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優質城市 優質生活

引言

香港要成為國家最進步的城市，不單要發展經濟，也要建設
優質的城市生活。環境保護是全球關注的議題，尤其是全球
暖化問題日益嚴重。我們會推出多項環境保護措施，降低温
室氣體排放，收緊污染物排放標準，而政府也會與市民及商
界攜手去推動各項環境保育措施。這是一項長遠而持續的工
作，要長時期不斷努力才有成效。政府帶頭大力推動，把環
保變成一個重要的社會價值。此外，文物保育已成為市民近
年最關心的議題。在文物保育方面，我們不會只停留在建築
物保存的層面，會更進一步從建築物活化的角度考慮，亦會
從整個地區角度去作策劃。今後我們與社區會有更多的溝通
互動。食物安全亦是優質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會完善
法規、加強執法及強化食物追踪，以確保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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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我們會推行下列措施：

‧ 向市民（特別是年青一代）推廣創新、科技和設計文化，
以支援創意產業的發展。

‧ 採納新的文物保育政策聲明，並推行一系列措施，逐步達
到聲明的目標。

‧ 規定公共工程項目在工程的最初階段便須進行文物影響評
估，以免干擾歷史地點及建築；假若干擾屬不可避免，則
減少所造成的影響。

‧ 實施特別計劃，讓非政府機構參與其中，以加強和加快活
化再利用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築，將之轉化為獨特的文化地
標。

‧ 提供合適的誘因，以推廣和協助保存（包括維修）私人擁
有的歷史建築。

‧ 在發展局轄下設立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負責統籌文物保
育工作，並建立本港和海外的聯繫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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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地區改善計劃加強與市區重建局及香港房屋協會的合
作，以保留區內特色。

‧ 創造更多機會，讓持份者和市民大眾參與文物保育和地區
改善工作。

‧ 加速推行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的基本工程項目，例如把制訂
《綠化總綱圖》擴展至新界、開展全面性更換及修復水管
計劃最後一期的工程、以及於新界發展全面性的單車徑。

‧ 為了改善居住環境，我們會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在有充分
理據的情況下，在所有《分區計劃大綱圖》加入清晰的地
積比率、覆蓋率及╱或建築物高度的發展限制。

‧ 檢討西鐵南昌站和元朗站物業發展項目已批核的計劃，以
減低該等物業的發展密度。

‧ 為元朗市內明渠制訂改善策略，以提升當地環境質素和明
渠的生態價值。

‧ 擬訂處理天然山坡的策略，根據一套按風險評級的系統，
按序處理已知具潛在山泥傾瀉危險而靠近建築物和公共設
施的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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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強制遵守「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建議諮詢公眾，以
改善建築物的能源效益及節約能源。

‧ 推動《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草案》的立法審議程
序，目標是在二零零八年內推行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
劃」第一階段。就第二階段涵蓋範圍的計劃工作亦會於年
內展開。 

‧ 加強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運作，促進與本地及國際相關
團體攜手推行項目，以提升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環保城市
的領導地位，並鞏固國際與區域間的合作，共同應付環境
問題的挑戰。 

‧ 為「生產者責任計劃」立法，並根據「污染者自付」原則
推出首項計劃，透過徵收塑膠購物袋費用，以打擊濫用膠
袋的情況。

‧ 展開一個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推行的五年計劃，向位於珠
三角地區的港資工廠提供專業意見及技術支援，鼓勵他們
採用清潔生產技術及工序，以達至減排及提高能源效益，
進一步改善區域空氣質素。 

‧ 展開全面的顧問研究，評估氣候變化對香港的影響，並建
議適當的策略，以進一步加強現有的適應及減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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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將歐盟V期車用柴油的燃油稅減至每公升五角六
仙，以鼓勵本地市場盡早供應這些含硫量較超低硫柴油少
八成的更環保燃油。該稅務優惠將為期兩年。由於所有在
用柴油車輛並沒有技術困難轉用歐盟V期車用柴油，是項
稅務優惠將有助把歐盟V期標準訂為在本地供應車用柴油
的法定規格。我們會先檢討這項措施，然後才在二零零九
年與歐盟同步把有關標準訂為法定規格。

‧ 承諾維持生化柴油的免稅政策，鼓勵使用其作為車用燃
料，並制訂生化柴油用作車用燃料的規格說明。

‧ 鼓勵渡輪營運商轉用環保燃料。

‧ 就立法規定所有工商業運作使用超低硫柴油進行諮詢。

‧ 制訂《食物安全條例》，以進一步改善規管香港食物安全
的架構。 

‧ 建立一套全面的食物進口商及分銷商登記制度，以加強食
物的溯源。

‧ 制訂一套全面、清晰和適用於香港的食物安全標準。

‧ 分階段將所有鄉村旱廁改為沖水式廁所，在二零一二至
一三年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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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行的措施

