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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倪錫欽教授 
市區更新基金主席 

二零二二年十月

����年是市區更新基金成立十周年。隨著����年發展局制定市區重建策略，市區更新基金於同年成立。
一直以來，基金以「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為工作方針，資助�間非政府機構的社區服務隊，向
四十多個市區重建項目內的居民提供協助，同時推動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十年間，基金於社區深耕，與
各界聯結推動市區更新。

����年為市區更新基金重要的里程碑，基金籌備了一連串活動，與各界分享十年來的成果。冀望未來，
基金繼續秉承一貫工作方針，與各界伙伴攜手共創。期待未來的十年、二十年，市區更新基金能夠發掘更
多特色的項目計劃，繼續做好更新工作，推動優秀的項目及服務，幫助我們的城市實現可持續更新的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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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基金都一直依據����年市區重建策略，以「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為工作方針積極推
動在市區更新範圍內進行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

基金由����年開始，推出「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至今已經審批了五期的資助申
請，合共批核了��個各具特色的保育活化項目，資助撥款約�.��億元；另亦撥款資助《九龍城市區更新
計劃》提出的建議成立九龍城主題步行徑。透過與非政府組織協作、共創，舉辦多元化活動以及不同類
型的硬件設施改善，於全港多區推動保育及活化。

同時，基金委任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為受市建局重建項目影響的住戶及商戶提供支援及服務。過去十
年，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已為��多個市區重建項目、約五萬多個受影響市民提供服務和協助。

����冠狀病毒於本年度持續爆發，基金累積過去兩年應對疫情的經驗，因應情況採取彈性上班安排，
並嚴格執行防疫措施。期內部分十周年活動移師網上進行，務求讓工作繼續有序進行，履行基金的核
心價值。 

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以及第四期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的各項目，繼續展現專業精
神，於社區內服務。除了執行一貫的服務及項目活動以外，各單位靈活變通，因時制宜，以減輕街坊在
疫情期間遇上的困難。

�

十年更新  深耕不竭

以人為先

地區為本 與民共議

���� ����

自����年
貢獻社區 保育及活化

��+資助項目
資金撥款

�.�億元
組成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間非政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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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成功獲批的三個項目，自����年起分別於北角、葵涌及
南區服務，期內項目逐漸踏入尾聲。

路過北角

�

自���� 年 � 月起，一項由藝術/設計/建築主導的社區項目「路過北角」開始推行。年內，重點活動「路過
生活節」正式啟動。「生活節」邀請各界專業人士參與，糅合街坊從用家角度出發的獨到見解，衍生一個又
一個既可持續又充滿玩味的方法，保育及活化區內古蹟和多元文化。

����年�月底舉行的「路過生活節」的開幕禮，打開了連串精彩社區節目的序幕，包括於北角（東）渡輪碼
頭舉辦社區藝術節，設多個工作坊、「社區大步走社區導賞團」和藝術市集等，從而增加居民對社區的認
識。

�月起，春秧街至北角公眾碼頭沿途各處，展出從「路過北角—創意社區空間提案徵集」中脫穎而出的陸
上作品，以及兩個漂浮於海面的社區公共藝術裝置；同時沿北角舊日海岸線，亦有一系列呼籲各界關注
可持續發展議題的藝術作品展出。

團隊以公共藝術及社區地方營造鼓勵公眾參與為願景，「路過生活節」更是實現願景的作品。希望利用藝
術重塑居民的「��分鐘藝術生活圈」，並鼓勵大家跳出日常框框，冒險探索；同時改善社區，使其更適合
步行，以及引入新的思考模式，以藝術角度重新檢視老地方。

第四期

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



項目由����年開始，以南區（香港仔、鴨脷洲及黃
竹坑）為藍本，組織青年參與社區研習，由藝術家帶
領遊走�區，走進社區在地觀察及體驗，到過大街小
巷老店、廟宇、涌尾及新圍等作訪問、繪畫、寫作及
錄影等。亦邀請地區組織、居民及店主等成為聚焦
小組進行訪談。

年內，由項目團隊租用的香港仔舊警署完成修復及
翻新工程。這座擁有逾���年歷史的二級歷史建築
物， 作為連結區外人與南區的橋樑，同時配合項目
的多元化活動及導賞工作坊，將南區的歷史及藝術
元素更立體呈現於公眾眼前。其中，歷史文化展覽
於����年�月至�月展出逾���件展品，吸引超過
����人次到場參觀。最後一期南區導賞計劃，亦於
����年�月完成，培訓對南區歷史文化有興趣的人
士成為文化大使，再由他們親自策劃不同主題的社
區導賞路線，進行社區觀察及資料搜集；計劃合共

