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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引言  

 

1 . 1  为 了 提 升 香 港 作 为 世 界 级 城 市 的 形 象 ， 以 及 改 善 我 们 建

设 环 境 的 质 素 ， 规 划 署 先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完 成 了 「 香 港 城

市设计指引」研究 (下称「城市设计研究」 )， 再 在 二 零

零五年完成了「空气流通评估方法可行性研究」。  

 

1 . 2  本 章 所 载 的 城 市 设 计 指引， 是 根 据 上 述 两 项 研 究 的 结 果

和 建 议 制 订 的 。 内 容 涵 盖 主 要 的 城 市 设 计 及 空 气 流 通 课

题 ， 旨 在 从 宏 观 及 微 观 层 面 上 缔 造 美 感 和 功 能 兼 备 的 环

境。  

 

城市设计  
 

2 .  背景  

 

2 . 1  简 单 来 说 ， 城 市 设 计 犹 如 艺 术 创 作 ， 可 以 创 造 一 个 美 好

的 环 境 ， 亦 是 城 市 规 划 中 一 个 重 要 的 元 素 。 对 于 香 港 这

类 人 烟 稠 密 的 动 感 之 都 ， 城 市 设 计 尤 为 重 要 。 它 关 乎 建

筑 群 整 体 的 视 觉 影 响 、 人 与 环 境 之 间 的 连 系 、 活 动 空 间

的 建 立 、 巿 容 和 公 共 空 间 ， 以 及 改 变 整 体 城 市 景 观 的 过

程 。 城 市 设 计 就 实 体 和 空 间 的 配 置 ， 以 及 建 筑 形 式 的 组

合 及 其 与 四 周 空 间 和 环 境 的 立 体 关 系 ， 制 定 一 个 大 纲 ，

以达致环境美化和高质素的社会文化。  

 

2 . 2  要 为 香 港 建 立 一 个 高 质 素 、 符 合 可 持 续 发 展 原 则 的 优 质

建 设 环 境 ， 在 规 划 和 发 展 过 程 中 ， 须 充 分 考 虑 城 市 设 计

的概念和原则。   

 

2 . 3  规 划 署 于 二 零 零 三 年 完 成 「 城 市 设 计 研 究 」 。 目 的 是 拟

备 一 套 城 市 设 计 指 引 ， 推 动 市 民 认 识 城 市 设 计 上 的 考 虑

因 素 ， 并 作 为 评 核 城 市 设 计 的 大 体 纲 领 。 下 文 各 节 详 载

根 据 「 城 市 设 计 研 究 」 的 结 果 和 建 议 而 制 订 的 参 考 性 城

市设计指引。  

 

城市设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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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地 理 设 计 环 境  

 

3 . 1  香 港 山 峦 环 抱 ， 海 滨 蜿 蜒 伸 展 ， 并 有 天 然 海 港 横 贯 其

间。这地理环境对城市形貌有以下重要的影响：  

 

( a )  围 绕 维 多 利 亚 港 和 背 靠 鲜 明 山 脉 的 发 展 ， 树 立 了 我

们城市的面貌；  

 

( b )  香 港 的 陡 峭 地 形 促 使 各 区 的 城 市 发 展 集 中 在 平 地 和

填 海 土 地 上 ， 绵 延 的 山 脉 则 构 成 城 市 的 天 然 背 景 ；

以及  

 

( c )  山 脉 将 香 港 分 割 成 数 个 各 具 特 色 的 景 色 区 。 虽 然 这

些 景 色 区 的 发 展 形 式 或 密 度 各 不 相 同 ， 但 不 一 定 影

响毗邻的景色区。  

 

4 .  城 市 设 计 的 基 本 要 素 和 特 点  

 

4 . 1  城 市 设 计 应 着 重 表 现 香 港 优 美 特 色 的 基 本 设 计 要 素 。 改

善 香 港 建 设 环 境 中 未 如 人 意 的 部 分 ， 并 保 存 和 巩 固 香 港

的特色，是整体城市设计的方向和概念。  

 

4 . 2  香港的城市设计要素包括：  

 

宏观层面：都市形象  

  天然环境    轴线规划  

  海港    都市模式和外形  

  山脊线    门廊  

  基础设施    功能分区  

  环境保育    土地用途和活动  

  地区特色和市容   

 

中观层面：建筑物和空间  

  建筑物的组合    结集程度和高度  

  建筑设计和风格    地标  

  都市空间和城市广场    休憩用地和公园  

  街道及其模式    行人路和行人连接通道  

  观景廊    建筑物之间的连接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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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用者与环境的关系  

  人本比例    渐变  

  和谐    街景  

  街道设施    广告和指示牌  

  用料、色彩和材质   

 

5 .  应 用 范 围  

 

5 . 1  香 港 有 本 身 的 发 展 需 要 ， 所 采 用 的 城 市 设 计 概 念 ， 均 须

切 合 香 港 的 需 要 。 因 此 ， 城 市 设 计 指 引 不 应 作 出 过 份 严

紧 的 限 制 和 规 定 ， 而 是 造 就 有 创 意 的 设 计 。 在 发 展 机 会

容 许 的 情 况 下 ， 我 们 应 积 极 做 好 城 市 设 计 ， 以 达 到 下 列

目的：  

 

提升质素：  透 过 创 造 与 天 然 环 境 互 相 配 合 的 优 质 环 境 ，

改善市民的生活质素。  

融合灵活：  制定一套融合灵活及持续的城市设计指引。

提倡活力：  提倡多元和富活力的香港精神。  

保持弹性：  提 供 弹 性 ， 让 创 新 的 意 念 和 计 划 有 机 会 落

实。  

 

5 . 2  由 于 城 市 设 计 涵 盖 多 个 不 同 范 畴 ， 并 可 能 涉 及 不 同 的 价

值 观 ， 因 此 在 应 用 这 些 城 市 设 计 指 引 时 ， 亦 应 参 考 《 香

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内的其它相关篇章，以作出平衡。  

 

6 .  城 市 设 计 指 引  

 

6 . 1  一 般 的 城 市 设 计 考 虑 因 素 核 对 表  

 

6 . 1 . 1  以 下 的 核 对 表 ， 可 用 以 评 估 规 划 和 发 展 建 议 所

涉及的城市设计问题：  

 

 宏观层面  

 天然环境  

  天然环境的主要特点／组成部分  

  天 然 景 观 、 文 化 或 社 会 经 济 资 产 在 地 理 和

视觉景象质素上的直接及间接影响  

  配合天然环境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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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造环境  

  城市环境  

  添 加 城 市 特 色 及 创 造 高 质 素 环 境 以 促 进 城

市景致  

  地标的适合性及所产生的视觉影响  

  视觉景物的适合性及显见度  

  景观和发展模式方面的协调  

  整体高度轮廓和结集程度的协调  

  地方特色的増强  

  与历史文物环境的协调  

 

 中观层面  

 天然环境  

  对 天 然 景 观 在 地 理 和 视 觉 景 象 质 素 上 的 直

接和间接影响  

 

 人造环境  

  地点的合适  

  与现有观景廊的关系  

  对光线透射和空气流通的影响  

  与街道模式的协调  

  地标的适合性及所产生的视觉影响  

  整体高度轮廓和结集程度的协调  

  与地区文物的协调  

  对四周环境的影响  

 

 微观层面  

 天然环境  

  在功能上与天然环境的配合  

  与当地天然景观的配合  

 

 人造环境  

  适当配合街道环境和功能  

  方便行人的环境  

  人本比例和提升质素  

  空间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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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特 定 的 主 要 城 市 设 计 课 题 的 指 引  

 

6 . 2 . 1  下 文 各 段 载 列 关 于 特 定 的 城 市 设 计 课 题 的 指

引。  

 

( 1 )  市 区 边 缘 地 区 和 乡 郊 地 区 的 结 集 程 度 和 密 度  

 

市 区 边 缘 地 区  

 

6 . 2 . 2  市 区 边 缘 是 指 已 发 展 的 市 区 与 尚 待 发 展 的 乡 郊

地 区 的 接 壤 处 。 在 边 缘 地 区 进 行 发 展 的 一 般 原

则 ， 是 尊 重 天 然 环 境 、 为 发 展 区 适 当 定 界 ( 图

1 ) ， 以 及 在 市 区 与 乡 郊 地 区 之 间 提 供 视 觉 和 地

理 上 的 连 系 。 这 些 连 系 必 须 稳 固 ， 以 促 进 居 民

的 心 境 健 康 ， 从 而 有 助 提 升 生 活 质 素 。 视 觉 连

系 应 包 括 可 观 赏 附 近 天 然 景 色 的 主 要 观 景 廊 ，

如 可 能 的 话 ， 这 些 视 觉 联 系 应 一 直 伸 展 至 市 区

的中心。  

 

乡 郊 地 区  

 

6 . 2 . 3  乡 郊 地 区 的 建 筑 物 高 度 、 结 集 程 度 和 建 筑 外

形 ， 应 与 乡 郊 环 境 和 现 有 发 展 ( 例 如 传 统 乡 村 )

和 谐 协 调 。 应 鼓 励 采 用 不 同 的 建 筑 风 格 ， 以 免

发 展 项 目 流 于 刻 板 或 单 调 ， 同 时 应 避 免 兴 建 与

附近环境互不协调的「突兀」建筑物。  

 

 

图 1 市区边缘环境：市区与乡郊地区之间的过渡，须经过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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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发 展 建 筑 高 度 轮 廓  

 

6 . 2 . 4  由 于 普 遍 地 积 细 小 ， 要 充 分 用 尽 发 展 密 度 ， 以

往 只 好 不 断 进 行 高 空 发 展 ， 结 果 造 成 香 港 今 日

楼 高 街 狭 的 城 市 外 貌 。 扯 旗 山 和 狮 子 山 的 山 脊

线 ， 构 成 城 市 的 天 然 背 景 ， 是 香 港 著 名 的 景

色 。 但 随 着 日 益 增 多 的 高 楼 大 厦 ， 这 山 脊 线 已

受 到 遮 挡 。 此 外 ， 在 大 屿 山 和 新 界 等 的 山 脊 线

和 山 脉 ， 为 新 市 镇 与 郊 野 公 园 之 间 定 出 分 界 和

城市的远点标志。  

 

6 . 2 . 5  市 民 普 遍 认 为 山 脊 线 ／ 山 峰 是 香 港 的 珍 贵 资

产 ， 在 进 行 发 展 时 必 须 格 外 考 虑 ， 加 以 保 护 。

在 香 港 采 用 发 展 高 度 轮 廓 ， 目 的 正 是 要 维 持 并

加 强 城 市 与 天 然 景 色 ， 特 别 是 与 山 脊 线 ／ 山 峰

的 关 系 。 为 保 护 维 港 两 岸 的 重 要 山 脊 线 ／ 山 峰

和 山 峦 的 景 观 ， 从 主 要 和 人 流 汇 聚 的 瞭 望 点 望

向 的 山 脊 线 应 维 持 一 个 不 受 建 筑 物 遮 挡 地 带 。

《 都 会 计 划 ( 一 九 九 一 年 ) 》 所 载 的 指 引 建 议 设

立 一 个 2 0 % 至 3 0 % 山 景 不 受 建 筑 物 遮 挡 地 带

( 图 2 ) ， 可 作 为 初 步 依 据 ， 但 对 个 别 情 况 可 灵

活 放 宽 ， 以 及 容 许 在 适 当 地 点 出 现 地 标 建 筑 物

以突出山脊线。  

 

