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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優質城市生活中，文化生活
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一個進步的
城市，必定重視自己的文化與歷
史，並有自己與別不同的城市生
活體驗。近年香港市民表現出對
本身生活方式及文化的熱愛，我
們對此要加倍珍惜。」
(摘自行政長官2007年施政報告第49段)

「我們要…配合的基建…但在發
展之時，一定要維持我們香港的
生活質素，對環境不能創造任何
負面的影響，更加要保存我們自
己的文化」
(行政長官競選政網中的五大主題之一)

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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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天星碼頭鐘樓及皇后碼頭 – 2006及2007年

Queen’s Pier

回顧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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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皇后碼頭公開論壇 - 2007年7月29日
「本土行動的朋友…已經把我們的保育工作推前了一大步。」
(摘自發展局局長2007年7月29日在皇后碼頭公開論壇的發言)

「「發展為先」的硬道理現在已經不合時宜。作為發展局局
長，我要履行的職責就是平衡保育和發展，確保兩者互不對
立。這項艱巨而富挑戰性的工作，對我個人的能力是個巨大的
考驗，對施政以人為本、重視公眾參與的新一屆特區政府，則
是個堅定的承諾。我願意和全港市民一起解決複雜和具爭議性
的保育課題」
(摘自發展局局長2007年8月4日發表的《香港家書》 )

回顧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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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景賢里 – 2007年9月

發展局局長在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
何承天陪同下宣布把景賢里列為
暫定古蹟

回顧：具爭議性的保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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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太原街露天市集 – 2007年11月
回顧：具爭議性的保育課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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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全面拆卸灣仔街市的原計劃並促成市建
局與發展商達成採用「主體保育」方式協
議 – 2007年12月

回顧：具爭議性的保育課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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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荷李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剔出勾地表及活
化為標誌性創意中心 – 2008年2月
該址將被活化為「原創坊」，
提供130間工作室給設計工作
者和創意企業、展覽場地，以
及6間宿舍予訪港交流的設計
工作者。

新建的設施包括「i-Cube」、
有蓋和半露天的活動空間，以
及位於前中央書院中庭的「地
下詮釋區」。

回顧：具爭議性的保育課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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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採用「留屋留人」方式活化灣仔藍屋建
築群 – 2009年8月
這個名為「We嘩藍屋 」的項目耗資7,940萬港
元，以「留屋留人」的方式進行活化，既為留
下來的租户改善生活環境，也能為居民保存及
強化現行的社區網絡。

回顧：具爭議性的保育課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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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環街市剔出勾地表，活化為「城中綠
洲」供市民享用 – 2009年10月

回顧：具爭議性的保育課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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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永利街 – 2010年3月
回顧：具爭議性的保育課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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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區政府合署西座的重建諮詢公眾 –
2010年10月

回顧：具爭議性的保育課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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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何東花園為暫定古蹟 – 2011年1月

發展局局長宣布把
何東花園列為暫定古蹟

回顧：具爭議性的保育課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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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5年，

我們致力推動

文物保育工作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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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新文物保育政策聲明 - 2007年10月

「以適切及可持續的方式，因應實際情
況對歷史和文物建築及地點加以保護、
保存和活化更新，讓我們這一代和子孫
後代均可受惠共享。在落實這項政策
時，應充分顧及關乎公眾利益的發展需
要、尊重私有產權、財政考慮、跨界別
合作，以及持份者和社會大眾的積極參
與。」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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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專職的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 2008年4月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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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19個地方為法定古蹟，令香港的法定古
蹟總數增至101項
鄧氏宗祠
瑪利諾修院學校
景賢里
青洲燈塔建築群
薄扶林水塘6項歷史構築物
大潭水塘群22項歷史構築物
黃泥涌水塘3項歷史構築物
香港仔水塘4項歷史構築物
九龍水塘5項歷史構築物
城門水塘紀念碑
葉定仕故居
仁敦岡書室
東華三院文物館
上環荷李活道文武廟
廣瑜鄧公祠
甘棠第
元朗下白泥碉堡
英皇書院
聖士提反書院的書院大樓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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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行政評級機制

909 幢歷史建築獲評級
一級歷史建築：160
二級歷史建築：309
三級歷史建築：440

各級別的定義
一級歷史建築為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可
能的話須盡一切努力予以保存的建築
物；
二級歷史建築為具特別價值而須有選
擇性地予以保存的建築物;及
三級歷史建築為具若干價值，並宜於
以某種形式予以保存的建築物；如保
存並不可行則可以考慮其他方法。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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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文物影響評估

