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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匯賢智庫的願景一直都是深入研究公共政策，並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和社會範
疇等事宜作出透徹分析，為了更貼近市民的日常生活，瞭解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區
設施將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 香港地少人多，市區滿佈摩天大廈，綠化空間尤其稀少。因此，香港的十八個行政
分區設置了43個重點公園，以提供足夠的綠化空間和休憩設施給市民舒展身心或作
其他康樂消閒娛樂用途。然而，有人認爲本港部分社區公園環境及設施都較為陳舊
和缺乏時代感 ，甚至未能充分善用空間。因此，公園並不受到社區歡迎。自新冠肺
炎疫情開始，本港市民未能到外地旅遊，若能在香港增加具有特色的景點，可讓市
民有更多消閒娛樂選擇，提升市民生活質素。倘若社區公園的休憩空間能被妥善利
用和整合，將能發掘本地隱藏的消閒娛樂和旅遊發展的潛力

● 本智庫希望本計劃書能夠引起社區和政府的討論和關注，令香港市民的幸福感有所
提高，增加政府施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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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目的及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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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劃目的

● 整合及優化社區公園的休憩空間

● 加入主題、藝術文化、休閑康體及其他服務設施等元素

● 增加具有特色的景點，讓市民有更多消閒娛樂選擇，提升市民生活質素

● 發掘本地隱藏的消閒娛樂和旅遊發展的潛力

● 增加公眾可參與的社區空間

● 改善公園管理方式

● 力求讓市民到訪社區公園時能享受更高的遊玩質素

● 照顧基層市民康樂需要，提供比外遊等更低成本的娛樂消閑選擇

● 希望透過提供具創新性的優化社區公園方案，從而提高本港居民的生活質素和

幸福感，及照顧不同年齡層使用者的需要，主張以人為本的公園設計概念，利

用試點模式對有潛力的社區公園進行優化，並因應實際情況全面開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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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劃概況

●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由於無法前往外地，本港郊遊景點及各類公園比以往都更受歡迎

● 市民比過往更頻繁使用社區公園作康樂用途，故有更多使用者發表對社區公園的意見

● 因此，本計劃是要集合社會內不同人士對社區公園體驗意見，並對社區公園進行優化

● 近年，商業化的主題公園成為了一種旅遊形態去滿足現代人們消閒娛樂需要

● 商業化主題公園短短幾十年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成為了在國際間旅遊活動重要部分

● 僅在1990年，全球225家主題樂園就給引了超過三億的觀眾，創造經濟價值達70億美元

● 主題公園遊樂文化已隨現代社會發展而普及，成為了民眾生活中的消閑娛樂選擇

● 故此，本計劃建議香港的社區公園可參考商業化主題樂園運營模式，融入主題公園的特式元素

● 以社企方式運營，政府可派放津貼企業在社區公園運營具主題特色的餐廳、娛樂項目等，減低

其營運成本，並限制其服務收費上限，以提供經濟實惠且高質素的休閑娛樂服務給市民享用

● 此外，商業化能給企業激勵，使其更有動力去發展社區公園優化項目，能提高公園觀賞價值，

提供更多優質的休閑娛樂服務及公園環境給市民使用，豐富人們在香港娛樂消閑地方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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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及結果

是次社區公園使用體驗調查主要運用了網上問卷調查，了解到社區公園使用者對社區公園的看法、使
用習慣、社區公園的問題，以及社區公園的改善方向，為後面建議方案提供數據事實和推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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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 本計劃主要運用線上及線下問卷，以及實地考察方式去調查社區公園使用者的遊園體驗和社區公園設
施完善度