 

图 2 确立不受建筑物遮挡地带以保存山脊线景观  

 

( a )  香 港 岛 的 指 引  

 

6 . 2 . 6  香 港 岛 有 优 美 的 天 然 环 境 ， 扯 旗 山 巍 然 耸 立 ，

遥 望 维 港 和 九 龙 半 岛 。 港 岛 北 岸 发 展 应 配 合 扯

旗 山 和 其 它 山 脊 线 ／ 山 峰 ( 图 3 ) ， 以 保 护 从 九

龙 ( 特 别 是 从 西 九 龙 文 化 艺 术 区 、 尖 沙 咀 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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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场 馆 及 启 德 发 展 区 的 海 滨 长 廊 ) 望 向 的 景

观 。 在 上 述 这 些 瞭 望 点 的 观 景 廊 内 ， 应 避 免 无

限 制 高 度 及 破 坏 「 不 受 建 筑 物 遮 挡 地 带 」 的 发

展 。 对 于 个 别 地 区 的 景 色 ， 可 视 乎 情 况 考 虑 其

它合适的瞭望点。  

 

图 3  瞭望点 

 

6 . 2 . 7  绵 延 的 山 峦 ， 与 蓝 天 碧 海 互 相 辉 映 ， 令 人 对 香

港 留 下 难 以 磨 灭 的 深 刻 印 象 。 香 港 与 悉 尼 、 温

哥 华 、 三 藩 市 和 里 约 热 内 卢 被 誉 为 全 球 最 美 丽

的 五 个 海 港 。 有 此 美 誉 ， 自 应 保 护 由 山 顶 眺 望

维 港 的 视 野 。 保 护 从 海 旁 地 区 望 向 的 山 脊 线 和

山 顶 景 观 ， 亦 有 助 保 护 从 山 顶 和 其 它 山 脊 线 俯

瞰海港和城市的景观。  

 

6 . 2 . 8  至 于 香 港 岛 的 其 它 地 方 的 发 展 高 度 ， 应 著 重 加

强 特 定 地 区 的 地 方 特 色 、 保 护 壮 观 的 山 峦 背

景 ， 以 及 配 合 邻 近 地 区 的 风 格 。 城 市 的 轮 廓 应

依 天 然 地 形 勾 划 ， 而 高 度 分 级 的 轮 廓 则 应 顺 着

地 势 发 展 。 应 提 供 视 觉 调 剂 空 间 ， 并 在 不 同 地

区 规 划 不 同 的 建 筑 物 高 度 轮 廓 和 结 集 程 度 ( 图

4 ) 。 保 留 低 矮 和 低 密 度 地 区 ， 可 使 城 市 核 心 地

区的建筑发展更趋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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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地区的发展项目，规划不同的建筑物高度轮廓／结集程度 

 

( b )  九 龙 的 指 引  

 

6 . 2 . 9  九 龙 方 面 ， 绵 延 不 断 的 山 脊 线 由 狮 子 山 一 直 伸

展 至 飞 鹅 山 。 飞 鹅 山 山 势 雄 伟 ， 大 片 的 岗 峦 ，

衬 托 出 东 九 龙 和 东 南 九 龙 起 伏 多 姿 的 背 景 。 由

湾 仔 的 香 港 会 议 展 览 中 心 、 中 环 七 号 码 头 、 西

营 盘 的 中 山 纪 念 公 园 和 鲗 鱼 涌 公 园 远 眺 飞 鹅 山

和 主 要 九 龙 山 脊 线 的 景 观 ， 应 予 保 护 ( 图 3 ) 。

在 这 些 瞭 望 点 的 观 景 廊 内 ， 发 展 高 度 应 避 免 破

坏「不受建筑物遮挡地带」。  

 

6 . 2 . 10  至 于 九 龙 的 其 它 地 方 ， 其 考 虑 因 素 与 香 港 岛 其

它部分的考虑因素 ( 第 6 . 2 . 8 段 ) 类似。  

 

( c )  新 市 镇 的 指 引  

 

6 .2 .11  新 市 镇 的 发 展 项 目 ， 最 高 的 发 展 应 位 于 中 心 地

带 ， 然 后 向 市 镇 边 缘 地 点 递 减 为 中 至 低 层 。 应

避 免 兴 建 与 附 近 环 境 格 格 不 入 的 「 突 兀 」 建 筑

物 。 新 发 展 应 配 合 新 市 镇 的 独 特 地 形 和 景 观 环

境 ( 图 5 ) ， 并 渐 次 降 低 建 筑 物 高 度 ， 使 新 市 镇

与 邻 近 的 低 矮 发 展 环 境 互 相 协 调 和 融 合 。 可 观

赏 山 峦 背 景 或 水 域 景 色 的 观 景 廊 ／ 通 风 廊 ， 应

予 保 留 。 在 合 适 情 况 下 ， 应 在 文 娱 ／ 商 业 中 心

或 核 心 地 点 建 立 地 标 ( 图 6 ) 。 在 市 镇 中 心 ， 可

利 用 低 矮 建 筑 物 ， 例 如 社 区 会 堂 、 学 校 等 ， 作

为视觉调剂和缓冲空间 ( 图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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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与新市镇独特地形和景观环境相配合的发展 

 

 

 

图 6 位于文娱／商业中心的地标  

 

 

 

图 7 市镇中心内的视觉调剂和缓冲空间 

 

( d )  乡 郊 地 区 的 指 引  

 

6 .2 .12  应 在 各 乡 郊 景 色 区 内 厘 定 适 合 的 发 展 高 度 轮

廓 ， 以 保 存 与 市 区 不 同 的 特 色 ( 图 8 ) 。 在 适 合

的 情 况 下 ， 应 鼓 励 在 新 的 低 矮 发 展 中 采 用 不 同

的 建 筑 物 高 度 ， 令 近 郊 地 区 的 建 筑 外 形 更 添 姿

采 和 趣 味 。 应 避 免 千 篇 一 律 或 单 调 乏 味 的 建 筑

模 式 。 建 筑 物 高 度 和 结 集 程 度 应 与 乡 郊 环 境 和

谐 协 调 ( 图 9 ) 。 在 未 受 破 坏 和 景 观 易 受 影 响 的

景色区，三层是最高可采纳的建筑物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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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香港的景色区 

 

 

 

图 9 乡郊地区不协调的建筑物高度／结集程度  

 

 

( e )  摩 天 大 厦 的 指 引  

 

6 .2 .13  全 球 予 人 印 象 最 鲜 明 突 出 的 城 市 ， 往 往 有 多 幢

高 耸 入 云 的 大 楼 ， 鹤 立 于 一 般 建 筑 物 之 间 。 建

筑 设 计 出 色 而 且 地 点 适 当 的 摩 天 大 厦 ， 有 助 建

立城市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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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 14  为摩天大厦选址时，有两项主要准则：  
 

  环 境  –  摩 天 大 厦 应 坐 落 于 适 当 的 选 址 或 地

点 ， 位 置 明 显 ， 而 且 与 城 市 的 整 体 外 形 相

衬 。 建 议 发 展 应 与 其 它 城 市 设 计 目 标 没 有

冲突。  

  功 能  –  建 议 发 展 应 与 整 个 城 市 的 重 要 功 能

息 息 相 关 ， 例 如 交 通 运 输 枢 纽 ， 或 具 有 社

会或文化价值。  

 

6 . 2 . 15  西 九 龙 填 海 区 的 南 端 与 尖 沙 咀 区 将 形 成 为 一 个

新 的 主 要 高 楼 建 筑 枢 纽 ， 而 「 城 市 设 计 研 究 」

建议在上址以外不应再划设同类枢纽。  

 

( 3 )  海 旁 用 地  

 

( a )  理 想 和 目 标  

 

6 .2 .16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就 维 多 利 亚 港 所 订 立 的 理 想 ，

是 务 求 维 港 成 为 富 吸 引 力 、 朝 气 蓬 勃 、 交 通 畅

达 及 象 征 香 港 的 海 港 ， 成 为 港 人 之 港 、 活 力 之

港。有关设计目标是：  
 

  完善维港规划，增强港人和维港的连系；  

  增添优美景致，让市民尽览维港风光；  

  增添维港魅力，促进旅游事业；以及  

  鼓 吹 富 创 意 的 建 筑 设 计 及 提 供 规 划 完 善 的

设 施 、 休 憩 用 地 和 行 人 道 路 网 ， 促 进 多 元

化的活动，缔造优美海滨环境。  

 

6 . 2 . 17  维 港 是 香 港 市 民 的 特 别 天 然 资 产 ， 应 受 到 保

护 。 在 维 港 内 进 行 填 海 工 程 ， 必 须 确 保 环 境 质

素 ， 以 及 符 合 可 持 续 发 展 和 在 海 港 内 不 准 进 行

填海工程推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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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功 能 多 元 化  

 

6 .2 .18  沿 海 旁 应 预 留 用 地 作 文 娱 、 旅 游 相 关 、 康 乐 和

零 售 用 途 。 应 藉 多 元 化 的 活 动 和 功 能 ， 为 海 滨

注 入 生 气 ， 营 造 享 乐 气 氛 ( 图 1 0 ) 。 应 鼓 励 在

海 旁 进 行 富 视 觉 趣 味 和 可 吸 引 人 观 赏 的 活 动 。

如 可 行 的 话 ， 应 为 一 些 静 态 的 活 动 ， 例 如 钓 鱼

和 放 风 筝 ， 提 供 方 便 。 应 避 免 海 旁 区 出 现 会 间

断 海 滨 长 廊 的 不 协 调 土 地 用 途 ， 例 如 货 物 装 卸

区 ( 图 1 1 ) ， 以 及 一 些 位 处 海 边 会 在 视 觉 上 和

实 际 上 构 成 障 碍 的 大 型 基 础 设 施 ( 道 路 是 其 中

一例 ) ( 图 1 2 ) 。  

 

 

图 1 0 充满活力和多姿多采的海旁活动 

 

 

 

图 1 1 不相协调的海旁土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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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避免在海旁地区进行大型基础建设计划 

 

 

6 .2 .19  如 可 行 的 话 ， 应 辟 设 连 贯 的 海 滨 长 廊 ， 让 公 众

消 闲 遣 兴 ， 可 以 踱 步 、 缓 跑 、 踏 单 车 、 垂 钓 作

乐 ， 甚 至 闲 坐 其 间 ， 各 适 其 适 。 应 鼓 励 在 海 旁

加 入 一 些 富 趣 味 的 聚 脚 点 ， 例 如 园 景 美 化 设

施 、 休 憩 处 、 观 景 区 、 步 道 和 小 码 头 ， 令 海 旁

地区更添活力。  

 

