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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洲居民生活展

橫洲規劃設計比賽及展覽

由下而上、規劃未來



給特首書 :

三贏方案建議發展的棕地由政府原本計劃的 34 公頃
減至約 20 公頃，希望保護綠化地帶與現有村落，同
時亦能安置當區的物流事業。
三贏方案建議將橫洲土地劃分成「改善棕地作業試驗
區」、「 橫洲公屋第一期」與「綠化地帶及村落」。
橫洲有 20 公頃棕地，建議政府將所有棕地先回收，
把大約一半棕地改建為「改善棕地作業試驗區」。試
驗區將分為兩部分，會在政府的規劃及安排下營運。
北面是多層的作業大樓，停車場、物流貨櫃場及物流
倉等可在內營運；餘下部分是露天作業區，可作露天
汽車修理及回收場等。另外一半的現時棕地會用來興
建公屋，預期可提供 8 千至 1 萬個公屋單位，比政府
現時預料發展第一期的 4 千個公屋單位還多。
採納三贏方案與否甚為重要，它影響日後其他發展區
的規劃考慮和方向。未來香港還有很多棕地區域需要
發展，如果每次都清拆非原居民村落，是否每次也找
寮仔部進場扔村民走？如果規劃能夠達至三贏局面，
今次橫洲新發展區可以成為日後棕地與鄉村發展的示
範。
期望有關意見能獲得採納，紓解香港房屋發展困局。

姚松炎
2017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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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洲背景簡介

橫洲規劃設計比賽

橫洲居民生活展 暨 

橫洲規劃設計比賽展覽

民間社區規劃師入門工作坊

特別鳴謝



導言 :
以往香港的城市規劃都是由政府單方面「拍板」，欠缺
多元化的意見，這次比賽就是嘗試從中找尋橫洲發展的
新出路。香港的規劃不應由政府「話晒事」，迫市民接
受其唯一的發展方案，我們應摒棄這種不合時宜的規劃
方向，讓民眾能真正的「話事」。

朱凱廸議員
主辦單位



導言 :
今次比賽別具意義，為民間首次自發以公開比賽形式，
讓民眾提出城市規劃方案。比賽的結果正好體現民間有
創意及有能力製作具質素的規劃方案，以實現「由下而
上，民間規劃」的示範。
我們希望今次規劃比賽可以開啟香港民主規劃的進程，
讓規劃比賽的個案為公眾提供更多規劃想像，從而帶動
之後的 Charrette 工作坊和可行性研究，最後經深化後
的方案才進行公眾諮詢。

