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討論文件 中西區海濱工作小組文件第  05/2018 號

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三個已釋出停泊位的建議短期用途

目的

本文旨在向中西區海濱工作小組（工作小組）介紹，

政府在聽取海濱事務委員會、中西區區議會和其他持份者的

意見後，就落實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三個已釋出停泊位的短

期用途所作出的建議以及未來路向。

二零一八年一月四日舉行的中西區區議會第十二次會議  

2. 在該次會議上，應中西區區議會的邀請，發展局詳細

介紹了有關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前一號至三號泊位（用地）

的兩個短期用途方案，並與議員和列席的地區代表和關注團

體進行深入討論。簡而言之，根據過往和中西區區議會和海

濱事務委員會港島區海濱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所進行

的討論而提出的兩個方案，均建議把約 2 000 平方米用地，
透過公開招標租予非牟利團體或社會企業，用作提供休閒農

耕和其他輔助設施。兩個方案的最大分別，在於餘下約  5 500
平方米的公眾休憩用地，是否交予非牟利團體或社會企業營

運（方案一）或由政府管理（方案二）。  

3. 會上通過以下動議：

「本會要求政府盡快開放西環裝卸區內  1-3 號碼頭
停泊位予公眾使用， 並詳細解釋作為短期用途的社

區設施包括社區園圃及供居民使用的活動空間的計

劃。同時要求政府盡快為長遠用途進行規劃及諮詢公

眾， 及須確保西環碼頭海濱往後繼續是一開放暢達

的公共空間，長遠建立連貫海濱長廊。」



 

 

 

 
 

 
 

 
 

 
 

 

 
 

 

 
 

 

 
 

上次會議的文件及發展局就上述動議提交的回應，見 附件一。

與持份者的諮詢  

4. 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以來，發展局參與了多場會議，

與中西區區議會、海濱事務委員會和其他持份者，就以三年

短期租約在有關用地推展短期用途交換意見。有關會議表列

於 附件二 ，重點事項載列如下  

(一 ) 在有關用地設立社區苗圃的構思，由工作小組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在考慮地區意見後首先

提出。政府在考慮相關建議後，就初步推展方

案分別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和三月徵詢了專責

小組和中西區區議會的意見，並獲得其支持。

我們最近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就有關短期用途

的主要落實安排，包括兩個具體方案，再次徵

詢中西區區議會和專責小組的意見。 

(二 ) 有關社區苗圃的構思於二零一七年十月的施

政報告中公佈。隨後一些關注團體透過不同渠

道，包括記者會和致發展局的信函，表達他們

的意見。我們一直密切留意這些意見。  

(三 ) 發展局已就有關事宜與關注團體在不同場合

見面並交換意見（見附件二第四至七項）。其中

一次會面更特別安排發展局副局長親身與關

注團體會面，進行面對面直接溝通。中西區民

政事務專員亦有與關注團體緊密聯絡，並將他

們的意見轉達發展局考慮。我們認為政府已充

分地聆聽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並在落實用地未

來三年的短期用途方案時充分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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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關注團體在不同會面中和公眾場合表達的意

見相對一致，即是希望有關用地可立即按現時

情況開放予公眾使用。  

(五 ) 考慮至今收到的意見，發展局認為有關用地由

於面積廣闊，在社區苗圃外仍可容納其他用途。

為滿足不同方面的期望，我們遂於今年一月的

會議，向專責小組和中西區區議會提出利用有

關用地約 20%的面積作休閒農耕和其他輔助
設施，而餘下的約 80%面積（包括海濱長廊部
分）用作休憩用地供公眾享用。有關混合用途

模式旨在滿足不同持份者的需求，應可獲得地

區支持。

公眾休憩用地的管理  

5. 餘下尚待決定的事宜，是會否讓未來獲得短期租約營

運社區苗圃的非牟利團體或社會企業，負責管理公眾休憩用

地的部分，或讓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接管有關管理

工作。我們得悉到有意見擔心非牟利團體或社會企業是否有

足夠財政支持和技術能力管理大幅公眾休憩用地。因此在上

次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後，我們也接觸了幾家慈善機構和提供

福利服務的非牟利團體，就上文所述的兩個方案非正式地徵

詢了他們的意見。他們絕大多數支持政府租出空置政府用地

作社區用途，並認為社區內對休閒農耕活動有殷切的需求，

亦有不少非牟利團體和社會企業具備相關知識和能力，營運

以開放模式運作的社區苗圃。  

6. 另一方面，由於財政負擔和法律責任問題，相關的團

體都不大願意承擔大幅公眾休憩用地的管理和維修保養工

作。由於用地只允許有限的商業活動，所帶來收入都不太可

能抵銷相關的管理和維修保養支出。有關的資金差額需要由

非牟利團體和社會企業承擔。考慮到需要全日  24 小時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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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休憩用地，他們認為會對有關非牟利團體和社會企業帶