● 以瞭解社區公園使用者對社區公園的看法、使用習慣、社區公園的問題，以及社區公園的改善方向，
為後面建議方案提供數據事實和推論基礎

問卷調查

● 線上及線下問卷問題主要圍繞公園使用者對社區公園的看法和意見，旨在瞭解社區公園使用者對社區
公園的看法、使用習慣、及其提議的改善方向

● 最終成功收回共82份有效的線上及線下問卷回應

實地考察

● 本計劃先後從康文署轄下的43個社區公園中選出具潛力進行優化和主題化的候選公園
● 最終選擇鰂魚湧公園、元朗公園、蒲崗村道公園、南昌公園、天水圍公園及屯門公園
● 本小組先後分別派人於平日及假日在這些公園進行出外考察，考察期間我們分別在這些公園進行拍照、

紀錄、分發及回收問卷，成功搜集約三百張社區公園實地照片，以及回收十二份實體問卷，充分地實
際瞭解社區公園的現時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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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

社區公園使用群體

● 整體數據反映市民年紀越大越多到訪社區公園的趨勢

● 背後原因或是因公園的本質不能吸引年青人，或他們要上

班無法到訪公園，只有年紀相對大的使用者，給人一個公

園只有老人家的感覺

使用者對社區公園的看法

● 只有約一半的受訪者對本港社區公園表示比較滿意

● 但認爲還有地方有待改善

● 其餘受訪者則表示感到普通、不滿意或不清楚

● 受訪者對本港社區公園的觀感平均分為6.07（滿分為10分），

反映社區公園還有進步的空間

有效回應：

82份

受訪者年齡主要分為：

老年(61歲或以上)
中年(31-60歲)
青年(30歲或以下)

57.3%女性
42.7%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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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

● 從不同年齡組別的比較中可見，青年組別（30歲或以下）和中年組別（31-60歲）分別有

42%和47%人表示比較滿意本港的社區公園，但仍覺得社區公園有地方需要改善

● 而老年組別（61歲或以上）則有58%的人表示比較滿意本港的社區公園

● 反映受訪者年齡越高越容易滿意社區公園的趨勢，而較年輕年的群組應成為社區公園優

化計劃的主要針對群組

30歲或以下組別（青年） 61歲或以上組別（老年）31-60歲組別（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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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

社區公園使用者的使用習慣

● 整體約七成半的受訪者表示到訪社區公園的目的是鍛煉身體（跑步、散步等），其次最多人選

擇便是觀花賞景，親近大自然，有近五成受訪者選擇，而朋友聚會、約會（野餐、談天等）、

親子遊玩、拍照打卡各自皆有約二成半受訪者選擇

● 從不同年齡組別比較，青年組別到訪社區公園最常做的事是與朋友聚會、約會等社交活動

● 而中年組別和老年組別在此選項中則呈現一個年級越大，越是少在社區公園進行朋友聚會、約

會等活動，反而偏向喜歡在公園裡鍛煉身體和觀花賞景，而青年組別則相對少選擇這兩項活動

● 數據反映年齡越高的人，越集中關注社區公園的功能性用途（如鍛煉身體和觀花賞景），而年

輕的群組則更關注社區公園的社交功能用途（如與朋友聚會、約會），更注重公園的整體氛圍

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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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

社區公園的問題

● 整體最多人認同的社區公園問題是公園設施不完善，有約四成八人同意

● 其次便是缺乏文化內涵，整體有約四成四人認同

● 第三則是衛生狀況欠佳，有約三成七人同意

● 故此，上述三個問題應成為優化社區公園的主要針對方向

● 宣傳問題亦不容小覷，整體亦有逾三成受訪者皆認同是社區公園存在的問題，

故亦應加強社區公園的宣傳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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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

社區公園的改善方向

● 在青年組別中，最受關注的改善方向是因應不同人群需要，改善公園功能、空間、時段

使用和對陳舊設施進行修繕更新，皆分別有61%的回應

● 其次，有近五成七人希望能增加健身設施及場地，青年組別對此需求相比其餘兩個年齡

組別來說，佔比最高

● 第四多受訪者選擇的便是公園主題化，有約四成六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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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年組別中，最受關注的改善方向是公園主題化和提高景觀質量，皆分別有54%的回應

