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10/23 號  

(供 2023 年 1 月 12 日第二十次會議參考 ) 

 

(資料文件) 

 

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  

第十八次會議工作進度報告  

 

主旨 

 

 本文件旨在概述九龍城區議會轄下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 (下

稱「房發會」)於 2022 年 12 月 1 日第十八次會議所討論的部分事項。

有關會議之討論詳情以最後獲房發會通過的會議記錄為準。  

 

查詢重置九龍城碼頭公共交匯處工程時間表 

 

2. 有委員表示當局為配合中九龍幹線明挖回填隧道施工，而在九

龍城碼頭公共運輸交匯處一帶進行臨時工程，並曾公布基於環保考慮，

在中九龍幹線工程完成後，重置交匯處，更會在其上建園景平台。有

關園景平台會開放予公眾人士使用，增加馬頭角的公共空間，優化環

境。據當局較早之前公布，上址的中九龍幹線工地工程將於 2023 年

逐步完成，故查詢有關重置交匯處及興建園景平台的最新項目設計及

工程時間表。  

 

3.  路政署回覆指為配合中九龍幹線工程，九龍城碼頭公共運輸交

匯處於 2018 年起實施臨時交通改道措施，位於上址的巴士站需要臨

時搬遷。預計於 2025 年，隧道工程竣工後，九龍城碼頭公共運輸交

匯處會按照中九龍幹線授權方案及圖則在原位重置。就交匯處上園景

平台事宜，該署於 2013 年就中九龍幹線工程進行公眾諮詢時，區內

持份者已對九龍城碼頭公共運輸交匯處未來發展達成共識，包括設置

有蓋園景平台，並開放予公眾人士作休憩用途。該署會就園景平台設

計方案適時向九龍城區議會和其他持份者進行諮詢及匯報。  

 

改善何文田政府綜合大樓規劃，重建社會和諧  

 

4. 有委員表示何文田區有不少居民反映社區設施不足，加上因區

內多個大型屋苑陸續落成而令人口結構變得年輕化，對兒童托管服務



等社區設施的需求也變得十分殷切，故認為可於擬建的「何文田政府

綜合大樓」增設兒童托管服務及育嬰院及社會福利署 (下稱「社署」 )

的社會保障辦事處，以配合區內的發展需要。  

 

5.  社署回應指九龍城區現有一所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和五所私營 /

非牟利獨立幼兒中心，合共提供 1 185 個服務名額予三歲以下幼兒，

其整體使用率為 54%。九龍城區亦有 45 所附設於幼稚園的幼兒中心，

當中 15 所為附設於幼稚園的資助幼兒中心，合共提供 4 173 個服務

名額，其整體使用率為 45%。為進一步加強日間幼兒照顧服務，該署

將會在啟德區增設三所資助獨立幼兒中心，額外提供約 300 個服務名

額，以支援啟德區的居民。此外，該署亦已就在土瓜灣道公營房屋發

展計劃和九龍城啟德道 /沙浦道 KC-015 發展計劃的範圍內設置各一

所提供約 100 個服務名額的幼兒中心。該署於九龍城區現設有兩個社

會保障辦事處，分別位於九龍城和土瓜灣，故未有於區內設置第三個

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計劃。  

 

強烈要求屋宇署跟進紅磡黃埔街近黃埔唐樓旁工地打樁引致樓宇震

動問題  

 

6. 有委員指位於紅磡黃埔街近黃埔唐樓旁工地工程引致樓宇震

動，嚴重影響居民日常生活。早前因工地施工，導致外牆產生裂痕，

疑似下陷情況亦越見嚴重。另外，工地一直進行樓宇打樁工程，所產

生的震動及噪音，不但影響居民日常生活及作息，更令居住於黃埔唐

樓居民深切感受到樓宇的震動。故要求屋宇署加強對樓宇震動及噪音

的監管並定期進行測量。  

 

7.  屋宇署回應表示黃埔街  26-40A 號與必嘉街  83-85 號發展

項目的基礎工程，結構工程師採用了大直徑鑽孔樁，以鑽孔方式代替

使用撞擊式安裝基礎，從而減少施工時產生的震動及對周邊環境的影

響。該署曾派員到地盤進行巡查及視察，並查核其監察記錄和進行震

盪測試，發現所有監察記錄和震盪測試均未有超出批准圖則上的許可

標準。儘管如此，為減低地盤工程對鄰近的黃埔唐樓C座的影響，地

盤承建商已採取預防措施，在黃埔唐樓C座加設監測點。該署會繼續

監察上述地盤施工情況以確保地盤的工程符合批准圖則的規定及不

會影響地盤周邊樓宇及公眾安全。  

 

 

 



關注溫思勞街、漆咸道北及華豐街燈失靈問題及盡快清拆後巷搭建帳

蓬  

 

8. 有委員指近日接獲區內居民的投訴，指溫思勞街、漆咸道北及

華豐街的街燈出現失靈問題，而曲街、寶其利街及機利士南路街燈失

靈亦再次發生。委員亦指新安大廈及金華大廈後巷搭建大量帳蓬，構

成結構安全隱患，並要求上址後巷增設街燈，希望當局跟進。  

 

9.  路政署回應指該署曾於今年 10月 11日接獲有關漆咸道北街燈

熄滅的報告及今年 11月 5日接獲有關漆咸道北近蕪湖街有 5-6支街燈

未能提供照明的報告。相關個案均由於電路問題導致街燈失靈，該署

已分別派員於當晚零晨完成維修工作。而該署於 11月 21日、11月 22日

及 11月 23日連續三晚派員巡查街燈，除於 11月 21日當晚發現機利士南

路有一盞街燈不亮，並於 11月 22日完成維修工作外，其餘日子經檢查

後均確認上述的路段公共照明系統運作正常。該署會繼續加強巡查街

燈及電箱，如收到街燈失靈事宜，會隨即派員跟進。而就委員建議在

新安大廈及金華大廈後巷增設街燈。該署正進行研究及設計，會安排

在該後巷開挖數個探坑，以確認鋪設地下電纜可行走線位置，如屬可

行，會申請挖掘許可證，該署期望能盡快展開後巷增設街燈工作。  

 

10.  屋宇署回應表示該署人員曾就居民關注新安大廈及金華大廈

後巷搭建大量帳蓬事宜，到涉事地點視察，發現有關帳蓬主要以帆布

利用繩索懸掛於政府官地上。由於掛上帆布並非建築工程，而有關帳

蓬亦懸掛於政府官地上，因此並不屬於屋宇署管轄範圍。地政署回應

則指針對私人大廈的非法僭建物 (包括搭建在大廈外牆的僭建帳篷 )，

屋宇署負責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 )採取執管行動。若該署在處

理相關問題時遇上困難，地政署會盡力提供適當協助，包括適時參與

跨部門聯合清理行動。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22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