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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環境

將軍澳新市鎮（圖 1）位於新界東南部西貢區南面的一個狹長海灣內，東抵清水灣

半島、南及將軍澳灣、西達東九龍、北接井欄樹。該新市鎮三面環山，山勢陡峭，

在地理上與東九龍和清水灣半島分隔，但非常接近都會區。將軍澳新市鎮佔地約

1 720 公頃，包括翠林、寶林、坑口、市中心、調景嶺、百勝角、小赤沙、大赤

沙和佛堂澳等地區。

將軍澳為香港的第三代新市鎮之一，屬將軍澳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範圍。根據

香港 2021 年人口普查，將軍澳新市鎮人口約為 418 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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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將軍澳新市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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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昔日將軍澳的工業活動
圖 3：90 年代的將軍澳新市鎮

圖 4：2022 年的將軍澳新市鎮

歷史背景

將軍澳一帶早於 13 世紀已有人居住，但到了 16 世紀後期多條小漁村

建立後，才有大量人口聚居。當時，坑口一帶發展為墟鎮，是整個

清水灣半島人口最多及最繁榮的地方。將軍澳一直只有鄉郊用

途，直至 60 年代工業活動蓬勃發展才出現改變。當時的 

主要工業為造船、修船、拆船及軋鋼，其他工業則 

包 括 鑄 造 非 鐵 金 屬 產 品， 以 及 生 產 工 業 氣 體 

（圖 2）。這些工業許多都須依靠水路交通。

不過，隨着政府在 1982 年批准把將軍澳

發展為新市鎮，這些工業便日漸式微

或遷往其他地方。

1983 年，將軍澳新市鎮第一期發展計劃正式獲得

通過，預計初期可容納約 175 000 的人口。1986

年，政府決定興建連接九龍東與該新市鎮的將軍澳

隧道，使該新市鎮可容納更多人口。為善用道路基

礎設施，以及應付對公營房屋用地的需求，政府於

1987 年建議進行將軍澳第二期發展，把該區的總

規劃人口增至 325 000。其後，為了重建調景嶺平

房區，以及提供土地發展工業邨和深水海旁工業，

政府在 1988 年決定進一步推行將軍澳新市鎮第三

期發展，使其人口再增加 125 000，規劃人口達 470 800。首批居民於 1988 年遷

入該新市鎮（圖 3）。

1990 年，將軍澳隧道落成啟用，應付新市鎮發展帶來的交通需求。2002 年 8 月，

香港鐵路（港鐵）將軍澳綫通車，設 4個新站，分別為調景嶺、將軍澳、坑口及寶琳。

2009 年 7 月，該綫的第五個港鐵站康城投入服務（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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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22 年的將軍澳新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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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將軍澳各規劃區的位置

規劃概念

整體概念

將軍澳是本港第七個新市鎮（圖 5）。根據 1996 年完成的「全港發展策略檢討」，

由於該新市鎮有進一步擴展的潛力，而且擬興建容車量大的對外道路和鐵路連接都

會區，因此新界東南的策略性增長集中在將軍澳。至於新界東南次區域其他的地

區，則主要規劃作自然保育及康樂用途，並在適當地點進行低密度住宅發展，以作

為該新市鎮的腹地。

將軍澳隧道及港鐵將軍澳綫通車後，將軍澳的交通更為方便。為善用此優勢，寶琳、

坑口、將軍澳、調景嶺及康城港鐵站附近均進行高密度發展。這些地方又各自成為

地區中心，設有零售和配套設施。該新市鎮的東南部預留作指定用途，以配合全港

的需要。有關用途包括第 87 區的將軍澳創新園，以及第 77、101、105 和 137 區（部

分）的堆填區和堆填區擴展部分（圖 6）。此外，土木工程拓展署和規劃署共同委

託顧問進行研究，檢討原本規劃作深水海旁工業用途的第 137 區其餘地方的長遠土

地用途。

當局已制訂主要針對將軍澳新發展區的城市設計綱領，為規劃土地用途、城市形態

及休憩用地作出指引，務使各項發展和諧協調，層次分明，以配合新市鎮臨海及位

處山谷的獨特環境。有關設計善用將軍澳南市中心新發展區的發展機會，建立創新

並別具一格的海濱區，利用附近郊野公園和

將軍澳的天然景觀在視覺和地理上的鮮明關

係，凸顯該區獨特的面貌。該設計亦透過推

廣水上活動和康樂用途來充分發揮現有東面

水道和將軍澳的發展潛力。當局的首要目標

是為將軍澳居民和遊客締造一個朝氣蓬勃的

優質消閑康樂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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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康城站上蓋的住宅發展項目 圖 8：將軍澳村 圖 9：PopCorn—現代化的商場

1 資助出售單位包括房屋委員會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單位、綠表置居計劃、港人首次置業計劃、私人機構參建居

