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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議會文件大埔區議會文件大埔區議會文件大埔區議會文件 EHW17/2016 號號號號  

供供供供 2016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9 日環境日環境日環境日環境、、、、房屋及工程委員會會議用房屋及工程委員會會議用房屋及工程委員會會議用房屋及工程委員會會議用  

    

    

 大埔區議會大埔區議會大埔區議會大埔區議會環境房屋及工程委員會環境房屋及工程委員會環境房屋及工程委員會環境房屋及工程委員會    

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及頌雅路西及頌雅路西及頌雅路西公公公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營房屋發展計劃營房屋發展計劃營房屋發展計劃    
     

    

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1.1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匯報標題所示的公營房屋 (公屋 )發展計

劃，包括大埔第九區設計的最新進展，並擬請各委員就頌雅頌雅頌雅頌雅

路東路東路東路東及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的發展計劃提出意見。  

     

2.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1 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於 2014 年 7 月 9 日的環境房

屋及工程委員會（下稱環委會）會議中曾介紹大埔第九區、

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的公屋發展計劃 (大埔區議會文件 EHW 

40 /2014 號 ) ，當中包括公屋發展，以及興建相關社區設施 (位

置見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委員原則上支持大埔第九區的公屋發展計劃原則上支持大埔第九區的公屋發展計劃原則上支持大埔第九區的公屋發展計劃原則上支持大埔第九區的公屋發展計劃， 

但認為大埔第九區、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的發展計劃應再作

修改。就此，房委會聯同多個政府部門於 2014 年 10 月 18

日舉辦了社區參與工作坊，聽取各持份者的意見，在設計上

作出適當的優化。  

 

2.2 於 2015 年 9 月 8 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 <城市規劃

條例 >核准大埔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於 2015 年 9 月 18 日，城

市規劃委員會根據有關條例，刊憲 <大埔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編號 S/TP/26>，確定大埔第九區、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作住

宅發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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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計劃發展計劃發展計劃發展計劃及及及及設施方案設施方案設施方案設施方案    

    

3.1 經優化後的擬建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公屋發展計劃的最新發

展參數現簡述如下: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  

 

總地盤面積  

(包括公屋用地，

預留小學用地，

道路及社會福利

設施用地等 )  

 

約 0.65 公頃  

 

約 1.78 公頃  

 
總地積比率  

 

約 6 倍  

(包括最高為 0.5 倍的非

住用地積比率 )  

約 6 倍  

(包括最高為 0.5 倍的非

住用地積比率 )  

 擬建單位數目  約 650 個  約 950 個  

 預計人口  約 1,500 人  約 2,400 人  

 

樓宇數目  

/高度  

1 座住宅樓宇，不超過

主水平基準上 110米 (不

高於富亨邨的亨耀樓及

亨榮樓 )。  

1 座住宅樓宇，不超過主

水平基準上 140 米。  

住宅樓層 :30 住宅樓層 :39 

 

 
零售設施  

 

約 550 平方米  

 

約 800 平方米  

 康樂設施  

 

綠化休憩設施及兒童遊

樂場等  

綠化休憩設施、乒乓球桌

及兒童遊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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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   

 社會福利  

設施  

 

�  幼兒中心 

�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

合支援服務 

�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  安老院舍 

 

�  綜合職業康服服務中

心 

�  兒童之家 

 教育設施  

- 

�  預留一幅 30 班房小學

校舍用地 

 

 停車設施(供住戶

使用) 

 

�  私家車位約 21 個 

�  輕型貨車位約 1 個 

�  電單車位約 5 個 

 

�  私家車位約 28 個 

�  輕型貨車位約 2 個 

�  電單車位約 7 個 

 

 公共交通 

設施 

 

- 

�  土木工程拓展署會在

頌雅路(東行)旁加設

停車灣 

 

經優化後的擬建大埔第九區、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公屋發展計

劃參數及與 2014 年 7 月 9 日向環委會提交的發展參數比較，請

參閱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3.2 發展計劃的概念設計圖，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3.3 房委會已開始就上述的公屋發展項目進行各項相關的技術評

