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區警署建築群文物旅遊發展計劃」工作坊 

 

二零零五年二月六日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二十九至三十日以及二月五

至六日舉行的中區警署開放日是由旅遊事務署、中西區區議會、香港建築

師學會以及長春社合辦的，舉辦開放日的目的是讓公眾了解該建築群的歷

史及該址的現況，並藉此機會收集公眾對該址將來的用途的意見。開放日

活動期間共吸引了超過五千七百名市民參觀。 

 

開放日的一個重點項目，是二月六日於前中央裁判司署舉行的工作

坊，有約一百名公眾人士、有興趣的團體以及專業團體的代表參與。工作

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來自不同背景的參加者討論該址未來的用途

以及落實計劃時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工作坊是由獨立的顧問作主持，有關

顧問並已將參加者發表的意見紀錄和整理，顧問提交的「摘要報告」夾附

於後。 

   

政府現正小心考慮收集所得的公眾意見，以落實有關的計劃。 

 

 

 

 

 

 

旅遊事務署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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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環建業榮基中心 606 室  

電話：( 8 5 2 )  2 5 4 1 - 2 1 2 6      傳真： ( 8 5 2 )  2 5 4 1 - 5 7 7 1 
電郵：i  n  f  o  @  p  e  o  p  l  e  p  l  u  s  .  c  o  m  .  h  k 
網站：w  w  w   .   p  e  o  p  l  e  p  l  u  s   .  c  o  m  .  h  k 
 
 
 
 
 
 
 

 
 
 

2005 年 2 月 6 日  
 

“中區警署建築群文物旅遊發展”工作坊   
 
 
 
 

摘要報告   
 
 
 
 
 
 
 
 
 
 

 
 
 

本摘要報告以表列形式載列參加者在研討會上發表的所有意見。討論着重四大範

疇：1）該址的未來用途；2）經濟效益相對社會利益；3）財務安排；4）公眾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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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址的未來用途  
 
綜合發展／多用途發展  

 
• 作綜合用途，而不是單一用途。  
• 作多用途發展，期間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是讓市民使用和參與。  
• 作多用途發展時，可結合商業及旅遊元素，例如有商業元素的博物館。商
店可吸引遊客。  

• 作多用途發展，可參考新加坡的讚美廣場和上海的新天地。  
• 發展成一個可與香港社會融為一體的地方。應作多用途發展，並為本地人
或遊客開設茶座／餐廳。部分地方可闢作博物館，作為教育用途；另一部

分則可闢作美術館／藝術家工作坊。  
• 毋須把全數 17 幢建築物作同一用途，例如博物館。可把山頂警察博物館遷
至該址其中一幢歷史建築物。其餘的歷史建築物可用作文化工作坊、開設

茶座／餐廳，又或者美術館或工作坊，例如藝穗會，以作多用途發展。  
• 結合商業及文物保存元素以發展作旅遊用途。該址有足夠空間作不同用
途，例如博物館、展覽館、藝術家個人美術館等。此外，亦可開設一間茶

座，但不應開設餐廳。有必要保存該址。  
• 結合創意、商業及文化元素。不應單從商業還是非商業，旅遊為本還是文
物為本的角度來考慮。嘗試以創意發揮該址的最大潛力。  

• 同意將康樂設施和博物館結合發展。應盡可能保存所有文物，但不應限於
建築物的外觀。  

• 設立一所多主題的博物館。每幢建築均可闢作專題博物館。結合康樂及文
化或藝術展覽。部分地方可開設餐廳連接蘇豪區及蘭桂坊，藉此吸引更多

遊客。可劃出地方供市民舉辦展覽、音樂會或聚會。  
• 有沒有富創意的構思將所有東西包括文物保存及商業元素結合起來？  
• 該址有很多建築物，其中一些設立着重介紹香港司法制度及歷史的博物

館；另一些可用作公開教育場地，讓市民租借作教育用途。另外可開設商

店或舉辦展覽，以發售／展出富香港特色的文化產品，例如本地藝術作

品。  
• 保存及善用建築物的特色，例如監獄可用作教育青少年，並以商業元素作
為該址的資金來源。  

• 即使作多用途發展，亦不表示加入的東西越多越好。發展時應以單一專題
為主，並緊扣該址的歷史背景。  

• 該址的可持續發展不只是金錢上的問題。該址應按比例為不同用途闢出發
展空間。  

• 即使作多用途發展，所有商店／事物需保持一致，不應隨時變更。  
• 支持作多用途發展，但應採用統一主題。  
• 如何將該址發展成多用途設施？  
• 不作多用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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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長遠發展應由旅遊業推動。該址位置優越，可與鄰近地區結合，增
加對遊客的吸引力。  

