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朗地區管理委員會進展報告  
 
 元朗地區管理委員會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舉行第一次會

議，會上討論要點如下：  

 

加強地區行政先導計劃  

二．  主席表示，由二零零八年開始，政府希望藉著於各區設立地區設

施管理委員會，以及撥款予區議會以推行地區工程和社區參與計劃，提升

區議會的職能；而行政長官於二零一三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中進一步提

出「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並於同年十月至十

一月舉辦的地方行政高峯會上，討論強化區議會及專員在地區行政的角

色。行政長官於二零一四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布，讓專員在地區上

與區議會攜手，統籌協調不同部門的工作，因應區情積極回應市民訴求。

政府同時決定在深水埗和元朗區推行先導計劃，給予地區管理委員會 (區

管會 )決策權，處理部分涉及公共地方管理和環境衞生等問題，並由區議

會就工作的優次提供意見。  

 

三．  元朗民政事務處 (民政處 )簡介，先導計劃的試行期為二零一四年

四月至二零一五年八月，計劃將會集中處理部分涉及公共地方管理和環境

衞生等問題。政府會檢討先導計劃的成效，並探討落實加強地區行政至其

他地區的可行性。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建議先導計劃集中處理數項需要

多部門合作的課題，而所選定的課題應盡可能於試行期完結前能提供可予

檢視成效的數據。民政事務總署將會向元朗區議會提交文件簡介先導計劃

的詳情，而民政處會就應予處理的公共地方管理和環境衞生事宜，以及排

列執行地點優次的考慮準則等方面向區議會諮詢意見。而區管會會基於區

議會的意見等考慮因素訂定執行事項、地點和優先次序，並會統籌各部門

於適當時候進行工作並檢視成效。政府正積極考慮増撥人手及資源的需

要，以期讓計劃能夠順利推行。  

 

四．  主席補充，元朗區目前是約有 60萬人口的大區，地域涵蓋鄉郊地

區，元朗市及天水圍新市鎮，所面對的地區問題甚為廣泛；而區議會及區

管會一直能有效地為各部門提供討論和解決地區問題的平台，訂定地區需

要的優先次序。元朗區被選作先導計劃的試點，希望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上

進一步加強地區行政。  

 

五．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對先導計劃表示支持並認為計劃有助探索如何提升專員及

區議會職能，能更有效推行地區行政管理；  

 

(2)  由於計劃的推行時間及資源所限，委員認為應選訂及集中處

理數項涉及公共地方管理和環境衞生的課題。有委員建議區

區議會文件 2014／第 2 號  

(於 25.2.2014 會議討論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6%94%BF%E4%BA%8B%E5%8B%99%E5%B0%88%E5%93%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0%E8%AD%B0%E6%9C%83


議會可按照元朗區的地理分佈，於天水圍、元朗市及鄉郊地

區各選一項主要的地區問題予以處理。另有委員認為區議會

可考慮選取需多個部門共同協作及已有一定的處理經驗，唯

改善成效可進一步提升的問題，包括店舖違例擴展營業範

圍、違例停泊單車、蚊患等。由於個別課題已牽涉不同的問

題，故區管會及區議會須考慮訂定明確的處理範圍；  

 

(3)  為了使先導計劃能夠順利落實，有委員建議可透過宣傳及教

育，提升市民及商戶對改善公共地方管理和環境衞生的意

識，以提升公眾對行動的支持和配合；  

 

(4)  因應資源考慮，區議會可先就計劃所需處理的課題及地點給

予意見、商訂及排列有關地點優先次序的準則，再交由區管

會處理；  

 

(5)  由於計劃所獲調撥的新增資源未必足夠配合工作所需，有關

部門亦應盡量調撥內部資源以配合工作。  

 

(6)  部門應緊密合作，而直接參與處理獲選地區課題的部門可考

慮按需要派更高級的部門代表出席區管會會議，以促進協調

及統籌工作。  

 