● 其次便是希望提升公園管理、對陳舊設施進行修繕更新及因應不同人群需要，改善公園

功能、空間、時段使用，皆分別有51%的回應

● 而對增加健身設施及場地方面的需求，中年組別則只有約9%受訪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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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年組別中，最受關注的改善方向是因應不同人群需要，改善公園功能、空間、時段

使用，及對陳舊設施進行修繕更新，皆分別有61%的回應

● 大約53%老年組別受訪者分別反映希望公園能添加主題及改善公園的管理

● 有約一半受訪者選擇提高景觀品質的選項

● 同樣，對增加健身設施及場地方面的需求，老年組別相比青年組別，只有少量受訪者回

應（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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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數據反映不同年齡組別對社區公園的改善方向有不同針對點，故在設計社

區公園改善方案時，需要平衡不同年齡層使用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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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反映主要最吸引公園使用者的遊憩空間是園林綠化和海濱長廊

● 因此，設計方案應該集中在園林建設或優化現有的長廊步行設施

園林綠化海濱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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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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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體建議

主旨：以人爲本

● 1. 整合康文署管轄下大型社區公園，個別打造主題特色

● 2. 參考內地和台灣文創園在社區公園中融入文化及創意產業元素

● 3. 增加各式花田和園林設計

● 4. 設立大片草坪，方便市民紮營、野餐、進行親子活動和其他小型聚會

● 5. 在各區公園兒童遊樂場設施中，加入多元化及特色設計，減少公式化遊樂場

● 6. 加入更多具時代感和實用性強的康體娛樂設施，增加市民使用率

● 7. 在休憩設施上設立上蓋遮陰

● 8. 優化水景裝置，豐富池塘景色，加入互動元素

● 9. 與寵物公園合併，提供能與寵物互動的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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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體建議

● 10. 改善社區公園洗手間衛生及通風

● 11. 於個別社區公園內加建具國際性、多元化的運動場地

● 12. 於社區公園加入相應主題的特色餐廳

● 13. 加入收費娛樂項目

● 14. 在社區公園新增社區園圃

● 15. 於所有公園設立膠樽回收機器，推廣綠色減碳生活

● 16. 可定期於社區公園舉辦減碳生活推廣活動

● 17. 採用資訊科技系統作管理用途

● 18. 改進公園管理及提供工作人員培訓

● 19. 加入設施預約系統

● 20. 因應不同年齡層使用者需求，劃分區域，分開管理，及設立長者特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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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體建議

● 21. 可於社區公園定期舉辦特色露天市集活動

● 22. 增加數碼化宣傳

● 23. 善用社交媒體進行宣傳，建立社區公園熱點化，增加宣傳推廣

● 24. 在大型社區公園舉辦美食佳餚節/啤酒節，顯示香港國際化的形象

● 25. 參考城市定向（City Hunt）活動內容，舉辦「公園定向」

● 26. 可與原區居民和社區組織聯辦工作坊和活動，以增加社區公園與社區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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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主題的公園例子

1. 鰂魚涌公園——歐陸度假風
2. 蒲崗村道公園——未來科技
3. 元朗公園——百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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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維多利亞港兩岸景色，建議以歐陸度假風主題發展

6. 例子一：鰂魚涌公園——歐陸度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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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園設施水平

問題

● 兒童游樂場設施整體觀感殘舊

● 有多處污漬，略顯不衛生

● 當陽光頗爲猛烈時，但沒有任何上蓋遮擋陽光，

若兒童在此處玩耍，沒有任何遮掩，很容易曬傷

或中暑

● 下雨的話，游樂場部分亦不能讓小孩玩耍

建議

● 建議游樂場部分可加建上蓋遮蔭、遮雨

● 游樂場設施，如滑梯、小孩攀爬部分等，可參考

右圖瑞典哥德堡的Liseberg樂園

● 美觀與樂趣皆集於一身，既可是拍照打卡熱點，

亦是兒童探索新事物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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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鰂魚涌公園内的遊人休息位置的上蓋