屋計劃單位和可租可買計劃單位，以及房屋協會的住宅發售計劃單位。

將軍澳新市鎮鄰近都會區，發展迅速，是其中一個可提供大量房屋的策略性增長區。

將軍澳新市鎮的發展

將軍澳新市鎮的土地主要由將軍澳灣填海，並在狹長海灣兩旁闢拓地台得來。

除了現有的寶琳路和將軍澳隧道外，於 2022 年 12 月通車的將軍澳－藍田隧道及跨

灣連接路亦把該新市鎮與都會區連接起來。港鐵將軍澳綫設有調景嶺站、將軍澳站、

坑口站、寶琳站和康城站，為該新市鎮提供服務。

將軍澳綫沿綫的 5 個港鐵站是該新市鎮的地區樞紐／市中心，設有零售設施及公共

運輸交匯處。港鐵站周圍建有或計劃興建高密度住宅，包括公營及私營房屋（圖 7）。

由於將軍澳新市鎮鄰近都會區，因此該新市鎮的住宅發展密度，普遍較本港其他新

市鎮為高。

將軍澳新市鎮全面發展後，公營房屋（包括公共租住房屋和資助出售單位 1）與私人

永久房屋（包括鄉村屋宇）的整體單位比例將約為 53：47。

該新市鎮內有多條認可鄉村，包括魷魚灣村、坑口村、田下灣村、將軍澳村（圖 8）

及茅湖仔村。

根據規劃，將軍澳新市鎮會發展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購物、社區、康樂及其他

地區設施一應俱全。該新市鎮的各地區中心和將軍澳南市中心的商業及商業／住宅

發展項目（圖 9），以及個別公共屋邨內均有提供購物設施。此外，該新市鎮亦設

有各種社區設施，包括教育、衞生、社會福利及康樂設施，為居民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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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將軍澳南巿中心—將軍澳的文娛空間

圖 10：將軍澳南市中心發展概念圖

將軍澳南巿中心

將軍澳南市中心位處該新巿鎮的心

臟地帶，正逐漸發展成將軍澳及東

面水道附近別具一格的新海濱區，

凸 顯 該 區 獨 特 的 面 貌（ 圖 10）。

建築物高度向海旁遞減，使新發展

項目高低疏密有致。住宅、零售、

消閑和娛樂性質的土地用途夾雜交

錯，有助在巿中心營造生氣洋溢、

別具吸引力的城市景觀。

將軍澳南市中心提供充裕的休憩用

地，以凸顯該新市鎮獨特的面貌，

並為居民提供康樂機會。

橫貫南北的「中央大道」是一條園

景綠化的行人及零售走廊。該大道

把海濱公園與交通樞紐將軍澳站連

接起來，加強市中心與海濱的實際

和視覺上的連繫。海濱長廊設有露

天茶座。

海濱長廊位於「中央大道」南面，

旨在用作靜態康樂用途，配合優質

景觀設計，形成一個城市文娛空間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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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香港單車館公園—極限運動場

圖 14：香港單車館公園形成貫穿附近住宅大廈的通風廊

通風廊及綠化地帶

雖然將軍澳的發展密度較高，但該新市

鎮在規劃設計上加入了充裕的休憩用地

和通風廊。通風廊系統的設計，旨在使

谷風、山風、海風及季節性盛行風可吹

進新市鎮的核心地帶。在市中心、坑口

及寶琳這 3 個地區，休憩用地和低矮發

展項目的位置經過精心安排，形成了通

風廊（圖 12）。

該新市鎮邊陲大片土地已劃為「綠化地

帶」，以促進自然環境保育，防止市區

式發展滲入該地帶。總面積 753 公頃的

「綠化地帶」，把新市鎮的發展項目與

清水灣郊野公園分隔開來，在視覺上帶

來過渡效果，並可作為額外靜態康樂活

動用地。

休憩用地及康樂設施

該新市鎮設有完善的休憩用地網絡（圖 13 及 14），包括分布各區的主要地區休

憩用地，以及位於市中心的市鎮公園和文娛區。位於第 68 區的南部市鎮公園將於

圖 12：將軍澳的主要通風廊和休憩用地／綠化地帶

2025 年落成，而設有地下公眾停車場

的北部市鎮公園 ( 第 66 區 ) 亦預計於

2027 年完工。擬議的室內暖水游泳池

及體育館，以及河畔公園將位於第 65

區。此外，一塊位於日出康城的土地

亦預留作室內康樂中心。

第 77 區的前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部

分地方已修復並預留作康樂用途。當

中，寵物公園及賽馬會香港足球總會

足球訓練中心已經落成。在「活化已

修復堆填區資助計劃」下的營地及環

保教育基地 (「環保村」) 項目預計於

2023 年完成。全港第六個由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管理及營運的水上活動中心

亦正進行規劃及設計。此外，位於第

101、105 及 137 區 ( 部分 ) 已停用堆

填區及現時堆填區擴展部分已長遠規

劃作休憩用地或康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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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將軍澳政府合署（構思圖）

圖16：位於第78區的中醫醫院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構思圖）

主要的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

寶邑路與寶順路交界的地方計劃發展重點文娛區和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以滿

足將軍澳及西貢腹地居民的需要。該些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將包括將軍澳政府

合署（圖 15）、入境事務處總部、一幢聯用綜合大樓及一個文娛中心。一座位於

第 72 區的福利設施綜合大樓亦正在規劃中。此外，由前調景嶺警署改建的歷史風

物資料館已於 2021 年開幕。

將軍澳醫院位於坑口，與富寧花園東面相鄰，而靈實醫院則毗鄰茅湖仔村東面。

百勝角一幅用地已預留作興建中醫醫院和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圖 16），以推廣中