(7)  有委員認為計劃除了要重點處理上述優次較高的課題外，亦

可考慮於未來合適時間處理行人隧道和天橋清潔及養豬場

污水排放等事項。  

 

(8)  民政處會向區議會匯報上述委員的意見，以供區議會考慮。 

 

六．  主席感謝委員的意見，並表示民政處會積極爭取資源，與委員保

持緊密溝通，希望可以盡快訂定計劃內容，並於四月落實推行計劃。另外，

民政處會向區議會及區管會建議就計劃進行中期評估，以進一步完善計

劃。主席歡迎各委員繼續就計劃的執行發表意見，並請有關部門能調撥內

部資源以配合計劃的落實。  

 

清拆及改建朗邊中轉屋計劃  

七．  房屋署報告，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已決定清拆朗邊中轉房

屋，以在該處興建公共房屋。朗邊中轉房屋的目標清拆日期訂於二零一六

年一月，通知期為 24個月，以讓受影響家庭有合理的通知及有足夠的時間

作安置及相關安排。另外，房委會轄下的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及資助房屋

小組委員會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九日通過對 510戶受影響住戶的建議遷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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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而房屋署重建分組聯同朗邊中轉房屋辦事處亦於當日舉行簡報會，

向住户講解清拆項目的各項須知和注意事項。房屋署預計大多數受影響而

符合有關安置準則的住戶，在清拆日期前可根據其公屋輪候冊的申請獲編

配公屋單位，而其餘在輪候冊上但仍未到達公屋編配階段的受影響住戶，

將獲安置入住寶田中轉房屋。房屋署亦會向符合資格的受影響住戶發放

「住戶搬遷津貼」以協助他們應付搬遷開支。  

 

八．  有委員向房屋署查詢改建後將落成的公屋單位數目。另有委員請

房屋署於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規會 )審批更改上址土地用途的申請時同步

進行工程規劃，以便盡早動工。主席建議房屋署評估將來的交通配套問題。 

  

九．  房屋署回應，房屋署已就改建項目展開前期規劃及向城規會申請

更改土地用途，並已委託承辦商進行土壤測試以評估該幅土地興建公共房

屋的可行性，估計改建後可提供約二千三百個公屋單位。另外，房屋署理

解上址交通配套的問題，署方會與相關區議員保持緊密聯繫，了解居民的

需要，並嘗試爭取增加專線小巴路線行走該處，而署方的規劃師亦會研究

改善方案，以滿足居民對交通配套的需求。  

 

十．  主席總結，希望計劃可以盡快落實以回應市民對公共房屋的殷切

需求。另外，隨着屏山周邊地區住宅項目相繼落成，居住人口將日益增加，

會對該處交通造成壓力，希望有關方面考慮改善交通配套。  

 

大欖隧道轉乘站增設洗手間  

十一．  運輸署報告，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九巴 )現建議於大欖

隧道轉乘站 (元朗方向 )加建乘客服務中心，以改善候車環境。建議的乘客

服務中心將會設於近巴士落客站位置，面積約 300平方呎，內裡設有洗手

間並會提供八達通增值等服務。運輸署及三號幹線 (郊野公園段 )有限公司

原則上同意上述建議，九巴現正進行外觀設計及電力接駁等工作，預算連

設計申請及施工需時六個月。運輸署已轉交乘客服務中心的建議細節予區

議員參閱，並會定期與九巴聯繫及適時向委員報告進展情況。  

 

十二．  委員就有關方面考慮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以及區管會的意

見，成功推動於大欖隧道轉乘站加設乘客配套設施表示歡迎。另有委員建

議，運輸署可考慮於往市區方向的轉乘站亦增設服務中心。  

  

十三．  運輸署回應，由於往市區方向處空間不足，故未必有合適的位置

加建服務中心。儘管如此，運輸署備悉委員的意見並會研究其可行性。  

 

 

檔案：YL 14/15/1 

元朗民政事務處  

二零一四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