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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公眾參與 

 

收集意見問卷 
 

此問卷是以不記名的形式收集香港居民及來自不同界別的團體對《香港2030＋：跨越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意見。 

 

你所提供的任何意見及建議，將會被視作為同意規劃署使用或刊載 (包括上載至專屬的

網站)的意見及建議，以作為這次公眾參與之用。 

 

問題內的註腳包含公眾參與書冊所載的頁碼，以提供相關資訊。 

 

問題內容是就三大元素及概念性空間框架而設定。請你隨意選擇並回答任何問題，如有

你不願意或無法作答的問題，請把答案留空便可。 

 

除了另有說明的問題外，請在每題選取一個合適的選項，在方框 (□) 內劃上號，以

表示你的意見。 

 

 

 

 

 

 

問題一 你如何評價香港的宜居度 (註腳 1)？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惡劣  □ 非常惡劣 

 

問題二 整體而言，你有多同意元素 1：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它是指規劃一

個城市擁有以下的八項特質：集約型；相互緊扣；獨特、多元及充滿活

力；健康；善用藍綠自然資源；改善公共空間和公共設施；更新都市結

構；及共融互助。 
(註腳 2)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1
 宜居度與多項影響市民生活質素和福祉的城市元素有關。宜居度的相關事項包括香港的宜居度排名，

可參見公眾參與書冊第 23至第 25頁。 

 
2
 在公眾參與書冊第 26頁至第 34頁提供了關於八項特質的主要策略方針及措施。 

 

元素 1 
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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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 你認為提供更多的土地用作公共空間和公共設施有多重要？ 
(註腳 3) 

 

□ 非常重要   □ 重要    □ 有些重要  

□ 不太重要       □ 完全不重要 

 

問題四 在一個老齡化及共融的社會裏，你認為在住宅單位採用通用設計措施  
(註腳 4)有多重要？ 

□ 非常重要   □ 重要    □ 有些重要  

□ 不太重要       □ 完全不重要 

 

問題五 對處理龐大數量的老化樓宇 (註腳  5)，除了持續依賴私人參與外，你認為

政府強化市區更新的力度及政策(註腳  6)以解決問題有多重要？ 

□ 非常重要   □ 重要    □ 有些重要  

□ 不太重要       □ 完全不重要 

 

 

 

 

 

 

問題六  整體而言，你有多同意元素 2：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遇? 它是指規劃

提供足夠的土地，以應付當前的短缺以至未來對經濟土地的需求；促進

經濟領域多元化，並創造技能層面廣泛的優質職位；促進創新及科技；

培育/挽留/吸引人力資源；及提供足夠的基建配套設施。 (註腳 7)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3
 公共空間可以是街道、行人路、園景平台、行人天橋、廣場、行人專區、公園、平台、休憩用地等。

提供更多社區設施亦包括改善／重建未符合標準的設施（如未符合標準的校舍）；提升空間供應（如

幼稚園）；及改變設施以應對人口轉變（如社區長者護理設施）。 

 
4
 「通用設計」是指一種採納無障礙標準的設計方法，令廣大市民，不論其多元背景、年齡和能力，均

可享用到有關設計下的產品、環境及通訊設施。有關建議主要針對住宅單位的設計，令長者住戶能獨

立和安全地居住（例如確保輪椅用戶能暢通無阻地在住宅單位內自由走動）。詳情請參閱公眾參與書

冊第 34頁。 

 
5
 假設不拆卸樓宇，到2046年，估計樓齡達70年或以上（即在1976年或之前落成）的私人樓宇單位數量

將增至約為2015年同齡樓宇數量的 300 倍。詳情請參閱公眾參與書冊第9頁及第33頁。 

 
6
 主要措施包括加強有關樓宇管理及維修的措施，延長樓宇的壽命周期；在個別項目及地區計劃上，促

進重建、復修、活化及保育措施；以及透過規劃、城市設計和其他措施，以進行市區改善工作，並在

推行有關工作時尊重當區特色和鄰里關係。 

 
7
 公眾參與書冊第 38頁至第 43頁提供了相關的主要策略方針及措施的資料。 

元素 2 
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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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七 你認為提供更多以下類型的土地／處所以促進香港長遠經濟競爭力有