皆為銹跡斑斑

● 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不太美觀

建議

● 可參考歐陸風花園設計
● 興建歐式涼亭，以白色為主，給人浪

漫、整潔及舒適的感覺
● 配合主題——歐陸渡假風主題
● 選用非金屬的防水材料興建，能有效

減少因自然天氣變化而生的鏽跡、污
漬或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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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觀望臺的扶手殘舊

● 因主要以不鏽鋼為材料做攔杆，有生鏽跡象，且

不美觀

建議

● 可參考山頂觀望臺

● 以玻璃爲主在護欄，能最小程度上影響遊人欣賞

海景

● 而且整潔、美觀及光亮，一改以往破舊、不先進

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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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規劃設施擺放位置

問題

● 在鰂魚涌公園一期鄰近天橋位置，有一堆
相對雜亂無章的小涼亭及座椅，座位各朝
向不同方位

● 沒有任何規律，給人一種相對凌亂，不美
觀的感覺

● 此區域的座椅幾乎是沒有人使用的，這或
反映這些設施用途不大或有問題存在

建議

● 康民署應檢討公園使用率，找出這些設施
沒人使用的原因，再重新規劃，善用空間

● 此處或能重新規劃成一個活動場地，如種
植一片草地，讓附近居民能在閑余時，暫
逃離石屎森林，從中找到一片青綠的草地，
在草地上安坐、休息等

● 另可為一個可預約的活動場地，供有需要
人士在此處舉辦露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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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善用閑置空地

問題

● 公園内有不少類似右圖所示的空地，既無
座位，亦無任何遮蔭設施

● 當陽光猛烈或下雨時，這些處空間根本無
法使用，即使天氣晴朗，這些空間亦似乎
沒有太大用處

建議

● 可在這些空間加上上蓋，讓市民在此處進
行一些群體活動，如耍太極、舞劍、跳舞
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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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在通往鰂魚涌公園時途經的天橋樓梯處有一
片不小的土地

● 屬於鰂魚涌公園範圍
● 此處除了種植了一些樹木及草地外，並無善

用此寶貴的土地資源

建議

● 可考慮將其改造成社區園圃
● 供學校作教育用途或讓附近居民作種植之用
● 讓學生可在此多親近大自然，學習植物種植、

環保等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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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及美化海濱長廊

問題

● 鰂魚涌公園一期沿海的通道有頗多使用者使用，
有人散步，有人跑步

● 但通道頗爲狹窄，恐不同使用者容易造成肢體碰
撞，產生意外

● 沿海的通道裝潢頗爲普通，沒有特色，地磚及扶
手等物料都有不少污漬及損壞，給人一種殘舊的
感覺，不美觀

建議

● 可考慮利用部分栽種植物的空間作擴大通道之用

● 另鋪設緩跑徑，既能區分行人與緩跑者區域，以

免其發生碰撞，亦更能保護緩跑人士，一舉兩得

● 亦可參考觀塘海濱長廊，配合主題——歐陸度假

風，重新裝修鰂魚涌公園一期沿海的通道，提供

一個更舒適及美觀的公園環境給市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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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園環境及衛生

問題

● 有使用者表示公園管理不善

● 如颱風使倒樹，長時間沒有人理會，環境不美觀

● 右圖所示，樹木有些歪倒，草地部分亦較爲光禿

● 鰂魚涌公園一期内除看見綠色植物外，並沒有其他花

色的花朵點綴環境，較爲單調乏味，不夠美觀

建議

● 可多參考外國園藝、花園
● 如加拿大布查德花園，多增添不同種類的植物，令整

個社區公園環境變得色彩繽紛，更生機勃勃，提供一
個高質的遊憩空間給市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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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公園衛生狀況有待改善