培訓了超過��名文化大使作為導賞員，舉辦超
過��節的課堂及實地培訓，帶領公眾遊走南區。

於兩年間，團隊致力將香港仔、鴨脷洲和黃竹坑
的歷史及文化意義重新整合和呈現，推廣及保
存南區的地方歷史特色，塑造社群為主體的藝
術文化空間，並成功加深區外區內公眾對南區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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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濃情 - 葵涌多元文化社區活化計劃 III

自����年開始，團隊設立的共融館持續於區內服務。年內，共融館接獲逾���個居民民生諮詢及跟進
個案，主要為區內南亞裔街坊有關疫情援助查詢和申請，如為附近商戶查詢及申請抗疫基金、以及為
有需要家庭申請在職家庭津貼、綜援、關愛共享計劃、生果金及公屋單位等。隨著項目步入尾聲，共融
館於����年起關閉實體館。

期內，團隊完成了項目焦點之一⸺和宜合梯間美化工程。機構夥拍專業顧問香港珠海學院建築系完
成地區調查，並為工程承建商招標，最終在羅志業工程有限公司中標下，於����年�月開始動工。 雖
然疫情一度影響了施工進度，但在葵青區各政府部門的支持下，包括葵青民政署、地政署、路政署及
當區區議員等，工程最終順利完成。樓梯經過優化後，為當區居民，包括少數族裔人士建立提供理想
活動空間，更新居住環境。

在有效防疫並顧及參加者和團隊健康安全的情況下，團隊舉辦了數場創意工作坊，亦組織實體導賞
活動，持續加強公眾對葵涌南亞社區的認識。

地點�:  

「葵涌更『梯』」⸺和宜合梯間美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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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

    新       
        舊

    新

葵華大廈與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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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

地點�: 

     
       

  舊

    新

     
       

  舊

    新

青山公路通往葵興地鐵站
地點�: 
 屏富徑與打磚坪街之間

生命工場 

七色五金 社區營造 
南區龍舟競渡委員會 

漁港濃情·香港仔 
築夢．社有限公司

正街上 落

第五期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於年內完成評審，合共批出三個項目。包括

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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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

九龍城主題步行徑

年內基金開展第六期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接受各機構的申請。因應疫情，於二月舉
行的簡介會轉至網上進行，錄得近百人出席。同時基金為是次申請增設第二截止日期，讓大家有更充裕
時間準備申請書。是次收到的申請書數目亦為歷來最多。市區更新基金董事會持續進行經審批及評估，
冀持續於本港不同區域推動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

項目踏入第五年，開始進入收成期。早於 ����年完成硬件工程的路段三、四及五，得到九龍城區的街坊
及各持分者支持，持續於該區發揮優化公共空間的功能。年內，團隊同時計劃進一步增加硬件裝置，擴大
路徑於空間運用的效益，正與各持分者、機構及政府部門商討細節。另外，路段一、二的工程受疫情影響
延期，期望於����年第三季開展，並於第四季完工。

期內，團隊積極與專業團體進行地區協作，包括與九龍城區四間公共圖書館合辦「龍城回憶之旅」活動，
以專題講座、親子工作坊、展覽等推廣步行徑；與「集棄場」舉辦網上工作坊，同時與聖三一堂小學合作舉
辦全方位學習日，共讀已出版繪本，繪本及互動遊戲等。

受疫情影響，部分實體活動被取消或轉以線上形式進行。 躍變·龍城體驗館於����年�月至�月期間關
閉。展望新年度，����年下半年開展的大專生口述歷史計劃，有望於����年下半年以展覽分享成果，最
終發行九龍城區的口述歷史紀錄，保留及傳承當區珍貴的歷史回憶。

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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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

由基金委任的四間非政府機構的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持續於各個重建區服務。面對疫情持續，社工隊利
用電話、網上訊息及視像會議等方式與服務使用者接觸，減少會面及家訪。 待疫情稍為緩和，社工隊恢
復擺設定期諮詢街站，向街坊提供重建及社區資訊，並解答街坊的疑問，讓街坊對本隊有所認識。