估。初步結論顯示擬建公屋發展不會對現有的環境、空氣流

通、景觀、基建及道路設施造成不能解決的問題或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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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就 2014 年 7 月 9 日環委會及 2014 年 10 月 18 日社區參與工

作坊所收集到的意見，房委會經詳細研究後，為發展項目的

設計作出了以下的優化 :   

 

頌雅路東  

� 供住戶使用的私家車車位增加到 21 個，達至<香港規劃

標準與準則 >內相關泊車設施標準的上限 ; 

� 頌雅路東的擬建住宅層數由 37 減至 30，而單位數目亦由

740 個減少至約 650 個 ;及  

� 設計佈局盡量遠離富亨邨，而視線上最接近的亨榮樓住宅

單位距離頌雅路東住宅樓宇不少於 130 米，務求對其影響

減至最低。  

 

頌雅路西  

� 頌雅路西的擬建住宅層數由 40 減至 39，務求在減少對鄰

近富亨邨及頌雅苑的影響及在 [地盡其用 ]的宗旨下取得

平衡 ;  及  

� 設計佈局盡量遠離富亨邨及頌雅苑，而視線上最接近的頌

美閣住宅單位距離頌雅路西住宅樓宇不少於 100 米，至於

亨耀樓住宅單位距離頌雅路西住宅樓宇不少於 120 米，務

求對其影響減至最低。  

 
3.5 就公共運輸服務方面，運輸署會適時安排合適的公共運輸服

務，如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服務等，以配合發展項目帶來的

新增乘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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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計發展時間表預計發展時間表預計發展時間表預計發展時間表  

 

4.1 預計各階段的公屋發展時間表將會如下 :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  大埔第九區大埔第九區大埔第九區大埔第九區  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  

預計工程開展日期  

 

約 2017 年  

 

約 2017 年  
約 2019 年  

預計落成日期  約 2023 年  約 2021 年  約 2025 年  

 

5.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5.1 懇請各委員備悉大埔第九區的優化設計，及對頌雅路東和頌

雅路西公屋發展計劃提出意見。  

 

 

房委會  

2016 年 2 月  

 
 

附件  

附件一  大埔第九區、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公屋發展計劃位置圖位置圖位置圖位置圖  

附件二  發展計劃參數比較  

附件三  圖一︰  大埔第九區、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公屋發展項目  

概念規劃圖概念規劃圖概念規劃圖概念規劃圖  

  圖二︰  大埔第九區公屋發展項目剖面圖剖面圖剖面圖剖面圖  

  圖三︰  頌雅路東公屋發展項目剖面圖剖面圖剖面圖剖面圖  

  圖四︰  頌雅路西公屋發展項目剖面圖剖面圖剖面圖剖面圖  

 





大埔第九大埔第九大埔第九大埔第九區區區區、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公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公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公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營房屋發展計劃營房屋發展計劃營房屋發展計劃  Annex 2 附件二  

發展計劃參數比較   
 

 

  

 頁  1 / 2  

 

  
2014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2016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大埔第九區及大埔第九區及大埔第九區及大埔第九區及  

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  

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  大埔第九區大埔第九區大埔第九區大埔第九區  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  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  

 

總地盤面積  

(包括公屋用地，

預留小學用地，

道路及公共交通

總站用地及社會

福 利 設 施 用 地

等 )  

約 7 .77 公頃  約 1 . 78 公頃  不變  不變  

 

總地積比率  

 

約 6 倍  

(包括最高為

0 . 5 倍的非住用

地積比率 )  

約 6 倍  

(包括最高為

0 .5 倍的非住

用地積比率 )  

不變  不變  

 

擬建單位數目  約 5 ,600 個  

(大埔第九區約

4 ,860 個 ;頌雅

路東約 740 個 )  

約 950 個  

 

