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及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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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東擴展區的電腦合成圖 

 

 
 

 

 

 

 

 

 

 

 

簡介 
 

提供土地及基礎設施是土木工程拓展署的主要服務
範疇之一。過去，我們發展新市鎮，以應付人口的
增長，分散市區過於擠迫的人口，從而改善居住環
境。現在，我們除了繼續完善新市鎮，我們亦正在
開發新發展區，並探索新的土地供應策略以增加土
地供應。我們亦會提供或改善基礎設施，以應付發
展需要。 

發展新市鎮的基本概念是在基礎設施和社區設施上
盡可能提供一個均衡和設備齊全的社區。大型發展
計劃則提供新土地及基礎設施，以應付人口的增
長、分散市區現有的人口，並提供或改善各項設  
施，以便重新發展荒廢的地方。各項發展計劃在功
能、環境及美化方面的事宜，都會獲得優先考慮。 

沿元朗錦田河畔單車徑的優美景致 

 

土木工程拓展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新市鎮發展  
 

自從新市鎮發展計劃於1973年展開以來，香港發展
了9個新市鎮。新市鎮發展計劃展開時的目標是在
荃灣、沙田及屯門3個首先發展的新市鎮內，為約 
180萬人提供居所。當時香港的人口約為420萬，現
時人口約為740萬。  

 

這9個新市鎮可劃分為三代。首3個新市鎮，即荃灣 
、沙田和屯門的發展工程於70年代初期動工。大埔 
、粉嶺／上水及元朗屬第二代新市鎮，於70年代後
期動工建設。第三代新市鎮，即將軍澳、天水圍和
東涌的發展工程則於80及90年代展開。現時，9個
新市鎮的整體人口約356萬，預計到2024年將增至
367萬。 

 

所有新市鎮均有公營和私營房屋，並設有所需的基
礎設施和社區設施，亦有完善的對外連接交通網， 
全部均有鐵路通往市區，並有連接路提供便捷途徑
直達毗鄰地區。連接路改善工程仍繼續進行。 

將軍澳：將軍澳的進一步發展，包括在市中心南
的較低密度住宅發展、休憩公園、康樂設施和富
活力的海濱區。 

將軍澳—藍田隧道及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為紓緩將軍澳隧道的交通負荷及配合將軍澳的持
續發展，將軍澳─藍田隧道及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已分別於2016年7月及2018年7月開始施工，以期
兩項基建能在2022年同步開通。

 

 

 

 

 

 

 

 

 

 

 

      

 

     

  

 
東涌︰我們計劃擴展現時東涌新市鎮為更具規模的
社區，以滿足房屋、社會、經濟和當地居民的需  
要，並把東涌新市鎮擴展發展成一個智慧型低碳社
區。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包括東涌東及東涌西的
發展，會分階段推展。我們從2020年3月起正分階
段把東涌東填海工程得來的土地交付給相關部門作
發展用途，而該填海工程亦預計於2023年年初大致
完成。我們亦於2021年5月展開第一期的基礎設施
工程。整個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預計於2030年完   
成。 
 
 

 
重新規劃將軍澳第137區的規劃及工程研究已於
2016年12月展開。我們認為將軍澳第137區長遠適
合發展為以房屋用途為主的新社區，並且配以商業 
、社區及基建配套設施。 

東涌新市鎮 

9個新市鎮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新發展區  

新界新發展區： 

當局早前進行的規劃及發展研究確定了在新界古洞
北、粉嶺北、坪輋／打鼓嶺（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及
洪水橋／厦村（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建設新發展
區的可行性。 

 