來過多的責任。然而若有關用地由康文署管理，預計這些團

體可與該署合作，於用地內舉辦社區活動，例如舉辦兒童同

樂日或環保  /藝術活動等。添馬公園內早前舉辦的玫瑰燈海園
和英國文化節都是團體提到的相關成功例子。  

7. 有見及上述非正式渠道所蒐集到的意見，我們建議推

展方案二，即把約 2 000 平方米用地租予非牟利團體或社會
企業用作休閒農耕和其他輔助設施。餘下約  5 500 平方米的
公眾休憩用地，則由康文署以既定模式管理。我們亦建議在

開展有關社區苗圃的招標時，同時在約 5 500 平方米的公眾
休憩用地分階段進行小型工程，以改善安全和休憩設施。這

些工程會包括臨海加設圍欄，提供燈光和座椅，重新鋪設地

磚等。 

8. 我們認為方案二是現時情況下最為可行的建議。有關

安排不但可透過混合模式，根據不同用家的需要容納不同用

途，更可透過營運社區苗圃引入非政府組織管理海濱用地。

此外，由康文署管理經提升設施的公眾休憩用地，能讓區內

居民安全舒適地享用海濱。相關建議更可較快地推行，從而

滿足社區盡快開放有關用地讓公眾享用的訴求。

下一步工作  

9. 視乎議員的意見，我們會在月內就社區苗圃邀請標書，

並預計於今年第三季度批出短期租約。有關公眾休憩用地的

小型工程，則預計於今年第四季度完成，隨後開放於市民享

用。

發展局

二零一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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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10/2018 號—附件一

關注政府計劃於西環碼頭海濱設立社區園圃一事

發展局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的綜合回覆：

就議員關注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三個已釋出的停泊位（用地）

的未來發展，發展局及康文署的綜合回覆如下。

於中西區區議會和海濱事務委員會的討論  

2. 該幅用地自 2016 年 8 月起被釋出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邊界以

外，現時由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暫時管理。由於該用地及毗鄰位置的長

遠土地用途仍在檢視中，政府認為用地在未來三年可作短期用途。  

3. 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海濱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於 2016 年 12

月 20 日會議上討論並同意，透過短期租約的形式作出招標，包括有

社區園圃，以及開放一定空間予公眾使用和舉辦公眾活動，並須配備

安全措施。發展局於會上承諾詳細研究有關建議。  

4. 發展局隨後參考了康文署在中山紀念公園社區園圃的營運情

況，得悉自 2005 年開始以來該園圃都超額報名，但由於場地限制和

開放休憩用地的需要，康文署未能擴大或加設社區園圃。我們認為若

能在部分用地範圍營運休閒農耕及相關設施，則可回應區內需要空間

作類似活動的訴求，亦可為中西區海濱引入一種新的休閒用途，並在

用地須作長遠發展前開放予市民享用。 

5. 另一方面，發展局當時也注意到，雖然用地和毗鄰的西區公

眾貨物裝卸區並非公共空間，亦無正式向公眾開放，但不時有市民透

過不同途徑進入該用地。為讓市民可安全及舒適地享用這段用地，我

們當時建議在用地推展休閒農耕之餘，可於沿海建造海濱長廊，開放

予公眾使用。  

6. 發展局於  2017 年 1 月 12 日就上述短期用途，徵詢海濱事務

委員會港島區海濱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的意見。有關的建議獲

得專責小組的支持。  

7. 2017 年 3 月 16 日，中西區區議會討論並通過以上的短期用途

建議。其中，區議會指出希望用地可開放最大的空間供公眾免費使用，

以及預留空間讓市民進行休閒農耕以外的其他活動。發展局一直循有

關方向擬備方案的細節。



 
 