姚松炎博士
策略夥伴



2012 年，房屋署與創新科技署委聘顧問

研究，及後建議用橫洲約 33 公頃棕地（已

受破壞的土地，如停車場、貨櫃場）興建 

17,000 個公屋單位，當時預計建成後可容

納約 50000 人口。不過，於 2014 年 6 月，

屋署向區議會諮詢時，卻修訂計劃規模，

指出只有意發展橫洲南面 5.6 公頃的綠化

帶 ( 當中包含當地三條非原居民村 : 鳳池

橫洲事件背景
村、永寧村及楊屋新村 )，百多戶村民

被逼遷，興建的公營房屋單位也縮減至

4000 個，預計建成後可容納人口則縮減

至約 10000 人。儘管政府及後解話表示，

目前最新的發展計劃只是整體計劃的第一

期項目，完整的橫洲發展將分三期進行，

但是現時第二、三期仍有不少未知之數。

社
會
消
耗
勢
減
少
，
村
民
也
可
安
居
樂
業
。

若
時
光
可
倒
流
，政
府
像
今
次
展
覽
重
視
民
主
規
劃
，

新界東北爭議、郊野公園備受威脅，新界西北土地亦逐

步被入侵。2015 年10 月30 日，政府在毫無諮詢橫洲綠

化帶居民下刊憲逼遷，受影響三村（永寧村、鳳池村、

楊屋新村）村民為此表強烈反對！

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組



由 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組 製作



由 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組 製作



姚松炎及朱凱迪一直關注

香港土地發展議題，致力

推動公民參與公共事務，

因此今次特別舉辦「城鄉

永續發展 - 橫洲規劃設計

比賽」，旨在喚起社會大

眾的關注，收集民間具建

設性的建議，以向立法會

反映。比賽的宗旨如下︰

1. 提升大眾對新市鎮規

劃發展之認識

2. 引起大眾對香港現時

規劃的反思及對未來

城市規劃的願景

3. 探討過程中的關注事

項及對持份者的影響

城市發展與市民生活息息

相關，比賽的主旨為「城

鄉永續發展」，鼓勵相關

專業或有興趣的年青人，

透過對城市規劃的想像，

構建一個理想的未來橫

洲。

參賽者就下列的議題，於

規劃範圍內提出創新的想

法及制訂規劃設計方案。

1. 棕土作業

2. 生態環境

3. 不同持份者的需求

4. 鄰近地區的連結

5. 其他設計考慮事項

參賽者制定規劃設計方案時

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

容：

1. 規劃背景

2. 規劃目的及概念

3. 規劃藍圖

4. 土地用途分佈

5. 相關政策倡議

橫洲規劃設計
比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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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會
• 創意及設計 :30%

• 可持續發展 :30%

• 回應議題 :15%

• 功能及實用性 :15%

• 表達技巧 :10%

評選準則



規劃設計特點

這組的規劃設計特點的在於得獎者採用垂直混合用途发展作
為橫洲發展的主軸，在同一樓宇內包含住宅、商業及工業三
種用途，回應區內不同持份者的訴求。得獎者以圖示顯示將
整個橫洲發展分為不同階段實行，將現時非原居所居住的三
條村落定為最後發展的階段，以讓政府能有充分的時間安排
受影響村民的安置問題。而且參加者對於各個空間的規劃比
例皆參照規劃署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設立，令整個
方案不但具創意，更具高可行性。

演化橫洲 Evolutionary Wang Chau
YEUNG Yau Yan

LAM Ka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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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預
設
綠
化
屋
頂
，
改
善
觀
瞻
，
正
面
處
理
露
天
倉
庫
、
臨
時
停
車

場
、
貨
櫃
場
及
其
他
工
場
等
對
環
境
及
生
態
帶
來
的
壞
影
響
。

•	
提
供
基
本
設
施
，
方
便
運
作
。

Br
o
w
nf
ie
ld
	s
ite
s

•	
Lo
ca
lly
	re
lo
ca
te
	th
e	
ex
is
tin
g
	v
ar
io
us
	in
d
us
tr
ia
l	a
ct
iv
iti
es
	o
n	
th
e	

b
ro
w
nf
ie
ld
	s
ite
s.

•	
Ta
ke
	p
o
si
tiv
e	
st
ep
s	
to
	d
ea
l	w
ith
	th
e	
ad
ve
rs
e	
vi
su
al
	im
pa
ct
s	
of
	

th
es
e	
ac
tiv
iti
es
	b
y	
p
re
-b
ui
ld
in
g
	g
re
en
	ro
of
s.

•	
Pr
o
vi
d
e	
ba
si
c	
se
rv
ic
es
.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需
求

•	
非
原
居
民
村
落
初
步
保
留
，
免
失
家
園
。
承
諾
原
區
安
置
，
條
件
成

熟
時
，
優
先
揀
選
鄰
近
平
台
耕
種
的
住
宅
單
位
，
自
願
遷
徒
上
樓
。

•	
橫
洲
物
流
業
界
按
所
需
面
積
獲
新
地
皮
、
契
約
更
新
、
車
路
及
水
電

配
套
。

•	
急
於
覓
地
興
建
公
屋
的
政
府
獲
可
觀
樓
面
面
積
，
貢
獻
於
資
助
房
屋

龐
大
需
求
上
。

•	
苦
候
上
樓
市
民
喜
獲
非
一
般
宜
居
環
境
選
擇

1.
3

1.
1

In
te
re
st
s	
of
	d
iff
er
en
t	s
ta
ke
ho
ld
er
s

•	
N
o
n-
in
d
ig
en
o
us
	v
ill
ag
es
	a
re
	in
iti
al
ly
	p
re
se
rv
ed
	u
nt
il	
co
nd
iti
o
ns
	

b
ec
o
m
e	
m
at
ur
e	
w
he
n	
vi
lla
g
er
s	
ar
e	
g
iv
en
	p
re
fe
re
nt
ia
l	c
ho
ic
e	
of
	

re
si
d
en
tia
l	u
ni
ts
,	f
o
r	e
xa
m
p
le
	th
o
se
	a
d
ja
ce
nt
	to
	u
rb
an
	fa
rm
in
g
	

p
la
tf
o
rm
s.

