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社区人文建设

结合人文、⾃然及建筑和谐统一
GRI102-44

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致力于与社区加紧联系，并提供优质的公共建筑与设施

 
我们专注为社区提供安全、共融和绿色的公共空间，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和生活

 
我们将社会考量纳入我们的建筑项目中，创造一个和谐及共融的生活环境

 

香港高度城市化，楼房及人口密集，我们明白市民对优质及畅通易达的公共空间的逼切需求。因此， 

建筑署致力建设共融的公共空间，为市民提供活动场地，以连系社区内具有不同需要的群体，促进社会

互动及凝聚力。

我们锐意促进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双向互动和共生连系，让市民在急速的城市节奏中得以歇息，享受悠闲

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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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友善项目

个案分享
–

海下游客中⼼

一个有如传统村庄，有机地与自然融合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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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海下游客中心

海下游客中心位于西贡郊外，连接海下湾海岸公园，方便游客探索香港拥有丰富

海洋生物的海域。

此项目是全港首个海岸公园游客中心。中心的设计理念源自传统村庄的布局，并著重与大自然融合， 

「因地制宜」而兴建，为游客提供悠闲、舒适的活动空间，并接待经行山径前往海岸公园的游客。

建筑配置以现有的草坪为中心，它既是户外活动的地方，也是促使建筑与自然互动的空间。另外，设计

力求通透明亮，将室外大自然景观引入室内，例如多用途室以玻璃亭形式设计并与草坪连接，视觉上 

连贯室内外空间，促进建筑与自然互融。而周边各式的回廊和庭园紧凑地交织在一起，重新演译传统 

聚落及小镇的气氛。

由于此中心位于郊野公园内，我们通过采用多项可持续发展设施，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的影响，亦向 

游客示范相关建筑科技。设施包括 ：光伏系统及太阳能灯柱，补助中心的用电 ；雨水收集及循环再用 

系统，减少浪费用水 ；生物污水处理系统，自行就地处理制造的污水。

前往海滨前的 

休闲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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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海下游客中心

多用途室连贯室内外 / 建筑与自然之间的休憩空间 保留两楝建筑物之间的草坪，作户外活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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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友善项目

个案分享
–

渡轮码头畔新湾仔海滨长廊

透过玻璃围栏，游人可饱览维港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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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渡轮码头畔新湾仔海滨长廊

贯通湾仔北至石塘咀，维多利亚港最长海滨长廊，自启用后吸引了大量市民到访

休憩。

此项目以联系海滨为主题，采用玻璃围栏以拉近市民与海的距离，令市民饱览一望无际的海滨景色。 

设计团队亦巧妙地在临海位置设置了相框造型的特色凉亭，让市民从不一样的角度欣赏对岸壮丽的九龙

市貌。项目亦广植树木，为市民在炎热和潮湿的夏日提供一丝清凉。

市民可以在这个空间进行多元化的活动，例如慢跑、享受阳光、在凉亭下休息及拍照打卡。此海滨长廊

亦是宠物共享地点，供市民携同宠物入内，在共融环境下使用设施。

市民可不分昼夜在海滨玩乐。湾仔海滨现已成为一个朝气蓬勃极具吸引力的公共空间，不仅提升了社区

生活质量，更为维港沿岸增添了独特的地标。

一个舒适 

公众休憩海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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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渡轮码头畔新湾仔海滨长廊

相框造型的凉亭提供了不一样的欣赏角度，构成一幅幅的昼夜维港美景 相框造型的凉亭提供了不一样的欣赏角度，构成一幅幅的昼夜维港美景

相框造型的凉亭提供了不一样的欣赏角度，构成一幅幅的昼夜维港美景 透过玻璃围栏，游人可饱览维港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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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渡轮码头畔新湾仔海滨长廊

充满活力的照明设计为夜晚增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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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友善项目