為制訂發展建議及推行策略，當局已於2008年6月展

開新界東北新發展區進一步規劃及工程研究，並已

於2013年完成。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的發展建

議已於2013年向公眾發佈，而坪輋／打鼓嶺新發展

區將與新界北其他可能的發展一同重新規劃。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

古洞北新發展區及粉嶺北新發展區 
 

古洞北及粉嶺北分區計劃大綱圖亦於2015年獲得核
准，為該區提供法定的發展框架。這兩個新發展區
的第一階段工程（即前期及第一期工程）的詳細設
計已在2014年展開，並已在2019年大致完成。第一
階段工程範圍主要包括在新發展區進行地盤平整和
基礎設施工程，以便建造房屋及社區設施，並提供
環境影響緩解措施，作為展開餘下階段工程前的必
需工作。第一階段工程已於2019年9月起展開，預計
首批人口可於2023年入住，而新發展區的餘下階段
工程的詳細設計亦正在進行。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的第一期發展工程的工地平
整和基礎設施工程連同第二期發展工程的詳細設計
已於2020年7月起陸續展開，預計首批居民於2024
年入住。至於就《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建議擴大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至流浮山、尖鼻咀及白泥一
帶的相關研究會在2022年內開展。 

 

新界具發展潛力地區：元朗南發展將會是未來其
中一個主要土地供應來源，有助應付中長期的房屋
發展需要。元朗南第一期發展的工地平整和基礎設
施工程預計由2022年第三季開始分階段展開，而首
批居民預計於2028-29年入住。第二期發展的詳細
設計及第三期發展的增加發展規模檢討亦預計於
2022年第三季展開。 
 
 

 
 

我們已完成新界北第一階段發展—新田／落馬洲發
展樞紐研究，並於2021年10月展開隨後的勘查和設
計，以及新界北餘下階段發展—新界北新市鎮（涵
蓋香園圍、坪輋／打鼓嶺、恐龍坑及皇后山）和文
錦渡的規劃及工程研究。兩個研究已擴展至涵蓋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建議的鄰近新增發展土  
地。錦田南發展前期工程已於2018年7月展開，而第
一期公營房屋發展的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已於
2021年6月展開。 

 

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局部（粉錦公路以東）發展的
技術研究已於2022年大致完成，現正進行有關發展
建議的法定環境影響評估及規劃程序。 

 

我們亦已於2021年11月展開牛潭尾地區的土地用途
檢討以探討釋放北環線帶來的潛在發展機遇。 

 

落馬洲河套d地區： 

落馬洲河套地區（河套）佔地約87公頃，將發展為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創科園）。其前期工程範圍主
要包括處理河套內的污染土地、提供臨時工程通道
及建立生態區，為河套發展的後續建造工程作準  
備，以及為首批土地進行土地處理工程，以供第一
期創科園發展所需的樓宇與相關設施。前期工程的
建造已於於2021年12月完成。 

 

第一期主體工程主要包括河套地區內的基建工程
（包括土地平整和基建設施工程）以供第一期創科
園發展，以及為河套地區發展和其周邊地區需要而
在河套地區以外提供基建配套設施。第一期主體工
程已於2021年7月展開。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的電腦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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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的電腦

合成 

 

 

 

 

 

 

 

 

 

 

 

 

 

 

                

市區發展 

 

東區走廊下之行人板道：連接銅鑼灣及鰂魚涌約
兩公里長的擬議板道屬65億元優化海濱專項撥款下
的工程項目之一。板道建成後將全面接通由西環至
筲箕灣的海濱，提供總長度約12公里連貫的海濱長
廊，供市民享用。板道建造工程於2021年年底展開，
目標於2024年底至2025年底間分階段完成。 

 

 

 

 

 

 

 

 

 

啟德發展計劃：這是一項多面複雜的發展項目，佔

地超過320公頃。啟德發展計劃屬於「起動九龍東」

規劃的一部分，不但肩負推動香港經濟持續發展的

重要角色，亦帶動活化毗鄰舊區，包括九龍城、黃

大仙及觀塘。 

 

 

鑒於計劃的龐大規模和複雜性，這項發展正分階段推

展。自2013年起已經相繼完成的工程項目包括啟德郵

輪碼頭及兩個泊位、兩個租住公屋屋邨、兩所小學及

一所中學、啟新路及其他道路、行人橋及行人隧等基

建設施、工業貿易大樓、東九龍總區總部及行動基地

暨牛頭角分區警署、香港兒童醫院、區域供冷系統早

期階段工程、啟德跑道公園、啟德河、啟德明渠進口

道及觀塘避風塘改善工程、觀塘海濱長廊、香港兒童

醫院旁的海濱長廊、啟德空中花園、稅務中心、政府

飛行服務隊啟德分部、啟德大道公園和啟德車站廣場

一期。位於啟德發展區內屯馬線的啟德站及宋皇臺站

亦分別於2020年2月及2021年6月啟用。 

 

