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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專業學會就新田科技城的綜合意見       2023年 8月 9日 

 

我們支持政府以嶄新思維，並充分考慮深港兩地情況，以打造北部都會區。

除了可以大幅增加土地供應之外，《兩城三圈》的規劃概念也可以加強香港及

深圳在基建、創新科技、人才、教育、生態及旅遊資源方面的協同效應，提

升兩個城市的競爭力。 

 

新舊交織、生機盎然，打造宜居及可持續城市 

 

就政府六月公布的新田科技城的建議發展大綱圖，我們建議政府在發展的過

程中，充分尊重及保育區內豐富的生態環境、歷史建築、文化景觀以及非物

質文化傳統，並積極將這些珍貴資源融入發展草案中，透過城鄉共融的精神

強化新發展區與現有社區、環境及本土歷史的聯繫，打造可持續、宜居、多

元及富特色的新發展區，吸引世界各地的創科人才前來居住及工作。 

 

規劃、土地及產業政策 

 

為了因應創科需要的不斷轉變，在規劃下提供彈性，以及採用靈活的批地方

式是有需要的，而且政府應該制訂公開透明、具原則性的產業及批地政策、

整體規劃參數、城市設計指引，以及適當的行政審批措施以確保日後的發展

不會偏離規劃原意及不會構成嚴重負面影響。 

 

發展局需要與相關政策局緊密協作，透過清晰的產業策略，為創新科技園區

作更詳細的規劃及制定發展時間表，包括適時提供基建社區配套。也可借鏡

鄰近地區同類的創科發展區的做法，以及推行適當的土地政策確保地價合理，

讓新田科技城更具國際競爭力。 

 

生態景觀 

 

現時政府的建議將影響超過 100 公頃魚塘，相較 2021 年北部都會區發展策

略報告有所出入。政府需要遵守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12C的要求，

進行生態影響評估，證明方案不會令濕地所發揮的功能出現淨減少的情況，

或者帶來負面的干擾影響。也需要就影響濕地按指引提供濕地賠償。 

 

此外，鄰近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創新科技園區提供的建築面積達七百萬

平方米，政府應該提供原則性的指引，確保新發展區與濕地的和諧關係，

並符合規劃指引 12C在位於濕地緩衝區的發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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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及傳統文化 

 

新田鄉約有 600 年歷史，區內有兩座法定古蹟，以及超過 18 座獲評級的歷

史建築物，文化資源豐富。政府應在區內進行詳盡的文物資源普查及文物影

響評估，並實行合適及合時的規劃措施，以確保有保育價值的歷史建築及文

化景觀不會在發展過程中受到破壞。此外，區內保留了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不少已獲納入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政府也有需要採取適當

的措施，讓非物質文化傳統得以保存及融入新發展區之中，締造獨特的生活

模式吸引創科專才。 

 

城市設計、城鄉共融 

 

新田科技城環繞現有的新田鄉所在的鄉村式發展用地，但與之缺乏足夠聯繫。

政府可以透過加強新、舊區的行人通道及單車徑網絡的連接，改善整區的通

達性，並應該考慮制定詳細發展藍圖，達致更理想的城鄉共融。此外，亦建

議透過「地方營造」手法，為科技城設計以人為本的公共空間，加強地區特

色及市民對該區的歸屬感。 

 

交通網絡、通達性 

 

創新科技園區需要高效率的公共交通網絡，增加對用户及其他使用者的吸引

力。現時的鐵路線建議並沒有鐵路站設置於此園區內。政府宜就加入鐵路站

的可行性作深入研究(尤其是園區的中心地帶)，藉此強化園區商業成功的要

素。 

 

應對氣候變化 

 

新田科技城的設計必須確保宜人的微氣候，透過適當的城市設計、建築佈局、

綠化比例和生物多樣性等避免形成熱島效應。  

 

新田科技城也需要適當的措施，應對海平面上升的危機，並設有良好的排水

系統以應付該區可能出現的豪雨，避免對附近的濕地和社區產生負面影響。

也應採用海綿城市的概念，以及其他減緩與調適策略，來應對氣候變化。 

 

 

香港建築師學會 

香港園境師學會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 

 

香港建築文物保護師學會 

香港規劃師學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 

香港測量師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