我們正推行下列措施：

‧ 推行「設計智優計劃」，鼓勵各行各業更廣泛採用設計及
創新，以助產業走高增值路線。

‧ 透過加強支援香港設計中心，推廣香港設計，並鼓勵善用
設計為本港產品、服務及政府與公眾間的聯繫增值。

‧ 為推動電影業發展實施新的支援措施，包括透過電影發展
基金資助中小型電影製作及推行電影發展局提出的建議。

‧ 進一步致力把設計和創意的元素融入教師發展計劃、學與
教的資源、學生學習經歷和評核方式，以培育中小學生的
創意。

‧ 通過推廣文化及藝術，促進創意產業的發展，包括支援前
身為石硤尾工廠大廈的創意藝術中心的發展，以培育新進
的藝術工作者。

‧ 檢討保護中區警署、域多利監獄和前中央裁判司署建築群
的最佳安排，務求把這些歷史建築物轉化為獨特的文化地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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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致力完成目標，務求邁向在二零一四年或之前為16段
明渠進行覆蓋工程的目標，以改善附近的居住環境。

‧ 為本港「全面水資源管理計劃」，制訂一套長遠策略，並
根據這長遠策略校正和強化現正推行的各項活動。

‧ 修訂重置沙田濾水廠的策略，以加快重置工作，並達至更
可靠而平衡的供水系統。

‧ 在公共工程中，繼續推廣使用具能源效益的裝備及再生能
源系統。

‧ 就政府建築物內老化的機電設備，研究整體的更換策略，
以符合現今社會的要求，包括更廣泛應用環保裝置。

‧ 在二零零九年年中前，繼續致力制訂並落實市區《綠化總
綱圖》。

‧ 發展一套以效能為準的規管制度，以促進現代和創新的樓
宇設計。

‧ 完成諮詢持份者的工作，為設立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建議
定稿，以簡化處理該等工程的法定程序，改善有關樓宇規
管和樓宇安全的法律架構。我們將於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
立法會會期內提交《建築物條例》的修訂草案，以實施小
型工程監管機制。



優質城市 優質生活

27

‧ 就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繼續草擬法例，以規定私
人樓宇業主定期檢查樓宇和窗戶，並計劃在立法會下一屆
會期內盡早提交有關法例。

‧ 與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緊密合作，協助舊樓業主妥
善管理及維修樓宇。此外，繼續透過公眾教育、宣傳及專
業團體的參與，加強私人樓宇的管理及維修工作。

‧ 推行防洪計劃以提升易受洪水威脅地方的防洪水平，包括
開展新界北區及新界西北區雨水排放整體計劃的檢討工
作。 

‧ 繼續推行「防止山泥傾瀉計劃」，以改善斜坡安全及美化
環境。我們在來年會鞏固另一批共250幅不合標準的政府
斜坡，並就另外300幅私人斜坡展開安全審查。

‧ 為制訂香港可持續發展策略，繼續推行社會參與過程，以
提高公眾對有關過程的認識，並鼓勵他們參與其中。

‧ 繼續與兩家電力公司商討新《管制計劃協議》的條款，包
括加入有效機制以確保電廠減低污染物排放，以及調低電
力公司准許回報以降低電費。我們亦會參考在「香港電力
市場未來的發展」兩輪公眾諮詢期間收集的意見，推展實
現開放電力市場中期目標的工作，包括成立新監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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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收緊對電力公司排放的空氣污染物的總量上限，並要
求電力公司盡量使用天然氣發電。

‧ 繼續監察兩家電力公司進行具商業規模的風力發電試驗計
劃的進展，藉此向公眾示範及評估這種技術，並繼續推廣
可再生能源的應用。

‧ 我們會在二零零九年提早啟用為「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
污水消毒的設施，同時繼續分階段落實「淨化海港計劃」
第二期，以期在二零一四年完成計劃第二期甲的工程。我
們會按照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的檢討結果，決定興建第二
期乙生物處理廠的時間表。

‧ 繼續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以履行《關於持
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下的義務。我們會向
立法會提交附屬法例，以期於二零零八年內實施《有毒化
學品管制條例》。我們亦會提請中央政府將《鹿特丹公
約》適用於香港特區，以進一步管制有毒化學品。 

‧ 在年底前完成「工商業污水附加費計劃」內其餘26個行業
的污水濃度調查，並在二零零八年年初，按照「污染者自
付」原則，對計劃提出相關的修訂，以期公平分擔污水處
理服務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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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把惰性拆建物料運往內地作填海之用。我們會繼續與
內地有關部門聯繫，尋求更多合適地點，重用拆建物料。

‧ 與廣東省政府繼續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
劃」，致力把珠江三角洲地區四類主要空氣污染物的排放
量在二零一零年降至兩地同意的水平。 