年內，社工隊為區內居民商戶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針對疫情而生防疫教育、口罩派發等；個別社工
隊籌備了具主題性的環保回收活動，又或是節日性活動，讓街坊與社工隊可以有更多的聯繫，增加認識，
並藉此讓街坊及工作員建立合作關係。

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

各個項目的參與者⸺社區服務工作者、年輕藝術家、傳統工藝老師傅、生於斯的街坊老友記、又或是長
於斯的少數族裔人士，透過鏡頭細訴參與基金服務和活動的點滴。一系列影像紀錄帶領大眾更深入了解

「我們」的社區。

由基金資助的社區服務隊及各個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項目在市區更新範圍內耕耘，今年藉著十周年的
契機，基金與各方好友共同協作，融合創意，重新紀錄、展現、承傳舊區獨有的面貌，連繫年輕人、老街坊、
區內家庭以至不同種族人士，將過往十年更新成果再現。

十年光影記誌　保育活化項目及社區服務隊回顧
⸺市區更新基金十周年影片系列
       《尋找社區足跡》

計劃邀請到��位青年藝術家進行《藝術在南區》社區藝術提案，
用藝術記下了南區風景與在地故事，以不同藝術形式，營造了南
區獨特的藝術與文化空間，讓街坊及更多區外人藉藝術重新探
索這個社區。

《尋找社區足跡I》
復刻南區計劃 

步行徑與社企「街坊帶路」合作舉辦社區地膽導賞培訓班及導賞
團，由一班輔以導賞技巧的街坊領隊，帶大家深度走訪九龍城舊
區，感受濃厚的歷史文化與人情故事，推動大眾重新認識九龍城
區內的物質和非物質遺產。

《尋找社區足跡II》
九龍城主題步行徑 

社區服務隊由一班專業社工組成，幫助受影響居民減輕重建帶
來的負擔。服務隊定期舉辦社區活動，提供有關重建資訊，亦會
主動探訪社群組織了解街坊們的需求和問題，提供情緒支援及
實質援助，並從中協調居民與相關政府部門，令重建計劃進行更
加順利。

《尋找社區足跡III》
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更新十年 同行望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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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邀請區內老店及師傅參與計劃，紀錄各種小店工藝知識，把
即將失傳的本地技藝集結成書，更與他們合作，定期舉辦各類型
的工作坊，由師傅直接向年青人傳授技藝與知識，盡量保存每一
個逐漸式微的行業，令珍貴的技藝繼續承傳下去。

《尋找社區足跡IV》
小店見學 

《路過北角》走訪大街小巷，搜集街坊故事，探索埋藏在社區內充
滿特色的街坊小店。計劃與不同領域的的工作者合作，為老店造
型改造，重新展現地道小店的獨特個性，藉著社區活動將街坊人
情味呈現在大家眼前，與街坊和區外人一同發掘北角不一樣的
美。

《尋找社區足跡V》
路過北角
 

《小區濃情》計劃在屏麗徑設立首個以本地與南亞裔文化共融為
主題的社區展覽館⸺「共融館」，為社區注入活力，定期舉辦不
同類型的展覽、工作坊、墟市與文化團等活動，與大眾分享南亞
的獨特文化元素，吸引更多街坊、區外人走入這個小社區，認識
少數族裔的生活文化。

《尋找社區足跡VI》
小區濃情 - 葵涌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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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緊貼社區步伐，基金網站經重新設計，已全面更新。嶄新奪目、清晰簡潔的介面，配合來自市區更新
基金標誌的橙、綠色調，注入活力之餘，配合圖文，全方位呈現市區更新基金的工作及各項最新資訊，為
公眾帶來全新的閱覽體驗。

同時基金自����年�月起，於兩個社交平台設立專頁，隨時隨地與公眾交流，亦更可即時發放資助項目及
服務的資訊，有利與各界持分者及伙伴緊密聯繫。兩個平台持續吸引公眾關注及互動，拉近市區更新基
金和不同社群的距離。

全新網頁設計 建兩社交平台 拉闊社群面向

十年，是市區更新基金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在未來的日子
基金會繼續秉承「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的方針，
期待與社區各界合作，發掘更多藝術教育及社區藝術的共
創項目，與居民共同策劃，用想法、行動充實各個極具保育
價值的社區。