自2008年1月1日起，所有基本
工程項目，須於計畫階段研究
會否影響具有歷史及考古學價
值的地點及建築物，如有影
響，則須進行文物影響評估。

超過2,600項不同規模的工程項
目，已經通過文物影響評估的
機制。

在2,600項工程項目中，古物古
蹟辦事處已要求31個工程項
目，進行全面的文物影響評
估，以研究對具有歷史及考古
學價值的地點及建築物的影
響。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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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立內部監察機制
相關部門如屋宇署、地
政總署及規劃署接獲申
請或查詢，或部門人員
在執行日常職務時，知
悉任何可能威脅由私人
擁有的具考古價值的遺
址、古蹟及歷史建築的
情況，會立即通報發展
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及古物古蹟辦事處。

機制有助文物保育專員
辦事處及古蹟辦及時地
與有關私人業主作出跟
進。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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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設計指引，以直截了當的實用解決方

案及替代方法，使在文物歷史建築進行的

工程能符合《建築物條例》有關樓宇安全

和衞生的規定

出版《2012年文物歷史建築的活化再用和改
動及加建工程實用手冊》– 2012年5月

Here comes the good news: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BD) has produced the “Practice 
Guidebook for Adaptive Re-use of and 
Alteration and Addition Works to Heritage 
Buildings 2012” that provides performance-
based (instead of prescriptive-based) 
guidelines that will help bridg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nservation requirements and 
building code compliance in adaptive reuse of 
heritage buildings!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Programme,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HKU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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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歷史建築，為它們注入新的生命，供大
眾享用
已完成或正進行18個活化項目，涉及超過50億
元：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已完成3個項目、6個
項目正在進行、4個項目正在評審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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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歷史建築，為它們注入新的生命，供大
眾享用 (續)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以外的活化項目：荷李
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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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歷史建築，為它們注入新的生命，供大
眾享用 (續)

由香港賽馬會進行的活化項目：中區警署建築
群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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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歷史建築，為它們注入新的生命，供大
眾享用 (續)

由市區重建局進行的活化項目：茂蘿街、中環
街市、上海街戰前騎樓式唐樓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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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屬私人業權的歷史建築
在6個個案中，成功透過提供經濟誘因（規劃及土地方案；沒有動用
公帑）而獲得業主同意保育(包括全面保育、部分拆卸，和寓保育於
發展)私人擁有歷史建築的:

景賢里（法定古蹟）
薄扶林道「Jessville」大宅（三級歷史建築）
太子道西179號（三級歷史建築）
聖公會中環地段的4幢歷史建築（三幢一級歷史建築、一幢二級歷
史建築）
中華電力總辦事處大樓的鐘樓（擬議一級歷史建築）
白加道47號（二級歷史建築）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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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私人擁有的歷史建築提供維修資助

22幢私人擁有的歷史建築已完成或正進行維修
正在處理12宗申請

沙田曾大屋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雲水堂

中環梅夫
人婦女會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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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吸引超過300,000人次參加歷史建築開放日及導賞團

積極推動公眾參與和加强市民對保育興趣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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屢獲殊榮：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
蹟保護獎

在過去5年，香港共有5個保育歷史建築項目獲獎，
令香港自2000年的獲獎數目增至13個。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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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建立國際認同

回顧：五年努力成果 (續)

2011文物保育
國際研討會



3131

兼顧保育與發展兼顧保育與發展

中區政府合署新貌中區政府合署新貌 ––
回復綠色中環回復綠色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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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政府合署用地

中區政府合署用地位於中環核心
商業區
東座、中座及西座分別建於1954
年、1956年及1959年
用地很獨特﹕
北面和西面是高層的現代辦
公大樓
南面和東面主要是低矮的歷
史建築、綠化用地及公園
用地內的露天空間非常有限



3333

歷史及建築價值審評

2009年由英國保育專家完成的研究有以下結論
和建議﹕
中座 具建築特色及歷史價值
東座建築風格優雅，顯示從藝術學院式過渡至現
代實用主義的建築風格
西座以實用為主，建築特色相對較低，並於1998
年在東面加建新入口大堂
中區政府合署地點(site)及其相關歷史比建築物
(buildings)本身更具意義
在考慮新用途時，應確保公眾可進出該地
中座和東座應予保留，但西座則可拆卸發展
如拆卸西座建新發展項目，該址西端可考慮興建
較高樓層建築物
如拆卸西座，中間部分可擴展為花園，作禮賓府
及炮台里的綠化連繫



3434

中區政府合署建築群的未來用途

中座及東座分配給律政司作總部
辦公室用途，歷史價值及建築特
色較低的西座拆卸重建作商業用
途，部分用地重新發展為公園以
保護現有綠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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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過程

2010年9月 發展局和規劃署就概念重建計
- 12月 劃進行公眾諮詢

2011年11月 公布諮詢結果及修訂重建計劃
，並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作出匯報

