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I 部－緒言  

導論  

1 . 1  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的運作，須符合《城

市規劃條例》 (下稱「條例」 ) (第 1 3 1 章 )的條文，並須以行政

法總則的「處事必須公平合理」為準則。本文件把城規會執行

職務的辦事程序與方法編錄下來，以確保有關的辦事程序與方

法協調一致。本文件會因應需要而作出修訂。  

城規會的成立及職能  

1 . 2  城規會是根據條例第 2 條成立的法定組織。  

1 . 3  條例第 3 條訂明，城規會的主要職能，是負責有系統地

擬備香港某些地區的布局設計及適宜在該等地區內建立的建築

物類型的圖 則 (即分區計劃大綱圖及發展審批地區圖 )，以促進

社區的衞生、安全、便利及一般福利。此外，城規會亦須考慮

根據條例第 1 2 A 條提出的修訂圖則申請、根據條例第 1 6 條提

出的規劃許可申請及根據條例第 1 6 A 條提出的修訂規劃許可申

請；以及須根據條例第 1 7 條對城規會本身就第 1 6 條及 1 6 A

條申請所作的決定進行覆核。  

1 . 4  此外，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 (第 5 6 3 章 )第 2 5 條，

市區重建局 ( 下稱「市建局」 ) 可把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2 5 ( 3 ) ( a )條擬備的圖則呈交城規會考慮。市建局把這些圖則呈

交城規會時，城規會可認為該圖則適宜在作出修訂或無須修訂

的情況下公布，或拒絕認為該圖則適宜公布。城規會認為適宜

公布的圖則，須當作是由城規會為施行條例而擬備的草圖，條

例的條文亦據此適用。  

1 . 5  城規會的權力及職能載於附錄 I。  

城規會的結構  

1 . 6  城 規 會 設 有 主 席 ( 現 為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規 劃 及 地

政 ) )、副主席 (現為一名非官方委員 )、其他五名官方委員 [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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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劃 署 署 長 、 運 輸 及 物 流 局 副 秘 書 長 ( 運 輸 及 物 流 ) 1 ( 候 補 委

員：運輸及物流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及物流 ) 、運輸署助理

署長、運輸署總工程師／交通 工程及運輸署總工程師、民政事

務總署署長 (候補委員：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 1 )、民政事務總

署副署長 ( 2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1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

署長 ( 2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3 )及民政事務總署總工程師

(工程 ) )、環境保護署署長 (候補委員：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 1 )、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環境評估 )、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

任 (總區南 )及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總區北 ) )和地政總

署署長 (候補委員：地政總署副署長／一般事務、地政總署助理

署長／區域 1、地政總署助理署長／區域 2 及地政總署助理署

長／區域 3 ) ]，以及其他 2 2 名非官方委員。城規會秘書由規劃

署副署長 (地區 )擔任，並由規劃署指派職員在城規會會議上提

供協助。  

1 . 7  城規會全體委員皆由行政長官根據條例第 2 ( 1 )條委任，

而該等委任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憲報公布。條例沒有規定

任期長短，但通常為期兩年。全部非官方委員均以個人身分獲

得委任，而並非以所屬組織的代表身分獲得委任。行政長官可

重新委任任何任期屆滿的委員。  

規劃小組委員會  

1 . 8  由於法定規劃的管轄地域和涵蓋範圍擴展至市區以外地

區，城規會的工作量大為增加。為應付增加的工作量，城規會

於一九九一年七月成立了兩個規劃小組委員會，即都會規劃小

組委員會和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都會規劃小組委員

會和鄉郊及新市鎮 規劃小組委員會分別管轄的土地範圍見 附錄

I I。  

1 . 9  每個規劃小組委員會設有主席 (現為規劃署署長 )、副主

席 (現為一名非官方委員 )、其他四名官方委員 (現為運輸及物流

局副秘書長 (運輸及物流 ) 1 (候補委員：運輸署助理署長、運輸

署總工程師／交通工程及運輸署總工程師、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候補委員：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 2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2 ) 、 民政事 務總 署助 理署長 ( 3 ) 及民 政事 務總 署總工 程師 ( 工

