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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申請時間的重要性

2



現行的規劃申請制度為土地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城市規
劃委員會（下稱「城規會」）單於2015年便審議了470個
規劃申請。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城規會須在收到申請後的2或3
個月內舉行會議以考慮該申請。

但近年一般規劃申請往往難於在2至3個月內完成審議，
影響土地／房屋供應的時間及進度。

規劃申請時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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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申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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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就規劃申請制度委託規劃顧問進行研究，分析了於
2013年至2015年間逾1,400宗的規劃申請。

為進一步分析規劃申請延誤的原因，研究還包括了20個
案例分析，當中有10個案例涉及「綜合發展區」。

研究結果發現涉及延期決定的審議數字佔總數超過5成
，超過一半規劃申請需時6個月或以上。

規劃申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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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個案延期審議的百分率

2015 2014 2013

S.16 申請 (許可) 50% 47% 49%

S.17 申請 (覆核) 32% 50% 35%

S.12A申請 (修訂圖則) 68% 70% 66%

所有申請 52%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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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現提出共6項優化建議，期望規劃申請時間可符
合《城市規劃條例》2至3個月內完成審議的要求。

四大關鍵延期原因

1. 核證需時－規劃署核證申請時極其嚴謹，需時可
超過一個月；

2. 技術評估不同準則－ 私人業主/機構提交申請時，
需要提交比政府更為詳細的評估內容，增加申請
難度；

3. 達成共識需時－申請人與規劃署或政府其他部門
往往需要極長時間才能就技術議題達成共識；

4. 鄰近用途問題－工業區與住宅區為鄰所產生的問
題難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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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
為申請的核證程序制訂清晰指引

應就申請表格提供指引，列明城規會秘書處對表格的要
求。

建議除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列明的原因，城規會秘書
處應以接收申請當天，作為開始計算提交作審議時限的
有效日期，並在收到申請後的2或3個月內舉行會議以考
慮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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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 –
制訂作業備考–加快達成共識

建議制訂作業備考用作：

A) 鼓勵預備會議－申請人及相關政府部門進行預備會
議，以直接會面取代繁瑣的書信往來。

B) 為政府部門的回覆制訂期限－如在期限內政府部門
沒有提出意見，根據類似《建築物條例》的安排，
相關技術議題應被確定為得到部門接受。

C) 增加規劃署權限就政府部門的要求提出意見－相關
決定甚至可在必要時凌駕部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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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3 –
統一公私營準則

政府相關部門應對所有申請採取相同準則，在審視私人
業主/機構提出的規劃申請時亦接受與政府申請相同水平
的技術評估。

政府可利用規劃許可的附帶條件及地契進行規管，因此
政府實質上仍擁有最終的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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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發展區」一般規模較大，因此對房屋供應有重要
影響。

根據個案分析，「綜合發展區」的發展比一般土地發展
面對更大的困難，牽涉更漫長的規劃申請時間。其中一
些「綜合發展區」個案更在過去20多年沒有實施。

因此，學會為「綜合發展區」提出另外3項優化建議。

「綜合發展區」面對更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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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發展區」優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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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 –
分拆發展面積較大的「綜合發展區」

應參照業權分佈，將面積較大的「綜合發展區」分拆，
或考慮把土地改劃為其他合適的用途。

應盡量避免將大量業權分散的土地、特別是牽涉大量不
可分割份數業權的土地納入同一個「綜合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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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5–
公私營機構共同發展「綜合發展區」

邀請公營機構如市區重建局進行重建計劃，可有效加
快「綜合發展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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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6 –
政府為「綜合發展區」提供基建配套

位於新界的「綜合發展區」一般基建設施不足，而且
土地用途複雜（如「綜合發展區」內包括「政府，機
構或社區」用途等）。

有案例因缺乏基建配套如渠務或道路網絡等設施而引
致發展延誤，政府有必要主動提供基建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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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