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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甲  
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持份者諮詢的參與者列表 

 

第一階段持份者諮詢 

參與者大致可分為以下兩類：  

• 關注特定範疇的個人／團體（例如：對交通／社會方面有專業知識的政府部門

或學術機構） 

• 關注特定使用者群組的個人／團體（例如：與兒童或老年人相關的協會或學術

機構） 

參與的持份者（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 建築署 

•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 

•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 發展局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 

• 路政署 

• 香港設計中心 

•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 香港房屋協會 

• 香港傷健協會 

• 房屋署 

•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 

•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 

• 智樂兒童遊戲協會 

•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 

• 香港童軍總會 

• 社會福利署 

• 聖雅各福群會 

• 運輸署 

• 東華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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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持份者諮詢 

下列的專業學會和團體的代表（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 建築環保評估協會 

•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 香港房屋協會 

• 香港建築師學會 

• 香港規劃師學會 

• 香港測量師學會 

•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 市區重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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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乙 
動態設計指引 





促進健康生活模式的鄰舍及建築物

動態設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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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體能活動
體能活動不只限於運動 。

世界衛生組織把體能活動定義為任何可以消耗能量的身體動作。(1)這些體能活動
包括運動和在工作、體育活動、休閒或出行（步行和騎單車）中所涉及的任何活動，
以及日常家務工作。

恆常的體能活動不但有益身心和增進社交樂趣，而且有助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
例如節能、令空氣更清新和紓緩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2)並可強化免疫系統，
幫助身體抵抗傳染性疾病。(3)為了推動、促進和令市民進行更多體能活動，我們需
要各個學科和界別（例如醫療保健、城市規劃和交通運輸）合作，以跨界別的模
式達成這個目標。

動態設計
日常生活、工作及娛樂所在的建設環境為市民在提供更多體能活動機會上有著重
要作用。因此，我們建議在塑造建設環境時注入「動態設計」的概念。透過適切的城
市設計和建築物設計，例如美化街道景觀供行人及騎單車人士使用和設置更顯眼
更吸引的樓梯等，可以鼓勵市民多做運動和注意個人健康。透過把適當的元素注
入建設環境可改變人類行為，令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多做體能活動，把動態生活模
式融入社會。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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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設計有助鼓勵……

功能性活動
例如步行或騎單車往返不同地點

附帶性活動
例如使用樓梯代替扶手電梯

運動
例如慢跑或參加團隊運動

康樂活動
例如在海濱長廊嬉戲或散步

© Gervyn Louis / unsplash.com 

© Jordan Merrick / unsplash.com

© SPmemory / Getty Image

© 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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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設計指引
動態設計指引（本指引）旨在締造適切的建設環境，讓市民能夠把恆常體能活
動融入日常生活。透過提供相關先決條件，讓不同年齡和身體狀況的人士都可
以在日常生活中選擇動態生活模式。不同使用者群組對體能活動的需要各有差
異。讓公眾認識體能活動和動態生活模式的好處，能夠改變他們的行為模式。配
合本指引建議的多項措施， 我們期望在公共空間內締造促進健康的建設環境。

不少城市早已制定各自的動態設計指引，但「動態設計」在香港仍然是較新的概
念。我們旨在制定一套適合香港的指引，促進及提升公眾對動態設計概念的認
識。本指引屬一份建議而非規管性質的文件，供任何與發展相關的政府和非政
府界別人士／機構參考。本指引有助建設環境的專業人士理解及應用動態設計
的概念。本指引提出多個動態設計的構想和實 例，以 豐 富 讀 者 的 設 計 思 維 過
程，將 動 態 設 計 元 素 注 入 規 劃 及 發 展 過 程 的 早 期 和 及 後 階 段。

我們鼓勵項目倡議者在每個項目中盡量包含所有適用的動態設計目標，或至少
將一些目標納入每一個項目中。達成的動態設計目標越多，項目就越有可能提
高使用者的日常體能活動水平，從中帶來的健康裨益亦越大。(4)我們建議在規
劃和設計的早期階段邀請受眾參與，以確保動態項目（例如動態地點和動態空
間和設施）能夠滿足使用者或相關活動的特定需求及培育社區歸屬感。

本指引分為鄰舍及建築物兩個層面，每個層面包含四個主題。每個主題都有一
組目標，並附有個別指引。本指引也引用了本地及海外例子和案例研究展示有
關目標及指引的應用。為方便讀者，本指引的尾註列出了相關的現行指引、規例
及參考資料。本指引最後亦附有一份核對表作為快速參考，有助使用者辨識有
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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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衛生組織（2020）。Fact-sheet for Physical activity。網上資料，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physical-activity （2021年12月24日讀取）

2. 衛生署（2018）《目標三資料便覽：減少體能活動不足》。香港：香港特區政府

3. 據衛生防護中心的資料顯示，體能活動不足的人士在患上新冠肺炎後住院、入住深切治療部及死亡的人數較長期運
動充足的人士分別高2.3, 1.7及2.5倍。體能活動不足的人士因為新冠肺炎而住院或死亡的風險亦比起有進行體能活
動的人士分別高20%及32%。

衛生防護中心，衛生署（2021）。非傳染病直擊(2021年8月)-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期間體能活動不足的情況。 
網上資料，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ncd_watch_august_2021_chin.pdf （2021年12月12日讀取）

4. 體能活動不足是引致非傳染病（包括肥胖、心臟病、腦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壓及部分癌症）死亡的首要風險因素
之一。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全球約有70%的死亡個案是由非傳染病引致。 （（2021）Fact-sheet for Non-
communicable diseases, 網上資料，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noncommunicable-diseases （2021年12月24日讀取)）
而於2016年，本港約有55%的登記死亡個案及約104600潛在減壽年數（以70歲為分界來計算）與非傳染病有關。 

（前食物及衞生局及衛生署（2018）。《邁向2025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香港：香港特區政府）

尾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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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舍層面的動態設計須考慮提供可供市民進行經意和不經意活動的動態地點以及
其通達性。提供方便易達的動態地點有助提高市民對身處活力城市的意識，令他們
明白在這個城市有不少機會進行體能活動。

鄰舍環境亦提供體能活動的機會，能夠促進市民不經意地進行體能活動，如步行或
騎單車前往目的地等。締造一個集約、方便及饒有趣味的城市環境，令市民能夠輕
易找到及前往動態地點及日常目的地，將可大大提升市民選擇以步行或騎單車而
非其他出行方式的機會，繼而有助把體能活動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鄰舍層面的動態設計指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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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都市

活力步行旅程

動態地點 

動態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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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力都市
在鄰舍和專區創造先決條件，鼓勵市民步行1.1

把海濱地區塑造為活力都市的標誌1.3

透過匯聚土地用途，建立活動集群1.2

提升藍綠自然資源的可達性1.4

2.  動態地點
塑造可配合多項活動的動態地點2.1

設計不受時間和季節所限的動態地點2.3

設計共融跨代的活動區域2.2

營造自發性活動的機會2.4

3.  活力步行旅程
構建一個安全共融的行人環境3.1

鼓勵持續的步行旅程3.3

塑造不分晝夜和一年四季皆舒適吸引的行人環境3.2

鼓勵使用於體能上較具挑戰且沿戶外樓梯和斜路的步行路線3.4

.     動態出行
連接及擴展現有的行人及單車徑網絡4.1

提供可切換至動態出行模式的便捷途徑4.3

在行人及單車徑沿線提供基建配套設施4.2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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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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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活
力
都
市

動態設計旨在塑造適切的城市環境，鼓勵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更多體能
活動。創造活力都市的第一步是建立願景，在早期規劃及設計階段全面地加
入動態設計目標。

本主題探討如何透過匯聚土地用途及發展項目，為創造一個適合步行和騎
單車的鄰舍提供先決條件。本主題同時探討如何把海濱地區打造成活力都
市的標誌，以及如何提升「綠色」和「藍色」自然資源（例如海濱和郊野公園）
的可達度。

活力都市鄰
舍
層
面

1

在鄰舍和專區創造先決條件，鼓勵市民步行
目標

目標

透過匯聚土地用途，建立活動集群

目標

把海濱地區塑造為活力都市的標誌

目標

提升藍綠自然資源的可達性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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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都市
將香港定位為動態生活模式的城市1

在鄰舍和專區創造先決條件，鼓勵市民步行

規劃或重建住宅區和商業區時，在徙行可達的範圍內配置多
元化的土地用途。

締造通透的城市脈絡，利用較短的街區長度、頻繁的街道交
匯處和穿插的公共空間提升辨識度和鼓勵步行。

動態地點及動態路線應毗鄰用途互補的土地。

在重建或市區更新過程中，需要尊重居民的步行模式及改善
社區原有的步行路線以改善易行度。

優先考慮行人路的空間而非提供路邊停車位，並探討引入無
車區域。 相隔一定距離設置街道交匯處可改善通

透性及鼓勵步行

 見 1.1b 

1.1a 提示
《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當中有說

明徒步可達範圍的定義。 (1)

1.1b 提示
《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當中有說

明較短的街區長度的定義。(1)

1.1d 提示
可使用各類規劃及設計工具（例
如步行區分析）識別對行人的障
礙並糾正任何不足。

目標 1.1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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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鄰
舍
層
面在徒步可達的範圍內引入