多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 有些重要 不太重要 完全不重要 

優質寫字樓  
(如:甲級寫字樓) 

□ □ □ □ □ 

一般商業處所          

(如:非甲級寫字樓) 
□ □ □ □ □ 

創新及科技產業用地
(如：科學園、工業邨) 

□ □ □ □ □ 

為初創企業提供 

共用工作間 
□ □ □ □  □ 

特殊工業土地 (註腳 8)      

 現代物流中心 □ □ □ □  □ 

 數據中心 □ □ □ □  □ 

為創意產業提供 

工作空間 
□ □ □ □  □ 

會議、獎勵旅遊及 

展覽設施(會議展覽及

獎勵旅遊)  

□ □ □ □  □ 

另類旅遊設施    
(如:生態旅遊、文化 
旅遊、文化遺產旅遊、
體育旅遊) 

□ □ □ □  □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 
□ □ □ □  

 

 

 

 

 

 

 

 

 

 

 

 

                                                 
8
 特殊工業包括因特殊環境及其他考慮，而對地點或作業上具特定要求的工業。有關用途一般受制於特

殊要求而需設置於特定的處所。工業邨、科學園、高端數據中心、現代物流，以及特別種類的研發及

檢測和認證用途均屬此類別。詳情參閱公眾參與書冊第 38至第 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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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八 整體而言，請問你有多同意元素3：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增長? 它是

指採用以願景帶動、創造容量的規劃方式，規劃充足和適時的發展容量

以滿足社會及經濟發展需要，提供「調配空間」以提升生活質素，及應

付不可預見的機遇和挑戰；並同時提升環境容量，讓香港可持續增長。
(註腳 9)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問題九 根據上述的願景帶動、創造容量的規劃方式，你有多同意建立合理的土

地儲備，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能迅速應對不可預見的土地需要?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問題十 你認為提升以下方面的容量有多重要(註腳 10)？ 

 非常重要 重要 有些重要 不太重要 完全不重要 

滿足房屋需求的土地   □ □ □ □   □ 

滿足大眾對休憩用地、  

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

的需求和期望的用地 

□ □ □ □ □ 

滿足經濟需要的用地 □ □ □ □ □ 

增加運輸設施支援和  

其他基建容量 
  □ □  □ □   □ 

提升及再生環境容量 

(如: 提高生物多樣性和 
改善環境) 

□ □ □ □ □ 

其他，請註明: 

______ 
 □ □  □  □  

 

                                                 
9
 公眾參與書冊第 60至第 61頁提供了相關的主要策略方針及措施的資料。 

 
10
根據目前最可靠的資料所粗略估算，本港在目前至遠期（即 2040年後）的新增土地總需求將不少於約

4,800公頃。扣除已落實進行及已規劃的工程項目的土地供應，我們尚欠逾 1,200公頃的土地（分別包

括約 200公頃、逾 300公頃和逾 700公頃用作長遠房屋、經濟用途以及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休憩

用地和運輸設施）。詳情請參閱公眾參與書冊第 46至第 47頁。 

 

 

元素 3  
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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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一  你認為以下用作提供更多可發展土地的土地供應來源有多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 有些重要 不太重要 完全不重要 

策略增長區 
(如: 具相當規模、全面 
規劃的新市鎮或區域) 

□ □ □ □ □ 

市區邊緣 
(如: 於市區及新市鎮邊緣
較低生態、緩衝或康樂價值
而未開發的土地) 

□ □ □ □ □ 

在已建設區內發展 
(如: 已建設區內的空置或 
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 

□ □ □ □ □ 

其他，請註明: 

______ 
 □ □ □ □  

 

問題十二  你有多同意採用以下措施以減少對運輸基建設施的新需求？ 

 非常同意 同意 
既不是同意 

也不是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加強公共交通的使用 □ □ □ □ □ 

抑制私家車輛的增長 □ □ □ □ □ 

減少私家車輛的使用 □ □ □ □ □ 

鼓勵多步行 □ □ □ □ □ 

鼓勵非機動的運輸 

模式 
(如: 單車) 

 □ □ □ □ □ 

居所與就業地點分布    

更平衡(註腳11) □ □ □ □ □ 

其他，請註明: 