• 綜合不同的發展概念。該址代表香港歷史的重要一頁，而這亦是吸引遊客
的地方。在發展旅遊之餘，亦可與社區融合，例如瑞士舊城區及布魯塞爾

大廣場均能同時保存文物並作商業用途。商業化有助該址持續發展。  
• 不應只作商業用途。中區警署是具有歷史及文化意義的建築物，一直吸引
不少遊客，因此該址應用於發展旅遊及文物保存。  

• 一個好的旅遊點總會有商業賣點。運用創意把歷史元素商業化，就好像新
加坡和澳門的做法。此外，創意元素和商業元素也可以令文化元素更顯突

出。  
• 從宏觀角度來看，我們毋須只着眼於該址對本地人的用處。我們可以將該

址發展成為吸引海外遊客的景點，令該址成為本地及外地遊客都會遊覽的

地方。  
• 就旅遊發展而言，最重要的是展示具本地特色／風格的事物。  
• 發展旅遊用途。可設立以警隊歷史為主題的博物館，例如從殖民地時代的
特色到今時今日的變化，同時亦可包羅其他文化元素，例如文化展覽。  

 
文化發展  

 
• 不應作純商業用途，必須展示香港文化。  
• 香港政府近年鼓勵創意工業，而該址正好用來發展和經營創意行業。舉例
而言，難以作商業用途的監獄，可闢作經營小生意的地方，例如藝術家的

小型工作坊，不但較易管理，而且可以方便從事不同創意行業的人士溝通

和交流。  
• 保存該址的歷史建築，並保留中西區的各種文化特色。  
• 該址共有 17 幢建築物，可用作發展創意工業，例如美術館或藝坊。  
• 香港應發展一個西式表演場地。廣場可改裝成表演場地，例如古典音樂、
舞蹈等。最重要的是主題必須與這些殖民地時代的建築物互相配合。  

• 展示香港的歷史和文化特色，亦可作假日的康樂區。  
• 類似藝穗會的形式，例如以廣場作為小型表演場地／獨奏場地，或美術
館。  

• 應包羅更多康樂及文化元素，而不是餐廳／美食廣場。  
• 展示香港古老行業的故事－從中西區開始，與衣食住行有關的行業。介紹
更多香港的古老行業。  

• 為本地及海外遊客提供結合歷史和文化的設施。  
• 發展計劃需配合該址的歷史，可考慮設立法制博物館，甚至古典音樂表演
場地。  

 
博物館  

 
• 主要用作展示香港歷史和教育年青一代，但少部分地方可作商業用途。  
• 用作監獄博物館。  

文物旅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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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香港最早的司法機構，亦是香港第一所警署及第一所監獄的所在
地，至今已有 150年歷史，對香港極為珍貴。應保留警署、法庭及監獄的
特色／歷史。  

• 用作博物館，但同時發展成一個會議／展覽區，以供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士
使用，例如作為合作會議中心。  

• 用作博物館或專為藝術／藝術家而設的輕工業區。最重要的是保持一致以
及完整的架構。  

• 可把其他博物館遷至此處，包括赤柱懲教博物館、山頂警察博物館，以及
交通博物館。這些博物館的位置並不方便，而且沒有交通工具直達。此

外，昔日警察的工作還包括滅火和郵政服務。因此，為展示香港歷史全

貌，消防處及香港郵政的博物館可考慮設於該址，以善用其優越位置，方

便遊客參觀。  
• 用作博物館，並包羅周遭生活環境及歷史的發展，尤其着重殖民地時代的

歷史，而不是中國大陸的歷史。  
• 可結集所有博物館的特色，盡量善用該址所有空間。  
• 該址具有歷史價值，應保存建築物的裝飾及外觀，並用作博物館。  
• 作為抗日戰爭博物館或法制博物館。為後代保留一個有紀念及歷史價值的
地方。  

• 如用作博物館，可同時由政府及私人機構營辦。  
• 作為整合博物館，例如以香港歷史為主題，然後展示警隊的整個發展歷
程。  

• 讓一些歷史悠久的本地公司佔用部分空間介紹其過去；這些公司的發展經
過也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  