( c )  设计  

 

6 .2 .20  海 旁 发 展 应 着 意 于 美 化 海 滨 的 形 貌 ， 以 及 配 合

海 滨 的 环 境 布 局 。 在 适 合 的 情 况 下，应 在 适 当

地 点 设 立 地 标 ， 例 如 在 海 港 的 入 口，或 竖 立 地

区 标 志 。楼 宇 体 积 会 产 生 重 要 的 视 觉 影 响 。 在

显 著 的 海 旁 位 置 ， 应 选 用 适 当 的 地 积 比 率 、 楼

宇 高 度 和 分 布 。设 计 优 美 的 海 旁 建 筑 ，则 更 值

得鼓励 ( 图 1 3 ) 。 

 

 

 

图 1 3 设计优美的低矮海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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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建 筑 物 的 高 度 和 外 形  

 

6 .2 .21  建 筑 物 的 高 度 和 空 间 应 与 人 本 比 例 有 一 定 关

系 ， 令 使 用 者 感 到 方 便 、 易 于 适 应 ， 并 认 同 其

设 计 。 香 港 地 少 ， 很 难 完 全 做 到 以 人 为 本 ， 但

可 透 过 善 用 不 同 空 间 、 园 景 美 化 和 街 景 等 ， 改

善 这 个 情 况 。 用 以 人 为 本 的 标 准 来 改 善 公 共 屋

邨和私人屋苑的设计，有助纾缓压力。  

 

6 . 2 . 22  建 筑 群 应 加 入 一 些 设 计 独 特 的 建 筑 物 和 枢 纽

区 ， 并 让 人 从 海 旁 看 到 内 陆 景 观 ( 图 1 4 ) 。 应

鼓 励 发 展 多 元 化 的 建 筑 群 ， 避 免 海 旁 的 面 貌 单

调乏味。  

 

 

图 1 4 海旁地区与内陆之间的观景廊 

 

 

6 .2 .23  较 高 的 建 筑 物 应 建 于 内 陆 地 区 ， 而 较 低 矮 的 建

筑 物 则 在 海 旁 地 区 ， 以 避 免 海 旁 充 斥 高 楼 大

厦 ， 并 同 时 增 加 从 市 区 眺 望 海 景 的 可 观 度 。 在

海 旁 的 建 筑 物 ， 在 规 模 上 和 外 墙 设 计 上 应 该 是

配 合 的 ， 以 免 在 沿 岸 形 成 「 墙 壁 效 应 」 。 如 适

合 的 话 ， 应 在 沿 岸 发 展 出 一 个 高 低 有 致 的 建 筑

物 高 度 轮 廓 ( 图 1 5 ) 。 在 新 发 展 区 ， 则 应 考 虑

在沿岸指定一些地点作低矮和低密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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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 避免形成「墙壁效应」及发展出高低有致的高度轮廓 

 

( e )  车 流 和 人 流  

 

6 .2 .24  车 辆 交 通 和 停 车 场 通 道 ， 应 只 限 位 于 海 旁 发 展

向 内 陆 的 一 面 。 应 提 供 一 个 舒 适 的 行 人 环 境 ，

以 确 保 行 人 可 以 充 分 享 受 在 海 旁 游 玩 的 乐 趣 。

应 在 海 旁 地 区 与 城 市 核 心 之 间 提 供 行 人 通 道

( 包 括 为 残 障 人 士 而 设 的 设 施 ) ， 尽 量 方 便 行 人

前往海旁地区 ( 图 1 6 ) 。  

 

 

 

图 1 6 尽量方便行人前往海旁地区 

 

 

6 .2 .25  应 透 过 辟 设 海 滨 长 廊 ， 增 加 行 人 前 往 海 滨 的 方

便 。 可 行 的 话 ， 海 滨 长 廊 应 沿 岸 边 连 续 性 伸

展，同时在若干地点与内陆连接。  

 

( f )  园 景 设 施 和 休 憩 用 地 的 供 应  

 

6 .2 .26  向 内 陆 的 一 面 应 设 有 休 憩 用 地 ， 以 吸 引 游 人 进

入 。 每 隔 一 段 距 离 ， 亦 应 有 休 憩 用 地 连 接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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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 ， 以 产 生 连 贯 性 和 观 景 看 透 度 。 休 憩 用 地 应

按 不 同 大 小 分 布 。 如 果 情 况 适 合 ， 可 考 虑 辟 设

一 些 较 大 的 休 憩 用 地 ， 以 供 公 众 聚 会 或 举 办 文

化和社交活动。  

 

( g )  海 岸 线 的 形 状  

 

6 .2 .27  香 港 过 往 的 海 岸 线 蜿 蜒 曲 折 ， 景 致 迷 人 ， 但 沿

海 的 发 展 有 可 能 把 海 岸 线 和 海 湾 拉 直 ， 造 成 平

直 而 乏 味 的 海 岸 线 。 日 后 如 修 筑 海 堤 ， 应 重 视

天然的海岸线和营造出有生气的海岸线。  

 

( 4 )  公 共 空 间  

 

6 . 2 . 28  城 市 设 计 的 每 一 个 环 节 ， 都 对 公 共 空 间 有 一 定

作 用 。 下 文 所 概 述 的 措 施 ， 可 令 发 展 有 实 际 增

值，例如增加店铺附近的行人网络。  

 

( a )  街道  

 

6 .2 .29  应 为 街 道 主 要 两 旁 创 造 多 姿 多 采 且 能 应 时 配 合

的 环 境 ， 令 行 人 感 到 趣 味 ， 亦 为 街 道 增 添 活

力 。 面 向 人 流 旺 盛 的 街 道 ， 应 鼓 励 设 立 零 售

铺 。 机 房 应 尽 量 置 于 横 街 或 后 街 。 在 适 当 的 街

角 ， 可 设 立 一 些 易 于 识 别 的 标 志 和 腾 出 更 多 空

间，以改善街道环境和营造地方性的归属感。  

 

6 . 2 . 30  应 加 入 人 本 比 例 的 设 计 元 素 ， 例 如 周 边 商 场 ，

作 为 人 与 建 筑 物 之 间 的 中 介 景 物 。 建 筑 物 的 外

墙 和 平 台 的 边 缘 ， 尤 其 是 地 面 和 第 一 层 ， 无 论

在 建 筑 设 计 、 建 筑 细 节 和 建 材 选 料 方 面 ， 均 应

着重趣味性 ( 图 1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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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7 利用平台在令人显得矮小的高大建筑物加重人本比例 

 
 

( b )  休 憩 用 地  
 

6 .2 .31  应 鼓 励 辟 设 园 景 建 筑 与 园 林 种 植 配 搭 得 宜 的 休

憩 用 地 ， 以 迎 合 动 态 及 静 态 康 乐 用 途 在 功 能 上

的 要 求 。 详 细 的 局 部 园 景 设 计 ， 则 应 配 合 个 别

地 点 的 情 况 ， 尽 量 做 到 容 易 辨 识 和 环 境 舒 适 ，

并 为 城 市 提 供 一 片 绿 化 园 地 。 在 休 憩 用 地 内 ，

应 竖 立 别 具 特 色 的 地 标 景 物 ， 营 造 方 向 感 和 地

方感 ( 图 1 8 ) 。  
 

 

图 1 8 休憩用地内能够吸引目光的地标景物 

 

6 . 2 . 32  此 外 ， 应 鼓 励 在 发 展 项 目 的 地 面 、 平 台 和 屋 顶

辟 设 能 方 便 使 用 者 到 达 的 休 憩 用 地 ( 图 1 9 ) 。

如 可 行 的 话 ， 在 进 行 发 展 时 ， 应 尽 量 拨 出 多 些

地面空间，以辟作园林休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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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9 在平台层辟设的休憩用地 

 

6 .2 .33  应 沿 街 道 、 主 要 运 输 走 廊 和 行 人 通 道 植 树 ， 以

及 辟 设 园 景 绿 化 区 和 美 化 市 容 地 带 ， 以 调 和 呆

板 的 人 工 环 境 。 应 避 免 把 休 憩 用 地 设 于 边 缘 地

区 ， 令 用 地 无 人 问 津 。 应 尽 量 方 便 公 众 前 往 休

憩 用 地 。 加 强 空 间 的 视 觉 连 系 ， 可 有 助 引 导 行

人 前 往 休 憩 用 地 设 施 ( 图 2 0 ) 。 亦 应 鼓 励 灵 活

善 用 休 憩 用 地 ， 让 市 民 得 以 充 分 享 用 这 些 设

施。  

 

 

图 2 0 建立视觉连系以引导行人前往休憩用地 

 

( 5 )  街景  

 

6 . 2 . 3 4  街 景 一 词 泛 指 街 道 的 整 体 外 貌 及 在 街 道 上 所 见

的 一 切 景 物 ， 涵 义 甚 广 。 就 城 市 设 计 而 言 ， 街

景有以下几个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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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确保街道的所有组成部分无论在设  

计、用料和建造上均质素优良；  

  力求格调一致，和谐协调；  

  尽量在核心区开发以行人为本并能吸引行  

人的空间；以及  

  配合人本比例的设计及残障人士／长者的  

需要。  

 

6 . 2 . 3 5  街 景 与 一 个 地 方 的 整 体 性 是 有 关 连 的 。 凡 在 街

上 所 见 的 景 物 及 所 获 得 的 体 验 ， 均 涵 盖 在 内 。

下文逐一谈论街景的各个组成部分。  

 

( a )  行 人 环 境  

 

6 . 2 . 3 6  在 香 港 作 为 行 人 ， 并 不 是 一 件 惬 意 的 事 ， 遇 上

酷 热 潮 湿 的 日 子 或 者 纳 闷 的 下 雨 天 ， 更 彷 佛 寸

步 难 行 。 改 善 这 些 问 题 可 以 从 设 计 上 着 手 ， 为

行 人 制 造 遮 阴 效 果 。 应 为 行 人 提 供 一 个 安 全 、

清 洁 、 四 通 八 达 和 趣 味 盎 然 的 环 境 ， 且 要 充 分

顾 及 局 部 地 区 气 候 方 面 的 因 素 ( 图 2 1 ) ， 并 须

确 保 设 有 方 便 残 障 人 士 使 用 的 通 道 ( 图 2 2 ) 。

应 缩 减 平 台 的 地 面 覆 盖 范 围 ， 以 腾 出 更 多 地 面

作 为 休 憩 用 地 及 进 行 街 头 活 动 。 为 方 便 行 人 流

通 ， 行 人 过 路 线 应 符 合 「 交 通 需 求 线 」 ( 图

2 3 ) 。 应 避 免 在 交 通 灯 位 设 分 段 横 过 马 路 处 ，

以 免 对 人 流 造 成 限 制 及 令 行 人 在 安 全 岛 等 候 而

造成不便。 
 

图 2 1 安全、清洁和交通方便的行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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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方便残障人士使用的通道 