● 如右圖下方所示，地面有大量明顯污漬，並沒有

人清理，恐有損市容，亦令公園使用者未能在一

個整潔的環境下放鬆身心

建議

● 聘請有經驗的物業管理公司，讓其負責管理公園
保安、園藝、衛生等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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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具主題特色的餐廳

問題

● 小食亭外觀殘舊，周遭環境衛生亦欠佳

● 小食亭前有一大空間，此空間雖大，但小食亭缺乏熱

點吸引，無法聚集恆常的人流，令小食亭缺乏發展動

力，且浪費了土地資源

建議

● 可考慮興建主題為歐陸度假風的餐廳取代小食亭
● 參考右圖的大埔歐陸小白屋
● 現時小食亭與海濱長廊缺乏連繫，因此建議興建海濱

主題餐廳(例如歐陸度假風)

● 利充分利用海濱長廊新餐廳的連繫，製造協同效應
● 餐廳內部可配合香港以往歷史的主題裝潢
● 提供當代流行的懷舊美食（餐單）
● 另可加入香港獨特的歷史元素，讓遊人在用餐時可順

帶瞭解、回顧香港獨特的歷史，成爲復古、文藝打卡
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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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

參考西九龍海濱長廊，提供沙灘椅租借服務 增加吊索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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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公園原有的高架單車徑和極限

運動場設施建議以未來科幻感

(Futuristic and Cyber)為主題

加強公園特色

7. 例子二：蒲崗村道公園——未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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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高架單車場安全隱患

問題

● 高架單車徑的鐵圍欄設計有安全隱患，垂直式圍欄容易

卡住單車軚盤，令駕駛者失平衡外，手腳插進圍欄，更

有機會因衝力而斷骨

● 部分圍欄沒有包上防撞膠，倘駕駛者落斜時收掣不及撞

欄，隨時釀成意外

建議

● 高架單車徑圍欄應加建防撞膠以確保使用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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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極限運動場

問題

● 現任BMX單車教練的前香港代表鄧智衡指該極限運動

場地雖符合標準，但未符合國際水平，他曾到台灣比賽，

認為台灣的BMX單車場十年前已達國際水平，但蒲崗

村道的只停留在十多年前的台灣水平

建議

● 重新設計極限運動場為一個與符合現在BMX國際水平

以配合本港玩家需要和加入未來感設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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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改造公園內園林空間

問題

● 公園的園林設計缺乏藝術主題和觀賞意義，又浪費了不

少休憩空間。

建議

● 以融合公園未來感特色主題設計園林範圍，能美化環境

之餘又透過提供平地擴大公園本身休憩空間

● 讓使用者可以從中乘涼和在平地上進行不同康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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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

在公園高架橋底興建一所配合公園科幻主題的餐廳，讓遊人消耗一番體力後享受美食

可參考荷里活科幻電影地下基地設計靈感，締造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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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例子三：元朗公園——百鳥園

保留現有主題，加强主題感——百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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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設施陳舊及缺乏管理

● 公園設施較為陳舊，其中噴水池缺乏人員管理，亦欠缺新式噴泉，充滿水漬和污垢

● 水池水質污濁，缺乏人員打理和修葺，容易形成蚊蟲滋生

● 瀑布建設較為乏味，缺乏吸引力，形同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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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園藝管理不善

● 園藝長時間沒有人理會，環境不美觀

● 右圖所示，草地並非平整，樹木的種植位置沒有

規劃，整體園藝零碎

缺乏宣傳及相關配套
● 公園的特色——百鳥塔，宣傳推廣不足
● 設施陳舊
● 百鳥塔空間不夠大
● 鳥兒種類亦不夠多
● 可看下圖是位於元朗公園百鳥塔旁的展覽室，內

裡雖有空調，但沒有使用，而且沒有管理人員在
此，展覽內容亦與雀鳥主題無關，面積也不大，
只有十來幅植物標本

● 由圖中可以看到平日根本沒有人進內觀賞，存在
的意義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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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沒有善用空間