多元化的土地用途

© 奧雅納

香港荃灣大河道

提升步行環境

香港觀塘的後巷計劃

行人優先空間

香港糖廠街

© 奧雅納

© 奧雅納

 見 1.1d

 見 1.1a 

 見 1.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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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都市
將香港定位為動態生活模式的城市1

把康樂大樓與休憩用地匯聚一地，構成獨特且互相連繫的活
動集群，以提升有關專區的吸引力或人氣 。

在教育、機構或住宅發展項目的地面設置體育及康樂設施。
在不影響使用者的私隱和安全的前提下，讓公眾可直達
這些體育及康樂設施，從而增加日後共享設施（例如學校
𥚃的體育設施）的機會。

把休憩用地置於可兼容的土地用途中當眼及可達的位置（如
露天茶座）以提供自然監察功能。

若市民感覺有關的休憩用地是安全的，其使用率將會
較高。

浮動平台

可步
行距
離

海濱長廊

車路
行人路

海濱

休憩用地與康樂大樓匯聚一地

 見 1.2a 

透過匯聚土地用途，建立活動集群
目標 1.2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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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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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
舍
層
面

將體育或康樂設施放置
在地面，以方便日後公眾
可達

露天茶座為附近的休憩用
地提供自然監察

香港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香港赤柱廣場

© 奧雅納

© 奧雅納

© 奧雅納

 見 1.2a

 見 1.2b

 見 1.2c

把體育設施和休憩用
地設置在一起

香港小西灣運動場和小西灣海濱
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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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都市
將香港定位為動態生活模式的城市1

設 計 連 貫 的 海 濱，容 納 設 有 座 椅 或 休 息 區 的 多 元 動 態
用 途。

沿海濱設置特色焦點以營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地點。
設置富吸引力的焦點設施有助增加海濱的辨識度。這些
設施可以是水景設施、種有標本樹的花園、主題種植、或
與活動地點有關的獨特藝術裝置。

鼓勵在海濱舉辦多元化及充滿活力的臨時活動和盛事。

將海濱地區納入公共交通網絡，並優先連接行人路和單車徑
至海濱長廊以及海濱長廊沿路一帶。

使用指示牌、鋪路設計及導向設施以顯示位處步行範圍
內的海濱。

1.3b 提示
《海港規劃原則》中的原則7（交通暢達的海港）鼓勵

海港景色暢通無阻，(2) 應讓公眾清晰可見位於這些觀
景廊的焦點或地標。

1.3c 提示
與本地藝術家及創意人士合作可提升擬議項目的
藝術價值。本地社區參與有助確保擬議項目與周邊
環境和諧融合。

浮動平台

可步
行距
離

海濱長廊

車路
行人路

海濱
沿海濱設置焦點設施，以提升海濱地區的
辨識度

 見 1.3b 

把海濱地區塑造為活力都市的標誌
目標 1.3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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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
舍
層
面

©  IRIS: Your Escape by Hybrid Group

在海濱舉辦盛事，推廣健
康生活模式

在香港中環海濱舉辦的IRIS瑜伽
健康節

© 土木工程拓展署

設有座椅和單車徑的海濱

香港荃灣海濱單車徑

 見 1.3a

 見 1.3c

© 奧雅納 見 1.3b

海濱焦點設施

香港中環海濱香港摩天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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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都市
將香港定位為動態生活模式的城市1

公共交通工具可到達的海濱地區

 見 1.4b

Floating platform

150m

Waterfront 
Promenade

Road

Sidewalk

Water

在郊野公園與沿岸地區之間設置及保留
主要走廊可以提升市民的方向感

 見 1.4a 

1.4a 提示
藍綠走廊是指將市區/新發展區與郊野公園和沿岸
地區「連結起來」的景觀，例如溪流、河流、自然區
域、綠化休憩用地、城市公園或兩旁植有樹木的街
道等。

1.4c 提示
宣傳活動可利用特製海報，(4)或一些推廣暢達通
行的郊野公園小徑的倡議，例如「徑‧香港」應用
程式。(5)

提升藍綠自然資源的可達性
目標

加強郊野公園和沿岸地區與藍綠走廊的連繫，並將其納入新
的發展項目。

透過融合步行徑、緩跑徑或單車徑強化「藍綠」走廊，以提
供動態路線連接目的地。

改善郊野地區附近的新發展項目或重建項目的公共交通
連繫。

可以透過一些設施改善通達性，例如設置有蓋公共交通
車站、導向設施及智能路線顯示牌、以及為乘客包括殘
疾人士及長者提供的支援設施。

推廣方便、價格相宜或暢達通行的公共交通路線以連接郊野
公園和沿岸地區。 

在公共運輸交匯處設置指示牌、提供車費優惠或舉辦宣
傳活動吸引市民遊覽自然景觀。

1.4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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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nhui Lee / Unsplash.com

© 奧雅納

© 奧雅納

提供行人及單車徑連接
藍綠資源

提供智能路線顯示牌以改
善公共交通的方便程度

香港沙田公園附近的城門河

香港跑馬地馬場/摩理臣山道巴士站的
巴士等候時間顯示屏

 見 1.4a

 見 1.4a

 見 1.4b

將行人和單車網絡融入
現有的藍綠走廊

韓國首爾汝矣島漢江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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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輸署(2021) 《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第十部第六章（2021年12月29日讀取）。香港：香港特區政府

2. 海濱事務委員會（2006）。《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旁地帶理想、使命及規劃原則》。網上資料， 
https://www.hfc.org.hk/filemanager/files/harbour_planning_principles_c.pdf（2021年12月28日讀取） 

3. 建築署（2007）。《暢道通行戶外環境建設》——第3.5章《引路、導向及標誌》。網上資料， 
https://www.archsd.gov.hk/archsd/html/ua2-chinese/pdf/ASD_UA2_3.5.pdf（2021年12月28日讀取）

4. 建築署（2004）。《暢道通行良好作業指引》。網上資料， 
https://www.archsd.gov.hk/tc/ua/index.html（2021年12月28日讀取） 

5. 徑·香港（2019）。Accessible Trails - Embracing Nature。網上資料， 
https://www.trailwatch.hk/blog/543（2021年12月28日讀取）

尾註 

浮動平台

可步
行距
離

海濱長廊

車路
行人路

海濱

活力都市
將香港定位為動態生活模式的城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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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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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濱長廊

車路
行人路

海濱

本主題概述塑造靈活的動態地點的先決條件，以容納不同的體能活動及康樂
用途。本主題也會探討如何透過多趣、跨代和共融的設計，並提供防風雨及戶
外温感舒適的環境，塑造吸引的動態地點。透過推廣安全、年齡友善及暢達通
行，讓不同年齡和能力的人士都能夠採納動態生活模式。

動態地點2

2.1
塑造可配合多項活動的動態地點

目標

目標

設計共融跨代的活動區域

目標

設計不受時間和季節所限的動態地點

目標

營造自發性活動的機會

2.3

2.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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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地點
塑造可配合多項體能活動的場所2

2.1d 提示
無靠背的長椅可提供座位
及用於運動。

© 奧雅納

2.1e 提示
提供免費無線網絡服務可促進使
用者採用健身應用程式。

塑造可配合多項活動的動態地點
目標

納入無障礙區域以便進行活動。(1) (2)

除了空間外，多種熱門運動並無特定要求。

納入草坪和綠色空間。
沒有鋪設路面的自然空間(例如草坪)是進行各種體能活
動的理想場所，可讓用家自由活動和探索，以鼓勵進行
無固定形式的遊戲。

為各類康樂活動區域和路徑選擇合適的地面物料。(3)

提供多功能設施 ，令做運動時享有最大的彈性。

提供便利運動人士的配套設施。
設有淋浴設施和儲物櫃的更衣室、洗手間、飲水機和單車
架等設施，以迎合動態使用者的需要。

將未被善用的空間改造為新的動態地點。
把未被善用的空間（例如天橋底）改建為運動場或太極花
園等場地。

把草坪納入動態地點可滿足多元活動如
跑步、球類活動及放風箏等

香港尖沙咀K11 Musea

© Otto Ng of LAAB Architects

 見 2.1b 及 2.1c 

2.1

a

c

e

f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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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 奧雅納

© 奧雅納

提供可靈活使用的草坪
和裝置便利運動進行

提供與運動相關的配套
設施

香港中西區海濱長廊

香港中西區海濱長廊

 見 2.1a

 見 2.1b 及 2.1d

 見 2.1e 

無阻隔地點容許進行多
種活動

香港赤柱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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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地點
塑造可配合多項體能活動的場所2

Pets Care

廁所

儲物櫃

儲物櫃

售貨亭

道路

大廈

有靠背的座椅

 見 2.2d

長者活動區毗鄰兒童遊樂區

 見 2.2a 

2.2a 提示
根據個別活動的性質作出評估，
混合適合不同年齡的活動場地，
可以促進跨代交流，例如混合太
極平台或長者健身園地和兒童遊
樂區。地面標記可用於指示多種
用途。

2.2d 提示
洗手間的設置、位置和設計會影
響長者和殘疾人士進行體能活動
的意願和自主能力，因此需要額
外留意。(5)

