 大約建於 1866

1067 香港赤柱黃麻角道14號
赤柱公立醫局

3 3 1992 政府 建於1930年代

1069 香港仔香港仔大道182號
天后廟

2 3 1987 華人廟宇委員會
建於 1851
Re建於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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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 香港薄扶林薄扶林村97號 無 3 --- 私人 大約建於 1914

1201 香港香港仔大道180號
嘉諾撒培德學校

無 無 --- 私人 建於1956

1206 香港大潭大潭水塘道大潭副水塘

高級職員宿舍遺址
3 無 1994 政府 建於1904

1207 香港蒲台島巫氏古宅 無 無 --- 私人 建於 1930年代

1215 香港石澳石澳村333號天后古廟 3 無 1993 華人廟宇委員會
建於 1891 (經大量

改建)

1254 香港蒲台島天后古廟 無 無 --- 私人 估計間於 1893前

1264 香港赤柱赤柱大街水僊古廟 無 無 --- 華人廟宇委員會 大約建於1736-1795

1377 香港赤柱赤柱大街北帝廟 無 無 --- 華人廟宇委員會 重建於 1955

1424 香港赤柱赤柱大街大王宮 無 無 --- 華人廟宇委員會
又名大王宮，建於

1941前

1428 香港赤柱赤柱大街天后古廟 無 無 華人廟宇委員會 重建於 1963

1433 香港赤柱赤柱大街土地廟 無 無 --- 私人 建於 1941 前

1441 香港赤柱赤柱大街38號土地廟 無 無 --- 華人廟宇委員會 建於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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