•	
Th
e	
W
an
g
	C
ha
u	
lo
g
is
tic
s	
in
d
us
tr
y	
is
	o
ff
er
ed
	n
ew
	lo
ts
,	l
ea
se
	re
-

ne
w
al
,	a
n	
ac
ce
ss
	ro
ad
,	w
at
er
	a
nd
	e
le
ct
ri
ci
ty
.

•	
Th
e	
g
o
ve
rn
m
en
t	o
b
ta
in
s	
co
ns
id
er
ab
le
	a
m
o
un
t	o
f	f
lo
o
r	a
re
-

as
	fo
r	c
o
nt
ri
b
ut
io
n	
to
	th
e	
en
o
rm
o
us
	d
em

an
d
	fo
r	s
ub
si
d
iz
ed
	

ho
us
in
g
.

•	
Th
e	
lo
ng
	q
ue
ue
	o
f	p
eo
p
le
	w
ai
tin
g
	fo
r	p
ub
lic
	h
o
us
in
g
	is
	p
le
as
ed
	

to
	h
av
e	
an
	e
xt
ra
o
rd
in
ar
y	
ch
o
ic
e	
of
	li
va
b
le
	e
nv
iro
nm

en
t.

鄰
近
地
區
的
連
結

•	
現
代
化
管
理
下
之
開
放
式
市
鎮
空
間
，
充
分
具
備
與
週
邊
地
區
的
協

同
增
效
作
用
，
包
括
觀
光
、
購
物
、
餐
飲
、
休
閑
、
運
動
等
。

•	
沿
山
邊
蜿
蜒
佈
局
為
鄰
近
高
樓
式
屋
邨
、
體
積
龐
大
的
工
業
廠
房
及

翠
綠
山
丘
之
間
提
供
緩
衝
。

•	
多
處
街
道
連
接
行
山
徑
，
富
神
秘
感
，
引
發
上
山
觀
賞
風
光
意
慾
，

促
進
地
方
色
彩
，
凝
聚
人
流

N
et
w
o
rk
in
g
	a
nd
	li
nk
ag
es
	in
	W
an
g
	C
ha
u

•	
Sy
ne
rg
is
tic
	q
ua
lit
ie
s	
w
ith
	th
e	
d
iff
er
en
t	f
un
ct
io
ns
	in
	th
e	
p
er
ip
h-

er
al
	a
re
as
	m
ad
e	
p
o
ss
ib
le
	b
y	
th
e	
o
p
en
	to
w
n	
sp
ac
e	
un
d
er
	m
o
d
-

er
ni
ze
d
	m
an
ag
em

en
t.

•	
Bu
ff
er
	e
ff
ec
t	p
ro
vi
d
ed
	b
y	
th
e	
w
in
d
in
g
	la
yo
ut
	b
et
w
ee
n	
th
e	
ad
-

ja
ce
nt
	h
ig
h-
ri
se
	h
o
us
in
g
	e
st
at
es
	a
nd
	b
ul
ky
	in
d
us
tr
ia
l	b
ui
ld
in
g
s	

an
d
	th
e	
g
re
en
	h
ill
s

•	
A
b
un
d
an
ce
	o
f	s
tr
ee
t	c
o
nn
ec
tio
ns
	to
	m
o
un
ta
in
	tr
ai
ls
,	o
ff
er
in
g
	

m
ys
te
ry
	to
	tr
ig
g
er
	d
es
ire
	to
	g
o
	u
p
	th
e	
m
o
un
ta
in
	fo
r	h
ik
in
g
	a
nd
	

en
jo
ym
en
t	o
f	s
ce
ni
c	
vi
ew
s,
	p
ro
m
o
tin
g
	lo
ca
l	c
ha
ra
ct
er
,	c
o
n-

d
en
si
ng
	fl
o
w
	o
f	p
eo
p
le

現
有
生
態
環
境

•	
河
溪
保
留
，
美
化
成
區
內
主
要
園
景
。

•	
重
要
樹
木
保
留
或
移
植
。

•	
髻
山
景
色
及
景
觀
廊
獲
尊
重
/增
強
。

G
re
en
b
el
t	a
re
as

•	
Lo
ca
lly
	re
lo
ca
te
	th
e	
ex
is
tin
g
	v
ar
io
us
	in
d
us
tr
ia
l	a
ct
iv
iti
es
	o
n	
th
e	

b
ro
w
nf
ie
ld
	s
ite
s.

