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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區議會文件 3/2015號 

 供 2015年 1月 8日大埔區議會會議用 

 

 

建議供立法會議員與大埔區議會議員  

在 2 0 1 5 年 1 月 2 2 日舉行的會議及午餐會上  

                      討論的題目                          

 

 

題目 (一 )  發展民宿推動本港旅遊業  

 

背景  

 

 民政事務總署於 2 0 1 4 年 8 月下旬完成檢討《旅館業條例》的公眾諮詢工作。

大埔區議會對修訂該條例及發展民宿均十分關心。  

 

2 .  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於 2 0 1 4 年 7 月 11 日的會議上與民政事

務總署代表討論《旅館業條例》檢討及有關諮詢文件的內容。委員會關注到諮

詢文件沒有提及度假營及度假屋，現時亦沒有關於民宿的條例。委員會擔心，

若以《建築物條例》及《消防條例》來處理民宿牌照申請，能符合標準者會少

之又少。此外，新界很多地方自然環境優美，適合經營民宿，但有意經營者沒

有指引及發牌準則可予遵循。  

 

 

區議會的要求  

 

3 .  每年有過千萬旅客訪港，帶來龐大的住宿需求。政府在檢討《旅館業條例》

時須仔細檢視旅館配套，以滿足不同消費群旅客的需要。我們建議政府應以不

同的條例規管酒店、旅館及民宿，訂立較簡單及寛鬆的發牌條例 (包括要求提供

小量房間 (例如五間以下 )的民宿只須作出登記，無須申領牌照 )，扶助民宿的發

展，從而協助推動本港的旅遊業。  

 

4 .  台灣的民宿已發展成一特色旅遊項目，他們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鏡。  

 

5 .  台灣政府早於 2 0 0 1 年已訂立民宿管理辦法，以獨立之條例將台灣民宿規範

化。其政策之製訂實以便利行業發展為大方向，在建築物設施、消防安全規定

等方面，皆清楚地為民宿設定獨立條款，將其與城市中的酒店、旅館業清楚劃

分。且條例設立時，並無忽視國家公園地區、原住民地區、偏遠地區、離島地

區、合法休閒農場等特殊的人文、生態及環境資源的價值，並將其規限按當地

之實際情況從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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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為方便民宿業者就民宿項目進行申請，台灣政府及後於 20 0 6 年編印《民宿

Q & A 暨相關法規、解釋函彙編》，將涉及民宿的所有相關法規資料、常見問題、

公函往來輯錄成冊，作為民宿的籌備及管理指引，令民宿業者有所依據。更於

其行政資訊系統網頁中完整地提供所有相關之申請文件、表格、指引等資料供

公眾下載，並備有清晰之申請流程供申請人參考。  

 

7 .  民宿申請者提交申請表，觀光主管機關初核申請資料齊全後，即提供「一

條龍服務」，及後之實地勘查由當地主管機關邀集。其審查表內容清晰，表中詳

列 審 查 時 所 涉 單 位 ， 單 位 代 表 於 實 地 勘 查 時 亦 會 於 審 查 表 中 清 楚 寫 明 審 查 結

果，如成功或申請設置要改正之處，毋需申請者分別向多個政府部門叩門申請，

大幅簡化行政程序，亦減少申請期間之時間成本，並提高申請成功的機會。  

 

8 .  此外，台灣政府亦在網站提供清晰資訊、主動宣傳，並明確規定由政府組

織 專 業 人士 為初 涉足 相 關 行業 之民 宿業 者 提 供「 專案 輔導 」。為 確保 民 宿之品

質，台灣政府甚至於民宿管理辦法中明列獎勵及表揚的規定，向業界釋出政府

對此一項目的重視及正面的支持態度。  

 

9 .  我們建議政府參照台灣的做法，為推動本地民宿發展製訂符合本地實際情

況以及切實可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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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二 )  跟進區內車位不足問題  

 

背景  

 