為了在前跑道區增加綠化空間，我們以創新的「一地

多用」模式，將承豐道行車道上的半密閉式隔音屏障

頂部設計成園景平台，名為啟德空中花園，成為香港

第一個興建於隔音屏障和行車道之上的大型公園。面

積達2公頃的公園已於2021年5月開放供市民享用。 

 

正在施工的主要公共工程項目包括：新急症醫院、一

段中九龍幹線、T2主幹路及茶果嶺隧道、區域供冷系

統進一階段工程、啟德體育園、啟德車站廣場二期，

以及各期大型基礎設施工程。 

 

啟德發展計劃的T2主幹路及茶果嶺隧道為策略性六號

幹線的中段，西連中九龍幹線，東接將軍澳—藍田隧

道，建造工程已於2019年11月展開，預期於2026年完

成。 

 

為提升九龍東整體行人暢達度，我們已於2022年6月展

開連接啟德前跑道區、九龍灣行動區和觀塘行動區的

自動行人道網絡的勘查研究及設計。 

 

板道的電腦合成圖 
 

啟德空中花園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安達臣道石礦場位於東九龍大上托西南面的山脊，佔地約86公頃。石礦場已經在

2017年7月底停止營運。待土地平整工程完成後，石礦場用地將可提供一個面積約40公頃的平台供房屋、休憩

用地、學校，以及相關的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的發展。工程項目亦包括發展區外的行人連繫設施及道路改善

工程，以應付發展用地所帶來的交通需求。自2016年底工程展開至今，所有用作房屋發展的土地已完成平整。

發展區外的行人連繫設施及道路改善工程亦已於2017年3月和2018年5月分別展開。建造工程於2021年開始分期

完成，以配合首批居民於2023/24年度起陸續遷入。  
 

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是將一幅位於西九龍填海區南端面積約40公頃的優質海旁土地，發展成為

世界級綜合文化藝術區。戲曲中心、自由空間、M+博物館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已分別於2019年1月、2019年6

月、2021年11月和2022年7月開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預計於2024/25年建成演藝綜合劇場。同時，我們正與西

九文化區管理局攜手合作，進行綜合地庫及公共基礎設施工程，以配合西九文化區分階段發展所需。過去數  

年，我們已完成M+博物館及演藝綜合劇場的綜合地庫、博物館道、柯士甸站行人連接系統，以及藝術廣場天橋

等工程。而餘下的綜合地庫工程及南面登岸設施已分別於2020年8月和2022年9月展開，預計在2028/29年及

2025年或之前分階段大致完成。我們亦正規劃推展鄰近西區海底隧道收費廣場的公共基礎設施工程，以支援西

九文化區未來發展。 

 

提供基礎設施  

沙嶺墳場興建骨灰安置所的土地平整及相關基礎設施工程：沙嶺墳場是可供發展骨灰安置所的選址之一。骨
灰安置所的土地平整工程已於2017年12月展開及於2021年大致完成。 

 

新界單車徑網絡：為提高市民的生活質素，我們一直致力推展由兩條主幹線路段組成的新界單車徑網絡。
由馬鞍山至屯門長約60公里的主幹線路段現已於2020年9月全面開放給公眾使用。至於長約20公里荃灣至
屯門主幹線路段，當中荃灣海濱公園至灣景花園的單車徑路段（荃灣海濱段）的建造工程已於2021年7月
開通。其餘由荃灣灣景花園至屯門的單車徑路段正分階段推展。此外，一條由主幹線向外伸延位於三門仔
長約900米的分支路段已於2020年11月展開建造工程，預計於2022年年底完成。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電腦合成圖 

西九文化區的電腦合成圖 
新單車徑為荃灣海濱增添活力 



 

 

 

 

土地供應 
 
交椅洲人工島：我們與規劃署於2021年6月開展「中
部水域人工島– 勘查研究」，主要包括為1000公頃
的交椅洲人工島進行規劃及工程研究，以及就連接人
工島的策略性道路和鐵路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 
 