 

  

 

 

  

 

 

 

 

  

 

 

  

 

 

  

   

   

                                                      

公眾意見  

8. 2017 年 10 月的施政報告指出，維港兩岸是我們在市區內的寶

貴天然資源。我們會鼓勵社區善用海濱，並會夥拍海濱事務委員會推

動有關工作，包括提供合適的海濱用地予非政府機構營辦社區設施或

活動，並爭取在  2018 年第一季以短期租約推出位於堅尼地城的一幅

用地作社區園圃及相關用途。  

9. 施政報告的建議如實反映了過去一段時間發展局與中西區區

議會和海濱事務委員會的討論結果。近期部分團體和人士就用地的安

排表達了訴求，並於工作小組  2017年 12月 7日的會議上發表了意見。
總括而言，相關團體和人士主要希望用地不應只開放予參加休閒農耕

的人士，亦應提供足夠的休憩空間供公眾進行不同的活動，包括散步、

跑步、拍攝等，並儘量回應不同階層和年齡的需要。用地也可加設基

本設施讓市民享用。我們認為這些意見與發展局、中西區區議會和海

濱事務委員會一直所討論的方向並無衝突。

短期用途的建議  

10. 因應中西區區議會於  2017年上半年提出於用地推展休閒農耕

和相關活動的建議，以及近期其他希望利用有關用地作休憩用途的意

見，我們就如何善用約  7,500 平方米的用地，提出了兩個方案的具體

構思，諮詢議員的意見。我們希望強調，不論方案一或二，均回應了

區議會及相關團體和人士的意見，即大部分空間均是開放予居民使用，

亦讓不同機構有機會舉辦公眾活動供市民參與。  

11. 方案一，我們建議把用地的所有空間，即約 7,500 平方米，通

過公開招標程序全部交予中標的非牟利機構或社會企業營運。其中，

我們會要求中標的營運機構，把不多於兩成多的用地，約 2,000 平方

米 1
，即用地沿城西道的一段（見附件一），用以營運休閒農耕和其

他輔助設施，其主要部分 2
須設置都市園圃，以經營靜態的綠化活動。 

12. 在參照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委託非牟利機構所管理、位於觀塘

繞道下的場地運作模式後，我們建議用地上的擬議園圃應儘量以開放

形式經營，讓更多市民能參與其中。換言之，形式應有別於康文署以

提供農地作耕種為主的園圃模式，不應只限於提供獨立位置予市民耕

種花卉或農作物以收割自用，而應考慮加入其他元素，讓園圃活動更

多樣化。例如可舉辦教育、導賞、手作工作坊、農耕體驗日營、廚餘

回收等活動，提供不同活動讓市民認識包括有機耕種、農地生態和綠

色生活的重要性。為配合多元主題，園圃會較康文署以農耕為主的園

圃略大，園內設施除農耕用地外，可包括其他用途例如戶外活動空間、

舞台、餐廳、小食亭或短期商店等。除例行維修和保養外，園圃需於 

1
中山紀念公園社區園圃和觀塘繞道下場地內都市園圃的面積均約為 1,100平方米。 

2
即 1,000平方米以上。



 

 

 

  

 

 

  

 

 

  

 

 

  

 

 

 

 

  

 

 

 