約 6 ,200 個  約 650 個  

不變   

共約 6 , 850 個  

 

 

預計人口  
約 17 ,000 人  約 2 ,900 人  約 16 , 000 人  約 1 , 500 人  約 2 ,400 人  

共 19 ,900 人  不變  

 

樓宇數目  

/高度  

大埔第九區約 8

至 9 座住宅樓宇

及頌雅路東 1 座

住宅樓宇。所有

樓宇不超過主水

平 基 準 上 140

米。  

1 座 住 宅 樓

宇 、 不 超 過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40 米。  

 
不變  

1 座 住 宅 樓

宇 ， 不 超 過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10 米 (不

高 於 富 亨 邨

的 亨 耀 樓 及

亨榮樓 )。  

 

不變  

住宅樓層 :  

大埔第九區 30 層

頌雅路東 37  層  

住宅樓層 :  

40 層  

住宅樓層 :  

30 至 32  層 
 

住宅樓層 :  

30 層 

住宅樓層 :  

39 層 

 

零售設施  

 

約 5 ,700 平方米  
約 500 平方

米  

約 4 ,500  

平方米  

約 550  

平方米  

約 800 平方米  

共約 5 ,050 平方米  

 康樂設施  

 

綠化休憩設施、

乒乓球桌、羽毛

球場、籃球場及

兒童遊樂場等  

 

綠化休憩設

施、乒乓球

桌及兒童遊

樂場等  

與 2014 年 7 月方案大致相

同，附加有蓋多用途場地暨籃

球場  

 

 

 

不變  



大埔第九大埔第九大埔第九大埔第九區區區區、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公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公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公頌雅路東及頌雅路西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營房屋發展計劃營房屋發展計劃營房屋發展計劃  Annex 2 附件二  

發展計劃參數比較   
 

 

  

 頁  2 / 2  

 

  
2014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2016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大埔第九區及大埔第九區及大埔第九區及大埔第九區及  

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  

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  大埔第九區大埔第九區大埔第九區大埔第九區  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頌雅路東  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頌雅路西  

 社會福利設施  

 

�  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 

�  幼兒中心 

�  特殊幼兒中

心 

�  早期教育及

訓練中心 

�  長者鄰舍中

心 

�  長者日間護

理中心 

�  安老院舍 

 

�  綜合職業

康服服務

中心 

�  兒童之家 

�  長者鄰舍中

心 

 

�  幼兒中心 

�  嚴重肢體

傷殘人士

綜合支援

服務 

�  早期教育

及訓練中

心 

�  長者日間

護理中心 

�  安老院舍 

 

不變 

 教育設施 

 

�  設立兩所幼

稚園 

�  預留一幅 36

班房小學校

舍用地於大

埔第九區 

 

�  預留一幅

30 班房小

學校舍用

地 不變 不變 

 停車設施(供住戶

使用) 

 

�  私家車位約

159 個 

�  輕型貨車位

約 14 個 

�  電單車位約

49 個 

 

�  私家車位

約 25 個 

�  輕型貨車

位約 2 個 

�  電單車位

約 8 個 

�  私家車位約

199 個 

�  輕型貨車位

約 17 個 

�  電單車位約

48 個 

 

�  私家車位

約 21 個 

�  輕型貨車

位約 1 個 

�  電單車位

約 5 個 

 

�  私家車位

約 28 個 

�  輕型貨車

位約 2 個 

�  電單車位

約 7 個 

 

 公共交通設施 

 

於大埔第九區設

置： 

�  巴士總站 

�  專線小巴站 

�  新界及市區 

的士站 

 

�  土木工程

拓展署會

在頌雅路

(東行)旁

加設停車

灣 

不變 不變 

 預計工 程展開日

期 2016 年 2018 年  約 2017 年  約 2017 年  約 2019 年  

 預計落成日期  2020 年至

2022 年  

分階段落成  

(頌雅路東最早

可於 2020 年  

落成 )  

2024 年  約 2023 年  約 2021 年  約 202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