•	
Ta
ke
	p
o
si
tiv
e	
st
ep
s	
to
	d
ea
l	w
ith
	th
e	
ad
ve
rs
e	
vi
su
al
	im
pa
ct
s	
of
	

th
es
e	
ac
tiv
iti
es
	b
y	
p
re
-b
ui
ld
in
g
	g
re
en
	ro
of
s.

•	
Pr
o
vi
d
e	
ba
si
c	
se
rv
ic
es
.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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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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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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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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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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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式
統
籌
，
定
期
會
議
，
解
決
問
題
，
監
察
進
度
。

•	
＂
細
小
是
美
麗
的
＂
，
地
段
地
契
以
細
小
簡
單
為
可
取
，
以
增
靈

活
性
、
互
動
性
及
生
命
力
。

•	
採
非
標
準
化
住
宅
樓
宇
形
式
，
避
免
標
籤
作
用
。

•	
根
據
規
劃
大
綱
進
行
深
入
研
究
及
城
市
設
計
，
務
求
諮
詢
暢
順
，

最
終
達
至
共
贏
局
面
。

Re
le
va
nt
	p
o
lic
ie
s	
su
g
g
es
tio
ns

•	
G
o
ve
rn
m
en
t	l
an
d
s	
fir
st
,	n
o
	n
ee
d
	to
	“
p
ro
b
e	
th
e	
si
tu
at
io
n”

.	
W
he
re
	n
ec
es
sa
ry
,	l
an
d
	re
su
m
p
tio
n	
fo
r	i
nf
ra
st
ru
ct
ur
e	
co
n-

st
ru
ct
io
n.

•	
N
ex
t	t
he
	b
ro
w
nf
ie
ld
	s
ite
s,
	p
ro
vi
d
in
g
	s
ite
	fo
rm
at
io
n	
an
d
	b
as
ic
	

in
fr
as
tr
uc
tu
ra
l	f
ac
ili
tie
s,
	to
	g
iv
e	
in
ce
nt
iv
es
.

•	
Fi
na
lly
,	t
he
	v
ill
ag
es
.		
A
llo
w
ed
	to
	e
vo
lv
e	
un
d
er
	n
o
ur
is
he
d
	c
o
n-

d
iti
o
ns
.

•	
C
en
tr
al
iz
ed
	c
o
o
rd
in
at
io
n

•	
“
Sm

al
l	i
s	
Be
au
tif
ul
”
	-
	s
m
al
l	a
nd
	s
im
p
le
	la
nd
	d
ee
d
s

•	
N
o
n-
st
an
d
ar
d
iz
ed
	re
si
d
en
tia
l	b
ui
ld
in
g
	fo
rm
s

•	
Fu
rt
he
r	s
tu
d
y	
an
d
	u
rb
an
	d
es
ig
n	
to
	e
ns
ur
e	
sm
o
o
th
	c
o
ns
ul
ta
-

tio
n,
	c
ul
m
in
at
in
g
	in
	a
n	
al
l-
w
in
	s
ce
na
ri
o
.

規
劃
背
景

•	
最
終
模
式
：
新
市
鎮

•	
土
地
面
積
：
33
公
頃

•	
人
口
目
標
：
5	
0,
	0
	0
	0
	人

•	
主
要
參
考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
建
築

物
條
例
、
建
築
物
（
規
劃
）
規
例
及
該
區
之
Pl
an
ni
ng
	&
	E
ng
i-

ne
er
in
g
	S
tu
d
y	
b
y	
A
ru
p

Pr
o
je
ct
	b
ac
kg
ro
un
d

•	
Pl
an
ni
ng
	m
o
d
e:
	N
ew
	T
o
w
n

•	
Si
te
	A
re
a:
	3
3	
H
ec
ta
re

•	
Po
p
ul
at
io
n	
ta
rg
et
:	5
0,
00
0

•	
M
ai
n	
re
fe
re
nc
e:
	L
o
ca
l	T
o
w
n	
Pl
an
ni
ng
	O
rd
in
an
ce
,	R
eg
ul
at
io
ns
,	