2.2d 提示
在指示牌上使用圖片、資訊圖表、
字體大的文字和發聲指示，並將
其放在適當位置，有助促進共融。

設計共融跨代的活動區域
目標

混合長者活動區和兒童遊樂區，促進跨代交流。

在動態區旁設置靜態區，吸引公眾使用。

設計結構穩固的遊樂設施，讓各年齡層的人士均可享用。(4)

設計適合年輕人或心境年輕人士，而且可同時用作康樂和
運動用途的遊樂設施。

推廣共融設計，以滿足不同群組（例如長者和殘疾人士）的需
求及喜好。

在入口或其他活動區附近設置附有靠背的座椅、安裝防
滑表面、欄杆扶手和共融指示牌，以及提供無障礙通道通
往活動區域。

2.2

a

c

b

d

26



動
態
地
點

2

1

4

3

鄰
舍
層
面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理大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

供玩樂和運動的設施

將共融元素融入遊樂場
設計

香港九龍公園健身徑

香港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

 見 2.2c

 見 2.2c

 見 2.2d

跨代的遊樂設施

香港荃灣二陂坊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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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地點
塑造可配合多項體能活動的場所2

2.3a 提示
有策略地配置水體或噴水裝置，可以進一步提升戶
外舒適度。

2.3d 提示
選擇合適的植物品種並進行適當的修葺，可避免遮
擋視線。

Pets Care

廁所

儲物櫃

儲物櫃

售貨亭

道路

大廈

適當的景觀及綠化可以保留視線，以便
於讓人看見

 見 2.3d

設計不受時間和季節所限的動態地點
目標

考慮氣候條件，提升戶外溫感舒適度。
規劃動態地點的設計及位置時，要考慮盛行風的風向和
日照。

設計有上蓋的區域。
為使空間四季均可使用，應設置有蓋的區域作防曬和遮
擋風雨之用。

選擇可提供遮蔭的樹木及植物。 (6) (7)

良好的園景設計及選擇適當的樹木品種可以改善微氣
候，吸引市民即使在炎熱的夏季依然運動。

選擇不會遮擋視線的園景及綠化，以進行自然監察，從而提
升使用者的安全感。

使用有助降低活動空間溫度的高反照率物料。
可考慮採用高反照率的物料，例如木板、淺色花崗岩及
玻璃。

選擇快速排水的多孔物料作小徑、遊樂區和活動區的地面。

使用適當的照明改善活力地點在夜間的使用及提升氛圍。
均衡的照明水平可令使用者感到安全，同時避免炫光
刺眼。

2.3

a

b

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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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 奧雅納

© 奧雅納

採用高反照率的物料作行
人路面

良好的燈光可美化活動地
點，吸引市民在夜間使用

香港愛秩序灣海濱花園

香港中山紀念公園

 見 2.3c

 見 2.3e

 見 2.3g

樹木和植物提供遮蔭，並
提升戶外溫感舒適度

香港城門河附近的單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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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地點
塑造可配合多項體能活動的場所2

使用指示牌提示市民相關感官體驗

© Shelagh Smith

 見 2.4c 及 2.4d

營造自發性活動的機會
目標

使用不同表面物料、顏色及圖案吸引自發性活動。

融入具美學價值的元素，吸引市民自發前往動態地點。(4)

獨特的園景、綠化、水景設施或互動藝術可以吸引市民
前往活動空間。

考慮如何透過與聲音、氣味、視覺和觸覺相關的感官體驗鼓
勵自發性活動。

使用指示牌提示市民相關感官體驗。
對感官較為敏感的人士或希望避免某些感官體驗，應該
讓其自行選擇。

2.4b 及 2.4c 提示
讓本地社區參與選擇和配套相關美感元素或感官
體驗，並考慮反映該區特有的歷史或文化元素。

2.4c 提示
一條步行徑若可穿過種有五彩斑斕的主題植物、鳥
語花香的花園，可鼓勵市民多走幾步。

2.4

a

c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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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水景設施吸引市民進行
自發性活動

西班牙馬德里里約公園

 見 2.4b

© 奧雅納

指示牌和地面物料鼓勵
市民進行體能活動

香港小西灣海濱花園

 見 2.4a

© 奧雅納 見 2.4a 及 2.4b

地面的彩色繪畫促進
自發性活動

香港灣仔海濱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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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屋宇署（2008）。《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2008》。網上資料， 
https://www.bd.gov.hk/doc/tc/resources/codes-and-references/code-and-design-manuals/BFA2008_c.pdf 

（2021年12月28日讀取） 

2. 建築署（2007）。《暢道通行戶外環境建設》第3.3章《良好作業與指引 - 園境空間》。網上資料， 
https://www.archsd.gov.hk/archsd/html/ua2-chinese/pdf/ASD_UA2_3.3.pdf （2021年12月28日讀取）

3.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2016）。Inclusive Play Space Guide - 4.2.4 Surfacing。網上資料， 
https://playright.org.hk/wp-content/uploads/2018/12/Playright-Inclusive-Play-Space-Guide.pdf （2021年12月
28日讀取）

4.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2016）。Inclusive Play Space Guide。網上資料， 
https:// playright.org.hk/wp-content/uploads/2018/12/Playright-Inclusive-Play-Space-Guide.pdf （2021年12
月28日讀取）

5.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2018）。《無障礙去街Guide》。網上資料， 
https://www.hkfhy.org.hk/upload/report/169/doc_zh/63e9e6bc21b03.pdf（2021年12月28日讀取） 

6. 發展局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2018）。《街道選樹指南》。網上資料， 
http://www.greening.gov.hk/filemanager/greening/tc/content_118/Full_report.pdf（2021年12月28日讀取） 

7. 土木工程拓展署（2004）。《綠化總綱圖》。網上資料， 
https://www.cedd.gov.hk/tc/topics-in-focus/greening/index.html （2021年12月28日讀取）

尾註 

動態地點
塑造可配合多項體能活動的場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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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題探討如何在已有的步行文化，鼓勵市民更常地行走較長的路程，及
行走體能上更具挑戰的路線。本主題探討如何構建安全和有遮蔽的行人環
境，使行人能從中輕鬆步行及定位。我們鼓勵行人善用香港多變的地形，使
用需要較多體能並途經戶外樓梯的路線步行，以提升體能活動水平。

活力步行旅程3

構建一個安全共融的行人環境
目標

目標

塑造不分晝夜和一年四季皆舒適吸引的行人環境

目標

鼓勵持續的步行旅程

目標

鼓勵使用於體能上較具挑戰且沿戶外樓梯和斜路
的步行路線

3.1

3.3

3.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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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步行旅程
鼓勵市民多步行和步行較長路線3

前往各處

行人路
車路

綠化及街道設施位置得宜，可以成為行
人與車輛之間的自然屏障

 見 3.1f

3.1d 提示
第79頁介紹的Braille Neue字體，可迎合視障及非視
障人士的需要。

3.1e 提示
花槽圍牆結合座椅的設計既可為變成休息區節省空
間，亦可美化行人環境和提升其體感舒適度。

構建一個安全共融的行人環境
目標

營造共融的行人環境。
設置順斜行人路面、防滑地面以及較寬闊的安全島，方
便輪椅使用者、長者和嬰兒車使用者通行。(1)

提供寬度足夠行人雙向行走的路面。
足 夠 的 行 人 路 空 間 讓 行 人 可 越 過 他 人 或 以 不 同 步 速
行走。

在地面設置行人路線，以及避免過多高低切換。

設計共融指示牌和導向設施，以滿足不同能力及需要的
人士。

字體大小、顏色、語言及翻譯設施都有助營造更共融的
環境。

提供可用作休息區的街道設施和小型休憩空間。
提供休息區可以讓長者有信心步行較遠距離。

使用街道設施及景觀帶，作行人和車輛的屏障。

3.1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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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chell Luo / Unsplash.com

© Vlad B / Unsplash.com

© 奧雅納

提供具有適當傾斜度及
良好物料作地面和欄杆
的斜路

提供寬闊及設有座椅的
行人路

香港第三街星鑽

澳洲墨爾本

 見 3.1a

 見 3.1a

 見 3.1b 及 3.1e

設有下斜路緣的共融
行人過路處

法國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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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步行旅程
鼓勵市民多步行和步行較長路線3

提供能遮蔭的樹木及主題性種植和水景設施以提高戶外温
感舒適，同時美化環境。(2) (3)

使用可在雨季快速排水的防滑及滲透物料。

使用適當的照明突出景點並增強安全感。

使用高反照率物料減低輻射溫度。

為行人提供連續的建築物簷篷（如適用）、有蓋通道和有蓋座
位以供遮蔭。

前往各處

行人路
車路

在主要行人路線加入樹蔭以提升舒適度

 見 3.2a

前往各處

行人路
車路

設置蓄水區以應對極端天氣和暴雨

 見 3.2b

營造不分晝夜和一年四季皆舒適吸引的行人環境
目標

3.2c 提示
均衡的照明水平可避免刺眼眩光，有助看清他人面容，使人有
安全感。

目標 3.2 的交互參考
有關考慮以連續的建築物簷篷（如適用）及有蓋行人通
道為往返目的地提供不受天氣影響的通道，請參閱指引
5.1b。

3.2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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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局

