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報告

張震遠太平紳士, GBS, JP
“我和市建局的同事會

堅定不移按照新策略繼

續努力，務求不負政府

和公眾的期望，盡心盡

力為本港的市區更新作

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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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Regeneration - DAS Forum for District Councils.

A worker inspecting a building condition.

當我執筆回顧市區重建局(市建局)過去一年的工作

時，不禁想起去年一月馬頭圍道塌樓的慘劇，震撼的

情景牽動人心，居民陰霾未散悲劇又再次上演。今年

六月距離塌樓現場不遠的一幢舊樓，發生三級大火。

兩宗悲劇釀成多人死傷，令多個家庭破碎，讓人痛惜

之餘亦教人反思香港市區老化問題是否已敲響警號。

去年塌樓事故發生後，市建局迅速伸出援手，採取特

殊措施，協助數以百計居民走出困境。然而樓宇失修

只是市區老化的一面，惡劣的居住環境更值得關注。

香港仍有不少市民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只能棲身衛

生環境和設施欠佳的舊區蝸居。

全速起動 迎戰市區老化

市區老化是現代城市面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香港亦

不例外。現時全港約有十一萬戶家庭生活在設施簡

陋、失修房子當中，除非香港社會整體能下定決心，

採取高效和果斷的行動，否則馬頭圍道發生的慘劇，

絕不會是最後一次。

政府明白迎戰市區老化要建立共識，因此經過兩年廣

泛公眾諮詢，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公佈新修訂的《市區

重建策略》，定出「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

議」三大原則，去推進香港的市區更新，目標是要協

助舊區居民改善居住環境。新的《市區重建策略》是

處理本港市區老化問題的政策藍圖，理念非常清晰，

希望在得到社會廣泛共識下，通過政府、業主、市建

局、私營部門及社會機構攜手合作，同心協力迎戰市

區老化。新策略之下，市建局的核心任務，會以重建

發展和樓宇復修為主，並計劃未來五年，投放二百億

元加強這兩方面的力度，令重建更多元化，滿足市民

需要。

二十年後  問題更為嚴重

本局較早前進行了為期一年的樓宇狀況調查，了解本

港樓宇老化問題，發現香港的舊樓主要由鋼筋混凝土

建造，設計壽命只有五十年，樓宇失修亦會為公眾帶

來風險，香港必須正視這些問題。

現時本港約有四千幢樓宇已屆五十年樓齡，明顯失修

和情况參差的有二千六百幢，未來二十年這類樓宇會

以倍數急增至超過一萬六千幢，情況令人憂慮。當樓

宇狀況變得明顯失修，維修費用亦相應大大增加，大

廈業主亦未必有能力支付昂貴的維修費，長遠來說，

重建是解決市區老化最實際有效的方法。

市區老化，生活環境欠佳，從七十年代初的板間房，

到今天一梯數十戶「劏房」，數十人擠在平均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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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五百平方呎的單位，公用設施及衛生環境差劣，容

易水浸，部份舊樓違例改建，一旦發生火警，逃生無

門，後果不堪設想。誰又會想到香港這個國際大都

會，基層市民的居住環境，竟然出現這種情況。

情況日趨嚴峻

最近一份本地雜誌以殘破舊區居民的生活作為封面故

事，更將這些單位稱為「棺材房」，有些業主為了取

得更高的租金回報，將單位劃分成更小的面積出租，

這些「棺材房」居民的苦況較諸「籠屋」居民更甚。

香港作為富庶繁盛的都市，實在不應存在這種情況。

市建局的成立，就是要集中力量全速解決香港市區老

化問題。過去十年我們一共開展了五十多個重建項

目，幫助三萬多戶居民擺脫破舊而危險的居所，改善

生活環境，同時協助超過五百二十幢樓宇進行維修及

翻新工程，惠及四萬個住戶。

儘管我們努力不懈，但殘破舊樓的數目仍然不斷增

加，很多舊區居民仍生活在殘破舊樓中，有見及此，

市建局決心加大復修及重建的工作。我們需要社會的

參與和支持，共同迎戰舊區老化。

新的《市區重建策略》反映社會聲音

推動市區更新面臨很多挑戰，要得到公眾支持，平衡

社會不同的期望。因此，市建局積極支持政府進行的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和公眾一起討論制定市區更