• 用作藝術／設計／電影博物館或學院。  
• 用作博物館，並增設中西區文物徑；可提供「講故」服務。  
• 保存該址，並把水警及警察博物館遷至此處，展示警隊由初期帶有印度色
彩，一直演變至全面現代化的過程。  

• 用作法制歷史博物館，讓更多人認識香港的司法制度。博物館需配合文化
背景，展示香港法律及司法的制度和歷史，從而反映香港是一個現代化的

城市。  
• 保存該址，以展示香港的歷史，可邀請退休警員為工作人員。  
• 香港已有很多博物館，因此設立新的博物館時必須加強其互動性，以增加
吸引力。  

• 讓該址成為一幢富有活力的建築物。如用作博物館，將欠缺彈性。  
• 香港的博物館欠缺生氣，參觀人數不多；有見及此，發展該址時必須注入
更多活力和魄力。  

• 不應用作博物館。  
 
商業發展  
 
• 商業元素對該址的持續發展十分重要，但必須在商業發展和公眾參與兩者
之間取得平衡。文物及商業用途兩者並非互不相容。  

• 將來即使重建，亦應保留歷史裝飾。結合商業元素以提高該址的吸引力，
令該址可以同時吸引本地及海外遊客。  

• 商業元素可令該址重生。  
• 闢作博物館並非發展受保護／歷史建築物的唯一方法。如闢作博物館，則
須保存其特色。商業發展未必等於破壞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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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已有很多博物館。因此，必須設法增加博物館對本地及外地遊客的吸
引力。博物館應加強商業元素，以便自負盈虧，這樣不但對政府有好處，

公眾也毋須承擔財政包袱。結合文化及商業元素，例如餐飲、美術館和商

場。  
• 開設主題茶座比一般茶座／餐廳更佳。  
• 用作停車場，同時開設露天茶座。  
• 不應全部提供草根階層水平的服務／產品，應增加服務／產品的種類，以
提供更多選擇。  

• 商業元素不限於消費。應追求可持續發展，而不是短期發展。  
• 所有商業元素必須配合該址的歷史及文化背景。  
• 集中研究如何提升該址的價值。消費者會購買他們認為有價值的產品／服
務。茶座和餐飲服務可循特色主題的方向發展以吸引消費者。  

• 發展商業用途／元素時，不應只重圖利，更重要的是保持質素和水準，即
保持香港形象。  

• 不應過於商業化。  
• 過於商業化並不恰當；商業元素只為遊客而設。  
• 不應加入商業元素。  
• 不應由發展商主導。  
• 不應提供昂貴的產品／服務，例如高級酒店。  
• 不應提供高級產品／服務。不應開設高檔餐廳。  
• 美食廣場會破壞該址的文化氣氛和環境。  
• 不應開設超級市場、中式酒樓、住宅區、購物商場。  
• 不應開設卡拉 OK。  
• 不應開設連鎖店。  
• 不應開設夜總會，應盡量保持環境寧靜，建立有助旅遊業發展的良好形
象。不應用太多內部地方來開設茶座，因為那是一個極具價值的地方。  

• 該址日後的用途不應以開設餐廳／美食廣場為首選。  
 
其他用途  
 
• 用作中央圖書館，或私人書店／書城（法律書籍）。  
• 該址是一個極具價值的地方，不一定要改建為公眾康樂中心。  
• 用作基督教男青年會／基督教女青年會。  
• 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產品，例如為本地人而設的小型餐廳，以吸引更多
人使用該等設施。  

• 開設售賣紀念品的商店。入場費每位約 10 至 20 元。應保存該址的歷史價
值。  

• 加入錢幣、郵票等本地事物，藉此增加獨特性和吸引力。  
• 作為教育用途，例如邀請學生前來學習和認識該址的歷史。  
• 出租該址供舉辦短期訓練課程之用，對象可以是中學以及部分專業學會。  
• 同意何東家族的建議－用作博物館讓公眾參觀。  
• 如作教育用途，是否研習藝術的最佳地點？這裡是一個極具價值的地方。  
• 可以舉辦不同的活動，例如為青少年安排監獄一日遊，一方面展示香港的
歷史，另一方面可藉此講解香港與中國司法制度的異同。  