 大埔區車位不足的問題存在已久，假日的情況特別嚴重。隨着大埔鄉事委

員會原址附近的停車場及大埔第 1 區寶湖道地皮上的停車場將相繼停用後，區

內車位更見不足 (該兩個臨時停車場合共約有 4 0 0 個車位，但有關土地改建為公

營房屋及文康設施後只會提供約 3 0 0 個車位 )。區內其他大型發展項目 (例如第 1

區的文康設施、第 9 區的公營房屋及龍尾泳灘 )落成後，區內居民對車位的需求

會更加殷切。  

 

2 .  由於車位不足，部分駕駛者選擇違例泊車，除阻塞通道外， 亦阻擋其他駕

駛者的視線，影響道路安全。此外，不少駕駛者需要在街上四處尋覓車位，停

車場入口前更長時間有車龍，區內的交通因此更加擠塞 (例如在假日，不少車輛

在大埔中心停車場外等候進入停車場，令安邦路、安泰路及安慈路一帶交通擠

塞 )。  

 

 

進展  

 

3 .  本年 5 月，大埔區議會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當時有區議員要求將大埔第 1

區文康設施計劃內的車位增至 4 0 0 個。然而，由於有關工程已規劃多年，大埔

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在本年 6 月的特別會議上同意維持原定的車位

數目 (即 2 0 0 個 )，以期盡快展開工程。  

 

4 .  在本年 5 月 1 6 日大埔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會議上，大埔地政處及

運輸署向委員介紹七幅適合改作臨時停車場的用地，這七幅土地現時或空置，

或用作臨時用途。經討論後，委員認為其中兩幅用地 (即白石角科城路與科研路

之 間 的 土 地 ， 以 及 達 運 路 與 吐 露 港 公 路 支 路 交 界 的 土 地 )可 用 作 闢 設 臨 時 停 車

場。有關部門現正進行招標的前期工作，預計可於 2 0 1 5 年第一季招標。  

 

 

區議會的要求  

 

 5 .  大埔區議會希望政府考慮大埔區的地理環境，藉覓地闢設臨時停車場、興建

多層停車場、修訂現時提供車位的標準及增加新發展項目車位數目等方法，以

改善區內車位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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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三 )  在大埔市中心建設行人天橋網絡  

 

背景  

 

 大埔區議會轄下環境、房屋及工程委員會 (“環房會” )一直實踐環保理念及

爭取為社區提供便利的設施。鑑於大埔區多處行人路均缺乏上蓋，行人常遭日

曬雨淋。此外，大埔區交通繁忙，尤以寶鄉街和廣福道為甚，容易出現人車爭

路的情況。區內的行人天橋現時並不連貫，行人不能經天橋從大埔墟港鐵站直

接步行往大埔市中心，他們因此不多使用行人天橋。建設行人天橋網絡，以貫

通大埔墟港鐵站與大埔市中心，不但可疏導地面人流，更可推動低碳生活， 可

謂一舉兩得。  

 

 

進展  

 

2 .  在 2 0 1 4 年 7 月 3 日的大埔區議會會議上，大埔區議員建議路政署考慮在大

埔興建有蓋行人天橋，以連接區內各個合適地點，以便居民步行往目的地，從

而減少使用車輛，達到支持環保、減低碳排放及提倡健康生活的目的。  

 

3 .  政府近年推行無障礙通道計劃，為全港十八區的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加設

升 降 機 及 斜 道 。 路 政 署 現 時 在 大 埔 區 多 個 地 點 進 行 加 建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的 工

程，包括汀角路近棟樑里的行人天橋、大埔公路元洲仔段近廣福邨的行人天橋

等。然而，已建的行人天橋及擬建的無障礙通道設施並無打通大埔墟與大埔市

中心，因此只能滿足部分居民的需求。  

 

 

區議會的要求  

 

4 .  環房會要求政府在大埔建設行人天橋網絡，免行人受日曬雨淋之苦，同時

藉以疏導地面人流，令區內的整體建設更為完善。環房會現提出兩個方案供政

府考慮，詳情如下：  

 

(一 )  沿南運路興建有蓋高架行人天橋連接各個地點  

 