St
an
d
ar
d
s	
&
	G
ui
d
el
in
es
	a
nd
	P
la
nn
in
g
	a
nd
	E
ng
in
ee
ri
ng
	S
tu
d
y	

b
y	
A
ru
p
	fo
r	t
he
	re
g
io
n

規
劃
藍
圖

•	
以
鳥
瞰
圖
方
便
理
解
整
體

佈
局
及
邊
沿
處
理

•	
加
上
時
間
原
素
，
以
漸
變

圖
形
舉
例
說
明
隨
時
光
流

逝
的
演
化
模
式
。

M
as
te
r	p
la
n

•	
Bi
rd
	v
ie
w
s	
ar
e	
d
ra
w
n	

to
	h
el
p
	u
nd
er
st
an
d
	th
e	

o
ve
ra
ll	
la
yo
ut
	a
nd
	e
d
g
e	

tr
ea
tm
en
t.

•	
Ev
o
lu
tio
na
ry
	p
at
te
rn
s	

o
ve
r	t
im
e	
ar
e	
ex
em

p
lif
ie
d
:	

St
ar
ts
	S
m
al
l	-
>
	th
en
	C
o
n-

d
iti
o
ns
	N
o
ur
is
hm

en
t	-
>
	

til
l	M
at
ur
ity

土
地
用
途
分
佈

•	
以
具
有
不
同
顏
色
及
代
號
的
列
表
，

按
最
終
目
標
人
口
及
可
獲
得
的
土

地
，
顯
示
各
土
地
用
途
及
設
施
。

•	
包
括
住
宅
，
社
區
設
施
、
康
樂
、
休

憩
用
地
及
綠
化
、
工
業
、
零
售
設

施
、
公
用
設
施
及
內
部
運
輸
設
施
。

La
nd
	u
se
	p
at
te
rn

•	
Ta
b
le
s	
w
ith
	d
iff
er
en
t	c
o
lo
ur
s	
an
d
	

sy
m
b
o
ls
	a
re
	u
se
d
	to
	in
d
ic
at
e	
th
e	
	

d
is
tr
ib
ut
io
n	
of
	la
nd
	u
se
	a
nd
	v
ar
io
us
	

fa
ci
lit
ie
s	
to
	m
ee
t	t
he
	fi
na
l	t
ar
g
et
	

p
o
p
ul
at
io
n	
an
d
	a
va
ila
b
le
	la
nd
.

•	
Th
es
e	
in
cl
ud
e	
Re
si
d
en
tia
l,	
C
o
m
-

m
un
ity
	F
ac
ili
tie
s,
	R
ec
re
at
io
n,
	O
p
en
	

Sp
ac
e	
&
	G
re
en
in
g
,	I
nd
us
tr
y,
	R
et
ai
l	

Fa
ci
lit
ie
s,
	U
til
ity
	S
er
vi
ce
s	
an
d
	In
te
r-

na
l	T
ra
ns
p
o
rt
	F
ac
ili
tie
s.

1.
2

1.
4

1.
5

2.
1

2.
3

2.
4

2.
5



規劃設計特點

這組的規劃設計特點在於得獎者將大量的綠色元素融入到現
代建築之中，橫洲發展區內的自然地景、村民文化皆得以保
留及優化。得獎者現時區內的河流、農田等地景順應地理環
境重置於發展區的中心，為居民提供一個休憩空間的同時，
亦為這高度城市化的地區提供舒緩，減低熱島效應。由於這
些自然地景設計於髻山的關係，髻山中的生物亦可順延過度
至這片綠色空間，增添的栖息地有助鼓勵生物多樣性，以及
讓居民能夠更親近大自然。

橫洲六村 Wang Chau 6 Villages
CHAN Wai-chu, Catrina

CHAN Suen, Melody

TSE Wai-kwan, Rachel

亞
軍
作
品







規劃設計特點

這組的規劃設計特點在於得獎者將所有的公屋發展均高度集
中於橫洲發展區的中部，藉着這種集約式的發展保留北面的
綠色地景，並於其餘地方亦種植各種植被，讓北面成為區內
的大型公園及休憩空間。同時，由於這種集約式的發展，區
內能夠在興建公屋的同時，南面非原居民的三條村落亦得以
原址保留。得獎者為南面的村落加置一條新的道路，貫穿整
個發展區，讓大片的綠色地景、公屋及村落串聯在一起，建
立城鄉發展的模範。