⸺ 市區更新基金十周年系列．新一章 
        《共創十年 啟迪未來》

更新十年 同行望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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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展覽透過網上形式呈現，以《社區·更新中…》為題，回顧成立至今十年來的項目點滴。以「連結、傳
承、共創、共融」四大方向為藍圖，精選每個資助項目及社工隊十年間為社區度身訂造的共創項目與社區
服務，包括連結街坊街里，搜尋舊區人情故事，研習民間傳統工藝，促進多元文化交流，以及為居民提供社
區服務及協助等等。

同時利用網站的多元互動元素：文字、影像及動態插畫，配合充滿活力的設計，將社區內的一點一滴再次
活現於公眾眼前。公眾可透過展覽，細看基金如何連結不同非政府組織及持分者，一起創新、發掘、啟迪。

《社區·更新中…》線上社區全紀錄
⸺市區更新基金十周年網上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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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更新基金十周年專題研討會
今年�至��月，基金分別與四間非政府組織籌辦四場專題研討會，邀請不同界別的專家學者及相關持分
者，從不同主題、角度深入討論，啟發對可持續發展的思考，探討在社區急促發展的同時，如何平衡城市
發展、文物保育、歷史承傳，激發意念和創意。

首場專題研討會由基金聯同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合辦，以「人情永留：承傳與創新之融合」為主題，約請
建築界及文物保育界專家學者交流。專題研討會更配合一連兩日的「傳『城』共創嘉年華」，設展覽、工作
坊及導賞團予公眾，吸引不少街坊前來體驗參與。

「人情永留：承傳與創新之融合」　
����年�月��日至��日

公共空間猶如社區中的客廳，讓街坊鄰里在此相聚閒談，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接力舉辦第二場專題研
討會。大會邀請社區內不同持份者交流分享社會創新槪念的發展和經驗，除了於香港中文大學實地舉
行，更特設網上平台，提供各式線上工作坊及西營盤虛擬導賞予公眾一同參與。

「創造公共空間：地方資產擁有與管理」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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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聯同香港藝術中心及香港建築中心，假虎豹樂圃舉行一連兩日的第三場專題研討會。來自不同領域
的藝術工作者、建築師、城市規劃師、本地創客、社區達人在一連兩天的日程中的專題研討中與參加者探
討、分享和反思城市更新政策的決策和推行、公私型機構的合作模式、藝術和文化在推動社區參與和可
持續發展的力量，以及如何向決策者呈現獨有的人文價值等等的議題。研討會後更設�個小組創想工作
坊，參加者反應熱烈，藉著深化初步的理念，繼而進一步構想城市空間的規劃營造，在大會的帶領下探討
在煩囂多變的城市中，創造更多彼此的共居空間。

「繆思與實踐：擁抱人文精神的市區更新」
����年��月��日至��日

����年��月��日至��日

最後一場專題研討會由基金和香港珠海學院及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合辦。首日於南豐紗廠的環節，邀
請到多位本地及海外學者和實踐者交流，包括社區工作專家、城市規劃師等，就參與式規劃設計、社會包
容等題目展開探討，進一步構想城市規劃，建立社會可持續發展。同場設午間工作坊，參加者於現場即時
製作曼陀羅杯墊以及畫上南亞手繪，感受南亞多元文化。

翌日大會以探討葵涌南亞生活文化為主軸，於葵涌屏麗徑共融館舉辦多元文化活動，同時帶領參加者於
屏麗徑進行實地導賞，配合研討會主題，更深入了解社區。 

��

「社會創新與都市永續的共生關係」 

市區更新基金十周年專題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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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更新基金十周年會議於����年��月��日假中環大館圓滿舉行。十周年會議以「市區更新中社會文
化可持續發展的良好實踐：創新與啟迪」為主題，在時任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先生及市區更新基金董事會
主席倪鍚欽教授的致辭下開始。

來自新加坡、檳城、台南等致力推動市區更新的專家學者，還有本地建築、教育、文物保育等不同界別的
朋友，以不同視覺，分享國際間的經驗；同時配合實體線上平台，一起深入探討推動社會文化可持續發展
的實例及可能性，吸引超過���人出席。各位講者於十周年會議從上多角度分享市區更新可持續發展中
的進程和實例，討論氣氛熱烈。

期間倪錫欽教授更透過播放市區更新基金十周年系列．新一章 ⸺《共創十年 啟迪未來》短片，與大家回
顧過去十年基金的工作成果，倪教授冀望：「大家繼續與基金同行，一起展望未來十年更多精彩的新發
展」，為基金十周年的里程碑奠定重要一環。