 

 

图 2 3 符合「交通需求线」的户内行人路线 

 

( b )  行 人 道 的 宽 度 和 路 面  

 

6 .2 .37  行 人 道 应 有 足 够 宽 度 以 容 纳 人 流 和 街 道 装 置 ，

并 须 为 公 用 事 业 设 施 、 树 木 ／ 环 境 美 化 设 施 额

外 预 留 空 间 。 在 城 市 旧 区 ， 行 人 道 宽 度 不 足 以

应 付 目 前 的 需 要 ， 故 此 ， 在 进 行 重 建 时 ， 应 设

法 把 建 筑 范 围 后 移 或 缩 减 平 台 覆 盖 范 围 ， 以 扩

阔 这 些 行 人 道 。 在 新 发 展 区 ， 则 应 有 设 计 优 良

和 较 为 宽 阔 的 行 人 道 ， 以 创 造 高 质 素 的 行 人 环

境 。 行 人 道 的 阔 窄 在 定 案 前 ， 应 先 咨 询 公 用 事

业 公 司 和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等 ， 务 求 在 规 划 时 预 留

的行人道阔度足以完全符合所有需求。  

 

6 . 2 . 38  行 人 路 面 应 该 美 观 悦 目 和 富 吸 引 力 。 在 可 行 的

情 况 下 ， 应 尽 量 铺 筑 高 质 素 的 行 人 路 面 ， 例 如

用地砖铺砌图案、用砖或石铺砌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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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土 地 用 途  

 

6 .2 .39  土 地 用 途 对 街 景 的 构 图 扮 演 一 个 重 要 角 色 。 应

鼓 励 在 建 筑 物 面 向 主 要 街 道 的 部 分 创 造 活 力 动

感 和 进 行 各 式 各 样 的 用 途 ， 例 如 在 行 人 路 旁 设

置 商 铺 、 酒 吧 、 咖 啡 茶 座 ， 并 以 人 本 比 例 的 设

计 ， 对 街 景 作 出 其 它 改 善 ， 从 而 令 城 市 更 具 活

力 ， 更 添 生 气 ( 图 2 4 ) 。 应 避 免 在 这 些 主 要 临

街地方设置机房或外墙死寂的设施。  

 

 

图 2 4 街景生气洋溢 :共存而多样化的用途及活动 

 

 

( d )  街 道 上 富 趣 味 和 人 本 比 例 的 设 计  

 

6 .2 .40  应 鼓 励 在 建 筑 物 低 层 采 用 别 出 心 栽 的 设 计 ， 或

把 面 向 街 道 部 分 设 计 得 特 出 有 趣 ， 为 街 道 增 添

姿 采 。 亦 可 利 用 中 型 建 筑 物 遮 挡 部 分 远 处 的 大

型 建 筑 物 ， 或 利 用 建 筑 部 分 作 为 行 人 于 恶 劣 天

气下的遮盖处，以加重街道的人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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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园 景 美 化 ( 园 林 种 植 和 园 景 建 筑 )  

 

6 .2 .41  应 沿 路 旁 植 树 和 提 供 优 质 的 园 景 建 筑 ， 例 如 铺

砌 路 面 、 放 置 雕 塑 等 ， 可 改 善 街 道 环 境 。 种 植

树 木 、 设 置 灌 木 树 圃 及 进 行 园 景 美 化 ， 可 柔 和

石 屎 街 道 及 减 低 街 道 环 境 受 热 机 会 ( 图 2 5 ) 。

为 街 道 塑 造 风 格 时 ， 要 小 心 选 择 树 木 和 灌 木 的

品 种 ， 特 别 是 须 留 意 这 些 植 物 在 风 景 上 的 效 果

和 四 季 色 彩 变 化 ( 例 如 花 叶 的 颜 色 ) 。 为 确 保 行

人 路 径 有 树 荫 蔽 ， 必 要 时 或 须 选 择 既 粗 壮 又 可

抵 受 交 通 废 气 的 植 物 品 种 。 新 发 展 区 ( 例 如 填

海 区 ) 可 进 行 园 境 美 化 的 空 间 较 多 ， 应 该 预 留

大 量 园 景 用 地 ， 以 便 与 休 憩 用 地 融 合 为 一 个 格

调 一 致 的 休 憩 用 地 架 构 。 路 旁 树 木 的 树 根 应 避

免妨碍地底公用设施 ( 例如喉管和电缆 ) 。  

 

 

图 2 5 路旁植树 

 

( f )  街 道 装 置  

 

6 .2 .42  应 提 供 高 质 素 的 街 道 装 置 ， 以 配 合 该 区 或 邻 近

发 展 的 风 格 ( 图 2 6 ) 。 在 商 业 和 旅 游 区 应 避 免

千 篇 一 律 的 街 道 装 饰 。 应 考 虑 设 置 高 质 素 设 计

的 座 椅 、 行 人 指 示 牌 和 旗 杆 ， 以 建 立 地 方 感 。

至 于 其 它 地 面 上 的 装 置 如 电 话 亭 、 消 防 栓 、 邮

筒 和 有 盖 巴 士 ／ 电 车 站 ， 亦 应 采 用 优 美 的 设

计 。 应 容 许 在 街 道 上 竖 立 小 型 地 标 ， 例 如 富 特

色 的 入 口 、 雕 塑 或 园 林 景 色 ， 让 驾 车 人 士 和 行

人 可 藉 以 辨 别 方 向 。 街 道 装 置 、 过 路 处 、 凹 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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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 路 面 铺 设 、 凸 字 资 料 板 等 的 设 计 ， 须 充 分 顾

及残障人士的需要。  

 

 

图 2 6 高质素的街道装置 

 

 

6 . 2 . 43  在 提 供 与 道 路 ／ 行 人 路 有 关 的 街 道 装 置 和 设 施

( 例 如 路 障 、 路 牌 、 街 灯 、 垃 圾 箱 和 噪 音 屏 障 )

时 ， 应 考 虑 这 些 设 施 的 位 置 和 设 计 在 视 觉 上 对

整 体 街 景 的 影 响 。 如 需 要 设 置 路 旁 噪 音 屏 障 ，

这 些 屏 障 的 设 计 和 建 造 均 须 达 到 高 水 平 。 应 为

驾 驶 者 和 行 人 设 置 清 晰 和 资 料 详 尽 的 路 牌 ， 方

便 他 们 决 定 其 路 线 。 路 牌 不 应 胡 乱 堆 放 致 令 街

景 杂 乱 无 章 ( 图 2 7 ) 。 在 切 实 可 行 范 围 内 尽 量

共 享 路 牌 柱 ， 有 条 理 地 放 置 不 同 的 路 牌 。 应 鼓

励 采 用 设 计 独 特 的 街 灯 。 噪 音 屏 障 不 可 以 碍

眼 ， 否 则 会 对 街 景 构 成 视 觉 影 响 。 因 此 ， 在 适

当 的 情 况 下 ， 可 把 噪 音 屏 障 融 入 园 景 美 化 计

划 ， 或 者 采 用 透 明 物 料 ( 例 如 玻 璃 ) 制 造 ， 以 减

低 视 觉 上 的 影 响 。 在 竖 立 噪 音 屏 障 时 ， 应 注 意

平 衡 所 有 环 境 准 则 的 要 求 ， 包 括 纾 缓 噪 音 ， 以

及避免或尽量减轻视觉及其它附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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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7 避免路牌杂乱无章 

 

( g )  行 车 天 桥 和 行 车 隧 道  

 

6 .2 .44  行 车 天 桥 一 般 既 不 吸 引 ， 又 会 阻 挡 观 景 廊 和 特

色 建 筑 物 的 视 线 ， 对 景 观 造 成 重 大 影 响 。 如 适

当 的 话 ， 应 采 取 纾 缓 措 施 ， 例 如 利 用 攀 藤 植 物

或 加 插 其 它 视 觉 趣 味 ， 以 尽 量 减 轻 视 觉 上 的 负

面影响 ( 图 2 8 ) 。  

 

 

图 2 8 纾缓行车天桥视觉影响的措施 

 

 

6 .2 .45  应 鼓 励 采 用 行 车 隧 道 。 行 车 隧 道 对 景 观 的 影 响

较 小 ， 可 将 交 通 带 离 地 面 以 改 善 行 人 环 境 。 应

设 法 把 隧 道 出 入 口 与 城 市 的 形 貌 自 然 融 合 。 可

使 用 彩 色 编 码 和 易 于 区 分 的 路 牌 ， 以 识 别 不 同

的地区。  

 

 



 

 2 5  

( h )  行 人 天 桥 和 行 人 隧 道  

 

6 .2 .46  香 港 是 一 个 非 常 稠 密 的 城 市 ， 人 车 分 隔 可 解 决

人 车 争 路 的 情 况 。 如 须 人 车 分 隔 ， 应 注 意 以 下

几点：  
 

  行 人 天 桥 应 尽 可 能 短 些 ， 最 好 与 街 道 成 直

角 。 它 应 能 把 空 间 结 构 加 强 ， 而 不 是 将 之

分开。  

  避 免 兴 建 单 独 式 的 过 路 行 人 天 桥 。 应 鼓 励

把 天 桥 的 起 点 和 终 点 直 接 相 连 于 地 面 以 上

的 楼 层 ( 图 2 9 ) 。 起 点 和 终 点 如 须 设 于 地

面 ， 则 应 尽 量 装 设 升 降 机 和 扶 手 电 梯 。 亦

应考虑行人天桥结构的美观。  

 

图 2 9 以通道连接商场，胜于兴建单独式的行人天桥 

 

  兴 建 行 人 天 桥 时 应 有 适 当 的 协 调 ， 以 方 便

行人往来。  

  在 计 划 建 造 行 人 天 桥 时 ， 应 同 时 考 虑 到 园

林设计。  

 

6 . 2 . 47  行 人 隧 道 的 墙 壁 和 地 面 用 料 、 灯 光 照 明 、 出 入

口 和 其 它 部 分 ， 均 应 采 用 高 质 素 和 优 美 的 设

计 ， 以 增 加 美 观 和 提 供 一 个 悦 目 安 全 的 行 人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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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减 低 车 速  

 