逸態橫生 Vitality Patch
YEUNG Chun Yin

LI Gareth Gar Hey

LAM Wing Yi

季
軍
作
品







規劃設計特點

這組的規劃設計特點在於得獎者由下而上的規劃理念—「讓
居民創造自己的社區」，得獎者所設計的社區農業、社區工
業、社區墟市及房屋類型皆圍繞此主題，務求建築橫洲發展
區內的硬件設施時，亦有多種的軟件措施配合，以達至把社
區發展的未來歸還給居民。由於得獎者對區內的社區凝聚的
重視，他們亦特意為橫洲設計了獨特的房屋類型，其座向因
應當地的髻山和地景而度身訂做，房屋當中預留大量的公共
活動空間，讓居民能因應所需而自由組合。

讓居民創造自己的社區
Let the End-users Create a Community 
for their own
MUNG Siu Hei

Chan Kin Sun

Chan Ka Lok

優
異
作
品



讓
居

民
創

造
自

己
的

社
區

 
Le

t t
he

 E
nd

-u
se

rs
 C

re
at

e 
a 

C
om

m
un

it
y 

fo
r 

th
ei

r 
ow

n
城
鄉
永
續
發
展
-橫
洲
規
劃
設
計
比
賽

不
要
棕
地

設
計
概
念

房
屋
設
計

原
區
安
置

共
同
發
展

社
區
工
業

今
天
的
房
屋
發
展
，
被
簡
單
地
視
為
量
的
問
題
，
當

房
屋
完
成
後
，
社
區
的
孕
育
及
未
來
發
展
往
往
被
規

劃
者
和
政
府
忽
視
。
社
區
內
的
商
場
、
街
市
和
開
放

空
間
的
運
作
都
操
控
在
政
府
和
發
展
商
手
上
，
居
民

的
角
色
十
分
被
動
。
是
次
目
標
是
要
把
社
區
發
展
的

未
來
歸
還
給
居
民
，

讓
居

民
創

造
自

己
的

社
區
。

現
有
棕
地
作
業
主
要
包
括
貨
櫃
場
、
露
天
停
車
場
和

汽
車
維
修
工
場
，
這
些
作
業
對
環
境
帶
來
長
期
的
污

染
和
破
壞
，
亦
未
能
發
揮
土
地
用
途
的
可
持
續
性
。

我
們
建
議
政
府
應
該
馬
上
執
法
及
停
止
這
些
破
壞
環

境
的
作
業
。

規
劃
方
案
將
會
分
階
段
進
行
，
最
終
提
供
17
,0
00
個

單
位
。
先
發
展
地
盤
的
北
部
位
置
，
待
初
階
段
的
建

築
完
成
後
，
將
原
區
三
條
村
的
原
居
民
搬
遷
到
新
建

的
單
位
，
然
後
再
發
展
餘
下
的
土
地
。

由
於

規
劃

範
圍

內
大

部
份

土
地

為
私

人
擁

有
，

政
府

可
以

與
現

有
棕

地
業

主
共

同
合

作
發

展
。

由
棕

地
業

主
提

供
土

地
，

給
予

政
府

發
展

公
營

及
可

售
賣

房
屋

，
並

將
售

賣
房

屋
所

獲
得

的
部

份
收

益
給

予
棕

地
業

主
作

為
合

作
的

利
潤

。
如

果
棕

地
業

主
不

願
參

與
計

劃
，

政
府

可
採

取
以

下
方

式
推

動
發

展
計

劃
：

1）
 政

府
用

市
場

價
格

收
回

土
地

; 或
2）

 與
棕

地
業

主
進

行
交

換
土

地
，

讓
棕

地
作

業
者

在
其

他
更

適
合

的
地

方
繼

續
營

運
;

