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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 2022年施政報告》的土地發展措施 

發展局 

1. 提量

1.1 十年可供發展土地供應預測 

為提高透明度，利便監察，政府會制訂並每年公布十年可發展土地（即熟

地）供應預測。我們將會大幅扭轉過去土地緊絀的情況：未來十年（即 2023-

24至 2032-33年度），土地供應量將達 3 280公頃，而且整體呈上升趨勢。

當中，已預留作房屋用途的用地預計可提供約 493 000房屋單位，預留作經

濟用途的則可提供約 10 330 000平方米總樓面面積。 

1.2  私營房屋供應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最新推算，未來十年的私營房屋需求為 129 000個單

位。我們會以此為基本目標，提供私營房屋土地。單是在未來五年，我們會

準備好通過賣地或鐵路物業發展而可興建不少於 72 000個住宅單位的土地，

再加上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及其他私人發展項目，整體供應將超過《長遠

房屋策略》同期的估算需求。 

1.3  北部都會區 

「北部都會區」是未來的策略發展據點，本屆政府會全力推進其建設。政

府今年内將分別成立由行政長官主持的「北部都會區督導委員會」及由財

政司司長主持的「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並爭取於明年內成立專責部門，

督導和統籌各部門的工作。區内發展密度會提高，住宅用地以最高住用地

積比率 6.5倍為指引，商業用地以最高地積比率 9.5倍為指引。 

1.4  交椅洲人工島 

「明日大嶼願景」下交椅洲人工島是香港一個重要發展引擎，將提供 1 000

公頃土地，是未來土地供應的主要來源。新建的鐵路和道路網絡將改善新

界西交通擠塞的同時，優化香港整體的交通網絡。新增的一大片土地，也

讓我們以「前瞻創新」方式作規劃，及配合香港在 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

標。加上透過大嶼山的「雙門戶」功能，我們能迎接海外和大灣區的經濟機

遇。發展局在今年內就人工島的填海範圍、土地用途、交通基建網絡及財

務安排作出建議。目標是明年開展環評程序及填海工程在 2025年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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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一輪「綠化地帶」研究 

 

除了已經納入各項發展計劃的 1 200 公頃「綠化地帶」土地，再選取了約

255 公頃較有潛力作房屋發展、可於短、中期供應達 70 000 個單位的「綠

化地帶」土地作進一步技術研究。該 255公頃當中，於 2024年或之前改劃

首批土地，並於 2026年左右完成平整首批土地。明年内完成檢視餘下「綠

化地帶」的發展潛力。 

 

1.6  發展將軍澳第 137區 

 

發展將軍澳第 137 區可提供約 50 000 個房屋單位，最早 2030 年入伙，並

研究將港鐵將軍澳線向南延伸至將軍澳第 137 區。今年底前完成規劃及工

程研究並交代詳細計劃。 

 

1.7  東鐵線白石角站 

 

推進有關增建新東鐵線科學園/白石角站的研究，以期在 2033 年或更早落

成車站及首批房屋。 

 

1.8  馬料水填海 

 

預計於 2024年完成馬料水填海的工程研究，填海連同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

入岩洞，提供約 88公頃土地主要用作創科發展。 

 

1.9  基建投資 

 

繼續投資基建，預計未來數年政府在基本工程開支每年將超過 1 000億元，

較目前的開支水平增加約 20%。 

 

 

2 提速、提效 

 

2.1 精簡發展程序 

 

2022年底向立法會提交條例修訂草案，修訂多條與發展相關法例的法定程

序。將來，新發展區以外的一般發展項目，由「生地」變為「熟地」（即土

地已完成平整工程並可進行建屋工程）的時間可由現時最少 6 年縮短至約

4年。至於大規模並較複雜的新發展區項目，製造「熟地」的所需時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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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往的 13年壓縮至約 7年。並繼續探討精簡行政程序和要求，包括停車

場樓面寬免安排、濕地緩衝區發展審批指引、自行核證和獨立審查安排以

及樹木移除及補種程序。 

 

2.2 擴展標準金額補地價的使用 

 

研究將標準金額徵收補地價的模式逐步擴展至新發展區以外的新界農地

（新發展區早前已公布適用），同時積極考慮將工廈重建的標準金額安排恆

常化。目標是於 2023年年中前提出具體實施方案。 

 

2.3 以「促進者」思維加快圖則審批 

 

屋宇署會於明年上半年成立「專責審批組」，專為提供 500個單位或以上的

私人住宅項目，以及過渡性房屋項目的一般建築圖則申請，主動提供協調

及支援服務，以「促進者」思維協助相關建築專業人士，務求加快審批有關

申請。 

 

2.4  更廣泛使用「組裝合成」建築法 

 

將成立跨部門督導委員會，專責統籌「組裝合成」等高效建築的發展，精簡

審批，為業界拆牆鬆綁。委員會明年會制訂加強組件供應鏈的措施，包括

為業界在「北部都會區」提供生產和儲存土地，並促進與大灣區的協作，加

快房屋供應之餘，亦加強香港建造業在區內採用「組裝合成」的領導地位。 

 

2.5  推動採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BIM） 

 

明年就業界和部門應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BIM）製作建築圖則並呈交

部門審批訂立路線圖，並於 2024年第一季推出應用軟件，讓業界查核有關

圖則是否符合審批要求。 

 

2.6  精簡地契續期程序 

 

明年提交條例草案，以一致方式定期為到期地契續期，免卻個別業權人逐

一簽立續期的繁複手續和繳付昂貴費用，大幅減少續契時間，利便市民。 

 

 

3 提質  

 

3.1  更新及精簡強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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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下四個方向更新及精簡強拍制度，加快市區更新： 

 

第一，建議把樓齡達五十年或以上但少於七十年的私人樓宇的門檻由八成

業權降低至七成，而樓齡達七十年或以上則降低至六成。至於並非位於工

業地帶的工廈的強拍申請門檻，建議如樓齡達三十年或以上的會由八成降

低至七成。 

 

第二，考慮就涉及兩個或以上相連地段的強拍申請提供更多彈性，提升重

建的規劃裨益。 

 

第三，精簡程序，從而縮短強拍訴訟所需時間。 

 

第四，在促進土地重新發展和保護私有產權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設立專責

辦事處以加強對受強拍影響的少數份數業主提供的支援，例如協助他們尋

求專業服務以應付強拍的法律程序。 

 

於 2022 年第四季就具體建議諮詢立法會和持份者，並在 2023 年下半年將

修訂條例草案提交予立法會。 

 

3.2  支援市建局的工作 

 

因應市建局的財務狀況及市場情況，分階段提高其借款上限，以提升其財

務能力進行更多重建項目。 

 

3.3  加大力度代辦工程 

 

為了更有效保障公眾安全，屋宇署將以風險為本的原則，為長時間仍未獲

遵辦的勘測令或修葺令，進行更多代辦工程（由每年 40張增至 80張），尤

其著力處理「三無」大廈或業主間難以自行籌組工程的大廈，並於事後向

有關業主收回所涉費用。 

 

3.4  活力環島長廊 

 

於香港島建造「活力環島長廊」，連接港島北岸海濱長廊及南區多條現有海

濱及郊野步行徑，全長約 60公里，並在合適地點增加或改善休憩設施，讓

市民環島步行並欣賞沿途不同景致。明年展開研究及設計，並陸續展開工

程，於五年內駁通九成路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