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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市場主導經濟用途的土地需求

核心商業區甲級寫字樓

工業用途：一般物流／倉儲

第1季
本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委託顧問進行研究，旨在檢討市場主

導經濟用途（包括寫字樓、商貿及工業用地）的土地需求。

這項研究預計在二零二二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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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水域人工島研究

第2季
本署與土木工程拓展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共同開展中部水域

人工島研究。研究範圍主要包括交椅洲人工島的規劃及工程

研究及運輸基礎設施研究。研究主要目的為決定交椅洲人工

島的填海範圍及連接人工島的優先道路和鐵路，及為交椅洲

人工島擬備發展計劃圖以容納 40 萬至 70 萬人口。

擬議交椅洲人工島（僅供說明的構思圖）

© 奧雅納及嚴迅奇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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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工作、生活和娛樂功能的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僅供說明的構思圖）

© 奧雅納及嚴迅奇建築師事務所

藍綠資源

(ii) 採用「15 分鐘社區」規劃概念發展宜居社區，改善居住空間，增加休憩用地

和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的供應；

(iii) 規劃藍綠資源，創造不同生境，推動生物多樣性；以及

(iv) 採用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措施，以實現碳中和及增强未來發展的抗禦

力。

採用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措施

交椅洲人工島的規劃將會：

(i) 創造集合工作、生活和娛樂功能的第三個核心商業區，並預留土地作新興經

濟用途，提供更多元化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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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北第一期發展 — 新田／落馬洲發展
樞紐第4季

落馬洲邊境管制站釋放出來的土地可考慮作創科發展之用

本署與土木工程拓展署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共同開展「新田／落

馬洲發展樞紐的可行性研究」。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公布的新田

／落馬洲發展樞紐初步土地用途規劃（涵蓋約 320 公頃土地），

將提供發展約 31 000 個住宅單位的土地及約 57 公頃作創新及

科技之用。

二零二一年施政報告公布了《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當中包

括擴大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開拓更多創科和房屋土地以建

設新田科技城。相對深圳河北岸超過300公頃的深圳科創園區，

擴大後的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將提供約 150 公頃創科用地，

連同於落馬洲河套區佔地約 87 公頃並正在興建的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可以發展更具規模效益的創科產業群，有助加強港深

兩地創科產業發展與合作。此外，發展樞紐將提供 45 500 至

47 500 個房屋單位。本署與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21 年 10 月開

展了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的勘查研究，研究會根據最新的發

展策略，擬定詳細土地用途及配套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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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北餘下階段發展 — 新界北新市鎮及文錦渡的規
劃及工程研究（規劃及工程研究）

香園圍口岸附近的鄉郊地方毗連深圳的城市化地區，極具發展潛力

新界北新市鎮及文錦渡的規劃及工程研究

將審視羅湖一帶將來的土地用途

本署與土木工程拓展署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共同開展了一項就兩個具發展潛力區

（即新界北新市鎮和文錦渡）的規劃及工程研究。上述兩個具發展潛力區位處《北

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中的「港深緊密互動圈」，有關規劃及工程研究會充分考慮

其地理優勢，藉以把握深圳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該研究建議的發

展計劃將為日後土地用途及基礎設施配套發展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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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潭尾地區的土地用途檢討 — 可行性研究

牛潭尾地區的土地用途檢討研究會審視該區的棕地群發展

為了更好地利用牛潭尾地區的棕地群及釋放擬議北環線牛潭尾站帶來的發展潛

力，本署與土木工程拓展署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共同開展牛潭尾地區的土地用

途檢討研究，以確定該區作綜合發展的可行性，及就概括土地用途、所需的基

礎設施、跟進研究和推行模式作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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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跨界旅運統計調查

本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展開新一輪的跨界旅運統計調查（下稱「統計調查」）

以掌握最新的跨界旅運情況。在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情況下，大多數邊界管

制站仍然關閉或只維持部分通關服務，因此統計調查的樣本數目及涵蓋範圍作出

了相應調整，主要搜集貨車行程和於特定管制站的旅客行程資料。透過面談訪問

形式進行的資料搜集工作已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完成，統計調查結果預計於二零

二二年公布。

在落馬洲管制站進行的貨車行程訪問

在深圳灣管制站進行的旅客行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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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設計研究

東涌新市鎮擴展區城市設計研究

東涌新市鎮擴展區涵蓋現時東涌新市鎮東、西兩面共 245 公頃的土地。新市鎮擴

展區的城市設計研究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展開，為多個重點地區（包括東涌新市鎮

擴展區的休憩用地和主要發展用地）制訂更深入的設計措施，包括將海濱長廊塑

造成充滿活力的活動樞紐，以及於連接海濱至「都會中心區」及其他住宅用地的

主要行人道網絡增設地面零售商店及全天候設施。在二零二一年第四季，我們已

擬定一系列城市設計措施，指引未來發展。同時，為預留彈性，其他城市設計措

施會作為指引性項目載於設計指引／手冊，以供發展商及政府部門於未來實施階

段作為參考及考慮。顧問正在整理該指引／手冊。

東涌新市鎮擴展城市設計研究建議於東涌東設立的擬議生態海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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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廣場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未來市中心及地區商業中心的城市及綠色設

計研究─可行性研究

規劃署聯同土木工程拓展署於二零一九年展開該研究，旨在檢視「洪水橋新發

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中擬議的城市設計框架，以及《洪水橋及厦村分區計劃

大綱圖》及《發展大綱圖》上就洪水橋新發展區未來市中心和地區商業中心（下

稱「項目區」）所採納的城市設計原則。同時制定建議的城市設計、詳細的城

市設計指南和城市設計大綱，為項目區的未來發展作指引。

為了塑造一個宏觀的設計及為洪水橋新發展區的未來市中心和地區商業中心創

造地區特色和獨特性，研究顧問於二零二一年第四季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和綠化

設計方案。研究小組正在準備一套城市設計指引，以製定涵蓋上述兩個區域內

所有地盤的城市設計指引。



20

│ 要事回顧

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俯視圖

區域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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