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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二戰後在基礎建設方面的四個關鍵性階段：

1950 -1965 二戰後的社會復原

第一代徙置房屋、基本道路擴建、興建水塘及供水系統 、
新人口區(荃灣、觀塘、柴灣衞星市鎮)

1970 -1980 提昇整體城市建設以滿足經濟起飛/發展

主目標：建設金融中心區、港口及貨櫃碼頭、發展地下鐵
路、大規模公共房屋、新市鎮

1990 - 2005 大型策略性基建

新機場及相關建設、推出策略性交通建設(鐵路及公路)、強
化港口設施、其他能提昇香港長遠經濟發展的項目(數碼
港、主題公園) 、 土地開發

2008 - 2020 以鐵路交通、跨境連系與拓展土地為主的大型
基建及優化計劃



在這短短的講座中，我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極濃縮的回
望，使聽眾可體會到：

1. 香港自戰後，尤其是自70年代以來，香港在城市
建設方面下了不少工夫，成績也是可觀的。况
且，香港的土地條件頗弱，如山多平地少、可用
的區段受山勢或海岸所分割、人口增長率急，近
年更有建設開發成本極高的情况，及欠缺穩定的
政治環境等因素，使香港的發展比其他城市或國
家，難度顯然會更大。

2. 香港承襲了英國穩健的專業制度，亦仰賴港人的
拼勁與靈活性，在此艱辛的條件下，香港也有今
天的成就，實不應為大眾所忽視。



1950年代早期的香港



香港的平民百姓
生活面貌

1960年代中後期的香港



戰後香港急於應對的社會現象 –
大量移入人口的居住問題



50年代何文田一帶的木屋區







60年代第二代的徙置屋在黃大仙、九龍城一帶大量興建



1960年代的老虎岩，後
成為現今的東頭邨及樂富



香港殖民色彩
濃郁的舊樓房

九龍城寨



戰後香港第二大挑戰 –
開拓新土地以容納新建
的房屋及其他社會發展













擠身成為一個國際金融
及航運樞紐，香港的
機場與港口是支援經濟
發展的核心。



1960年代前的香港啟德機場



1980年代中的香港啟德機場



於1998年落成的
香港赤鱲角機場



香港城市發展的另一主要里程 – 開拓新市鎮

70年代建設中的沙田新市鎮





2000年代的沙田



於1970年代正在建設中的屯門新市



自1980年代開始建設的將軍澳新市鎮







2000年代的將軍澳



填海是香港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里程碑



Early 1970s





1980

2007



1975

2008



1990年代初的紅磡灣填海



1990年代末的紅磡灣新填海區





2011年的紅磡灣新海旁
及區内的新建設



其他填海工程，為香港帶來新的土地，提供
和改善了市内所急需的不同功能和空間。



荃灣西填海，建造了西鐵
的荃灣西站及其後的物業
發展和海岸優化帶



竹篙灣填海，建設了
迪士尼主題公園



竹篙灣在填海前後的面貌。



1900年代未，青衣東岸
進行填海，興建了葵涌

港的9號貨櫃碼頭











從昂船洲大橋下望所見的葵涌6、7及8號貨櫃碼頭



從衞星圖所見的葵涌港



開拓新土地



位於彩雲與牛頭角間之新平整土地(2006年所見)



2006



2011







新增的土地成為現
今的彩德、彩福、
彩霞、彩盈等多個
公共屋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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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臣石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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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平整工程於2011年末所見，到2013年底，
新的公共屋苑將在這片土地上陸續落成。



不停在變動著的香港



香港城市，包括其海岸線，在戰後數十年，幾乎不停在轉變。





無庸置疑，香港是一個很漂亮、充實、效率高和有内涵的大都會











1990年的維多利亞港



2012年的維多利亞港



除了大都會的面貌外，香港
也有人口較少的郊野區域



城市内也暗藏著很多帶污染不受歡迎的角落



城市内也暗藏著很多帶
污染不受歡迎的角落



城市内暗藏著的角落 –
舊區的惡劣環境



城市内暗藏著的角落 – 舊區的惡劣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