‧ 進行全面研究，以檢討本港的空氣質素指標和制訂長遠的
空氣質素管理策略，並於稍後進行廣泛的諮詢和公眾參與
過程。

‧ 監察新自然保育政策下的管理協議及公私營界別合作試驗
計劃的實施情況，以期達到加強保護私人土地上具重要生
態價值生境的目標。 

‧ 與歐盟同步，繼續收緊車輛廢氣排放及燃料標準。

‧ 就加強管制電油和石油氣車輛的廢氣排放制訂建議，包括
使用路邊遙測設備和功率機測試車輛廢氣排放，然後諮詢
持份者。

‧ 參考公眾諮詢的結果，研究立法規定停車熄匙。

‧ 提供優惠鼓勵歐盟前期和歐盟I期的柴油商業車輛的車
主，將舊車更換成符合現行新登記車輛法定排放標準的型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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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減免汽車首次登記稅，以鼓勵使用環保汽油私家車。

‧ 繼續推行《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
所建議的各項措施，包括推展全港廢物源頭分類計劃；落
實修訂《建築物（垃圾及物料回收房及垃圾槽）規例》的
建議，強制規定在新建住宅樓宇每一樓層設置垃圾及物料
回收室，方便物料回收工作；批出環保園第二批土地的租
約；研究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可行方案以進行公眾諮詢；
進行擴展現有堆填區的可行性研究與環境影響評估。

‧ 於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進行改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工
程，以達到最新的歐盟廢氣排放標準。

‧ 收緊有關禽畜的規管架構，改善公眾衞生和食物安全。

‧ 制訂措施促進捕魚業的可持續發展及保育香港水域的漁業
資源。

‧ 制訂法例規管在沿岸水域抽取海水作飼養活海鮮之用，以
促進食物安全。

‧ 檢討有關規管私房菜館的建議，以保障公眾健康。

‧ 研究與內地有關當局合作應用現代資訊科技，確保能有效
地循生產鏈追溯食物來源，務求透過源頭管理加強食物安
全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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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現行提供墳場、靈灰龕和火葬場設施的政策，致力提
供更多設施以應付未來的需求。

‧ 繼續按照社會需要加強文化及康樂設施，包括落實合適的
前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的工程項目。

‧ 在啟德籌劃興建一個大型多用途體育場館。

‧ 提供平台，協助體育界聯同商界舉辦國際體育活動。

‧ 發掘及支援有潛質的體育項目，以增加香港在國際體壇上
摘取獎牌的機會。

‧ 與持份者商討如何進一步加強對精英運動員的支援，尤其
是在他們退役後的支援。

‧ 協助重新發展香港體育學院。

‧ 發展及落實全面策略，以促進更多不同年齡人士廣泛參與
體育運動。

‧ 積極籌備二零零九年第五屆東亞運動會。提供符合國際標
準的比賽場地，鼓勵社區參與體育活動和東亞運動會，最
終達至提升本港的體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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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珠江三角洲建立文化、藝術和體育領域的合作網絡，特
別是根據《安排》補充協議四的開放措施加強合作。

‧ 鼓勵商界及私人投放資金，支持本地文化藝術活動。

‧ 致力保存及發展粵劇這門本土傳統藝術，並協助推廣香港
的主要藝術及文化活動和各類藝術節，彰顯香港作為國際
都會的地位。

‧ 落實表演藝術委員會的建議，改善香港文化服務和場地的
營運和管理，通過「場地伙伴計劃」重整各現有演藝場地
的用途，以及物色和發展新場地以解決場地不足的問題。

‧ 落實博物館委員會及圖書館委員會的建議，制訂計劃以改
善公共博物館服務的管理和營運，以及加強公共圖書館在
推動閱讀和提高文學欣賞水平方面的角色及功能。

‧ 委託機構在參考初步研究結果後，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規定，為本港非物質文化遺
產編製清單，以加強香港在這方面的保護和推廣工作。

‧ 實施經修訂的《建築物管理條例》，以及制訂相關的附屬
法例，以保障業主立案法團和業主的利益。

‧ 繼續研究長遠方案，以尋求更佳方法去滿足對緊急救護服
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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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動使用環保巴士，會執行新巴士專營權新加入的條
款，要求巴士公司所採購的新巴士須採用市場上最新及獲
確認的環保技術；鼓勵巴士公司調配較環保車輛行走繁忙
道路；按情況把採取環保措施列為遴選新巴士路線組合的
營辦商其中一項準則；以及加強巴士服務重整以減少路邊
空氣污染、噪音、交通擠塞和能源耗用量。

‧ 繼續研究調節交通的措施，包括財政及交通管理的方法，
以期減少主要交通走廊的擠塞情況，並就有關建議諮詢公
眾。

‧ 採用綠化住區及健康生活的設計方針，以及確保有效和合
理地運用房屋資源，以推行可持續發展的公營房屋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