6 .2 .48  设 立 行 人 专 区 ， 可 以 极 有 效 地 减 少 人 车 争 路 的

情 况 、 提 供 无 车 的 环 境 、 避 免 交 通 噪 音 和 废 气

造 成 不 良 影 响 ， 以 及 制 造 人 流 汇 聚 的 地 方 。 对

车 辆 交 通 没 有 重 要 性 但 人 流 高 ／ 建 造 形 式 特 别

的 街 道 ， 可 辟 作 行 人 专 区 。 在 合 适 的 情 况 下 ，

应 提 供 行 人 优 先 设 施 ， 例 如 行 人 专 区 及 地 下 或

半 地 下 道 路 ， 以 促 使 人 车 分 隔 。 在 适 当 地 点 ，

可 采 用 其 它 减 低 车 速 的 设 施 ， 例 如 设 置 道 路 收

窄 位 、 减 速 路 拱 和 提 高 过 路 水 平 线 ， 以 及 路 面

改 用 不 同 的 颜 色 和 物 料 ， 又 或 移 走 路 壆 ， 以 制

造 一 个 更 舒 适 的 行 人 环 境 。 在 稠 密 的 市 区 地

带 ， 可 考 虑 实 施 「 巴 士 专 用 道 路 」 ( 图 3 0 ) 、

「 电 车 专 用 道 路 」 、 「 停 车 步 行 」 或 「 停 车 转

乘」计划，以减少交通流量。  

 

 

图 3 0 指定交通专用道路的概念 

 

( 6 )  文 化 遗 产  

 

6 .2 .49  香 港 有 丰 富 的 文 化 遗 产 ， 既 有 欧 陆 式 的 建 筑 物

及 ／ 或 传 统 的 中 式 建 筑 设 计 ， 亦 有 各 种 文 物

( 例 如 堡 垒 、 石 刻 、 墓 穴 、 纪 念 碑 、 古 窑 等 ) 及

古 树 。 这 些 文 化 遗 产 是 城 市 的 重 要 地 标 ， 影 响

地 方 性 以 至 中 型 规 模 的 整 体 城 市 设 计 。 这 些 尚

存 的 文 化 遗 产 ， 应 予 以 保 护 ， 并 通 过 有 效 的 设

计创造一个适当的四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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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改 作 新 用 途  

 

6 .2 .50  应 鼓 励 保 存 具 历 史 意 义 、 建 筑 特 色 及 文 化 价 值

的 建 筑 物 ， 使 香 港 的 文 化 和 历 史 得 以 流 传 。 这

些 建 筑 物 的 翻 新 和 改 变 用 途 ， 应 与 周 围 的 环 境

相协调。历史建筑物应该有适当的新用途。  

 

( b )  保 护 历 史 文 物 的 环 境  

 

6 .2 .51  单 独 或 群 组 形 式 存 在 的 历 史 文 物 ， 应 视 为 重 要

的 组 景 元 素 ， 其 环 境 或 布 局 须 予 配 合 。 应 为 历

史 文 物 保 存 或 创 造 一 个 适 当 的 四 周 环 境 ( 图

3 1 ) 。 在 可 行 的 情 况 下 ， 应 保 留 和 扩 阔 眺 望 历

史 文 物 的 景 观 ( 图 3 2 ) 。 如 情 况 需 要 ， 毗 邻 新

建筑物的高度应朝历史文物的方向渐次降低。  

 
 

 

图 3 1 为历史文物提供适当的环境 

 

 

 

 

图 3 2 保存或扩阔眺望历史文物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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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协调  

 

6 .2 .52  为 尽 量 减 轻 毗 邻 新 建 筑 物 对 历 史 文 物 的 负 面 影

响 ， 新 建 筑 物 的 结 集 模 式 ， 较 大 型 的 应 该 远 离

文 物 ， 较 小 型 的 则 较 近 文 物 。 新 建 筑 物 可 采 用

梯 级 式 及 园 景 平 台 的 设 计 ， 务 求 在 规 模 上 或 甚

至 连 风 格 上 也 与 历 史 文 物 融 汇 一 致 。 新 建 筑 物

( 特 别 是 较 低 楼 层 ) 的 规 模 、 比 例 、 色 彩 、 用 料

或 建 筑 设 计 ， 均 应 尽 量 与 历 史 文 物 相 协 调 ( 图

3 3 ) 。  

 

 

图 3 3 新旧建筑物在比例上互相辉映 

 

( d )  保 存 地 方 特 色  

 

6 .2 .53  个 别 地 区 各 有 本 身 独 特 的 文 化 、 地 理 环 境 和 历

史 风 俗 。 进 行 重 建 时 ， 应 尽 量 保 留 和 増 强 这 些

文化风俗和特色。  

 

( e )  重 建 历 史 文 化  

 

6 .2 .54  如 适 当 的 话 ， 新 发 展 可 利 用 建 筑 外 形 和 用 料 予

人 古 色 古 香 的 感 觉 ， 增 添 姿 采 而 有 别 于 市 区 的

建筑物，互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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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观 景 廊  
 

6 .2 .55  观 景 廊 让 我 们 可 以 眺 望 远 方 的 景 物 ， 例 如 地

标 、 山 脊 线 、 水 域 、 郊 外 景 色 和 其 它 自 然 景 物

等 。 观 景 廊 应 纳 入 发 展 蓝 图 的 设 计 内 ， 并 且 与

由 道 路 、 休 憩 用 地 、 美 化 市 容 地 带 、 低 地 建 筑

物 形 成 的 观 景 廊 连 合 起 来 。 应 保 护 可 观 赏 地

标 、 特 色 景 物 的 视 野 ， 以 避 免 景 观 变 得 狭 窄 及

不 完 整 。 此 外 ， 应 尽 量 增 设 观 景 廊 ， 增 加 我 们

能 从 多 方 面 望 穿 这 个 稠 密 城 市 的 视 线 。 维 多 利

亚 港 、 扯 旗 山 ／ 狮 子 山 、 主 要 山 脊 线 ／ 山 峰 的

景 观 都 是 「 香 港 形 象 」 的 所 系 ， 我 们 应 该 致 力

保 护 及 避 免 失 去 这 些 景 观 。 如 可 行 的 话 ， 观 景

廊应加以园景美化。  

 
( 8 )  建 筑 物 的 外 露 支 柱  
 

6 .2 .56  市 区 边 缘 经 常 有 些 地 势 陡 斜 的 土 地 ， 须 采 用 外

露 支 柱 或 切 削 斜 坡 ( 或 同 时 采 用 这 两 项 措 施 ) ，

始 能 建 成 面 积 恰 当 的 高 架 平 台 以 进 行 发 展 。 为

尽 量 减 轻 支 柱 在 视 觉 上 的 负 面 影 响 ， 应 采 取 适

当 的 环 境 美 化 措 施 ， 包 括 栽 种 高 大 树 木 或 悬 垂

植 物 ， 以 及 在 支 柱 之 间 筑 墙 或 竖 立 栅 栏 ( 例 如

砖 墙 或 装 饰 性 金 属 围 屏 ) ( 图 3 4 ) 。 支 柱 间 的 墙

壁 应 选 用 可 在 视 觉 上 产 生 美 感 的 颜 色 和 材 料 。

如 情 况 许 可 ， 应 鼓 励 在 市 区 边 缘 地 区 建 设 一 些

占地面积小而适合建于斜坡上的发展。  

 

图 3 4 尽量减轻建筑物外露支柱在视觉上的负面影响 

 
7 .  特 定 的 主 要 土 地 用 途 的 指 引  
 

7 . 1  有 关 特 定 的 主 要 土 地 用 途 的 城 市 设 计 指 引 ， 例 如 商 业 、

住 宅 和 工 业 方 面 的 城 市 设 计 指 引 ， 分 别 列 载 于 表 1 、 2

和 3 。  



 

 3 0  

8 .  实施  

 

8 . 1  城市设计指引可以透过现有的法定和行政机制实施。  

 

8 . 2  法 定 方 式 包 括 ( 1 ) 透 过 在 根 据 《 城 市 规 划 条 例 》 所 拟 备

的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图 的 《 注 释 》 订 定 规 范 ， 规 管 建 筑 物 的

高 度 、 上 盖 面 积 和 地 积 比 率 等 ； ( 2 ) 规 定 在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图 上 的 「 综 合 发 展 区 」 地 带 进 行 发 展 时 须 提 交 总 纲 发

展 蓝 图 ， 以 规 管 建 筑 物 的 布 局 和 设 计 ； ( 3 ) 引 用 《 建 筑

物 条 例 》 管 制 个 别 建 筑 物 的 设 计 ； 以 及 ( 4 ) 根 据 《 古 物

及古迹条例》规管历史文物。  

 

8 . 3  行 政 机 制 包 括 ( 1 ) 在 拟 备 发 展 用 地 的 地 契 条 款 时 ， 纳 入

有 关 城 市 设 计 的 考 虑 因 素 ， 例 如 「 设 计 、 分 布 和 高 度 」

条 文 。 地 契 条 款 可 列 明 建 筑 物 的 设 计 和 分 布 、 高 度 、 屋

宇 类 别 的 限 制 、 环 境 美 化 项 目 及 总 纲 发 展 蓝 图 等 的 要

求 ； 以 及 ( 2 ) 就 地 区 或 地 方 层 面 的 新 大 型 发 展 或 重 建 项

目进行城市设计研究，继而制定更详细的指引。  

 

空气流通  

 

9 .  背景  

 

9 . 1  香 港 既 是 全 世 界 其 中 一 个 人 口 最 稠 密 的 城 市 ， 同 时 又 属

于 亚 热 带 气 候 ， 夏 天 的 天 气 炎 热 潮 湿 。 因 此 ， 我 们 的 城

市 基 本 上 需 要 更 多 通 风 ， 藉 以 降 温 及 带 来 舒 适 的 建 设 环

境 。 为 了 令 本 港 的 风 环 境 得 到 显 著 及 长 远 的 改 善 ， 我 们

应尽量完善城市设计，特别为公共空间增加通风。  

 

9 . 2  全 城 清 洁 策 划 小 组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八 月 提 出 建 议 ， 为 改 善

城 市 楼 宇 布 局 ， 要 求 规 划 署 研 究 把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列 为 所

有 大 型 发 展 或 重 建 项 目 及 未 来 规 划 的 其 中 一 个 考 虑 因

素 。 因 此 ， 规 划 署 进 行 了 「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方 法 可 行 性 研

究 」 ( 下 称 「 空 气 流 通 研 究 」 ) ； 并 于 二 零 零 五 年 完 成 该

项 研 究 。 根 据 研 究 建 议 ， 规 划 署 制 订 了 一 套 意 向 指 引 及

有 关 进 行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的 纲 领 。 下 文 所 载 的 指 引 旨 在 补

充及巩固城市设计指引在改善空气流通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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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3  政 府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五 月 公 布 的 「 首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 」

所 提 出 的 其 中 一 个 目 标 ， 是 贯 彻 和 检 讨 促 进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城 市 规 划 和 设 计 指 引 ， 当 中 特 别 关 注 到 建 筑 物 对 景 观

廊 或 空 气 流 通 的 影 响 。 下 列 的 空 气 流 通 指 引 正 是 为 了 迈

向这个目标而订立的。  

 

1 0 .  整 体 目 标 、 应 用 范 围  

 

1 0 . 1  下 一 节 列 出 土 地 用 途 规 划 、 城 市 设 计 及 大 型 发 展 规 划 和

设 计 在 早 期 阶 段 尚 未 实 际 进 行 任 何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前 应 用