______ 
□ □ □ □  

 

 

 

 

 

 

 

 

 

                                                 
11
 2014年，香港約有 41%的人口居住在新界（不包括荃灣和葵青），但新界只提供全港約 24%的就業職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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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三  你有多同意以下針對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城市策略的建議     
(註腳  12) 

？ 

 非常同意 同意 
既不是同意 

也不是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減低對土地資源的  

需求及使用 
□ □  □ □ □ 

推動低碳的智慧型  

生活模式 
□ □ □ □ □ 

推動低碳的智慧型  

經濟 
□ □ □ □ □ 

促進智慧出行 □ □  □ □ □ 

推動综合智慧、環保及

具抗禦力的基建 
□ □  □ □ □ 

其他，請註明: 

______ 
□ □  □ □  

 

 

  

                                                 
12 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城市策略涵蓋從規劃到開發方面一系列關於建設環境的範疇，有關策略包含
推動可持續的規劃及城市設計；促進智慧出行；以及制定綜合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基建系統。詳

情請參閱公眾參與書冊第58至第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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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四  為了滿足將來土地、交通運輸以及環境的需要和需求，你有多同意以

下概念性空間框架的組成部分(註腳 13) ？  

 非常同意 同意 
既不是同意 

也不是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保留自然保育區 □ □ □ □ □ 

一個都會商業核心圈 

(涵蓋位於中環及附近的傳統商業核心

區、九龍東的第二個商業核心區，以及

東大嶼都會的第三個商業核心區) 

□ □ □ □ □ 

兩個策略增長區       

(甲) 東大嶼都會 □ □ □ □ □ 

(乙) 新界北
 

□ □ □ □ □ 

三條主要發展軸      
(甲) 西部經濟走廊 □ □ □ □ □ 

(乙) 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 □ □ □ □ □ 

(丙) 北部經濟帶 □ □ □ □ □ 

運輸走廊      

(甲)新界西北－大嶼山－都會區運輸走

廊 
□ □ □ □ □ 

(乙)新界東北與九龍西之間的南北運

輸走廊  
□ □ □ □ □ 

(丙)由九龍西至東大嶼都會的廷伸南

北運輸走廊 
□ □ □ □ □ 

  

 

 

 

 

 

 

                                                 
13
 香港 2030+概念性空間框架的詳細資料，請參閱公眾參與書冊的第 62頁至第 77頁。 

概念性空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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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五  請與我們分享你對《香港 2030+》所建議的全港發展策略的任何意見。

我們亦歡迎你將相關意見與問卷分開提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十六  請與我們分享你對於這次公眾參與在安排方面的任何建議或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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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請提供你的個人資料（如適用），只作分析之用。 
 

問題十七 你是以下述哪個身份回應這份問卷？ 

〇 個人    〇 組織，請註明你所屬組織的性質及地點 :______________ 

  

問題十八 性別：  〇 男 〇 女  

 

問題十九 年齡：  〇 18 歲以下  〇 18-25 〇 26-35      〇 36-45            

〇 46-55     〇 56-65 〇 66歲或以上 

 

問題二十 教育程度： 〇 小學或以下  〇 中學 〇 專上教育或以上 

 

問題二十一  你是否香港居民?   〇 是    〇 不是  

 

問題二十二 (甲) 如果你在香港居住，請表示你現時居住的地區： 
香港島 

〇 中西區 〇 東區   〇 南區   〇 灣仔 

九龍 

〇 九龍城 〇 觀塘   〇 深水埗  〇 油尖旺 

〇 黃大仙  

新界 

〇 離島  〇 葵青  〇 北區  〇 西貢  〇沙田     

〇 大埔  〇 荃灣  〇 屯門     〇 元朗 

 

問題二十二 (乙) 如果你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居住，請表示你居住的地方： 

〇 中國內地     〇 其他地方  

 

我們期待收到你的意見。請透過以下途徑在 2017年 4月 30日或之前遞交你的意見： 

 

網站：www.hk2030plus.hk 

電郵：enquiry@hk2030plus.hk 

電話：+852 2231 4726 

傳真：+852 2868 4497  

郵遞：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 號北角政府合署16樓規劃署 

 

非常感謝你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