位處維港都會區延伸的策略性位置，交椅洲人工島將
提供土地發展新一代的核心區域，一方面增加公營及
私營房屋供應，另一方面透過發展約100公頃的第三
個核心商業區，進一步提升香港的經濟競爭力。此 
外，支援人工島發展而建議的策略性運輸基建設施
（包括全長約13公里的港島西至大嶼山東北連接路及
全長約30公里的港島西至洪水橋鐵路），大幅提升維
港都會區與北部都會區的連接，亦鞏固大嶼山連接世
界及大灣區其他城市的「雙門戶」優勢，以及進一步
完善香港整體交通網絡。此外，人工島距離現有市區
不遠，能提供調遷空間支援港島和九龍舊區重建所引
起的連鎖流動。 
 
根據繁榮多元、綠色宜居及前瞻創新的三大主要規劃
目標，我們初步建議1000公頃的交椅洲人工島由三個
島嶼組成，島上興建約19萬至21萬個住宅單位（以公
私營房屋比例70：30進行規劃研究），可容納50萬至
55萬人口，並提供27萬個就業職位（包括約20萬個位
於核心商業區的就業職位）。我們將採用15分鐘生活
圈規劃概念，創造宜居生活社區；並透過智慧、環保
及具抗禦力的城市策略，達致碳中和目標。 
 
交椅洲人工島部分土地（1000公頃當中約300公頃）
已經納入未來十年全港3280公頃可供發展土地預測。 

 
 

 

岩洞發展：在發布載列48個策略性岩洞區的《岩
洞總綱圖》及《岩土指南第四冊-岩洞工程指南》
的更新版本後，我們於2019年展開為選定策略性岩
洞區進行的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以促進本港全
面的岩洞發展，預計於2024年完成。 

 

繼可行性研究完成後，我們於2021年12月展開了搬
遷九龍灣政府工務中央試驗所往位於安達臣道石礦
場舊址的岩洞，以及在該岩洞內興建政府檔案處歷
史檔案中心的勘查研究及設計。建造工程預計於
2023年展開。 

 

城市地下空間發展：我們現正繼續進行「城市地下
空間發展：策略性地區先導研究」，以探討在合適
的擠迫市區環境發展地下空間的潛力。我們為尖沙
咀九龍公園擬備了一個概念方案，透過創建空間紓
解當區迫切的需求。 

 

在擬建多層樓宇經營棕地作業：在擬建多層樓宇經
營棕地作業的可行性研究已於2016年年中展開，研
究範圍包括擬建多層樓宇的概念設計、規劃及工 
程、環境和財務評估，以及探討經營和管理的可能
模式。政府委託顧問公司作投資意向調查後，初步
傾向在洪水橋及元朗物色地點，利用市場力量，發
展以物流及汽車維修行業為主幹，兼容其他合適用
途包括受收地影響的棕地業務經營者的多層工厦。 

 

 

維港以外近岸填海：政府計劃重啟馬料水填海計劃以提
供土地作創科發展。政府已於2022年7月展開馬料水填
海工程研究，以訂定其填海範圍，及建議受擬議填海
影響需要重置的設施的有關工程。根據於2022年底公
布交椅洲人工島的初步建議，部分欣澳填海土地將預
留作擬議港島西至洪水橋鐵路的車廠之用。為盡早開
通有關鐵路基於基建先行，政府計劃在2023年第二季
啟動欣澳填海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政府計劃為龍鼓灘
填海開展規劃及工程研究，以訂定其填海範圍、詳細
土地用途方案，以及其技術可行性等。龍鼓灘填海研
究亦會重新規劃屯門西地區（包括香港內河碼頭及其
沿海地區）的發展用地。此外，P1公路（大蠔至欣澳
段）的勘測研究及工程的初步設計工作已於2021年6月
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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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Contact Us 

 
香港九龍何文田公主道 101 號土木工程拓
展署大樓 1 樓 

: 1/F,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Building, 
101 Princess Margaret Road, Homantin, Kowloo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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