的 意 向 指 引 。 这 些 指 引 现 阶 段 适 用 于 政 府 的 主 要 项 目 ，

与 及 对 拟 备 图 则 的 规 划 过 程 提 供 宏 观 层 面 上 的 辅 助 。 当

局 并 不 强 制 但 鼓 励 私 人 项 目 建 议 者 在 制 定 规 划 和 设 计 建

议时参考这些指引。  

 

1 0 . 2  意 向 指 引 是 以 公 共 空 间 的 总 体 行 人 风 环 境 为 重 点 。 本 章

第 6 及第 7 节的城市设计指引，以及第四章有关绿化的

准 则 ， 部 分 亦 与 改 善 空 气 流 通 有 关 ， 也 可 作 为 参 考 。 而

第 九 章 则 详 述 达 空 气 质 素 目 标 的 指 引 。 至 于 屋 宇 署 所 发

出 的 「 认 可 人 士 及 注 册 结 构 工 程 师 作 业 备 考 」 ， 与 及 屋

宇 署 、 地 政 总 署 和 规 划 署 共 同 发 出 的 「 联 合 作 业 备 考 第

1 号 - 环 保 及 创 新 的 楼 宇 」 则 涵 盖 了 有 关 改 善 楼 宇 通 风

及绿化的设计指引。  

 

1 0 . 3  虽 然 在 规 划 及 设 计 过 程 中 应 该 尽 量 顾 及 空 气 流 通 的 情

况 ， 但 正 如 城 市 设 计 中 其 它 因 素 一 样 ， 这 只 不 过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考 虑 因 素 。 在 采 用 这 些 意 向 指 引 时 ， 必 须 适 当 地

考 虑 其 它 因 素 ， 才 能 在 各 个 不 同 的 目 标 之 间 取 得 平 衡 ，

以符合社会需要。  

 

1 0 . 4  这 套 意 向 指 引 未 能 实 时 得 以 全 部 实 施 ， 亦 未 能 在 全 港 各

区 实 时 一 致 施 行 。 新 发 展 区 的 规 划 应 依 循 这 些 指 引 进

行 ， 而 旧 建 成 区 的 规 划 则 应 借 着 市 区 重 建 的 契 机 ， 根 据

有关指引循步渐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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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空 气 流 通 意 向 指 引  

 

1 1 . 1  主 要 原 则  

 

1 1 . 1 . 1  下 文 各 分 节 按 地 区 层 面 就 地 区 土 地 用 途 规 划 和

城 市 设 计 ， 与 及 按 地 盘 层 面 就 大 型 发 展 项 目 的

初 步 地 盘 规 划 和 设 计 ， 分 类 载 列 空 气 流 通 意 向

指引。  

 

地区层面          地盘层面  

  地盘布局    平台建筑  

  通风廊／风道    建筑物的排列  

  街道布局的定向、  

模式及扩阔街道  

  建筑物的透风度  

  建筑物的高度和外形  

  海旁用地    园景美化设施  

  高度轮廓    外伸的障碍物  

  休憩用地及行人区  

的绿化和分布  

  冷质物料  

 

 

1 1 . 1 . 2  指 引 的 主 要 原 则 是 创 造 及 ／ 或 保 留 通 风 和 有 变

化的城市结构，以改善城市的风环境。  

 

1 1 . 2  地 区 层 面  

 

( 1 )  地 盘 布 局  

 

1 1 . 2 . 1  地 盘 的 划 分 应 避 免 既 长 且 直 的 形 状 ， 否 则 很 可

能 会 造 成 单 方 向 设 计 及 墙 壁 型 的 楼 宇 布 局 ， 不

利空气流通。  

 

( 2 )  通 风 廊 ／ 风 道  

 

1 1 . 2 . 2  在 高 密 度 而 又 炎 热 潮 湿 的 城 市 ， 为 改 善 空 气 流

通 的 情 况 ， 应 沿 主 要 盛 行 风 的 方 向 辟 设 通 风

廊 ， 与 及 增 设 与 通 风 廊 交 接 的 风 道 ， 使 空 气 能

够 有 效 地 流 入 市 区 范 围 ， 从 而 驱 散 热 气 、 废 气

和微尘，以及改善局部地区的微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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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2 . 3  通 风 廊 应 以 大 型 空 旷 地 带 连 成 ， 例 如 主 要 道

路 、 相 连 的 休 憩 用 地 、 美 化 市 容 地 带 、 非 建 筑

用 地 、 建 筑 线 后 移 地 带 及 低 矮 楼 宇 群 ； 贯 穿 高

楼 大 厦 密 集 的 城 市 结 构 。 通 风 廊 应 沿 盛 行 风 的

方 向 伸 展 ； 在 可 行 的 情 况 下 ， 应 保 持 或 引 导 其

它 天 然 气 流 ， 包 括 海 洋 、 陆 地 和 山 谷 的 风 ， 吹

向已发展地区 ( 图 3 5 及 3 6 ) 。  

 

图 3 5   主 要 通 风 廊  图 3 6   由 道 路 、 休 憩 用 地 及 低  

   矮 楼 宇 连 成 的 通 风 廊  

 

1 1 . 2 . 4  增 加 市 区 的 通 风 程 度 ， 应 将 美 化 市 容 地 带 、 建

筑 线 后 移 地 带 及 非 建 筑 用 地 连 接 起 来 ， 并 将 连

接 主 要 道 路 的 小 路 扩 阔 ， 藉 以 构 成 通 风 廊 ／ 风

道 ( 图 3 7 及 3 8 ) 。为有效驱散废气，通风廊与

风 道 应 成 直 角 或 成 一 角 度 ， 并 应 持 续 伸 延 一 段

足够的距离。  
 
 

图 3 7   风 道  图 3 8   利 用 非 建 筑 用 地 的 配 置

以 辟 设 风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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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街 道 布 局 的 定 向 、 模 式 及 扩 阔 街 道  

 

1 1 . 2 . 5  主 要 大 街 ／ 大 道 应 与 盛 行 风 的 方 向 平 行 排 列 或

最多成 3 0 度角，令盛行风得以进透入全区 ( 图

3 9 ) 。  

 

图 3 9   街 道 布 局 的 定 向  

 

1 1 . 2 . 6  与 盛 行 风 方 向 成 直 角 的 街 段 ， 应 尽 可 能 缩 短 ，

一 方 面 可 以 减 少 空 气 滞 留 地 带 ， 另 一 方 面 亦 可

为市区增辟通风廊 ( 图 4 0 ) 。  

 

 

 

图 4 0   街 道 布 局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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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2 . 7  扩 阔 沿 盛 行 风 方 向 的 街 道 ， 对 于 改 善 市 区 的 空

气 流 通 非 常 有 效 。 尤 其 在 为 旺 角 等 旧 区 内 面 向

都 市 峡 谷 的 大 型 地 盘 进 行 重 建 时 ， 应 将 街 道 旁

边的建筑线后移 ( 图 4 1 ) 。  

 

图 4 1   扩 阔 街 道 ／ 后 移 建 筑 线  

 

 

11 .2 .8  在 规 划 发 展 用 地 的 布 局 及 定 向 时 ， 应 让 地 盘 较

长 的 一 面 与 风 向 平 行 ， 并 适 当 地 预 留 非 建 筑 用

地及建筑线后移地带，促进空气流通。  

 

( 4 )  海 旁 用 地  

 

11 .2 .9  海 旁 是 因 海 水 与 太 阳 的 冷 热 作 用 所 产 生 的 海 陆

风 的 必 经 门 廊 ； 因 此 ， 海 旁 建 筑 物 的 规 模 、 高

度 及 布 局 应 予 以 特 别 考 虑 ， 以 免 阻 挡 海 陆 风 及

盛行风 ( 图 4 2 ) 。  

 

 

图 4 2   海 旁 建 筑 物 应 避 免 对 风 造 成 阻 挡  

 



 

 3 6  

( 5 )  高 度 轮 廓  
 

1 1 . 2 . 10  在 稠 密 的 市 区 内 ， 应 策 略 性 地 分 布 高 矮 不 同 的

建 筑 物 ， 利 用 高 度 轮 廓 带 来 的 气 压 差 异 去 引 动

气 流 ， 让 风 透 入 全 区 。 不 过 ， 建 筑 群 的 高 度 轮

廓必须与景观因素一拼考虑，以求取得平衡。  
 

11 .2 .11  一 般 而 言 ， 建 筑 群 高 度 的 分 级 有 助 改 变 风 向 ，

避 免 空 气 滞 留 不 动 。 在 适 当 的 情 况 下 ， 区 内 建

筑 群 的 高 度 应 朝 着 盛 行 风 的 方 向 逐 级 降 低 ， 以

促进空气流动 ( 图 4 3 ) 。  
 

 
图 4 3   高 度 轮 廓 的 差 异 可 促 进 空 气 流 动  

 

11 .2 .12  低 矮 建 筑 物 及 休 憩 用 地 应 处 于 当 风 位 置 及 海 旁

地 区 ； 另 外 ， 亦 应 将 其 散 布 于 高 密 度 地 区 内 ，

以 提 供 纾 缓 空 间 及 令 建 筑 群 高 度 增 添 变 化 ( 图

4 4 ) 。 而 于 通 风 廊 ／ 风 道 内 应 保 留 低 矮 建 筑 及

休憩用地。  
 

 
图 4 4   在 高 密 度 ／ 高 楼 大 厦 密 集 地 区 内 的 纾 缓 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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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 .13  在朝 着 盛 行 风 方 向 或 海 旁 的 位 置 ， 应 避 免 建 造

如墙壁般的密集高楼建筑群。  

 

11 .2 .14  每 个 邻 舍 区 内 的 高 楼 大 厦 应 适 当 地 分 布 ， 以 免

阻碍通风。  

 

( 6 )  休 憩 用 地 及 行 人 区 的 绿 化 和 分 布  

 

11 .2 .15  绿 化 的 休 憩 用 地 及 植 被 有 助 调 节 城 市 气 候 及 减

少 空 气 滞 留 的 情 况 。 因 此 ， 应 尽 量 在 市 区 的 休

憩用地多种植物 ( 图 4 5 ) 。  

 

 

 

图 4 5   休 憩 用 地 内 应 尽 量 多 种 植 物  

 

 

1 1 . 2 . 1 6  在 地 形 封 闭 或 山 谷 地 区 ， 应 在 适 当 的 位 置 辟 设

休 憩 用 地 ， 帮 助 调 节 气 候 、 促 进 空 气 流 通 及 驱

散 周 围 的 污 染 物 。 在 可 行 的 情 况 下 ， 应 扩 大 山

边 植 被 和 灌 木 丛 的 种 植 范 围 ， 以 降 低 山 坡 温

度，及产生更凉快的山风。  

 

1 1 . 2 . 1 7  为 了 尽 量 提 供 舒 适 的 行 人 环 境 ， 应 在 行 人 区 内

栽 种 高 大 茂 密 的 树 木 ， 以 遮 挡 太 阳 、 降 低 气 温

及 隔 滤 污 染 物 ， 同 时 避 免 阻 碍 行 人 路 的 通 风

( 图 4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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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6   行 人 区 内 高 大 茂 密 的 树 木  