每日合理時間內免費開放予市民進出。我們亦鼓勵營運機構積極聯絡

中西區的幼稚園、小學、長者服務中心等，組織參觀團在平日時間到

訪園圃，周末時間則考慮以服務上班一族、家庭等對象為主，有效管

理參與人流。 

13. 另外，中標的營運機構在方案一下會負責管理餘下約七成多

的海濱空間（約  5,500 平方米）。在加裝適當的設施如圍欄、照明、

座椅後，須把用地開放給市民享用。我們也會鼓勵營運機構發揮創意，

多在這  5,500 平方米的空間上主辦或與其他機構合作舉辦不同類型的

活動供市民參與，例如墟市、運動班、攝影活動等，以增添這地方的

活力，並回應不同階層和年齡人士的需要。 

14. 方案二（見附件二）建議只把約 2,000 平方米的都市園圃和相

關輔助設施，通過公開招標程序交予中標的非牟利機構或社會企業營

運，運作和管理模式和上文第  11 和 12 段的建議大致相同。至於用地

餘下約 5,500 平方米的空間，則可透過政府工程在加裝適當的設施如

圍欄、照明、座椅後，優化成海濱長廊供市民作休憩用途，及不同機

構舉辦不同活動供市民參與。有關工程會參照過往海濱長廊前期工程

的簡約設計，由政府負責設計和施工，以及日後管理，以確保市民可

在安全舒適的情況下享用海濱。  

15. 方案一能統一管理整幅用地， 7,500 平方米的用地除足以容納

園圃外，亦能提供充裕空間讓營運機構舉辦不同的活動。由政府以外

的機構管理海濱用地也可為其用途帶來彈性。然而，要管理大面積的

用地對不少非政府機構，在營運能力和財力方面都是考驗。方案二下

能參與競投的非政府機構數目相信會較多，有利我們從不同標書中選

取最佳的建議，而海濱用地由政府部門按傳統模式管理，活動相信會

以靜態休憩為主。  

16. 無論是方案一或方案二，租金收入都不會是我們評審標書時

的主要考慮。相關的考慮因素，會包括入標者過去營運園圃的經驗、

建議營運模式、擬議活動詳情、用地開放程度、收費水平、服務是否

照顧到社區特別是中西區居民的需要等。為儘早開放用地，我們會爭

取在今年首季內進行公開招標，完成標書評審和相關程序後批出為期

三年的短期租約予中標機構。

未來路向  

17. 在聽取中西區區議會的意見後，政府將會徵詢海濱事務委員

會，並儘快在今年首季內展開招標程序。如要推展方案二，政府亦會

就有關海濱長廊前期工程開展設計工作，並會在適當時候就有關設計

再次徵詢中西區區議會的意見。



 
 

 

   

 

 

 

 

 

 
 

徵詢意見  

18. 我們邀請議員就第  10 至 16 段的建議給予意見。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日收到）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八年一月



附件一
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三個已釋出停泊位的建議短期用途
方案一：由中標的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營運用地的所有空間

由中標的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
加裝設施，然後開放給市民使
用，包括讓不同機構有機會舉辦
公眾活動予市民參與
（約5,500平方米）

由中標的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營
運休閒農耕和其他輔助設施
（約2,000平方米）

idatse
線段

idatse
線段

idatse
矩形

idatse
矩形



附件二
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三個已釋出停泊位的建議短期用途
方案二：由中標的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營運用地的部份空間

透過政府前期工程加裝設施，優化
成政府管理的海濱長廊，然後開放
給市民使用，包括讓不同機構有機
會舉辦公眾活動予市民參與
（約5,500平方米）

由中標的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營
運休閒農耕和其他輔助設施
（約2,000平方米）

idatse
線段

idatse
線段

idatse
矩形

idatse
矩形







 

 

 

 
 
   

  
 

 
  

 
 

   
 

   

 
 

   

 
 

  

 
 

   

 
 

 

附件二

相關會議一覽

發展局曾出席以下會議，就建議的短期用途，聽取持份者的

意見，及 /或介紹發展局的建議以徵詢意見。

日期 會議  
1. 2016 年 12 月 20 日 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海濱工作小

組 (中西區海濱工作小組  )會議  

2. 2017 年 1 月 12 日 海濱事務委員會港島區海濱發展

專責小組會議  (港島區海濱發展專
責小組 ) 

3. 2017 年 3 月 16 日 中西區區議會會議  

4. 2017 年 12 月 7 日 中西區海濱工作小組會議。

出席的關注團體包括中西區關注

組、守護堅城聯盟、創建香港、 
HeroesToo Foundation、城西關注
組、西環飛躍動力、基督教女青年

會、守護家園聯盟、西環街坊福利

會、香港聖公會，以及明愛莫張瑞

勤社區中心。其他書面意見由民建

聯提交，亦有當區居民出席會議及

提交書面意見。 

5. 2018 年 1 月 4 日 中西區區議會會議。

出席的關注團體包括守護堅城聯

盟、中西區關注組、西環飛躍動

力，以及當區居民。  

7. 2018 年 1 月 19 日 發展局副局長與關注團體會面，包

括守護堅城聯盟、中西區關注組、

城西關注組，以及西環飛躍動力。 

8. 2018 年 1 月 23 日 港島區海濱發展專責小組會議。

出席的關注團體包括守護堅城聯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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