© ASIA CULTURECENTER / Unsplash.com

© Krzysztof Kotkowicz / Unsplash.com

結合樹木與燈光效果可
以營造吸引的行人環境

以燈光營造宜人的夜間
步行體驗

韓國光州亞洲文化中心

中國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

 見 3.2a

 見 3.2a 及 3.2c

 見 3.2c

種植適當的樹木為行人環
境遮蔭

香港喇沙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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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步行旅程
鼓勵市民多步行和步行較長路線3

前往各處

行人路
車路

利用視覺提示讓行人留意到附近景點。

 見 3.3b

「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式提供清晰
方便的步行路線資訊。步行路線搜索功
能還同時為視障或行動不便的人士提供
無障礙的路線選擇。

© 奧雅納

 見 3.3d

鼓勵持續的步行旅程
目標

塑造可以反映該區獨特之處的步行環境。
視 覺 上 有 趣 和 具 吸 引 力 的 行 人 環 境 可 以 鼓 勵 市 民 多
步行。

利用指示牌或地面繪畫讓行人留意到附近景點。
激發行人的好奇而自發展開探索之旅，從而持續步行
旅程。

使用指示牌或鋪路設計，提示抵達主要目的地的距離及步行
時間。

通過設計吸引的指示牌和地面標記，提供前往主要目
的地的步行距離、方向和所需時間，以鼓勵行人步行
更長路線。

探討如何利用智慧措施鼓勵行人前往更遠的目的地。
提 供 互 動 式 的 導 向 服 務 不 但 能 告 知 市 民 附 近 有 趣 或
相關的路線及地點，也能提升街道導向的效率。

3.3a 提示
選擇不同顏色、物料和形式的街道設施；營造吸引的焦點地區

（如適合在Instagram上發佈的特色景點）；結合本地藝術品
和雕塑；參考相關歷史建築物和地標或創建主題路線，均可營
造具吸引力及有趣的行程。

3.3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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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 RSM Design

© 奧雅納

以指示牌標示前往目的
地的方向和所需時間

利用互動的智慧導向服務
鼓勵行人步行更遠距離

香港尖沙咀天星碼頭

美國德州沃思堡 Clearfolk 商場

 見 3.3a

 見 3.3b 及 3.3c

 見 3.3d

加入藝術裝置和特色元素，
使行人環境更具趣味

香港尖沙咀星光大道

39



活
力
步
行
旅
程

3

1

2

4

鄰
舍
層
面

活力步行旅程
鼓勵市民多步行和步行較長路線3

目標 3.4 的交互參考
有關如何使樓梯變得更共融的進一步指引， 請參閱目標
7.3。

3.4a 提示
利用街燈、綠化、藝術品、街道設施、裝飾品、主題樓梯或滑稽/
好玩的元素，使新樓梯變得有趣或提升現有樓梯的吸引力。

前往各處

行人路
車路

吸引的樓梯設計可以鼓勵市民使用

 見 3.4b

鼓勵使用於體能上較具挑戰且沿戶外樓梯和斜路的
步行路線

目標

重 新 連 接 行 人 網 絡 或 大 廈 入 口 至 現 有 的 戶 外 樓 梯 和 斜
路，並改善樓梯/斜路環境，鼓勵更多人使用。

考慮如何使戶外樓梯和斜路成為特色設計，以提升它們
對周邊社區的吸引力。

善用決策提示點。
決策提示點讓行人意識到戶外樓梯的存在，同時鼓勵行
人選擇使用需要更多體力及沿戶外樓梯的步行路線。

考慮在策略性位置設置戶外樓梯以加強現有和新社區之
間的連接和樓梯使用率。

3.4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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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 Marta Marotta

藝術元素可以美化戶外
樓梯附近的步行環境，使
其成為該區景點

決策提示點可以鼓勵行
人使用需要更多體力及
經戶外樓梯的路線

香港西營盤藝里坊

香港東涌海濱路的模擬決策提示

 見 3.4b

 見 3.4b

 見 3.4c

吸引的樓梯設計

香港炮台山的行人連接

© 奧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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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各處

行人路
車路

活力步行旅程
鼓勵市民多步行和步行較長路線

1. 屋宇署（2008）。《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2008》。網上資料， 
https://www.bd.gov.hk/doc/tc/resources/codes-and-references/code-and-design-manuals/BFA2008_c.pdf 

（2021年12月28日讀取）

2. 發展局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2018）。《街道選樹指南》。網上資料， 
http://www.greening.gov.hk/filemanager/greening/tc/content_118/Full_report.pdf （2021年12月28日讀取）

3. 土木工程拓展署（2004）。《綠化總綱圖》。網上資料， 
https://www.cedd.gov.hk/tc/topics-in-focus/greening/index.html （2021年12月28日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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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各處

行人路
車路

在日常生活中採用動態出行模式，可以提升體能活動水平。本主題探討如
何在適當的基建及配套設施配合下，使步行和騎單車成為日常出行的一部
分，並作為前往公共交通節點的首程或尾程接駁選擇。除了鼓勵動態出行
模式外，本主題亦鼓勵為休閒單車活動創造先決條件。

動態出行4

連接及擴展現有的行人及單車徑網絡
目標

目標

在行人及單車徑沿線提供基建配套設施

目標

提供可切換至動態出行模式的便捷途徑

4.1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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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出行
透過動態出行模式增加體能活動4

4.1c 提示
相關措施可包括道路共享、指定行人優先使用區／部份時
間行人專區、擴闊行人道及增設單車徑的標記（例如使用 
LED燈）。

在新基建項目（如行車大橋）上加設行人
路和單車徑，藉此連接和擴充現有的行
人和單車徑網絡

© 規劃署

 見 4.1a

連接及擴展現有的行人及單車徑網絡
目標

將新發展項目與現有的行人網絡和動態地點連接起來。
新發展項目提供一個契機連接市民平日經常到訪的目
的地，從而提升行人和單車徑網絡。

如新發展項目鄰近有現有或規劃中的單車路線，應確保項
目預留足夠空間作日後連接單車徑網絡之用。

若發展項目位於公共交通樞紐的步行範圍之內，優先考
慮動態出行模式。

可以透過空間分配及減慢車速，鼓勵市民優先採用動態
出行模式，如步行及騎單車。在訂立優次時，需考慮空
間、技術及保養問題。

建立多層行人網絡以連接商業、住宅、康樂和社區用地。

4.1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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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減速平台及收窄行
車線等交通紓緩措施， 
讓行人優先使用道路空間

透過提供行人隧道和
行人路加強連接

香港灣仔利東街

香港尖沙咀漢口道

© 奧雅納

© 奧雅納

© Clark Parker (The Tokyo Files)

 見 4.1c

 見 4.1a

以路面標記指示採用動態
出行模式的使用者可優先
使用道路

日本東京狛江駅周邊的悠閒式街道

 見 4.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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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出行
透過動態出行模式增加體能活動4

在合適的位置提供休息區、單車停放處及單車維修站。
提供座椅、飲水機、洗手間、小食亭以及單車租賃和零件
店等配套設施，可以鼓勵步行和騎單車。

使用創新設計結合配套基建設施和休息站。
這樣可以便利部分動態出行人士，亦可避免有關設施在
空間有限的行人環境下阻擋視線或形成視覺障礙。

4.2b 提示
休息區可以結合單車維修站，以提升其功能。

在行人路和單車徑附近提供休息區

 見 4.2a

新發
展地
段

在單車徑沿途提供單車停放處和單車
維修站

 見 4.2a

在行人及單車徑沿線提供基建配套設施
目標 4.2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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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 奧雅納

© UBS (Urban Bike Solutions)

設置吸引的單車停放處，
並提維修工具如單車氣泵

在單車徑沿線的公共
洗手間旁邊設置單車
停放處

香港東涌

香港沙田新城市廣場

 見 4.2a

 見 4.2a

結合單車維修站的休息區

克羅地亞貝利馬納斯蒂爾鎮

 見 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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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出行
透過動態出行模式增加體能活動4

設計安全、便捷和吸引的路線連接公共交通設施。(1)

鼓勵使用動態出行模式接駁公共交通工具。

在公共交通節點設置合適的配套設施，促使市民在日常
旅途中切換至動態出行模式。(2)

在連接鄰舍和交通樞紐時，提供扶手電梯／升降機以外
的動態出行模式。

加強經常到訪的地點（如商場）與鄰近公
共交通車站的暢達度及連接，可鼓勵市
民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 奧雅納

 見 4.3a

4.3b 提示
在 連 接 單 車 徑 的 公 共 交 通 節 點 設 置 長
椅、單 車 停 放 處 ( 2 )及 儲 物 等 配 套 設 施，
可以便利動態出行人士。

4.3c 提示
在樓梯旁邊策略性地設置車費
特惠站。

© 奧雅納

提供可切換至動態出行模式的便捷途徑
目標 4.3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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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s Heijnsbroek

於公共交通車站設置長
椅和不受天氣影響的設
施優化出行體驗

荷蘭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

 見 4.3a

© Cyclehoop

在主要交通樞紐附近設置
單車維修站

英國倫敦柏靈頓站

 見 4.3b

© 奧雅納

在車站出口提供扶手電梯
以外的動態選擇，讓市民
繼續他們的下一段旅程

香港炮台山港鐵站附近

 見 4.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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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出行
透過動態出行模式增加體能活動

1. 規劃署（2021）。《香港規劃標準與指引》第八章4.1.13節。網上資料，  
https://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pdf/ ch8.pdf （2021年12月28日讀取）