• 作為青少年或退休警員舉辦外展訓練的地方，學員／參加者需要在這裡逗
留數天／一段時間。這裡不應用作舉辦一日遊的地方。這裡是教育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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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發揮個人潛能、認識社會民生和司法制度的好地方。應該讓更多人

透過外展活動認識這些建築物的司法機構特色及紀律部隊特色。  
• 外展活動可以由退休警員舉辦，並以商業模式運作以減低成本。收費毋須
太低。一些商業機構或有興趣全費贊助旗下員工，或局部贊助本地學生參

與外展活動。這樣便可以增加收入。  
 
主題發展／獨特性  
 
• 整個地方的發展需要一個統一主題。避免同時採用太多獨立主題。  
• 維持一個世界級旅遊景點應有的質素，令遊客可以盡情參觀。  
• 該址的裝飾必須能夠反映原來的用途。  
• 裝飾／商店／主題必須配合建築物的歷史。  
• 必須保存所有文物及該址一切事物，並確保一切維持原狀。  
• 我們應從其他途徑（例如公眾）加入更多相關的歷史事物，以加強該址的
特色。  

• 展示建築物的特色，例如歷史背景和殖民地歷史，並好好保存該址，令它
成為中區的地標。  

• 必須考慮不同建築物的不同特色和限制。  
• 在決定該址的用途時，應深入思考建築物不同部分的意義（即原來的建築
及後來加建的部分），展示建築物變化背後的歷史和意義。  

• 保存建築物各個房間的原來用途／特色，例如法庭（過去曾改建為警察會
所）。最好能夠保存法庭的原貌。  

• 報案室過去使用率極高，因此應該好好保存。  
• 保存該址的硬件和軟件，同時加入更多軟件以加強該址的吸引力。此外，
我們應多想想如何增加該址的軟件內容。  

• 加入現代化的內部裝飾／設計。  
• 不應砍伐樹木，應保留一些露天場地。  
• 不應作不可持續發展的用途。  
• 不應破壞整個建築群。  
• 建築物不應互相緊貼。不要在該址周圍興建全新／現代高層建築物。  
 
在決定該址用途及設計時的其他考慮因素  
 
• 應加入更多富西方／殖民地色彩的事物，而不應突顯中國文化，因為該址
的風格本來就傾向西化。  

• 不應用來反映中國式思維。  
• 該址應向公眾開放。  
• 不應與公眾太過隔絕。  
• 可供一些團體租用，並用作公眾設施。  
• 應在歷史、文化及商業之間取得平衡，展示該址作社區用途／與社區融和
的巨大潛力。  

• 建築群有逾 140 年歷史，應予保存，並由政府管理，以免私營機構對建築
物作出任何改動。  

• 初期應由政府支付該址的營運費用，但日後應自負盈虧。  
• 整個發展項目的融資方式（包括自行融資、在財政上由政府一力承擔或由
私營機構擁有），對該址日後的用途有莫大影響。  

• 反對該址由單一機構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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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一個為期 5年或 10 年的項目，而是一個長遠發展項目。可持續發展
的原則是保持應有的質素。  

• 在考慮該址將來的用途時，我們不應受制於財政問題等因素。  
• 將該址與蘇豪區及蘭柱坊連繫起來，以改善該區的經濟。  
• 中環是一個特別地區。蘇豪區和蘭桂坊的發展和蛻變是一個自然過程。中
區警署日後的用途亦可改變，並非一成不變。應採取更靈活的態度。  

• 與鄰近地區連繫起來。應多考慮項目對區內居民的影響。  
 
經濟效益相對社會利益  
 
一般意見  

 
• 平衡經濟效益與社會利益。  
• 社會利益應凌駕經濟效益。該址是展示香港歷史文化發展以及司法制度的
好地方，具有教育意義。  

• 私營機構的參與似乎比政府更關注社會利益。  
• 社會利益不能以金錢／經濟收益來衡量。  
• 教育是社會利益的首要目標。  
• 圖利不是發展該址的目的。  
• 不要為達致經濟效益而出售該址圖利。  
• 發展計劃可刺激該區經濟。  