 環房會建議以大埔中心往新興花園的行人天橋為起點，在大埔中心第

1 0 座興建一條高架行人天橋橫跨林村河至寶湖道小型足球場 (擬建天

橋設兩個出口，其一通往擬建大埔寶湖道第 1 區體育館，另一通往寶

湖道小型足球場 )，以及興建一條支橋連接廣福道，穿過王肇枝中學到

大埔墟港鐵站，以貫通大埔市中心與大埔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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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興建一條有蓋高架行人天橋連接大埔墟港鐵站及太和港鐵站  

 

 環房會建議興建一條有蓋高架行人天橋，連接大埔墟鐵路站和大埔綜

合大樓二樓平台，然後興建一條支橋接駁至寶鄉街，延伸至寶鄉橋往

大埔中心，直達太和港鐵站。  

 

5 .  有關部門應積極考慮上述建議，仿照中環的行人天橋網絡在區內興建有蓋

行人天橋連接區內各個合適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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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四 )  要求盡快擴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背景  

 

 大埔區內現共有六個公共屋邨 (廣福、富善、富享、太和、大元與運頭塘 )，

再加上各類型的居屋及私人屋苑，人口已超過 3 0 萬 1。面對人口急劇上升及人口

老化的問題，大埔區的醫療服務卻遠未能滿足市民所需。  

 

2 .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那打素醫院”）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服務量

龐大：急症室求診人數超過 1 3 萬，求診人數每日約 3 7 5 人次，高峰期每日求診

人次超過 4 0 0。區內居民亦反映專科門診如內科、骨科的輪候時間均超過一年。

除大埔區外，居於北區，以至內地的香港居民都會到那打素醫院的急症室求醫。

醫院處處人滿為患，無論病床數目與醫護人手都捉襟見肘。  

 

3 .  大埔區議會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於 2 0 1 3 年 11 月 11 日到那打素醫院急症室

實地了解服務情況，委員都同意急症室的輪候區必須擴建，才有足夠的空間應

付日增的服務需求及實行感染控制措施。那打素醫院的緊急手術及外科服務自

二零零三年後便被中止，醫院只能提供日間手術服務。除此以外，作為一所服

務大埔區 3 0 萬市民的醫院，很多必要的設備如磁力共震等，卻仍然從缺。缺乏

這些必要的醫療服務項目，大埔區居民只能跨區就醫。除求醫不便外，同時亦

影響了醫院對專科醫生的培訓，令院方難以挽留人才。醫院現時無論空間及人

手資源都左支右絀，擴建那打素醫院一事刻不容緩。  

 

 

進展  

 

4 .  院方代表於社會服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過多項提高服務量的措施，包括準

備將原有病房翻新為內科病房，擴充眼科診症室及急症科觀察病房等。據悉院

方亦計劃增加骨科、內科及老人科的住院病床，並增加手術室節數。  

 

5 .  長遠而言，院方亦已經預留那打素醫院和大埔醫院之間，現作為停車場的

空地作大型擴建之用。由於擴建那打素醫院的計劃需配合政府政策，有關計劃

仍未能落實。現階段新界東聯網正進行“聯網臨床服務計劃”，以臨床服務為

核心，為沙田、大埔及北區的病人服務作中期及長期的發展規劃，以確立聯網

醫院的發展藍圖。  

 

                                                      

1
 政府 統計處 2 0 1 3 年按 區議會 分區劃 分的人 口及住 戶統計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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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的要求  

 

6 .  大埔區議會擔心醫管局尚未落實擴建那打素醫院，而區內的醫療服務已經

是杯水車薪。區內人口繼續增加，那打素醫院必定未能應付新增的需求。大埔

區議會希望政府能夠預先做好醫療規劃，配合未來社區需求，明確訂立那打素

醫院的擴建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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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五 )  關注大埔區的交通問題  

 

(一 )  改善西沙路的交通問題  

 

背景  

 