2. 運輸署（2021）。《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第九部第二章。香港：香港特區政府

尾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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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建築物層面的動態設計，是指介入建築物及發展項目的設計。在早期規劃和設計階
段，需要全盤考慮在建築物內提供動態空間和設施和其位置，以及相應的活力路
線，以鼓勵建築物使用者每天多加活動。此外，亦會考慮建築物臨街面的設計，以締
造充滿活力及安全的行人環境。

建築物層面的動態設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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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層面的
動態設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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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臨街面

活力路線

動態空間和設施

策略性配置建築物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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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層
面 1.  活力臨街面

鼓勵提供能提升行人體驗的建築立面

營造充滿活力的行人環境

鼓勵建築物外牆採用通透設計

2.  動態空間和設施
在建築物層面提供動態空間

配置空間及設施作最理想用途及彈性

提供鼓勵動態生活模式的設施

3.  活力路線
推廣有趣的活力路線

設計共融樓梯以滿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推動更積極使用建築物內的連接通道

利用導向設施鼓勵使用活力路線

.     策略性配置建築物內的功能
策略性地配置經常到訪的地點以鼓勵步行

適當匯聚互補的建築物功能以鼓勵體能活動

5

6

7

8

5.1

5.3

5.2

6.1

6.3

6.2

7.1

7.3

7.2

7.4

8.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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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築
物
層
面 建築物臨街面配以充滿生氣的地面活動對行人環境及行人體驗的質素

有莫大影響。本主題論述視覺上通透的建築物外牆對營造充滿活力及安
全的街道環境有正面影響。面向動態地點或熱鬧街道的建築物立面亦可
以 在 視 覺 上 提 示 有 關 活 力 地 點。以 上 元 素 同 時 塑 造 了「活 力 步 行 旅 程」
的先決條件。

活力臨街面5

鼓勵提供能提升行人體驗的建築立面
目標

目標

鼓勵建築物外牆採用通透設計

目標

營造充滿活力的行人環境

5.1

5.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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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臨街面
確保建築物與街道環境互動5

設置清晰的入口區域並連接到行人路線，
可以鼓勵步行

 見 5.1c

使用綠化建築立面減低行人路面的熱
島效應

 見 5.1d

5.1c 提示
探討建築物表達方式的變化和設置一些分隔，如入口、樓梯、後
移及用途等，有助減少過長的建築立面。

適 當 地 配 置 建 築 物 及 其 立 面 的 位 置，以 盡 量 提 升 行 人
環 境 的 空 氣 流 通 和 通 透 感。

善 用 建 築 物 懸 垂 設 計 和 提 供 樹 蔭 ( 1 )，營 造 不 受 天 氣 影
響 的 行 人 環 境。

選擇不需要結構支撐的設計，保持行人路面暢通。 

沿 建 築 立 面 的 步 行 旅 程 應 具 吸 引 力 和 趣 味 性，以 鼓 勵
步 行。

透過設計更多建築物入口／開口／小型空間予公眾通
行以營造充滿生氣的街道環境。清晰的建築物入口及
立面同時亦可以提高街道的辨識度。

選 擇 可 減 少 行 人 熱 負 荷 的 建 築 物 外 牆 設 計 和 物 料。
植樹、綠化牆、水景和高反照率的建築物料有助減少行
人熱負荷。

鼓勵提供能提升行人體驗的建築立面
目標 5.1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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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無支撐結構的簷篷保持
街道暢通

香港北角北角匯

© 奧雅納

綠化建築立面有助行人
環境降溫

新加坡必麒麟街上段 
皮克林賓樂雅臻選酒店

 見 5.1d

 見 5.1b

© 奧雅納

建築立面有助街道辨識度

香港上海街

 見 5.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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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臨街面
確保建築物與街道環境互動5

媒體牆和指示板的位置應避免阻擋建築
物低層的視覺聯繫

 見 5.2c
5.2a 提示
設計合適的圍欄和外牆高度，以平衡監察和其他保安措施的需
要。

把建築物的開口設於面向街道的位置，可以順向監察街
道情況。

把 窗 戶 設 置 在 能 望 向 吸 引 的 休 憩 空 間 和 充 滿 生 氣 的 街
景，以吸引使用者出外並享用這些地方散步或進行其他
體能活動。

媒 體 牆、廣 告 牌 及 指 示 板 的 位 置 應 遠 離 建 築 物 入 口，以
保持建築物低層的視覺通透度。

提供玻璃外牆及開口連結室內外空間。

鼓勵建築物外牆採用通透設計
目標 5.2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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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 奧雅納

© 奧雅納

玻璃外牆讓使用者可以
從內看到附近的休憩空
間和街景

俯瞰行人路的窗戶為
街道提供自然監察

新加坡舊禧街警察局

香港灣仔太古廣場三座

 見 5.2b

 見 5.2a

玻璃外牆可為室內和戶
外活動提供視覺連繫

香港鰂魚涌太古坊

 見 5.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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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臨街面
確保建築物與街道環境互動5

地面的建築物後移可以促使戶外活動

 見 5.3b

地面的鄰舍商店有助促進人本比例合宜
的行人環境

 見 5.3c

5.3b 提示
把建築物後移和在地面設立其他類型的非建築用地、通風廊
及/或緊急車輛通道可營造更寬敞和有生氣的行人環境。

優 先 設 置 具 活 力 的 路 邊 用 途 以 吸 引 建 築 物 使 用 者 和 路
人。

臨街商鋪如露天茶座和藝術品展覽等可以吸引較靜態
的使用者前往附近的目的地。 

考慮把建築物後移以塑造地面空間作不同的活動。

鼓勵在地面設置較多精緻的鋪面。
鄰舍商店例如咖啡店、麵包店和雜貨店，有助營造人本
比例合宜的街道環境，和提供更多元化的目的地吸引
附近建築物的使用者。

營造充滿活力的行人環境
目標 5.3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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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 奧雅納

© 奧雅納

零售地鋪可以吸引鄰近
建築物的使用者及路人

把地面用作露天茶座可增
添街道活力

香港尖沙咀香港藝術館

香港灣仔利東街

 見 5.3a

 見 5.3a

將超市設置在臨街位置
可以吸引市民前往購物
而非在網上購物

香港紅磡寶來街

 見 5.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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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街道上方的伸出物（包括露台、簷篷、遮陽篷和招牌等)的要求：

‧ 香港特區政府（2020）。香港法例第123F章《建築物（規劃）規例》 第7及10條。網上資料，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123F?xpid=ID_1438402647285_002 （2021年12月29日讀取）

‧ 屋宇署（2020）。《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9 - 伸出物的上蓋面積和地積比
率 - 《建築物（規劃）規例》第20及21條。網上資料， 
https://www.bd.gov.hk/doc/tc/resources/codes-and-references/practice-notes-and-circular-letters/pnap/APP/APP019.pdf 

（2021年12月29日讀取） 

‧ 屋宇署（2020）。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26 - 豎設招牌 。網上資料， 
https://www.bd.gov.hk/doc/tc/resources/codes-and-references/practice-notes-and-circular-letters/pnap/APP/APP126.pdf 

（2021年12月29日讀取）

‧ 其他相關規例/作業備考

尾註

活力臨街面
確保建築物與街道環境互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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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築物內的動態空間可包括平台及空中花園、天台空間、運動及多功能

室。本主題探討如何透過提供動態空間／設施和配套設施，為進行更多體
能活動和動態出行創造先決條件。本主題亦討論在建築物層面的空間設
計注入靈活性、溫感舒適和跨代設計的建築元素，以用作各種體能活動。

動態空間和設施6

在建築物層面提供動態空間
目標

目標

提供鼓勵動態生活模式的設施

目標

配置空間及設施作最理想用途及彈性

6.1

6.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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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空間和設施
在建築物中提供活動機會，促進身心健康6

目標 6.1 的交互參考
在「動態地點」主題內有關營造共融和跨代空間的指引，對
於建築物層面內的動態空間的主題亦有參考意義。請參閱
目標2.2

儲物櫃
售貨亭

設置綠化及不受噪音和污染物影響的休
憩空間作體能活動

 見 6.1a

儲物櫃
售貨亭

善用建築物的天台或避火層設置康樂區
域以增加接觸體能活動的機會

 見 6.1c

6.1a 提示
音景設計工具有助控制音量並
保留現有空間的理想聲音。(1)

6.1b 提示
設計地面標記以在避免實體屏
障前提下提供多項功能。

6.1c 提示
在 天台引入都 市農 莊或社區 農
圃，可以吸引多人參與；而照料植
物時亦可提高體能水平。

在 建 築 物 層 面 提 供 吸 引 及 易 達 的 休 憩 空 間 以 鼓 勵 更 多
人使用。

優質的休憩空間需具有優美景觀、自然通風和綠化，且
免受噪音及污染物影響。 

利用設計元素將多項功能融入動態空間，以盡量增加活
動空間用途的靈活性及貼合不同用家需要。

優先考慮將天台及平台用於康樂和體能活動。

在動態空間內營造有景觀和綠化的安靜區。
將安靜區融入動態空間，可以迎合使用者及訪客的不
同活動需求，鼓勵他們進行附帶活動。

在建築物層面提供動態空間
目標 6.1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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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 Gaw Capital / People’s Place / One Bite Design Studio / Tai Ngai Lung