程 ) )、環境保護署署長 ( 候補委員：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環境

評估 )、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總區南 )及環境保護署首



-  3  -  

席環境保護主任 (總區北 )和地政總署助理署長／區域 1 (候補委

員：地政總署助理署長／區域 2 )，而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和鄉

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分別設有其他 1 1 名和 9 名非官方

委員。  

1 . 1 0  與城規會的運作一樣，規劃署副署長 (地區 )擔任兩個規

劃小組委員會的秘書，並由規劃署指派職員在規劃小組委員會

會議上提供協助。  

1 . 1 1  兩個規劃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全部由行政長官按照條例

第 2 ( 3 )條從城規會的委員中委任。  

申述聆訊小組委員會  

1 . 1 2  城規會可委出由其委員組成的申述聆訊小組委員會 (下稱

「聆訊委員會」 )，以按照規定，在最後一次圖則展示期屆滿後

五個月內 (或發展局局長再延長兩個月的期間內，而其後發展局

局長在特殊情況下可進一步延長該期限兩次 (每次兩個月 ) )，完

成對申述／進一步申述作出考慮及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

交草圖或局部核准圖的草擬部分 (下稱「草圖」 ) 。每一個委出

的聆訊委員會，通常會專責處理一份草圖。聆訊委員會會根據

條例第 6 B 至 6 H 條，行使城規會的權力和執行其職能 (即聆聽

對草圖作出的申述；順應申述而建議修訂草圖；考慮對建議修

訂所作出的進一步申述；以及決定建議修訂或再作更改後的建

議修訂是否應納入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呈交的草圖內 )。

倘草圖涉及全港的重大利益或會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城規會

可決定由城規會本身考慮有關申述／進一步申述。  

1 . 1 3  聆訊委員會的委員通常由城規會委員輪流出任，但有潛

在利益衝突的委員不會獲委任，而擁有與申述事項有關的專門

知識的委員，則可能會獲委任。根據條例，每個聆訊委員會須

由不少於五名委員組成，當中最少三名須為非官方委員。按照

慣例，每個聆訊委員會通常有九名委員，包括主席 (現為規劃署

署長 )、兩名官方委員及六名非官方委員 (其中一名會獲委任為

副主席 )。與城規會及兩個規劃小組委員會的運作一樣，規劃署

副署長 (地區 ) 擔任聆訊委員會的秘書，並由規劃署指派職員在

聆訊委員會會議上提供協助。  



-  4  -  

權力及職能的轉授  

1 . 1 4  按照條例第 2 ( 5 ) ( a )條，城規會可把下列權力及職能轉

授予兩個規劃小組委員會：  

( i)  擬 備分區計 劃大綱 草圖及 發展審批地 區草圖 ( 第 3

及 4 ( 1 )條 )；  

( ii)  考慮綜合發展計劃，包括核准總綱發展藍圖及核准

計劃其後作出的修訂 (第 4 A 條 )；  

( iii)  公布新圖則及對核准圖或局部核准圖的已核准部分

作出的修訂 (第 5 條 ) (核准圖或局部核准圖的已核准

部分以下統稱為「核准圖」 )；  

( iv)  對草 圖作出修訂 及公布該等修 訂 ( 第 7 ( 1 ) 至 7 ( 3 )

條 )；  

(v)  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草圖 (第 8 條 )；  

(vi)  考慮修訂圖則申請及對該等申請作出決定 (第 1 2 A

條 )；  

(vii)  考 慮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及 對 該 等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 第 1 6

條 )；  

(viii)  考 慮 修訂 規 劃許 可申 請 及對 該等 申請 作 出決 定 ( 第

1 6 A 條 )；以及  

( ix)  指定發展審批地區 (第 2 0 ( 1 )條 )。  

1 . 1 5  按照條第 2 A ( 1 )條，城規會亦可根據第 6 B、 6 C、 6 D、

6 E、 6 F、 6 G 及 6 H 條把權力及職能轉授予根據該條所委出的

聆訊委員會。  

1 . 1 6  按照條例第 2 ( 5 ) ( b )條，城規會可就下述申請，將其權

力及職能轉授予某公職人員或某類公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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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根據第 1 6 A ( 2 )條提出對規劃許可作出 B 類修訂的