 西 沙 路 是 一 條 來 往 西 貢 及 馬 鞍 山 的 道 路 ， 由 馬 鞍 山 恆 德 街 至 西 貢 大 網 仔

路。該段道路一直存有一些郊區公路常見的問題，例如小路出大路的斜坡凹凸

不平、部分村路路口過窄、小巴站沒有上蓋等。 2 0 1 3 年 11 月，馬鞍山西沙路近

瓦窰頭村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 1 2 歲男童被一輛私家車撞至重傷，送院後不

治。  

 

2 .  在九十年代初，一間私人發展商開始籌備“西沙路十四鄉項目”，當時的

項目條款規定該私人發展商負責把泥涌至大洞的一段西沙路擴闊成雙程雙線行

車。然而，該項目遲遲未展開，令擴闊西沙路遙遙無期。  

 

 

進展  

 

3 .  大埔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交運會” )主席、當區議員、大埔民政

事務處、警務處及運輸署曾於 2 0 1 3 年 1 2 月 5 日到西沙路視察，發現該處有多

個交通問題，包括井頭大洞村出西沙路路口的斜坡有暗斜， 以及瓦窰頭村巴士

站附近欠缺行人過路設施等。運輸署其後於瓦窰頭村及泥涌燒烤場一帶，加設

行人過路處、道路標記及交通標誌，提醒路人小心橫過馬路及駕駛人士適時減

速。該署亦計劃改善西沙路迴旋處的道路標記、擴闊西澳村路口及在西沙路近

西沙豪園處增設停車灣，現正就有關工程諮詢部門及市民。此外，該署正研究

在西徑村增設燈控行人過路處的可行性。  

 

4 .  過去，多名市民致函大埔區議會反映上述交通問題。 2 0 1 4 年 9 月 1 9 日，當

區議員、警務處及運輸署的代表與相關市民會晤，共同探討改善方法。會上，

當區議員及有關市民要求政府在西沙路裝設偵 速攝影機，以打擊非法賽車。運

輸署表示，是否安裝固定偵速攝影機須按以下準則作出考慮︰  

 

( i )  過往交通意外的記錄 (特別是由超速駕駛釀成的交通意外 )；  

( i i )  根據警方觀察超速駕駛的普遍程度；  

( i i i )  道路是否屬車速及交通流量均較高的重要道路和主幹路；   

( i v )  道路是否有陡長的下坡路段；  

( v )  安裝偵速攝影機的地點分布要平均，可以在整個區域對駕駛人士起

阻嚇作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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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i )  四周的地理和環境因素。  

 

5 .  運輸署翻查西沙路的交通意外記錄，並沒有發現因超速引致他人受傷的交

通意外。該署人員最近到西沙路視察，現場車輛流量一般，超速情況並不普遍。

經考慮上述準則後，該署未有計劃在西沙路安裝固定偵速攝影機。  

 

6 .  交運會曾多番討論西沙路的交通問題，並提出多項改善建議，包括加闊泥

涌迴旋處旁地面的虛線並將之改為實線，以及擴闊大洞村出西沙路的路口。泥

涌 至 大 洞 的 一 段 西 沙 路 現 時 於 平 日 早 上 繁 忙 時 間 的 行 車 量 與 容 車 量 比 率 約 為

0 . 6，餘下的西沙路路段在“西沙路十四鄉項目”完成後的行車量與容車量比率

則約為 0 . 7。按照有關數字，運輸署認為沒有需要擴闊餘下路段。 2 0 1 4 年 9 月

1 2 日，交運會成立“西沙路交通事宜工作小組”，專責跟進改善西沙路交通的

建議 (特別是泥涌、輋下村、瓦窰頭村、井頭村、大洞村及西徑村一帶的路段 )。 

 

 

區議會的要求  

 

7 .  西沙路的交通問題纏繞多年，深受區內村民關注。 交運會希望政府聆聽當

區議員及村民的意見，在適當位置進行擴闊工程及加設行人過路設施。此外，

有關私人發展商應履行當年的承諾，將泥涌至大洞的一段西沙路擴闊至雙程雙

線行車。長遠而言，政府應考慮全面擴闊西沙路，以根治有關路段的交通問題 。 

 