我
們
反
對
設
置
高
科
技
工
業
邨
，
因
為
高
科
技
本
身

跟
區
內
基
層
居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的
距
離
實
在
太
遠

了
。
本
規
劃
建
議
提
供
空
間
以
低
廉
租
金
租
借
給
有

志
創
業
的
社
區
人
士
，
方
案
中
的
社
區
墟
市
則
可
提

供
售
賣
的
場
所
。
通
過
在
社
區
的
實
踐
，
期
望
他
們

可
以
為
社
區
帶
來
經
濟
活
動
，
及
孕
育
由
下
而
上
的

社
區
工
業
技
術
。

方
案
建
議
提
供
大
量
耕
地
和
空
中
耕
地
，

讓
耕
種
作
業
和
居
民
生
活
緊
密
連
繫
，
讓

居
民
從
實
踐
過
程
中
創
造
自
己
的
環
境
，

加
強
居
民
的
歸
屬
感
。

在
規
劃
中
預
留
空
間
作
為
墟
市
，
讓
區
內

居
民
將
自
家
農
作
物
、
製
成
品
及
生
活
用

品
，
在
墟
市
內
進
行
買
賣
及
交
換
，
有
助

加
強
區
內
經
濟
活
動
及
減
少
大
型
商
業
機

構
的
壟
斷
。

委
托
非
牟
利
機
構
（
N
G
O
）
管
理
，
收

取
低
廉
的
租
金
作
行
政
和
日
常
運
作
的
費

用
。
區
內
居
民
可
以
擺
賣
自
家
製
物
品
、

農
作
物
和
日
常
用
品
。
以
輪
替
方
式
，
視

乎
參
與
者
人
數
，
參
與
者
會
被
分
配
不
同

的
日
期
及
位
置
擺
賣
，
務
求
給
予
更
多
參

與
的
機
會
。

由
於
整
個
元
朗
區
大
部
份
是
平
坦
土

地
，
在
新
規
劃
中
我
們
建
議
增
設
大
量

單
車
停
泊
位
，
並
且
在
方
案
中
提
供
四

通
八
達
的
單
車
路
徑
，
連
接
區
內
不
同

位
置
，
鼓
勵
居
民
善
用
單
車
代
步
。

綠
化
帶

根
據
現
有
大
綱
規
劃
圖
，
地
盤
西
面
的
髻
山
是
保
育
地

區
，
所
以
我
們
提
議
將
南
面
緊
接
髻
山
的
地
帶
作
為
綠

化
帶
，
除
作
為
社
區
農
耕
外
不
可
作
任
何
發
展
用
途
；

例
如
，
本
土
客
家
村
落
的
規
劃
格
局
，
便
由
風
水
林

（
受
保
護
的
森
林
）
、
耕
地
及
建
築
群
構
成
。

現
有
水
源
用
作
耕
種

根
據
政
府
報
告
及
我
們
的
觀
察
，
規
劃
範
圍
內
有
一
條

小
河
道
，
源
頭
來
自
髻
山
。
方
案
建
議
提
供
一
條
新
的

河
道
，
由
源
頭
附
近
作
起
點
，
經
過
規
劃
範
圍
內
的
所

有
耕
作
用
地
，
以
提
供
自
然
水
源
作
灌
溉
之
用
，
而
且

亦
可
以
美
化
區
內
環
境
。

方
案
於
每
座
建
築
的
底
層
提
供
可
靈
活
間
隔
的
空
間
，

作
社
區
設
施
和
服
務
的
用
途
，
例
如
給
予
方
便
社
區
工

業
、
店
舖
的
發
展
、
或
向
居
民
提
供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

停
泊
單
車
場
、
幼
稚
園
和
托
兒
所
等
等
。

為
社
區
內
居
住
人
士
和
自
發
的
組
織
提
供
靈
活
性
的
空

間
，
發
展
小
型
工
業
，
希
望
通
過
社
區
實
踐
，
培
育
小

型
工
業
技
術
和
創
意
的
發
展
，
並
鼓
勵
區
內
和
周
邊
居

民
參
與
。

我
們
認
為
露
台
對
住
戶
來
說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半
開
放
空