申請；以及  

( ii)  在發展審批地區內進行發展的許可的申請，而在許

可批給後六個月內，該項發展須中止及申請人須把

土地恢復原狀。  

1 . 1 7  按照條例第 2 ( 5 ) ( c )條，城規會亦可把權力及職能轉授

予城規會秘書，讓其代為決定屬自然人的申述人 1能否根據條例

第 6 B ( 4 A ) 條 授 權 另 一 名 自 然 人 代 其 出 席 聆 聽 會 議 的 特 殊 情

況 ；是否接受申請人 根據第 1 2 A 條提出的修訂圖則申請、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許可申請以及第 1 7 條提出對城規會就第 1 6

條申請所作的決定進行覆核的申請提交的進一步資料 ；以及 應

否豁免公布已獲接受的進一步資料以供公眾提出意見及／或重

新計算考慮申請的法定時限 (視乎屬何種情況而定 )。  

1 . 1 8  城規會所轉授的權力及職能載於附錄 I。  

公布的指引及須知  

1 . 1 9  城 規 會 不 時會 公布 指引 ，就 各種 事項 ( 例 如城 規會 在考

慮／處理規劃申請及對草圖所作申述時 所採用的準則及相關事

宜 )向公眾提供指示。這些指引會免費派發給公眾及上載至城規

會的網站。這些指引僅供一般參考之用。批准申請與否，完全

由城規會或獲其授權的機構決定，而作出有關決定時，會以每

宗個案的個別情況及任何其他指定的考慮因素為根據。  

1 . 2 0  城規會亦會公布不同的須知及技術文件，藉以向公眾提

供一般資料，使他們了解向城規會提交有關文件的規定及城規

會所採取的一般程序。  

城規會所管有資料的處理方法  

1 . 2 1  由於披露城規會某些資料並不符合公眾利益，會損害城

規會、政府或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地位，或違反城規會／

                                                
1 申述人 指根據條例第 6 ( 1 ) 條作出申述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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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小組委員會或政府對任何人負有的保密責任等，因此委員

有責任將這些因公職身分而取得的敏感資料 (例如涉及擬備草圖

的資料 )保密。委員不得把該等資料公布、私下製備副本或傳達

給未獲授權人士，以免有關資料遭濫用或誤用，並避免因過早

披露有關資料而妨礙城規會執行其職能。  

1 . 2 2  為確保及維持城規會的公平、獨 立及誠信，所有委員應

避免在公開或私人討論中評論或談論城規會已編定作出考慮的

任何個別個案。就城規會已編定 時間作出考慮的個案，委員在

獲悉議程後，不應在會議舉行前評論該個案，否則城規會會被

視為在尚未在會議上完成適當的商議程序前已得出看法。  

1 . 2 3  委員無法避免有可能被傳媒／新聞界詢問有關某宗城規

會正在考慮中的個案的資料。委員應在符合有關在會議前發布

資料的守則的情況下，自行判斷如何回應。一般而言，委員可

作出的適當回應，是表明不能夠或不可任意就城規會將會考慮

的個案作出任何評論。  

1 . 2 4  非官方委員是以個人身分而不是任何組織的代表身分而

獲委任。若有委員因為是某個組織的代表或成員而必須從該組

織的觀點對某宗個案作出結論或採取立場，該委員應按照第 I I

部的申報利益指引，申報其利益及不參與有關個案的討論。  

1 . 2 5  有 關 正 式 向 公 眾 發 布 資 料 的 事 宜 ， 委 員 可 參 閱 第 I V

部。  

要求城規會作出裁決  

1 . 2 6  在某些情況下，公眾會要求城規會就某些法定規劃事項

作出裁決，這些事項包括法定圖則的條文及限制的詮釋。如有

需要，城規會亦或會被要求考慮某項建築建議是否牴觸有關法

定圖則的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