 

其他跟進事項  

 

8 .  大埔區議員與立法會議員曾於 2 0 1 0 年、 2 0 11 年、 2 0 1 2 年及 2 0 1 3 年的會晤

中討論以下事項。由於有關事項的進度未如理想，現懇請立法會議員作出跟進

並促請政府部門積極落實有關交通改善措施。  

 

(一 )  在廣福道附近加設行車天橋  

 

9 .  大埔區議會轄下有關委員會曾於 2 0 0 1 年建議在廣福道附近加設行車天橋，

大埔區議員與立法會議員在 2 0 0 9 年及 2 0 1 0 年會晤時亦有討論該項建議。於 2 0 1 0

年的會晤中，立法會議員支持有關建議，並請大埔區議會聘請專家就興建廣福

行車天橋進行研究，有關研究報告已於 2 0 11 年轉交立法會供議員參閱。在 20 1 4

年 9 月 1 2 日的交運會會議上，運輸署表示會爭取於明年申請撥款，用以就興建

廣福行車天橋進行詳細研究。大埔區交通配套未盡完善，興建廣福行車天橋有

助疏導大埔墟的交通，以及改善區內的營商環境。因此，交運會促請立法會跟

進該項建議，同時要求有關部門盡快興建廣福行車天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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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大埔汀角路的交通事宜  

 

1 0 .  大埔區議會曾於 2 0 1 4 年與立法會議員詳細討論汀角路的交通事宜。會上，

立法會議員認為有迫切需要解決鳳園路的交通問題，並建議與政府當局舉行閉

門個案會議。然而，當時提出的建議 (包括在鳳園路闢設迴旋處及興建行人天橋

等 )至今仍未落實。  

 

11 .  大埔區議會認為政府應未雨綢繆，以長遠解決汀角路一帶的交通問題 。就

此，交運會曾提出多項建議，包括：  

 

( i )  政府在拍賣近鳳園附近一塊用地時加入預留 1 0 米作擴闊汀角路之用

的條款；  

( i i )  打通鳳園路、汀角路及大華街；以及  

( i i i )  在汀角路與鳳園路交界 (鄰近大埔工業邨 )設立小型迴旋處  

 

1 2 .  運輸署表示，船灣至大美督的一段汀角路的預期行車量／容車量比例約為

0 . 9，尚未達致飽和，故未有計劃擴闊汀角路。大埔區議會理解擴闊汀角路的建

議現時或欠足夠交通數據作為支持，但認為有關數據不能全面反映汀角路及鳳

園路日後的交通流量，特別是座落於鳳園的私人住宅項目落成及慈山寺開放後

將會帶來龐大的車流人流。因此，大埔區議會促請有關部門積極考慮擴闊汀角

路或研究其他改善措施。  

 

 

(三 )  大埔林錦公路的交通事宜  

 

1 3 .  大埔區議會曾於 2 0 11 年與立法會議員詳細討論林錦公路的交通事宜。會

上，大埔區議員請立法會議員向政府部門爭取在林錦公路 (往元朗方向 )加建行車

線，據知有關工程將於明年初前完成。大埔區議員樂見有關建議得以落實，但

認為林錦公路的交通仍有待改善。  

 

1 4 .  隨着林村的人口與日俱增，村民對交通的需求亦隨之提高。交運會於 2 0 11

年 3 月成立“汀角路及林錦公路交通事宜工作小組”，專責研究如何 改善林村

許願樹一帶的交通。工作小組曾就改善大埔林錦公路的交通提出多項建議，包

括：  

 

( i )  在林錦公路交匯處附近的空地加設公共交通交匯處或巴士站；  

( i i )  在較寮下的巴士站闢設避車處；以及  

( i i i )  在塘上村村口加設手按式行人過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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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大埔區議會促請有關部門盡快落實林錦公路的交通改善措施，以滿足林村

村民的交通需求。  

 

 

 

 

大埔區議會秘書處  

2 0 1 4 年 1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