● 不少空間並沒有得到善用

● 元朗公園大部分面積為種植於斜坡的草地

● 其中草地的用途單一，過份重複，容易造成空間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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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重建百鳥塔，加入餐飲服務

● 將舊有百鳥塔重建及擴大，打造中式主題塔樓

● 在內興建百鳥塔餐廳，下面數層為鳥類展覽館，用作教育用途

● 頂層用作營運餐廳，餐廳中央設立一個透明籠子，內裡放置各式各樣的稀有鳥類和植物，供食客在用

餐時觀賞，感受鳥語花香及鳥兒悅耳的叫聲

● 與此同時可以通過落地窗戶望出，眺望整個元朗乃至深圳的景色

● 另外，可於餐廳頂部建造一個觀景台，配置望遠鏡，讓遊人可踏出餐廳從高處欣賞美景，及運用望遠

鏡觀賞雀鳥或更遙遠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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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善用空地，開拓斜坡

開拓斜坡，打造刺激滑梯娛樂項目

● 利用元朗公園大量的空置斜坡空間

● 開拓斜坡，打造刺激滑梯娛樂項目，如下圖所示

● 提供多一個親民的娛樂項目供市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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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斜坡空間，改造成社區園圃，推廣綠色生活

● 可考慮將元朗公園的斜坡空間改造成類似梯田的空間

● 增加區內的社區園圃，供附近居民或學校作種植、教育等用途，增加社區公園

與社區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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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宣傳建議

宣傳
● 建立手機程式並於傳統媒體例如電視等進行

推廣鼓勵市民下載同時介紹個公園特色
● 善用社交媒體進行宣傳，建立社區公園熱點

化

● 利用不同社交媒體工具（facebook、instagram、

微信、QQ、在線社區、博客、微博等）

管理
● 加強公園工作人員服務精神
● 可將管理工作外判於設施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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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舉辦節日活動場地

舉辦美食佳餚節/啤酒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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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結合——舉辦活動（香港公園節定向）

● 參考城市定向(City Hunt)活動内容

● 玩法：在一個指定範圍內（如一個公園）設定數個關卡，而參加者可自行組隊參與活動

● 首先會得到一個指示，要他們到其中一個關卡去（每組都會有不同的指示）

● 到達關卡所在地之後，他們要受到一些考驗，例如：一起唱一首歌，答問題，做掌上壓，吃東

西（如一人兩隻香蕉）等等

● 當他們通過了考驗，這個關卡的負責人便會給他們一個通關勳章，並告訴他們下一個關卡在哪

裏（前往下一個公園），如此類推

● 到他們完成了最後一個關卡的考驗之後，他們便需要回到總部報到，獲取獎勵

● 目的：串連所有公園，吸引市民及遊客到各個公園遊覽

● 此外，可與原區居民和一些社區組織聯辦工作坊和活動例如社區園圃比賽，增加社區公園和社

區的互動，達致有機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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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結論及展望

● 本計劃書透過問卷調查及實地考察，瞭解到市

民的社區公園使用體驗，當中，不同年齡的使

用者都對社區公園有不同的意見和期望，為我

們提供不同方向性的內容

● 我們認為以公園主題化的形式，能重新改善社

區公園情況，並按照社區公園現有的設施，為

不同社區公園提供貼合的主題化建議和方案，

將是個具創造性的建議方向

● 期望能為市民增加休閒娛樂的選擇，因應不同

年齡層使用者的需求在社區公園加設不同設施，

提高市民的生活質素

● 照顧基層市民，為他們提供實惠且高質的遊樂

地點，安定民心，增添幸福感

● 具特色主題的社區公園將能為海外旅客提供嶄

新的旅遊景點，一改香港只是購物天堂或美食

天堂的形象，顯示香港的國際化形象，吸引更

多海外旅客

● 我們亦歡迎各界能就社區公園主題化提供建議，

為活化香港社區設施和提高市民生活質素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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