除了部分團體/人士反對拆卸西座，主要關注
有：
如何確保公眾能享用公眾休憩用地
對在中環加設一個購物中心有所保留
新發展對中區交通可能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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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擴大公眾休憩用地
由原來6,800平方米擴大至
7,600平方米，面積與皇后像
廣場相若

從下亞厘畢道、炮台里及重建後
的大樓均可到達公眾休憩用地

休憩用地將由政府擁有、管理
及維修

公眾參與：對西座重建計劃作三大修訂

炮台里的現況
將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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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政府、機構及社區暨附屬設施取代原先的購
物中心
縮減挖掘規模，減少對廢置地底隧道
網絡及附近山坡可能造成的影響
樓面面積由13,500減至11,800平方米
為金融和法律相關的非政府組織提供
辦公室

(3)減少交通流量
泊車及上落客貨車位亦分別由164及
32個減至93及13個

公眾參與：對西座重建計劃作三大修訂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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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西座的理據
實現建設位於上中區的公共休憩空間（市肺）的願
景（建築物覆蓋範圍由現在的2,520平方米縮減至
1,350平方米），成為連繫炮台里和禮賓府的綠色地
帶
改善該地附近一帶的行人和行車空間（在雪廠街近
皇后大道中增加一條行車線、把雪廠街入口的空間
由130平方米增加至230平方米、增設行人天橋連接
新大樓和皇后大道中9號大廈）
建設現代化，綠色建築滿足中區寫字樓需求
加強綠化：下亞厘畢道水平以下的外牆將採用「綠
化梯台式」設計，延伸炮台里的翠綠至皇后大道中

業權問題
但我們留意到倡議保留西座土地業權的言論

拆卸西座建築物和出售土地業權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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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2012年初經修訂的發展參數
取消原來改劃用地作「綜合發展區」
的建議，保留現時的「政府、機構
或社區」土地用途地帶，以保存這
片有歷史價值土地的完整性，並反
映將來的公共及半公共用途

以「建造、營運及移交」(BOT)的
發展模式保留政府就西座用地的
業權，發展商須在建成公眾休憩用
地及政府、機構及社區空間後將有
關設施交還政府，並在協議到期後
(不超過30年)將用地及有關的建築
物交還政府

為加強城市設計方面的考慮，公開
邀請發展商的投標會以質素和價格
適當評分比重進行

7,600 平方米公眾休憩用地 (約)

主水平基準
以上150米

高建築物高度

23.6%辦公大樓上蓋面積(約)

93
13

泊車設施
泊車位數目
上落客貨車位數目

5,720 平方米用地面積 (約)
總樓面面積 (約)  
辦公室
政府、機構及社區暨
附屬辦公室用途
總數

28,500   平方米
11,800  平方米

1

40,300   平方米

地積比率 (約) 7.05

樓層數目
辦公大樓
下亞厘畢道以下部分
地庫

26
5
1
32

我們採取的 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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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西座是 符合公眾利益的方案
1. 計劃符合進步發展觀的要求，即在經濟進步及環境保育關注之間取得平衡
2. 計劃符合我們新文物保育政策，即在考慮發展需要時同時顧及公眾利益
3. 計劃能善用中環商業中心區的珍貴土地本資源，提供極需要的辦公室
4. 計劃充分反映歷史及建築價值審評就東座、中座及西座三幢大樓的專業審
評結果

5. 計劃提供難得機會，在一幅
具獨特歷史意義的用地上興建

一幢與金融及法律相關的

半公共大樓，以提升香港作爲

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及中環

作為核心金融區的形象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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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西座是 符合公眾利益的方案 (續)
6. 計劃能優化中環這個繁忙地點的城市設計，新建築物會從皇后大道中及雪
廠街後移，將擴大這個路口的行人通道空間

7. 新辦公大樓的覆蓋面積(約1,350平方米)較現時西座大樓(約2,520平方米)  大
幅減少約46%，並會從雪廠街及下亞厘畢道後移，以擴闊這兩條道路，改
善中區的車流

8. 計劃將在中區較高位置提供一個「市肺」，一個面積約7,600平方米的 公
眾花園，公園會由康文署管理，可經下亞厘畢道、皇后大道中及炮台里進
出，中座(即律政司新總部)前的標誌性紫檀樹將會保留

9. 計劃將提供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樓面，供本地及海外的法律及金融機構
及歷史詮釋之用

10.計劃已廣納專業和公眾意見，
並全面保留土地業權，以符合

政府合署地段的完整性，彰顯

其歷史價值。

總結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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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會於年底邀請意向書，估計可在2013年上
半年進行公開招標

跟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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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