醫藥發展，以及滿足香港巿民的需要。

該新巿鎮有 3 所專上教育學院，分別是鄰近調景嶺港鐵站的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以及毗鄰魷魚灣村西面的將軍澳教學中心（香港教育大學

分校）。

可靠的食水供應對維持香港的發展和

經濟增長至為重要。我們需要發展不

受氣候變化影響的海水化淡技術，以

保障本港的食水資源。為此，水務署

將在第 137 區東南部一幅用地興建一

所海水化淡廠。該海水化淡廠第一階

段暫定於 2023 年投入運作。

位 於 百 勝 角 的 消 防 及 救 護 學 院 於

2016 年 3 月啟用，是消防處一所具

備先進訓練設施的訓練學校。該學院

為新聘與現職的消防和救護人員提供

訓練宿位。

位於第 105 區的將軍澳第二期和第三

期堆填區已經關閉。自 2016 年 1 月

起，位於第 101 區的新界東南堆填區

只接收建築廢物，以解決影響該新市

鎮的氣味問題。自 2021 年 11 月起，

位於第 101( 部分 ) 及 137 區 ( 部分 )

的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展部分開始接收

全港的建築廢物，而新界東南堆填區

同日起亦停止接收建築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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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將軍澳創新園內的數據技術中心和先進製造業中心

圖 19：日後會發展的第 137 區

圖 18：第 85 區的數據中心

第 137 區

水務署建議在第 137 區東南面角落（圖 19）興建海水化淡廠，為本地社區供應食水。

工業及其他主要發展

將軍澳創新園（前稱將軍澳工業邨）

坐落在該新市鎮東南面第 87 區的海

旁地段，佔地約 85 公頃。經重新定

位，創新園專注於香港的競爭優勢，

注入新活力，以吸引高附加值、高

科技含量和先進工藝製程企業。截

至 2022 年，創新園內約 90% 的工業

用地已發展。創新園匯聚了不同種

類的公司，包括數據技術中心和先

進製造業中心（圖 17）、多媒體製

作室和飛機工程及維修集團。

數據中心是維持香港經濟持續發展

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對金融、資

訊及通訊科技、電子商貿及媒體業

尤為重要。過去幾年，有多家國際

及本地的公司表示有意在香港開設

數據中心。政府已在第 85 區預留土

地發展數據中心（圖 18），以及興

建香港電台新廣播大樓。

規劃署及土木工程拓展署共同委聘

顧問進行的規劃及工程研究會探討第

137 區其餘地方的發展潛力。第 137

區面積約 80 公頃，將發展為以房屋

用途為主的新社區，提供約 50 000

個住宅單位以容納約 135 000 人口，

並且配以商業、社區及基建配套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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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及鐵路

將軍澳新市鎮主要依賴將軍澳隧道作為對外的連接路，其他輔助道路包括寶琳路、

影業路和連接清水灣道的坑口道。兩條新的主要對外連接路（即將軍澳－藍田隧道

及跨灣連接路）（圖 20）已於 2022 年 12 月通車，把將軍澳與東九龍進一步連接

起來，以應付不斷增長的交通需求。日後往來創新園的交通將由環保大道分流至跨

灣連接路及將軍澳－藍田隧道，從而減少對該新市鎮住宅區造成的交通及相關的環

境影響。

該新市鎮的對外交通連繫除了有將軍澳隧道及將軍澳－藍田隧道外，還有往來藍田

與將軍澳的港鐵將軍澳綫。兩條擬建的新道路及鐵路（即將軍澳－油塘隧道及將軍

澳綫南延綫延伸至第 137 區）亦將進一步提升該新市鎮的交通情況。

該區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除了港鐵外，還有專營巴士、的士和綠色專線小巴。日後

待主要對外道路建成後，往來該新市鎮的交通將會大為改善。

圖 20：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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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當局於 1982 年指定發展將軍澳為新市鎮。自此，該區經歷巨大的轉變。隨着房屋、

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基礎設施等工程計劃，以及其他發展項目（例如創新園、

海水化淡廠、將軍澳－藍田隧道及跨灣連接路）相繼落實，該新市鎮在今後數十年

將會繼續發展。當局在規劃將軍澳新市鎮時，會在發展需要和其他規劃考慮因素兩

者之間求取平衡，以確保能為在將軍澳居住和工作的人士締造宜居和可持續發展的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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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與下列辦事處聯絡：

西貢及離島規劃處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沙田政府合署 15 樓

 電話：2158 6177

 傳真：2367 2976

 電子郵件：skisdpo ＠ pland.gov.hk

 或

規劃資料查詢處

鳴謝 :

航空照片由地政總署提供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參考編號 G30/2022

 北角

 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 號

 北角政府合署 17 樓

 電話：2231 5000

 傳真：2877 0389

 電郵：enquire@pland.gov.hk

 沙田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沙田政府合署 14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