© 奧雅納

利用地面標記劃分的多
功能遊樂場

可享美景的優質休憩
空間

香港金鐘添馬公園

香港九龍灣啟業道

 見 6.1b

 見 6.1a

利用園景和植物在天台
遊樂場旁邊營造安靜的
角落

香港尖沙咀K11 Musea

 見 6.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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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空間和設施
在建築物中提供活動機會，促進身心健康6

儲物櫃
售貨亭

提供單車停放處和配套設施以支援活
力出行

 見 6.2a

提供多種動態設施，照顧不同年齡人士
需要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見 6.2c

6.2b 提示
特色標誌可以是游泳池、室
內緩跑徑或健身室。

6.2c 提示
在游泳池設置淺水區，而輔
助下水處則設有防滑扶手梯
及欄杆，以讓一 般市民在游
泳池暢游、兒童嬉水和長者
在水中進行帶氧運動。

提供鼓勵動態生活模式的設施
目標

提供單車停放處和配套設施支援活力出行。
為使用者提供配套設施，如淋浴間、洗手間、儲物櫃和更
衣室設施，促進動態出行模式。 

因 應 租 戶 類 型 及 年 齡 分 布 提 供 合 適 的 動 態 設 施 如 鍛 煉
區、健身房、緩跑徑等作為特色標誌。

優 先 考 慮 設 置 長 幼 共 融 並 可 同 時 用 於 康 樂 性 活 動 的
動 態 設 施。

探討如何改造現有建築物內的空間及設施，以營造活力
空間及設施。

一般而言，工業大廈的樓面負荷量／樓底較高，而一些
學校亦設有更衣室及較大活動空間。當這些現有樓宇進
行整幢改裝時，可探索把其用途改為用作體能活動的康
樂空間。

6.2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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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Watson

© 奧雅納

© Gaw Capital / People’s Place / One Bite Design Studio / Tai Ngai Lung

空中花園的環保單車充電
站方便訪客隨時運動

更衣室和儲物櫃便利市民
進行體能活動和採用動態
出行模式

澳洲悉尼 Roden Cutler House 的旅程
終點設施

香港銅鑼灣希慎廣場

 見 6.2c

 見 6.2a

將普通籃球場改造成可作
不同類型運動的動態設施

香港九龍灣啟業道

 見 6.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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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空間和設施
在建築物中提供活動機會，促進身心健康6

儲物櫃
售貨亭

把公眾休憩用地設於公共空間的當眼處

 見 6.3a

將 新 建 樓 宇 中 的 公 眾 休 憩 空 間 設 置 在 行 人 環 境 可 見 的
地方，以鼓勵市民前往。

將體能活動空間、動態設施及配套設施設於當眼及方便
易達的地點。

將單車停放處和行人通道設於較車輛通道方便的位置。
考慮如何令用戶能隨時及更方便地使用步行、騎單車
及公共交通接駁等替代出行模式，以減少不必要地駕
車出行。

利用指示牌及導向設施讓使用者意識到建築物內的活力
空間及設施，並引領他們到該位置。

在提供私人休憩空間或設施的位置時，應顧及使用者模
式的變化，以及如何可以惠及廣大市民。

在設計工作場所或學校操場時，考慮日後各種的營運情
境（僅限私人使用、部分及全部向公眾開放）下，可讓公
眾在下班/課後時間使用有關設施。

儲物櫃
售貨亭

利用指示牌及導向設施讓使用者意識到
動態空間

 見 6.3d

6.3a 提示
使用玻璃間牆或較矮的欄杆
令動態設施更易被看見，繼
而提升其使用率。

6.3e 提示
展示如何在不損害主要使用
者的私隱、安全及預期使用
的前提下，讓公眾使 用有關
設施。

配置空間及設施作最理想用途及彈性
目標 6.3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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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ynk Collaborative

© Program Contractors Limited

© Thomas Watson

單車停放處設在靠近樓宇
入口的便利位置

把健身設施配置在辦公室
環境內清晰可見的位置

新加坡Honestbee辦公室

香港將軍澳天晉

 見 6.3c

 見 6.3b

良好的指示牌可讓市民意
識到單車停放處

澳洲墨爾本BiC-Australia總部

 見 6.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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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物櫃
售貨亭

1. 威爾斯政府（2018）。Wales Noise and Soundscape Action Plan 2018-2023。網上資料， 
https://www.gov.wales/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19-04/noise-and-soundscape-action-plan.pdf 

（2021年12月29日讀取）

2. 規劃署（2021）。《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四章 康樂、休憩用地及綠化，表8。網上資料， 
https://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pdf/ch4.pdf （2021年12月29日讀取） 

尾註

動態空間和設施
在建築物中提供活動機會，促進身心健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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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香 港 是 一 個 高 樓 大 廈 林 立 的 垂 直 城 市。不 少 人 在 多 層 大 廈 內 生 活 或 工

作，因而提供了機會鼓勵大廈使用者使用活力路線前往建築物或發展項
目內的不同地點和樓層。本主題探討透過整合建築物內不同的連接通道
來塑造活力路線，以鼓勵人們多步行，作為日常生活中經意或不經意地
進行的體能活動。

活力路線7

推廣有趣的活力路線
目標

目標

推動更積極使用建築物內的連接通道

目標

設計共融樓梯以滿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目標

利用導向設施鼓勵使用活力路線

7.1

7.2

7.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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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路線
推廣步行和行樓梯優於使用升降機和扶手電梯7

將連接不同功能和地點的樓梯、台階、斜路(1)及天橋打造
成吸引的建築特色。

這些建築構件可融入獨特創意構思，有助提升使用者的
體能活動水平之餘，也可成為該發展項目的特色標誌。

設計樓梯、台階及斜路時，不單為符合基本的功能要求，
也應考慮使用者的舒適度。

室內行走路線應足夠寬闊以容許人們輕鬆地雙向行走
或與照顧者並排而行。

為樓宇設計健康的樓梯。
此樓梯應是安全、易達和可代替升降機及扶手電梯，在
保持一定的安全性之餘，也能把公家人士可使用的空
間連接起來，而且比標準防火梯更吸引和易於使用。

鼓勵在建築物內設計通透的垂直連接

 見 7.1b

透過設計健康樓梯營造活力環境

© Bundo Kim / unsplash.com

 見 7.1c

推廣有趣的活力路線
目標 7.1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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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 Evolution Design

© 奧雅納

樓梯不只滿足基本功能要
求，亦是建築特色

利用自然光、內部和外部景
觀，將斜路打造成建築特色

瑞士蘇黎世Cocoon

香港大館當代美術館

 見 7.1b

 見 7.1a

在當眼處設置具有自然光
和景觀的防火梯，可提供
易於通達的選擇，取代使
用升降機

香港西九龍政府合署

 見 7.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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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路線
推廣步行和行樓梯優於使用升降機和扶手電梯7

7.2b 提示
使用隔層停靠的升降機系統
可以鼓勵有能力的人士使用
樓梯。在這類系統中，大多數
升降機只停在指定樓層。

7.2c 提示
以設有透明面板而且符合防
火要求的防火門，代替實色
的防火門，使樓梯在視覺上
與外面連接。

把樓梯作為進入建築物的路線的其中
一部分

 見 7.2a

在梯間等垂直連接提供自然採光

 見 7.2c

將動態路線設於建築物入口的當眼處。
樓梯、天橋或走廊應設於與升降機和扶手電梯同樣顯眼 
的位置，以增加使用率。

在不影響無障礙通道的情況下，考慮提供整合的垂直運
輸系統往返建築物各樓層。

善用自然光及景觀來配置及設計建築物內的通道連接。
能夠從建築物內望向室內或室外的景觀均有助提高人
們在建築物內的方向感並促進更多步行。

善用設計以提升現有和新建築物連接通道的氛圍和提高
人們的方向感。

建築物內不同用途之間應有顯著的連繫，而垂直連接（
例如樓梯）應放置於顯眼的位置。

推動更積極使用建築物內的連接通道
目標 7.2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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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 Lars Fjendbo Møller

© 奧雅納

擁有良好景觀和自然光的
天橋

位於建築物入口當眼處的
樓梯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柴灣校園）

新加坡達士嶺

 見 7.2c

 見 7.2a

通透並有自然光的樓梯有
助提升使用者在建築物內
的方向感

香港中環香港大會堂

 見 7.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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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路線
推廣步行和行樓梯優於使用升降機和扶手電梯7

7.3d 提示
不同高度的扶手設
計可以 扶助不同使
用群組。

© 奧雅納

設計樓梯時，提供中途休息處並加入共
融設計元素

© Markus Birner

 見 7.3c

設計樓梯級面和豎板時要考慮使用者的舒適度、安全性和易
用性。(1)(2)

採用共融設計於扶手和樓梯平台。

使用防滑的樓梯級面和梯級邊緣，以及鮮明的對比顏色，
以確保樓梯使用者的安全。

在梯間設置休息及歇腳處。
梯間的休息處有助鼓勵不同體能水平的人士行樓梯。

增設可扶助不同使用群組需要的扶手系統。

設計共融樓梯以滿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目標 7.3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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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 奧雅納