 

 

1 1 . 2 . 1 8  主 要 的 行 人 区 应 与 主 要 道 路 、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和垃圾收集站等设施的排气口分隔。  

 

1 1 . 3  地 盘 层 面  

 

( 1 )  平 台 建 筑  

 

1 1 . 3 . 1  为 促 进 空 气 流 通 ， 以 驱 散 热 气 和 污 染 物 ， 从 而

提 供 更 舒 适 和 空 气 更 清 新 的 行 人 环 境 ， 提 高 城

市结构在路面的透风度是非常重要的。  

 

1 1 . 3 . 2  本 港 普 遍 的 大 型 密 集 综 合 式 发 展 及 平 台 式 建

筑 ， 往 往 覆 盖 整 个 地 盘 或 地 盘 的 大 部 分 面 积 ，

对 空 气 流 通 造 成 显 著 的 阻 挡 ， 这 情 况 应 尽 可 能

避 免 。 为 改 善 市 区 路 面 的 通 风 情 况 ， 大 型 地 盘

的发展／重建应采用下列措施  
 

  建筑线应沿盛行风方向后移；  

  划定非建筑用地，以分割大面积的地盘；  

  在建筑物的向风面制造空间；及／或  

  减 少 平 台 的 上 盖 面 积 ， 在 地 面 提 供 更 多 休

憩用地 ( 图 4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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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7   减 少 平 台 的 上 盖 面 积 以 提 供 更 多 地 面 休 憩 用 地  

 

1 1 . 3 . 3  在 适 当 的 情 况 下 ， 应 采 用 梯 级 式 的 平 台 设 计 ，

将气流从上空引导至地面的行人路 ( 图 4 8 ) 。  

 

图 4 8   梯 级 式 的 平 台 设 计  

 

( 2 )  建 筑 物 的 排 列  

 

1 1 . 3 . 4  适 当 的 建 筑 物 排 列 可 有 效 地 使 建 筑 物 附 近 的 空

气流向理想的方向。  

 

1 1 . 3 . 5  建 筑 物 之 间 应 尽 可 能 保 持 足 够 的 距 离 ， 以 促 进

建 筑 群 内 的 空 气 流 通 及 减 低 对 周 边 通 风 环 境 的

影 响 。 建 筑 物 之 间 的 空 间 应 与 盛 行 风 的 方 向 成

直角 ( 图 4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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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9   建 筑 物 之 间 应 留 有 空 间 以 改 善 通 风  

 

1 1 . 3 . 6  为 减 低 对 空 气 流 通 的 阻 碍 ， 建 筑 物 的 中 轴 线 应

与 盛 行 风 的 方 向 平 行 。 为 增 加 吹 向 每 幢 建 筑 物

的 风 水 平 ， 从 而 改 善 室 内 的 天 然 通 风 ， 建 筑 物

的 中 轴 线 与 盛 行 风 方 向 所 成 的 角 度 不 应 超 过

3 0 度。  

 

1 1 . 3 . 7  建 筑 物 应 交 错 排 列 ， 让 风 得 以 透 过 前 排 建 筑 物

之间的空间吹向后排建筑物。  

 

1 1 . 3 . 8  在 适 当 的 情 况 下 ， 在 面 向 与 风 向 成 直 角 的 主 要

行 人 区 ／ 街 道 的 一 方 ， 平 台 上 的 高 楼 应 与 平 台

边缘贴齐，将风引导向下吹至路面 ( 图 5 0 ) 。  

 

图 5 0   高 楼 的 排 列 应 将 风 引 导 向 下 吹 至 路 面  

 
( 3 )  建 筑 物 的 透 风 度  
 

1 1 . 3 . 9  为 增 加 建 筑 物的 透 风 度 ， 可 在 建 筑 物 之 间 、 平

台 与 其 上 层 楼 宇 之 间 ， 以 及 在 同 座 建 筑 物 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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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楼层之间保留空间 ( 图 5 1 ) 。  

 

图 5 1   平 台 与 楼 宇 之 间 留 有 空 间 以 促 进 空 气 流 通  

 

( 4 )  建 筑 物 的 高 度 和 外 形  

 

1 1 . 3 . 1 0  梯 级 式 的 建 筑 物 高 度 概 念 有 助 改 善 建 筑 物 的 通

风情况  ( 图 5 2 ) 。  

 

 
图 5 2   梯 级 式 的 高 度 轮 廓 可 令 风 转 吹 向 较 低 的 地 方  

 

1 1 . 3 . 1 1  应 考 虑 采 用 能 产 生 小 型 气 流 旋 涡 的 建 筑 外 形 ，

尽量引入清凉空气贯通建筑物及其周边范围。  

 

( 5 )  园 景 美 化 设 施  

 

1 1 . 3 . 1 2  在 个 别 发 展 内 ， 应 尽 量 提 供 有 效 而 多 元 化 的 绿

化 休 憩 用 地 ， 以 减 低 建 筑 物 和 相 关 构 筑 物 所 吸

收的辐射，或过滤受污染的空气。  

 

1 1 . 3 . 1 3  为 了 尽 量 提 供 舒 适 的 行 人 环 境 ， 应 在 入 口 广 场

及 建 筑 线 后 移 地 带 栽 种 高 大 茂 密 的 树 木 ， 同 时

要尽量避免阻碍行人路的通风 ( 图 5 3 ) 。  

 



 

 4 2  

 
图 5 3   广 场 内 高 大 茂 密 的 树 木  

 

( 6 )  外 伸 的 障 碍 物  

 

1 1 . 3 . 1 4  为 尽 量 减 少 对 风 造 成 阻 碍 ， 应 避 免 在 通 风 廊

／ 风 道 上 有 外 伸 的 障 碍 物 。 在 都 市 峡 谷 中 的

高 楼 旁 边 应 避 免 建 设 大 型 高 架 道 路 ， 以 免 造

成 地 面 空 气 不 流 通 。 外 伸 的 招 牌 应 采 用 垂 直

型 而 非 横 向 型 ， 在 行 人 活 动 频 繁 的 地 区 更 应

特别注意这一点 ( 图 5 4 ) 。  

 

图 5 4   外 伸 的 招 牌 应 采 用 垂 直 型 而 非 横 向 型  

 

( 7 )  冷 质 物 料  

 

1 1 . 3 . 1 5  路 面 、 街 道 及 建 筑 物 外 墙 应 采 用 具 有 特 强 反 射

日 光 及 ／ 或 散 热 能 力 特 征 的 冷 质 物 料 ， 以 减 少

太 阳 辐 射 的 吸 收 。 铺 设 路 面 时 应 考 虑 使 用 白 色

骨 料 含 量 高 的 沥 青 。 在 适 当 的 情 况 下 ， 亦 可 栽

种树木或设置水体以提供恒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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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1 2 . 1  为 在 规 划 和 设 计 过 程 中 提 供 辅 助 ， 以 改 善 城 市 结 构 的 通

风 情 况 ， 「 空 气 流 通 研 究 」 已 就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的 方 法 提

出 建 议 纲 领 。 建 议 纲 领 载 于 《 就 香 港 发 展 项 目 进 行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技 术 指 南 》 ， 技 术 指 南 可 从 规 划 署 的 网 页 下

载 ， 网 址 为 http://www.pland.gov.hk。空 气 流 通 评 估 可 就

不 同 设 计 方 案 对 空 气 流 通 的 影 响 作 出 比 较 ， 与 及 认 明 潜

在 的 问 题 ， 从 而 改 善 设 计 。 技 术 指 南 建 议 采 用 风 洞 为 进

行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的 工 具 。 有 关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方 法 的 详

情，可参考技术指南。  

 

1 3  结论  

 

1 3 . 1  本 章 所 订 定 的 城 市 设 计 指 引 ， 鼓 励 有 关 人 士 在 规 划 及 设

计 过 程 中 考 虑 其 它 因 素 之 余 ， 同 时 考 虑 城 市 设 计 及 空 气

流 通 的 因 素 。 要 改 善 我 们 的 生 活 质 素 ， 应 鼓 励 市 民 认 识

城 市 设 计 的 效 益 ， 与 及 其 对 环 境 、 经 济 及 社 会 产 生 的 广

泛 正 面 影 响 ， 以 获 取 市 民 对 城 市 设 计 的 支 持 。 事 实 上 ，

香 港 要 成 为 一 个 世 界 级 的 国 际 城 市 ， 除 了 需 要 政 府 在 公

共 项 目 推 行 相 应 措 施 外 ， 亦 有 赖 业 界 人 士 及 社 会 大 众 在

发展过程中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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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商 业 地 带 的 设 计 指 引  

课 题  目 标  设 计 指 引  

形象  为 个 别 地 区 以 至

全 城 带 出 正 面 而

鲜明的形象  

中心商业区：  

‧  提高香港的形象  

‧  超级摩天大厦的选址限于在少数的地标位置  

‧  建筑物的高度可考虑从内陆向海旁渐次递减  

‧  为超级摩天大厦的选址订定适当准则  

‧  巩固海旁建筑物对城市所起的「窗橱」作用  

‧  天台建 筑物须顾及对视觉的影响  

‧  天台广告牌须顾及对视觉的影响  

‧  可把适当地点划为「综合发展区」地带等以控

制发展设计  

‧  避免发展互不协调的海旁用途  

‧  尽量方便人们前往海旁  

 

住宅区内的商业面貌：  

‧  以商业中心为发展的核心  

‧  利用商业中心缔造住宅区的标记和地区特色  

‧  为商业中心平台周边的外墙加添趣味  

‧  把户内的购物商场与户外的休憩空间贯通  

 

工业区内的商业面貌：  

‧  商业用途位置作为工业邨的焦点  

‧  为设施选址时，往返方便和使用率高可视为首

要条件  

 

人流  为 行 人 设 计 安

全 、 趣 味 与 舒 适

兼 备 的 行 人 流 动

路线  

地面：  

‧  设置安全的行人道联网贯穿商业区  

‧  可把适当的地点划设为行人专区  

‧  腾出空间以营造焦点  

‧  划设不同路线供行人选择  

 

零售平台：  

  连接通道应该与「交通需求线」的路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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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目 标  设 计 指 引  

平台顶层的通道：  

‧  行人通道宜通过露天园景的楼层  

 

购物商场的地下通道：  

‧  为购物商场提供趣味与安全并重的地下通道  

 

车流  设 立 具 效 率 的 车

辆 流 动 系 统 ， 以

尽 量 避 免 车 辆 对

行 人 造 成 不 良 影

响  

‧  行车道设在周边地点，以尽量减轻交通对地区

的影响  

‧  限制进出商业区的车辆，并在周边地点设立停

车和转乘设施，以作配合  

‧  限制货运车辆的进出  

‧  以多方面的措施使车辆在狭小的地点减速  

 