新的路向。諮詢工作以「互動」形式進行，並且因應

社會對市區更新的關注和意見的優先次序，不時作出

修訂，是香港近年最全面和開放的政策諮詢之一。新

的《市區重建策略》回應了香港市民對處理市區老化

問題的期望，亦強化市建局的職能，務求協助無數舊

區居民脫離差劣的居住環境。

我們決心為受重建影響的居民提供更多選擇，並將此

列為首要工作。一直以來，我們為受重建影響的居民

提供優厚的現金補償，但近年社會氛圍不斷改變，收

購賠償和重建方式經常惹起爭議，新策略希望做到賠

償多元化，給受重建影響的自住業主，在現金補償以

外多一個「樓換樓」選擇。重建業主可以通過補差價

方式，購買未來在原址興建較低層的新單位，或在九

龍啟德發展區的單位。我們將於二零一二年接收一幅

佔地超過一點一公頃的啟德發展區用地，興建約一千

個實用面積介乎四百至六百平方呎的單位。這個方式

既回應了居民的訴求，亦有助保存舊區的社區網絡。

我們希望確保業主在作出配合自己需要及喜好的決定

前，可以得到全面的資訊，故本局將會在發出收購建

議的同一封函件中，提供「樓換樓」單位的單一呎價

以供參考，價錢其後亦不會作出變更。換句話說，過

程將會盡量做到公平公開。

多元化，新焦點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期間，很多舊區業主希望市建

局介入和協助業主進行重建。本局因此推出了「促進

者」中介服務和「需求主導」重建模式。若業主無法

自行組織進行重建，市建局可以協助小業主集齊業權

把物業聯合出售，收益歸小業主所有。此外，業主亦

可主動向市建局申請重建他們的物業，市建局會沿用

現時的補償條件進行收購。

為了加強樓宇安全，我們鼓勵舊樓業主做好樓宇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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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及市建局主席張震遠先生（右五及六）與負責樹
木搬遷工作的成員合照。

保養，但過往不少大廈因為欠缺管理，難以動員起來

籌組資金，以致無法推行復修工作。新策略將會讓市

建局以更靈活的方式，協助業主維修。

二零一一年四月，我們啟動了「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

劃」，將以往市建局及其他機構分別管理的一系列資

助及貸款計劃整合優化，為業主提供一站式又多元化

的支援。我們位於大角嘴的「市建一站通」資源服務

中心，將於本年度投入運作，將會成為服務舊樓業主

的基地，進一步為業主提供更便捷的服務。

地區為本，與民共議

新策略亦充份反映「地區為本」的重要性，有助市建

局了解地區需要，平衡保育、復修及重建的工作，亦

可讓我們更有效地回應社區的訴求。政府計劃在多個

舊區成立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諮詢平台的成員包

括專業人士、政府、市建局代表、非政府組織及商界

人士，他們會在市區更新的規劃過程中，提出意見，

市建局正積極支持首個在九龍城成立的諮詢平台的工

作。

市建局在舊區活化及文物保育方面，亦有不少項目推

出。我們投放了五億元活化中環街市，將它化身為	

「城中綠洲」。這個項目正充份體現出「地區為本」

的大原則。我們特別成立「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

員會，成員包括學者、專業人士和社會領袖等，為	

「城中綠洲」的初步設計和社會參與過程提供了寶貴

意見。

要做好地區工作，難免遇到挑戰。最近我們成功將一

棵座落於觀塘月華街重建地盤四十多年的細葉榕，遷

移到對面月華街遊樂場公園，整項工程令我感觸良

多。通過市建局、項目合作發展夥伴、樹木專家、工

程師及區內居民的通力合作，將這棵陪伴街坊成長的

大樹保留，整個搬遷過程面對技術挑戰亦要跟時間競

賽，最終順利完成，令我留下深刻印象。這正是市建

局、專家、地區及市民共同努力的好例子。

創造更美好香港

放眼未來，我們在市區更新工作中將面對更多挑戰和

機遇。香港已成為富裕的國際城市，但仍然有不少居

民棲身舊區蝸居，在新的《市區重建策略》基礎上，

市建局會繼續努力，協助舊區居民改善生活，我深信

市區更新應該令到整體社會受惠。

我和市建局的同事會堅定不移按照新策略繼續努力，

務求不負政府和公眾的期望，盡心盡力為本港的市區

更新作出貢獻。

主席

張震遠

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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