間
，
用
戶
可
以
在
露
台
種
植
、
曬
衣
，
還
可
以
改
善
室

內
的
通
風
。
而
且
方
案
為
每
個
單
位
的
正
門
前
提
供
的

一
個
空
間
，
讓
居
民
自
由
創
造
自
己
的
環
境
。

方
案
於
每
層
不
同
位
置
扣
除
一
個
單
位
，
用
作
每
層
的

公
共
活
動
空
間
，
空
間
使
用
方
式
由
每
層
的
住
戶
決

定
，
藉
此
建
立
良
好
鄰
舍
關
係
。

建
築
頂
層
會
用
作
耕
種
之
用
，
住
戶
可
以
組
成
團
隊
利

用
輪
替
的
方
式
租
用
耕
地
，
讓
耕
種
作
業
和
居
民
生
活

緊
密
連
繫
，
加
強
居
民
的
歸
屬
感
。

底
層
社
區
空
間

社
區
工
業

自
由
露
台
和
前
地

空
中
公
共
場
所

空
中
耕
地

社
區
農
業

剖
面

 A
-A

剖
面

 C
-C

剖
面

 B
_B

社
區
墟
市

社
區
墟
市

綠
化
單
車
徑

綠
化
單
車
徑

河
道

單
車
停
泊
位

橫
洲

髻
山

朗
屏
邨

住
宅
區

社
區
中
心

綠
化
帶

朗
屏
邨

綠
化
帶

髻
山

農
田

單
車
徑

保
育
區

綠
化
帶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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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特點

這組的規劃設計特點在於得獎者建議優先安置受影嚮的村民，
在橫洲發展區內先建一座公屋及一座居屋，讓受影嚮村民能
夠最先得到原區上樓安排。區內大部分的土地皆會用作公營
房屋發展，以回應社會大眾對公屋的訴求。得獎者亦建議興
建多層式的棕地重置大廈以取締政府計劃的元朗工業延伸區，
以讓現有的棕地作業能原區重置。
另外，這組同時亦是由橫洲村民親自選出的「村民最喜愛大
獎」的得獎組別。

鄉城合一 Rural–urban As One 
TAM Cheung Sum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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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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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洲居民生活展 暨 

橫洲規劃設計比賽展覽



規劃的目的是讓人居住得更愜
意，民主規劃正好讓市民參與，
共同規劃，建構更愜意的城市。 民間社區規劃師

入門工作坊

社區規劃能夠有系統地整

合街坊意見，成為確切可

行的規劃方案。 社區規

劃由專業規劃人士協助，

本着專業精神，為居民

提供客觀資料、分析、評

論，拉近居民和政府之間

的分歧，找出各方接受的

共贏方案或可行方案，建

構理想社區。

現時香港仍未有社區規劃

師的職業，但已經有不少

專業規劃人士義務為社區

提供規劃工作坊的支援，

促進由下而上的社區規

劃。

今次橫洲規劃比賽展覽，

在土瓜灣牛棚藝術村舉

行， 同 時 舉 辦「 民 間 社

區規劃師入門工作坊」

(Charrette)，讓參加者體

驗社區規劃師的工作，成績

令人鼓舞。希望他們日後可

以協助更多社區舉行同類型

的規劃工作坊，推動民主規

劃，改善社區。

如果您也有興趣推動社區規

劃，舉辦類似的工作坊，協

助改善各個社區，歡迎加入

我們，一起推動！











特別鳴謝工作人員
今次能夠成功在香港首次舉辦新發展區的規劃

設計比賽，實在有賴各界鼎力支持，包括四位

勞苦功高在百忙中抽空為我們進行評審的義務

評判，他們分別是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環境

及設計學院環境學系系主任陳元敬教授、香港

大學建築學院鄭炳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建

築學院田恆德副教授、以及香港南區區議會薄

扶林選區議員司馬文先生 ( 根據英文姓氏字母

排序 )。當然更需要向朱凱迪議員辦事處團隊

和我的團隊致以萬二分的謝意，他們為籌備整

個比賽和及後的展覽出心出力、不辭勞苦，不

斷超時工作，才能夠讓比賽和展覽順利及完滿

舉行。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橫洲三村居民，慼

謝他們提供寶貴意見，借出展品，並擔任最受

村民喜愛大獎的義務評審。

( 根據英文姓氏字母排序 )

Keith AU

Clut CHENG

Jasmine CHIU

Holly HO

Ben LEI

Ann LI

Jeffery LOK

Kachun MA

Jacky MOK

Ego NG

Ranae SO

Zero SZE

Caleb TAI

Canny WONG 

Natalie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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