 
經濟及社會考慮因素  
 
• 由政府資助發展是可行的做法。  
• 政府應投資保護歷史建築，以達到亞太區／世界級標準，因為此舉有助推
廣文物旅遊。政府亦需承擔維修保養的費用。  

• 就整個項目而言，單純着眼於商業發展是十分短視的做法。政府應投入更

多人力物力，將該區發展成亞太區或世界級的文化設施，從而吸引源源不

絕的遊客來港參觀。這很可能是一個長遠的發展項目。  
• 不應只集中考慮透過商業手段去維持該址的運作，因為收費太高會令公眾
卻步。政府應斥資發展該址。  

• 如持續發展須依賴商業投資，公眾所得回報便十分有限。  
• 如何防止私營機構趁機牟取暴利，而不是把該址發展成一項自負盈虧的設
施？  

• 不應以出售方式把歷史建築物交由發展商營運，因為發展商不會作長遠發
展。  

• 持續發展不能單靠政府，商業元素可作出一定貢獻。  
• 政府毋須為該址的營運提供大量資助，但亦不應該出售該址圖利。  
• 就經濟效益而言，只要能夠達到自負盈虧的要求和標準，政府資助便可減
至最低。  

• 自負盈虧模式不是發展該址的唯一方法。  
• 加入商業元素後，商店的部分利潤可用作設施的保養費用／資金，從而把
納稅人的負擔減至最低。但政府仍須為該址提供資助。  

• 由政府與商業機構聯手管理和營運該址。雙方應徵詢專業意見，並借鑑商
界的管理經驗去管理該址。  

• 如採用聯營發展模式，政府應選擇與非牟利團體合作，以確保項目的重點
不在於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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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該址時可參考海洋公園的經驗，即初期由政府及慈善團體（例如香港
賽馬會）資助及管理，但最終由設施本身自行管理和營運。  

• 該址可以收取入場費的方式補貼營運成本。  
• 香港很多博物館都因為交通和人流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單靠入場費支撐財
政。博物館的互動性不足。  

• 茶座和商店只能吸引遊客粗略地參觀一次。只有融入香港歷史才能吸引遊
客多次造訪，繼而留在香港增加消費。  

• 透過旅遊業增加收入，從而改善香港經濟，增加就業。  
• 發展旅遊，吸引本地及海外遊客，可誘發鄰近地區的商機。  
• 有需要全區翻新。該址整體上必須與荷里活道及蘇豪區互相配合，以吸引
更多人消費，創造經濟效益。  

• 可改變建築物原來的外觀以求經濟效益，但必須展示建築物的歷史／背
景。  

 
其他意見  

 
• 需成立委員會專責保養和管理。委員會可以隸屬獨立團體而非隸屬政府。  
• 設立委員會監察該址的財務狀況和營運情況，而委員會的成員不應來自地
產發展商。  

• 要取得經濟效益，或需作出大量改動。政府應設立委員會，並邀請建築界
的專家或其他專業人士加入，共同管理該址。  

• 如何執行發展計劃至為重要。  
• 必須有一份條文清晰詳盡而且符合標準的招標合約，而招標過程亦必須保
持高度透明。  

• 注意合約中的錯誤、細節及灰色地帶。  
 
 
財務安排  
 
政府資助相對自負盈虧  

 
• 毋須由政府提供大筆資助，但要確保該址的原來用途不變  
• 不希望政府承擔重大的財政包袱。  
• 持續發展的概念非常重要。持續發展可由一小班或一大班人負責推動。在
規劃該址的發展時，應顧及服務的對象。  

• 自負盈虧的模式較適合發展多用途設施，因為可以吸引不同形式的投資，
創造收入。現時這個發展項目可以吸引更多海外投資／資金，從而把公眾

與政府之間的衝突減至最少。  
• 應邀請民間非牟利團體參與設立和管理發展基金。  
• 發展商須自行維修／保護文物以作展覽之用，從而介紹文物背後的歷史，
而費用應由發展商獨力承擔。  

• 增加資金使用的靈活性，對財政作出長遠規劃，為發展商／團體提供更多
發展空間。  

• 加入商業元素並不表示會破壞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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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角色  
 
• 不應集中考慮自負盈虧的模式，政府可要求一些團體提供贊助，同時可以
設立基金作為該址發展之用，例如文物信託基金。  

• 要達致可持續發展，必須得到政府的支持／保證，不只是資金方面的問
題。  

• 政府一開始便應提供資助／成立基金，同時向公眾或商界募捐。待開始有
盈利時，可將部分（除稅後）盈利用作保養設施之用。  

• 政府需參與管理和支付經營成本，資金可以來自撥款、捐款，不能單靠自
負盈虧的概念。  

• 保養開支應永遠由政府支付。  
• 即使採取投標方式發展，仍須確保政府可以永久管理該址。譬如，政府可
向單一人士租出／售出該址，並設定期限。在此期間，公眾仍可就如何改