© 奧雅納

在樓梯級面、豎板和梯級
邊緣採用不同色彩

利用升幅平緩的梯級和梯
間的休息處提升樓梯的共
融性

香港中環中央廣場室外樓梯

香港中環PMQ元創方

 見 7.3b

 見 7.3a 及 7.3c

樓梯的中間位置增設欄杆
增強安全度

香港中環永樂街Yardbird

 見 7.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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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路線
推廣步行和行樓梯優於使用升降機和扶手電梯7

將決策提示點放置在升降機、樓梯和扶
手電梯附近，令市民留意活力路線

 見 7.4b

7.4a 提示
手 機 應 用程 式 和智能 裝 置
可以串連 到 在 建 築 物 或 發
展 項目中的 動 態 路 線 或 特
定活動。

© 奧雅納

7.4b 提示
使用色彩豐富和資訊性的提
示來鼓勵使用者／訪客使用
樓梯，以代替乘坐電梯或使
用扶手電梯。

© 奧雅納

在當眼處放置導向設施顯示活力路線的位置和走線。
如活力路線的起點並不在建築物主要位置的可見範圍
內，導向設施能夠引導使用者前往活力路線。

在升降機和扶手電梯附近擺放決策提示點，鼓勵人選擇
活力路線。

這 類 鼓 勵 性 標 誌 應 傳 遞 活 力 路 線 比 機 動 路 線 優 勝
的 地 方，例 如 是 健 康 上 的 益 處 或 是 節 省 等 侯 升 降 機
的 時 間 等。

決策提示點和導向設施應該對於有不同需要的人士來說
都清晰易明。

利用導向設施鼓勵使用活力路線
目標 7.4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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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 City of Toronto

© Kosuke Takahashi (“Braille Neue” Designer)

使用決策提示點讓使用者
留意到可選的活力路線並
鼓勵使用

獨特設計的導向設施引導
訪客前往活力路線、目的
地和配套設施

香港北角渡輪碼頭附近的模擬指示牌

加拿大多倫多Rediscover the 
stairs workplace toolkit

日本東京澀谷區100BANCH

 見 7.4b

 見 7.4a

「Braille Neue」是一種
新字體，可協助視障人士
導向

 見 3.1d & 7.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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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屋宇署（2008）。《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2008》。網上資料， 
https://www.bd.gov.hk/doc/tc/resources/codes-and-references/code-and-design-manuals/BFA2008_c.pdf （2021
年12月28日讀取）

2. 建築署（2019）。《長者友善設計指引 – 第6B5部》。網上資料， 
https://www.archsd.gov.hk/media/reports/practices-and-guidelines/20190326_5501_Elderly-friendly%20Design%20Guidelines_FINAL.pdf 

（2021年12月28日讀取） 

尾註

活力路線
推廣步行和行樓梯優於使用升降機和扶手電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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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配置建築物內
的功能
面對靜態行為和缺乏運動對健康帶來的挑戰，本主題探討如何透過有策
略及互惠地配置建築物內不同的功能和社交空間，促進使用者不經意地
進 行 更 多 體 能 活 動。在 建 築 物 層 面 策 略 性 地 配 置 一 些 使 用 者 經 常 到 訪
或受歡迎的地點，可增加活動頻率，累計有助使用者提升日間的體能活
量。此外，建築物功能的空間配置如能互相配合，加上提供的活力路線，
可促進使用者進行體能活動。

8

策略性地配置經常到訪的地點以鼓勵步行
目標

目標

適當匯聚互補的建築物功能以鼓勵體能活動

8.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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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配置建築物內的功能
透過微細的改變提升建築物使用者的活動水平8

把建築物使用者常去的地方和社交空間
策略性地設在可經活力路線前往的位置

 見 8.1a 及 8.1b

儲物櫃
售貨亭

將建築物的主要升降機大堂由地面移至 
較高層，並設置顯眼的樓梯

 見 8.1c

8.1c 提示
一些建築物（例如購物中心、公共圖書館及辦公室大樓）適合
採用把大堂設在地面層以上的設計。

策略性地把建築物使用者常去的地點設置於遠離核心區，以
鼓勵更多活動。

可將辦公室的休息區、社交區及茶水間設置在遠離工作
的區域或設於不同樓層，以增加前往這些地點所需的步
行距離。

將社交空間設置於需要經活力路線前往的地點。
若果社交空間與活力路線是連接著的，而且兩者均是
清晰可見，使用者會有更大意慾使用該動態路線。

考慮將建築物的主要大堂設置在地面以上的樓層。

在決定如何透過配罝建築物內的功能以鼓勵步行時，應
把建築物的用途和租戶資料納入考慮。

策略性地配置經常到訪的地點以鼓勵步行
目標

儲物櫃
售貨亭

8.1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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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雅納

© 奧雅納

© 奧雅納

把休憩空間與活力路線
結合，可以加強後者的
效果

將辦公環境中經常使用的
社交區域擺放在遠離辦公
桌的位置，以增加步行

香港九龍塘又一城

香港尖沙咀K11 Musea的水簾舞台

 見 8.1b

 見 8.1a

把活力路線連接至具吸引
力的社交空間，可加強活
力路線的效果

香港九龍塘又一城

 見 8.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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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配置建築物內的功能
透過微細的改變提升建築物使用者的活動水平8

儲物櫃
售貨亭

把康樂及活動空間與其他類型的空間併
放在一起

 見 8.2a

儲物櫃
售貨亭

開放式辦公室設計可以鼓勵步行

 見 8.2b

適當匯聚互補的建築物功能以鼓勵體能活動
目標

把活力機會融入在不同類別的空間。
在辦公室環境裏，把活動設施設在茶水間、食堂或工
作範圍附近，可鼓勵員工在午休時間使用活動設施，
並為自發遊戲或運動提供更多機會。

把動態設計理念融入樓層布局。

改建功能單一的空間及房間作更靈活的用途。
入口大堂、走廊、升降機大堂及過渡空間等，均可以用
作自發活動和社交互動的場所。

8.2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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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入口大堂加入充滿樂趣
的元素

丹麥菲特列斯堡市Ku.Be House 
of Culture and Movement

© Bakirkure Architects / Gurkan Akay

© MVRDV / Ossip van Duivenbode

© MVRDV / Ossip van Duivenbode 見 8.2c

把動態設計理念融入樓層
布局

把籃球場、社交空間和
會議室共設在同一空間

土耳其伊斯坦堡ING銀行

丹麥菲特列斯堡市Ku.Be House of 
Culture and Movement

 見 8.2b

 見 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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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物櫃
售貨亭

策略性配置建築物內的功能
透過微細的改變提升建築物使用者的活動水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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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挑選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五個個案研究，展示應用了多個主題
的動態設計元素。

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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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扎里格橋

將海濱地區塑造成地標 
當河水開始上漲時，橋的一部分會被淹沒，而橋邊的石塊便會成為行人過河的墊腳
石，營造出有趣而獨特的體驗。

推廣連接大自然的「藍綠」資源 
這座橋提供了前往瓦爾河及河邊公園的便捷途徑。

連接現有的行人和單車徑網絡 
這座橋連接瓦爾河兩旁市區內現有的步行和單車徑網絡。

提供基建配套設施 
當水位較低時，橋上的墊腳石可用作座位。

行人和騎單車人士兼容的動態出行路線。橋邊的墊腳石可用
作座位。

 © Next Architects /  Jan Daanen

在河水氾濫期間，墊腳石可以用作行人的動態出行路線。墊腳
石對周圍的環境影響輕微，而在河水氾濫期間可為使用者帶來
獨特和有趣的體驗。

 © Next Architects /  Jan Daanen

動態出行

活力都市

位於 荷蘭海爾德蘭省奈梅亨市
這座橋連接著奈梅亨市瓦爾河兩旁的重要區域，為前往專區提供了方便的行人和單車捷徑，使遇
上季節性的河水氾濫亦不會受影響。

4

1

1.3

1.4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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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灣街心公園

營造靈活的動態地點 
公園設有極少障礙物的草地和已鋪區域，亦透過物料和植物劃分不同的動態空間，
以及提供可供不同群組靜思的角落。

設計共融和跨代的遊戲區 
無障礙通道和多功能長凳有助長者出入及提供休息的空間，是跨代設計的範例。由
輸水管製成的瀑布亦是兒童的遊戲場所。

設計四季皆可使用的動態地點 
公園裡的樹蔭讓市民在炎炎夏日依然可進行活動或舒適地散步，有蓋區域亦可以為
訪客遮擋陽光及風雨。

創造自發活動的機會 
大型的水景設施是公園的焦點所在。

滑板場深受年輕人歡迎
© 奧雅納

種有樹木的無障礙草地和已鋪區域。公園同時提供動態空間及寧靜空間。
© 奧雅納

有蓋休息空間可促進長幼互動
© 奧雅納

公園內的大型水景設施
© 奧雅納

動態地點

位於 中國深圳市南山區
深灣街心公園位於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的城市公共綠色軸線上，在高密度的都市環境中形成一片
綠洲。

2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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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墨爾本的巷道