市區更新基金十周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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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委任了城市大學顧問團隊於����年�月至��月期間，進行研究報告，探討基金的成果與社會影響，以
啟發未來的工作方向。

調研分為三個階後，以基金兩大工作範疇為基礎，收集��個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九
龍城主題步行徑，及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的資料，部分調研撮要如下。

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九龍城主題步行徑

��

受訪者對計劃的參與度

受訪者對計劃的滿意度

顧問團隊透過受訪者（包括服務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的參與度及滿意度，分析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
活化資助計劃及九龍城主題步行徑的成果。結果顯示，在參與度方面，超過九成一受訪者經常或有時參
與計劃；在滿意度方面，亦有超過九成受訪者對計劃感到非常滿意或滿意，反映計劃的成果正面。

總是

有時

有聽過

不知道/想不起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市區更新基金成果與社會影響」顧問研究報告書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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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團隊選取了�項指標類別，進而評估��個項目的社會影響。結果顯示，在其中�項指標類別，包括文化
多元性、公眾認識、社區歸屬感、公眾參與、集體回憶、社群創造力和社交互動，超過八成受訪者（包括服
務使用者和非使用者）認為各個資助項目有很高及非常高的社會影響。

� �� �� �� �� �� �� �� �� �� ���

社群創造力

社交互動

工作機會

尊重不同價值觀和傳統

 社區變得特別

歸屬感

合力建設社區

參與社區項目的機會

人口增加

地價上升

與朋友連結

 聚會的空間

維持關係

社區環境的改善

更願意為社區付出

文化多元性
保護歷史文化

 保留傳統行業

更多歷史文化活動

��%

��.�%

��.�%

��%

��.�%

��.�%

��.�%

��.�%

��.�%

為歷史文化感自豪

 回顧往昔

文化交流平台

社區發展的創意

具活力的經濟活動

義工機會

社區歸屬感

公眾參與

集體回憶

公眾認識

對城市變化和
士紳化的認識

社會影響指標類別及指標
‒ 受訪結果

非常具影響力

較具影響力

��%
 文化多元性

��.�%
公眾認識

��.�%
社區歸屬感

��.�%
公眾參與

��%
集體回憶

��.�%
社群創造力

��.�%
社交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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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同樣地，顧問團隊以受訪者（包括居民及商戶）對社工隊服務的參與度及滿意度，以及對重建議題的理解
度，評估社工隊的成果。

結果顯示，各方面均錄得高水平或以上。在參與度方面，超過八成四受訪者總是或經常參與或接受社工
隊提供的服務；超過九成六受訪者對社工隊服務感到非常滿意或滿意；對於重建議題的理解度，約七成
三受訪者至少對一個議題有很高或高的理解。

總是

有時

有聽過

不知道/想不起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

受訪者對社工隊服務的參與度

受訪者對社工隊服務的滿意度

受訪者對重建議題的理解度

很高

高

普通

低

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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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適應轉變

認識更多朋友

更豐盛的社交生活

個人得到關注

個人困難得到幫助

經濟困難得到幫助

鄰里互助

與家人相處

心理支援

參與更多活動

更願意參與社區事務

更願意發聲

��.�%

��.�%

��.�%

��.�%

��.�%

接受少數族裔和新來港人士

尊重多元文化

更高歸屬感

尊重不同價值觀、信仰和傳統

社群資本

社區支援網絡

社區歸屬感和互動

公民參與

心理支援

社會影響指標類別及指標
 ‒ 受訪結果

非常有幫助

較有幫助

��.�%
心理支援

��.�%
公民參與 

��.�%
社群資本

顧問團隊選取了�大指標類別。其中�大指標類別，包括心理支援、公民參與和社群資本，超過八成受訪者
認為社工隊對此等方面有很高及非常高的影響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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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研究報告書，基金展望將來可繼續與不同社區伙伴共建社區空間，推動社會文化的可持續性，包括
透過市民參與，推動新舊共融、人地相連、優美氛圍。同時加大培育及整合資源，帶來更多具吸引力的項
目，以及探索項目的延續性。

面對重建，基金將加強與同工協作，加強資源，為受重建影響的居民帶來更有效的服務和支持。尤其針對
不同弱勢社群，如新來港人士、長者、少數族裔，透過個案服務形式提供支援。面對越來越多以小型社區
為基礎的重建項目，基金將配合社區規劃，設立互相呼應的服務方案。

��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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