善設施向業主／發展商反映意見。期滿後再由政府接管。  
• 政府、公眾及發展商必須共同承擔融資責任，攜手合作。  

 
其他意見  

 
• 財政模式可由公眾及私營機構共同營運及管理。  
• 不應以單一項目評估財政收益，而應該一起評估對商店和周遭地區的財政
影響。  

• 必須在質與量之間取得平衡。  
• 可透過撥款或以其他方式取得資金支持該址持續發展。  
• 投標時不應只着眼於合約的競投價格。須有清晰的評審標準。利潤主導的

發展計劃往往會犧牲文物保存。合約必須包含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 可從文化及商業角度制訂投標準則嗎？  
• 如用作博物館，應深入考慮博物館的財政狀況／收入。  
• 收取（市民可以負擔的）入場費可以提供部分資金；星期一至五應有幾天
像太空館和科學館那樣免收入場費，藉此吸引更多市民參觀。  

• 博物館可採用自負盈虧的模式發展。  
• 設立一所具吸引力的博物館，本地和外地人士不論老幼都會蜂擁而至，收
入自然增加。  

• 設立一所有特色的博物館以吸引更多人參觀，並收取合適的費用作為收
入。  

 
 
公眾參與  
 
程度與範圍  

 
• 應該讓公眾參與決策／規劃、評審及營運過程，以及監察整項發展計劃。  
• 公眾應參與決定該址的用途。  
• 公眾可決定競投人士／機構的資格。  
• 進行競投時，應向公眾透露合約內容，讓公眾知悉合約細節，並徵詢公眾
意見。  

• 公眾可參與內部設計、建築設計，以及制訂投標合約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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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多考慮社會因素；公眾應更積極參與和評審發展計劃。  
• 公眾參與應只限於收集意見，這樣已經足夠。公眾不應參與營運，避免因
意見太多而使發展計劃受阻。  

• 公眾不應參與過多；參與程度應視發展該址的目的而定。  
• 如公眾參與太多，或會破壞發展計劃／項目。  
• 不要花太長時間在計劃和評估上。確保諮詢過程迅速完結，以便發展計劃
盡快完成，同時不會因政治原因而延遲。  

• 應在指定時間、範圍和適當程度內徵詢公眾意見。  
 
讓公眾參與的途徑  

 
• 如何確保公眾意見獲得考慮？  
• 必須在計劃開展前教育公眾，以便收集更多寶貴意見。  
• 公眾可與商業機構合作。  
• 在意見搜集過程中，必須積極徵詢附近居民的意見，並讓更多居民參與發
展過程。應提供足夠途徑讓市民發表意見。  

• 應考慮向海外團體搜集意見，例如其他國家的旅遊部門。  
• 邀請學校參與和教育學生如何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  
• 公眾應在兩方面參與：該址的管理以及決策過程。就管理而言，立法會內
已有公眾代表反映他們對發展計劃的意見。就決策而言，應該讓更多公眾

人士參與和使用該址的設施，同時徵詢他們的意見。  
• 讓公眾透過不同途徑參與，例如創意工作坊。  
• 舉辦建造設計比賽讓公眾參與。  
• 由公眾成立名為“香港古物議會／委員會”的組織，並長期運作，藉此提
高民間在文物保存方面的議價能力。  

• 成立文物保存議會或設立委員會監察該址？  
• 成立由公眾、政府及發展商三方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參與該址的建造、環
保、管理和運作事宜。  

• 應成立委員會去安排該址各個部分的用途，而不是透過法律。  
 
其他意見  

 
• 應進行公開招標。  
• 如按照招標制度，單純以價格決定中標者，則根本毋須公眾參與。但假如
我們不按合約價格評估標書，公眾應以什麼標準去評估整個項目及其運作

情況呢？有沒有機構／部門可以監察發展計劃的運作？  
• 這是一個具歷史價值的地區，因此應着眼於教育及公眾層面。  
• 應在文化保存與可持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  
• 假如該址的用途將會改變，合約期不應定為 50年。應考慮由誰負責監察該
址的運作。  

• 政府應蒐集和整合來自各方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