停车位  提 供 充 足 而 方 便

往返的停车设施  
‧  提供设置充足的停车位  

‧  设置通道直达市中心商业区周边的停车设施  

‧  可提供交通工具转乘设施，以减少车辆数目  

 

空气质素  做 到 空 气 尽 量 流

通 ， 以 改 善 商 业

核 心 区 的 空 气 质

素 ， 使 达 至 可 以

接受的水平  

 

‧  尽可能辟设通风廊  

‧  顾及路边的局部地区气候  

‧  辟设行人专区让行人倍感空气清新  

‧  鼓励植树  

 

街景  保 持 街 道 朝 气 蓬

勃  
‧  海旁要做到更为熙来攘往、活力十足  

‧  街道环境做到条理井然  

‧ 为街道两旁加添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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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住 宅 地 带 和 乡 村 的 指 引  

课 题  目 标  设 计 指 引  

规模  发展的大小须相宜 ‧  鼓励进行综合住宅发展，务求布局和设计可以

更加灵活  

‧  促使毗连地段的土地拥有人互相合作，协力改

善整体的城市景观  

 

建筑物高度  尽 量 减 轻 发 展 高

度 在 视 觉 上 对 四

周的不良影响  

‧  建筑物高度须顾及背后的山景，以免破坏景观

范围  

‧  以采用多元化的建筑高度组合达致悦目的视觉

效果  

‧  可对地积比率作出限制以降低建筑物的高度  

‧  建筑物可采用梯级式高度或将建筑线后移腾出

空间以尽量减轻对毗邻发展的视觉负面影响  

‧  越靠近海旁、休憩用地和郊区地点的建筑物，

高度应该越低  

‧  避免建筑物造成「铅笔」效果或兴建与附近环

境格格不入的「突兀」建筑物  

 

建 筑 外 形 与

结集程度  
为 建 筑 物 的 外 形

和 结 集 程 度 添 上

趣味  

‧  发展项目采用创新的建筑外形，以建立独特的

标记和风貌  

‧  以不同形式和不拘一格的结集程度増强视觉上

的趣味  

 

大 厦 ╱ 屋 宇

的分布  
为 大 厦 ╱ 屋 宇 选

择 适 当 的 坐 落

点 ， 从 而 对 居 民

的 私 隐 倍 加 保

护 ， 并 尽 量 减 轻

在 视 觉 、 噪 音 和

空 气 质 素 方 面 的

不良影响  

 

‧  从大厦╱屋宇的分布着手，避免对环境构成不

良影响  

‧  大厦╱屋宇的坐向应该做到尽量保护居民的私

隐  

‧  避免地段被道路包围成「孤岛地」  

‧  尽量拓宽民居的景观同时又不减损公众的景观

‧  大厦位置应远离滋扰和不协调的相邻用途的位

置  

‧  考虑局部地区的气候影响  

 

行人通道  设 立 效 率 、 舒

适 、 安 全 和 方 便

的 行 人 通 道 系

统 ， 贯 穿 整 个 邻

里范围  

‧  在设计上优先考虑行人  

‧  设置人车分隔的行人通道  

‧  尽量把行人通道设在地面  

‧  辟设贯通各发展项目的「走廊」，例如让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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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目 标  设 计 指 引  

可在平台层来往各处  

‧  改善局部地区气候，让行人倍感舒适  

‧  确保有便捷的通道直达公共交通枢纽  

‧  加强街道上和邻里内的保安，以确保四周环境

安全  

‧  辟设以园景美化的行人路  

‧  提供合适的街道设施  

‧  行人通道须方便残障人士来往  

‧  改善连接市区边缘╱乡郊地区的行人通道网络

 

行车通道  设 置 具 效 率 的 行

车 通 道 系 统 而 尽

量 不 影 响 行 人 流

动  

‧  只许私家车驶至发展项目外围  

‧  提供公共运输设施以尽量减低发展内的车辆流

量  

‧  确保设置紧急车辆通道  

‧  辟设道路噪音缓冲区  

‧  避免让交通贯穿中心区  

‧  避免让车路攀缠全区  

‧  确保驾驶人士对路线一目了然  

‧  透过路拱、车辆减速措施等减低在发展内的车

速  

‧  顾及行人安全  

 

停车设施  为 居 民 提 供 充 分

和 地 点 方 便 的 停

车设施  

‧  提供充足的停车设施  

‧  鼓励驾车者不要在路旁停放车辆  

‧  把停车场外围修饰至生趣盎然，并且掩饰乏味

的外墙  

‧ 为残障人士提供停车位  

 

休 憩 用 地 ╱

政 府 、 机 构

及社区设施  

为 居 民 提 供 合

用 、 易 于 前 往 和

完 善 的 休 憩 用 地

和 政 府 、 机 构 及

社区设施  

 

 

 

‧  符合休憩用地和政府、机构及社区设施所须的

要求  

‧  尽量做到休憩用地方便往返和使用  

‧  充分利用平台楼层作休憩用途  

‧  尽量辟设通道连接市区边缘和乡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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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目 标  设 计 指 引  

负面影响  尽 量 减 轻 四 周 天

然 环 境 所 受 的 负

面影响  

山：  

‧  在发展内多做绿化工作，以免对山坡景观构成

负面影响  

‧  外墙的用色应该作出巧妙配合，以免与背后的

天然景色对比太强烈  

‧  以园景美化物作为屏障  

‧  尽量减轻外露支柱的视觉负面影响  

海旁：  

‧  采用多样化的建筑高度和结集程度，以免对海

旁景观构成负面影响  

‧  辟设通往海旁的公众通道  

‧  顾及海旁易受影响的美化市容设施  

 

天然环境：  

‧  园景美化特色须配合四周的天然环境  

‧  建筑设计可更为灵活多变  

‧  以植树尽量减轻建筑物所带来的影响  

 

易受影响的邻里环境：  

‧  在发展与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之间设置缓冲区

 

毗连乡郊范围：  

‧  保护邻近村落的风貌  

‧  保护农地和鱼塘  

‧  在发展与毗连的发展之间腾出足够的缓冲区  

‧  尊重当地历史和文化  

‧  尽量避免发展庞大的建筑群  

‧ 顾及用地的特点，例如尽量不切削斜坡、不伐

去天然植物等  

 

标记  建立鲜明的标记  ‧  为发展营造当眼点  

‧  采用创新的楼宇设计或建筑概念，为发展创设

独特面貌  

‧  建立活动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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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目 标  设 计 指 引  

邻里社区  建 立 自 给 自 足 的

邻 里 和 社 区 ， 从

而 使 居 民 对 社 区

自 豪 和 建 立 归 属

感  

 

‧  创立独特的邻里标记  

‧  清晰突出住宅入口和当眼点  

‧  设计发展蓝图时要为居民营造归属感  

乡村  

分布  顾 及 地 形 ╱ 园 景

特 色 和 村 落 的 谐

和设计  

‧  配合现有的发展分布形式  

‧  在进行重建时顾及古村落的结集程度、风格、

颜色和外形  

‧  避免在原居民乡村的核心地带引入与乡村建筑

风格不相协调的建筑物  

 

邻 里 范 围 的

焦点  
为 乡 村 创 造 中 心

点 ， 并 加 强 标 记

的独有特色  

‧  清晰突出乡村的入口  

‧  突出乡村的中心点位置  

‧  鼓励公众认识历史和文化  

‧  顾及景观和视觉因素  

‧  以园景美化屏障遮掩垃圾收集站  

 

人流和车流  辟 设 具 效 率 而 适

合 乡 村 环 境 的 人

流和车流系统  

 

‧  尽量少辟设道路基础设施，并尽可能保存乡村

的风貌和环境  

‧  在入口辟设停车场并设计为乡村中心点  

 

乡村风貌  保 存 原 居 民 乡 村

的 历 史 和 文 化 特

色  

‧  把乡村看作一个整体，保留村屋的聚集成群的

特色  

‧  保存独有的风貌和特点  

‧  保持传统屋宇富色彩的设计细节  

 

 

按  鉴 于 每 条 乡 村 的 地 点 、 相 邻 环 境 、 历 史 长 短 和 历 史 背 景 等 各 有 不

同 ， 每 个 设 计 方 案 都 须 考 虑 具 体 环 境 和 个 别 的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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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 业 地 带 的 设 计 指 引  

课 题  目 标  设 计 指 引  

环 境 影 响  工 业 地 区 的 选址

以 尽 量 少对四周

造成负面影响为佳

 

‧  设 立 园 景 美 化 的 缓 冲 区，减 轻 工 业 对 邻 近 地

区 的 视 觉 负 面 影 响 

‧  提 供 通 风 廊  

‧  为 顾 及 毗 连 地 带 的 土 地 用 途 而 设 置 缓 冲 区  
 

车 流  设 计 具 效 率 的 通

道 布 局 ， 并 为 工

业 区 缔 造 正 面 的

形 象  

‧  辟 设 通 道 连 接 道 路 基 础 设 施  

‧  在 工 业 区 设 立 鲜 明 的 入 口 ，以 营 造 正 面 的

形 象  

‧  设 置 各 自 独 立 的 货 运 专 用 和 管 理 专 用 交 通

通 道  

‧  避 免 划 设 贯 穿 中 心 区 的 道 路 路 线  

‧  以 园 景 美 化 四 周 道 路 旁  

‧  规 划 有 效 率 的 通 道 设 计 给 紧 急 车 辆 使 用  

‧  提 供 方 便 使 用 的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提 供 足 够 的 停 车 位  

‧  鼓 励 驾 车 者 不 要 在 路 旁 停 放 车 辆  

‧  在 工 业 区 内 划 设 中 央 停 车 处 作 为 中 心 点  

‧  栽 种 植 物 以 遮 掩 停 车 处  

 

人 流  辟 设 安 全 而 具 效

率 的 行 人 道 网 络

以 连 接 并 贯 通 工

业 发 展  

‧  分 隔 行 人 车 辆 的 路 线  

‧  在 最 方 便 往 返 的 地 点 设 置 便 捷 的 公 共 运 输

设 施 和 配 套 设 施  

‧  采 取 各 种 车 辆 减 速 措 施  

‧  为 残 障 人 士 辟 设 通 道  

‧  铺 筑 宽 度 充 足 的 行 人 道  

‧  考 虑 在 平 台 层 辟 设 行 人 通 道  

‧  为 街 景 营 造 朝 气 蓬 勃 的 景 象  

‧  提 供 充 足 的 休 憩 用 地  

‧  把 休 憩 用 地 规 划 为 发 展 焦 点  

‧  建 立 辅 助 性 的 景 观 地 标  

 

休 憩 用 地  尽 量 提 供 适 用 的

休 憩 用 地 予 工 业

区 工 作 的 人 使 用

‧  辟 设 既 方 便 往 返 又 宜 人 的 休 憩 用 地  

‧  辟 设 通 道 连 接 不 同 的 休 憩 用 地  

‧ 休 憩 用 地 与 行 人 道 网 络 需 互 相 配 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