營造安全共融的步行環境 
巷道大部分位於地面、光線充足，而寬度足以容納雙向人流。

營造舒適和吸引的行人環境
巷道有專屬設計的照明設施以增加行人的安全感。

鼓勵持續的步行
鼓勵把文化及藝術設計融入多條巷道，增添視覺趣味。

鼓勵透過建築物立面提升行人體驗 
巷道沿線的部分建築物設有簷篷，讓行人更感舒適。

鼓勵建築物外牆採用通透設計
地面入口和建築物窗戶大多面向街道，使巷道可以被看見，達致自然監察效果。

營造有活力的行人環境
以文化及藝術活動以及路邊餐飲連繫巷道與其毗鄰店舖，使巷道充滿生氣。

以文化及藝術設計營造視覺趣味

© Annie Spratt / Unsplash.com

The Central Place巷道位於地面，寬度足以容納雙向人流。在巷道頂部設置了專屬設
計的照明設施，另外巷道兩側設有路邊餐廳。

© Wayward Wanders

位於 澳洲墨爾本市中心
墨爾本的活化巷道項目始於90年代初期，旨在限制車流及塑造行人優先空間，以改善城市易行度。

活力臨街面

活力步行旅程3
5

3.1

3.2

3.3

5.1

5.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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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的活動空間
© 奧雅納

連接兩棟大樓的天橋
© 奧雅納

步行路線附近的無障礙通道及
園景
© 奧雅納

租戶和訪客可以從建築物兩側清楚觀賞四樓的天台
花園
© 奧雅納

在建築層面提供動態空間 
P M Q 元 創 方 內 是 無 車 的 行 人 專 區，為 不 同 年 齡 人 士 提 供 了 一 個 安 全 空 間。另
外，地面有露天庭院和有蓋「市集」，可用於舉辦各類活動。

適當地配置空間及設施以發揮最理想功效並兼顧日後所需的靈活性
行人和訪客均可看到位於四樓的天台花園及低層的景觀區，而位於場地中心的露天
庭院和有蓋市集清楚可見，同時亦方便易達。

推廣有趣的活力路線
原有樓梯經改善後，訪客可在地面清楚看見樓梯，成為了租戶和訪客上落樓層的常
用通道。

吸引訪客多使用建築物內的連接通道 
二樓的活動空間和四樓的天台花園作為天橋連接兩棟大樓，它們明顯可見，有助
鼓勵訪客在兩棟大樓之間往來探索。

動態空間和設施

活力路線

位於 中國香港中環鴨巴甸街
PMQ元創方是一座歷史建築物。活化後的PMQ元創方是一個支持本地設計師的場所，並成為一個
蘊釀創意和用作活動的平台。

PMQ元創方

6

7

6.1

6.3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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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適當地安排經常到訪地點的位置以鼓勵步行 
把共享設施如郵件室設置在較高樓層，促使學生步行及以其他動態出行形式前往建
築物的不同部分。禮堂和劇場等學生較常去的地點則被刻意配置在不同樓層，藉此
使學生多步行。另外，在動態路線旁邊設置社交空間，吸引更多人使用動態路線。

適當地聚集建築物的功能以鼓勵體能活動
教室裡的學生可以清晰看見外面的休憩空間。設置在建築物旁玻璃外牆側的行人路
可靈活用於體能活動及表演。

中庭緊密地連接著建築物內的各種功能用途，為大樓使用者提
供了社交互動的機會

© Lydia Gould / Bernard Tschumi Architects

把遊戲設施和社交空間放在光線充足而又易於到達的空間，可
以促進自發遊戲及更頻密的社交互動

© Andrew Rugge

把郵箱等學生常去的地點設於四樓，令學生多行幾步

© Alex Terzich

策略性配置建築物內的功能

阿爾弗雷德·勒拿大樓
位於 美國紐約百老匯大街
勒拿大樓於1999年啟用，是哥倫比亞大學晨邊高地校園的學生中心。大樓面積約25萬平方呎，可提供
舉行各類會議、排練及表演的空間；並設有電腦室、餐廳、咖啡廳、天窗畫廊展覽空間等。

8

8.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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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核 對 表 是 一 個 快 速 參 考 工 具，協 助 設 計 師、規 劃 師 和 發 展 商 考 慮 
與其發展項目相關的指引。

本 列 表 並 非 詳 盡 無 遺，旨 在 協 助 讀 者 找 出 關 鍵 範 疇 及 構 思，塑 造 可
提供更多機會作動態生活模式及社交互動的適切環境，從而把更健
康的生活模式推廣給香港市民。

動態設計注意事項
核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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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
舍
層
面

你在規劃/設計/發展過程中是否已考慮以下事項？ 是 否 不適用

活力都市

發展項目的設計原則是否包括改善易行度？   1.1 (第14頁)

發展項目所提供的各類設施和用途是否在其鄰舍的步行範圍內？ 
 1.2 (第16頁)

若發展項目是位於海濱附近，前往海濱的便捷通道有否被保留？ 
 1.3 (第18頁)

發展項目有否營造全新的標誌性動態地點？   1.3 (第18頁)

若發展項目位於郊野公園和沿岸地區附近，有否加入連接藍綠元素的
通道？   1.4 (第20頁)

動態地點
休憩用地的設計是否有足夠彈性以容納各類體能及康樂活動？

 2.1 (第24頁)

發展項目有否納入草坪及綠色空間？   2.1 (第24頁)

活動區域的設計是否有趣味和跨代共融，並能同時顧及多個群組的
需要？   2.2 (第26頁)

新設計的動態地點是否可以不分季節及晝夜使用？ 
 2.3 (第28頁)

新設計的活動區域是否具吸引力及有否提供進行自發活動的機會？
 2.4 (第30頁)

核對表
鄰舍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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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
舍
層
面

你在規劃/設計/發展過程中是否已考慮以下事項？ 是 否 不適用

活力步行旅程

道路布局及交通規劃有否優先考慮行人需要？   3.1 (第34頁)

步行環境是否安全、有遮擋（例如有樹蔭）及具吸引力，以鼓勵市民在
任何天氣下步行？   3.2 (第36頁)

發展項目有否具視覺趣味以及能讓市民留意到附近景點的特色裝置？
  3.3 (第38頁)

有否利用街道設施、園境、地標、鋪路物料、智慧措施及指示牌鼓勵市
民多走幾步？    3.3 (第38頁)

有否改善現有的室外樓梯及斜路，並推廣使用這些樓梯及斜路？ 
 3.4 (第40頁)

動態出行
發展項目是否連接到現有的行人和單車徑網絡，或提供擴展現有網
絡的機會？   4.1 (第44頁)

有否提供鼓勵動態出行的相關基建設施？   4.2 (第46頁)

交通設施的設計和規劃有否便利市民從一般交通模式接駁至步行和
騎單車？   4.3 (第48頁)

核對表
鄰舍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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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築
物 
層
面

你在規劃/設計/發展過程中是否已考慮以下事項？ 是 否 不適用

活力臨街面
建築物臨街面有否幫助提升行人環境的舒適度及街道的辨識度？  

 5.1 (第56頁)

建築物的外牆視覺上是否通透，尤其是較低層位置？
 5.2 (第58頁)

建築物臨街的用途是否可以營造活力且有助打造人本比例合宜的步
行環境？  5.3 (第60頁)

動態空間和設施

在建築物層面有否提供優質的綠化休憩空間？  6.1 (第64頁)

活力空間及配套設施(如更衣室、儲物櫃等)是否位於建築物內的當眼
位置？  6.2 (第66頁)

在設計新建築物中的動態設施時，有否考慮租戶組合及年齡分布？
 6.2 (第66頁)

私人休憩空間、康樂及配套設施是否設置得宜，可讓公眾使用？
 6.3 (第68頁)

核對表
建築物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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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築
物 
層
面

你在規劃/設計/發展過程中是否已考慮以下事項？ 是 否 不適用

活力路線
樓梯、台階、斜路及天橋有否融入成為建築物的特色，以營造有趣的
活力路線？   7.1 (第72頁)

室內行走路線的設計及位置能否推動建築物使用者更多使用其連接
通道？   7.2 (第74頁)

樓梯的設計是否具共融性並能滿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7.3 (第76頁)

有否利用指示牌、導向設施及提示令建築物使用者留意到動態路線
的選項，並鼓勵他們使用該路線？  7.4 (第78頁)

策略性配置建築物內的功能
建築物使用者常去的地點是否設在一個能鼓勵他們多走路的位置？   

 8.1 (第82頁)

建築物內的功能用途是否聚集於相輔的位置，以鼓勵使用者多作
體能活動？    8.2 (第84頁)

核對表
建築物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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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被諮詢的持份者

我們在2020/21年度展開了廣泛的持份者諮詢活動，制定動態設計指引。在過程中，我們榮幸得到
以下政府決策局/部門、機構及學術界代表提供的寶貴意見，讓我們更了解香港的潛在使用者群組
的需求。我們特此鳴謝：

政府決策局/部門
（按英文名稱字母排列）

‧ 建築署

‧ 屋宇署

‧ 發展局

‧ 衛生署

‧ 前食物及衛生局

‧ 前民政事務局

‧ 路政署

‧ 房屋署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社會福利署

‧ 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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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被諮詢的持份者 

機構、專業團體及學術界代表
（按英文名稱字母排列）

‧ 建築環保評估協會

‧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

‧ 香港設計中心

‧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 香港房屋協會

‧ 香港建築師學會

‧ 香港規劃師學會

‧ 香港測量師學會

‧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

‧ 香港傷健協會

‧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

‧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系

‧ 香港童軍總會

‧ 聖雅各福群會

‧ 東華三院

‧ 市區重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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