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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志成先生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行政總監 

市區重建局 

郵寄及電郵： cswai@ura.org.hk  

致 韋志成先生： 

 

香港建築師學會就《市區重建局洗衣街／花墟道發展計劃：旺角東動力商貿區》的意見 

 

香港建築師學會對於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於 2024 年 3 月 15 日宣布的旺角東繁華商業區

域的實施計劃作出了仔細的審查，並希望分享我們的意見和建議。 

 

本會感謝市建局在旺角東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商業區的願景，我們建議市建局採取綜合的

方法，兼顧該區的宜居性、可持續性和文化遺產。在經濟發展與保護旺角獨特特色之間取

得平衡至關重要。香港建築師學會強調高質量的建築設計在創建吸引人才的商業區方面的

重要性。我們建議聘請具創意的建築師和設計師，確保新的發展與現有的城市環境相協調，

並提升公共空間的質素。此外，我們鼓勵市建局將綠色和開放空間的整合置於優先考慮之

中。這些空間將有助於居民和遊客的福祉，並提供社區活動的機會。 

 

總括而言，本會支持市建局旺角東繁華商業區的計劃，希望市建局可以採納我們的建議，

也期待與局方繼續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和合作，共同打造繁榮和包容的旺角東。 

 

如有疑問，請致電 2511 6323 或電郵至 council@hkia.org.hk 與本會秘書處江先生聯絡。 

 

此致 

 

 
陳澤斌 建築師 會長 

香港建築師學會 

2024年 4月 22日 

 
副本抄送 

發展局局長 甯漢豪女士 太平紳士 sdev@dev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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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就《市區重建局洗衣街／花墟道發展計劃：旺角東動力商貿區》的意見 

  

1. 復興明渠街為活水道公園城市設計理念： 

香港建築師學會（學會）自 2018 年起已向市建局倡議水渠街水道城市設計理念，以改善旺角
舊區的步行環境和通達性。由於水道現時的水質欠佳，市建局的建議是在原有的水道上設置水

景，非常真正復興歷史水道作為地方區特色。長遠而言，我們建議政府參考首爾和廣州政府，

和渠務署在啟德河類似的復興歷史水道的經驗，改善水道的水質，使其成為活的水道。 

  

2. 水道公園城市設計概念以及綠藍融合設計： 

學會支持以水道空間/軸線，作為發展用地和公共空間重新佈局的規劃元素。建議製定規劃/發
展指引確保這些元素融入整體城市設計之中，與道路/ 基礎設施/ 發展用地相輔相成。我們期
望市建局保留花墟街現有的大樹，以及在未來通往大坑東的道路上引入更多樹蔭，並整合多用

途綠化景觀，而不是現時市建局之效果圖中顯示的一片硬地舖面水邊景貌。也不應錯過以藍綠

概念打造海綿城市的示範機會，為全球氣候控制和城市微氣候舒緩做出貢獻。 

  

3. 支持地積比率轉移、加強重建條款和控制視覺體量： 

學會多年來一直支持採用地積比率轉移(TDR)，在保留舊區低密度地塊之餘，也可以促進策略
性地盤之重建。既可提升舊區重建的商業誘因，也可為步行節點或新的步行路線等整體城市設

計理念創造關鍵的開放空間。政府需要制定具效力的規劃條款，以確保在重建過程中貫徹規劃

原意，以及位於街角的 A1 地盤在接收地積比率之後，對鄰里/ 視覺/ 高度/ 密度不會造成不良
的影響。 

  

4. 強化歷史建築羣之保育與花墟之多樣性： 

學會建議藉着這次機會，進一步強化規劃工具，以保育歷史肌理和氛圍。我們建議加強保育現

今太子道西臨街的歷史洋樓羣的力度，並保存/ 優化這前街和樓羣一帶極熱鬧和受歡迎的花卉
和咖啡館活動。歷史上的旺角，即芒角村，居住著小型菜農和花農，因受惠於源自九龍山脈的

溪流。建議沿著現有的花店和園藝旁推廣/ 維持各種小型有機主題商店和素食咖啡館為規劃主
題，以復興九龍的歷史遺產。市建局可就重建樓羣進行商家篩選，並為當地環保企業社羣設計

必須的多用途空間和配套設施，推動本區成為多元化的花卉和綠色本地企業組羣。 

  

5. 全面治理交通問題及改善行人活動： 

學會原則上同意市建局計劃中所建議全區域性重組車流的做法，以及把車流及垃圾收集從繁忙

路口分流，從而紓解與關鍵的行人通道的衝突。然而我們亦促請市建局與其他政府部門進一步

探討，全面限制這太子道西交界處衹留給行人使用，以及將花墟街設定為行人專用區（緊急車

輛和限時為居民/商店送貨/ 垃圾的情況除外）。應該敏銳地管理而非完全禁絕大家珍重的花墟
內那種沿街觀看/ 議價的喧鬧氛圍。在市建局重建鄰近運動場的同時，我們建議全面性地平衡
交通/ 運輸和行人/ 購物需求，其中街道/ 人行道可以重新劃訂（以創造更寬趟的行人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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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停車場可以有便捷之道前往花店（使車輛無需進入花街）。也應考慮在重建界限街運動場樓

羣之綜合地下停車場時，使用智能多層泊車機械和非化石燃料設施。 

  

6. 將新運動場館樓羣融入步行空間： 

學會原則上同意重新整合這片龐大的體育/ 康樂設施樓羣，沿著水道公園創建連續的斜角線開
放空間，但有需要深化概念規劃中體育樓羣呈現之粗略形態/  體量的設計，以尊重視覺走廊。
市建局與其他政府部門應該就更靈活的管理模式達成共識，使這個新樓羣能夠容納本土組織的

多元化藝術/ 文化/ 手工藝/ 綠色生活工作坊，以扶持花墟市場的傳統。我們支持將體育場設置
於上層的概念，讓地面可成為公共空間，以容納本土攤檔和藝術/ 文化活動，將微氣候和景觀
與水道公園融為一體。 

  

7. 降低地積比率後要更佳地處理插建地段和後巷： 

學會對降低密集的花墟街樓羣之中某些插建地盤的地積比率表示讚賞，以便這些地段上中的舊

建築(而非歷史建築)可以被拆卸，用作開放空間或矮層場所。我們重申對舊區中雜亂而管理不
善的慣常迷你公園的不滿。應該設計更佳的半公共空間並與有限度商業活動相結合，以及重新

連接後巷網絡，為舊區帶來城市效益。我們支持市建局打造前後貫通路線及改善後巷環境的努

力，儘管運用後巷畢竟是店主之選擇，然而市建局可以帶頭鼓勵更佳地利用後巷空間的商業模

式。 

  

8. 促進年輕專業人士為舊區設計作出貢獻： 

學會相信香港的未來有賴我們年輕一代對決策過程的積極貢獻，特別是讓建築/ 規劃/ 設計/ 景
觀/ 保育學科的年輕專業人士有機會參與香港舊區更新的過程。學會已準備好與市建局共同為
年輕專業人士舉辦設計比賽，其中以水道公園為主題復興花墟及和水渠街節點的概念將會是絕

佳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