个案分享
–

启德海滨公园 （香港儿童医院段）

绵延 340 米的海滨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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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启德海滨公园（香港儿童医院段） 

–
工作小组

启德海滨公园（香港儿童医院段） 位于九龙湾香港儿童医院南面海滨，长约340米， 
面积接近6,700平方米，属于茶果岭延伸至马头角的连贯海滨长廊的一部分。

启德海滨公园（香港儿童医院段）落成后，启德海滨增添了趣味景点，促进了人与环境的互动， 亦成功为

周边区域带来朝气与活力。

海滨公园毗邻维港，市民可在宽阔的草坪上以全新的视角观赏维多利亚港的美景。 为了配合儿童，家庭和

各年龄层访客的需求，这里设有各样康乐设施和园景区供市民使用，包括行人步道、儿童游乐场、长椅

和休憩区，以及长者友善洗手间和育婴间等配套设施等。公园设计以航空为主题，在各游乐设施特别 

融入航空元素来唤起大家对旧启德机场的回忆。

建筑署会继续努力通过不同形式向公众推广及促进可持续的户外生活方式。

维港海滨 

富有特色、朝气 

蓬勃的公共 

休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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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启德海滨公园（香港儿童医院段） 

纸飞机休憩亭是向昔日启德机场的敬礼 儿童游乐设施以「航空」作主题

草坪及树木环绕下的临海遮荫座椅 观景区提供休息长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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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启德海滨公园（香港儿童医院段） 

利用政府飞行服务队的旧螺旋浆而设计的特色装置 附属设施如长者友善洗手间和育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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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友善项目

个案分享
–

大埔龙尾泳滩服务大楼

观景台的顶盖与八仙岭的山脊线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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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大埔龙尾泳滩服务大楼

位于龙尾项目包括建造泳滩服务大楼，旨在为游客提供观景台，将龙尾海滩的 
壮丽景色尽收眼底。

由建筑署设计的服务大楼坐落于龙尾泳滩，成为此处一个崭新的景点，将游客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 

此项目包括建造观景台和更衣设施。户外座椅区的计有遮阳顶盖，让游客可以在柔和的光影下欣赏龙尾

泳滩辽阔的海景。而更衣设施备有更衣室、淋浴设施和洗手间，供游客使用。 

观景台利用铝管营造高低起伏的屋顶，与背后的八仙岭山脊线互相呼应，外墙则由以竹条作为模板的 

纤维水泥板而成。大楼的设计力求开放和通透，例如户外淋浴设施的顶部特别设有一个三角形天窗， 

使用者可以透过天窗欣赏八仙岭优美的山景，彷佛完全沉浸在自然之中。

让建筑物与 

大自然

互相呼应 — 

龙尾泳滩服务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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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大埔龙尾泳滩服务大楼

服务大楼令游客更方便前往海滩 身处观景台之中享受海风和日落

外墙使用以竹条作为模板的玻璃纤维增强水泥板 户外淋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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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大埔龙尾泳滩服务大楼

设计中将建筑通透性纳入考量，令游客更好地享受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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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关爱共融的社会
GRI102-44

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鼓励并组织员工参与各类义工服务

 

建筑署对于支持社区健康发展不遗余力，为此，我们积极鼓励同事参与各类义工服务。我们成立了义工

服务队，并积极参与社区义工活动，如「耆乐安居」家居维修计划以及长者探访活动。

2020 年在新冠病毒肆虐下，为保持社交距离和保护员工安全，我们减少了大量义工活动。尽管如此， 

我们依然参与了 9 项义工活动，投入 219 小时的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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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9 2020

建筑署义工服务总时数 1,044 1,128 219

义工人数 58 46 37

已完成的义工活动数目 21 16 9

活跃义工队队员人数 [1] 14 19 0

因参与义工服务获嘉许的员工人数 [2] 11 15 0

[1] 义工服务时数超过20小时的员工

[2] 义工服务时数超过30小时的义工队员。

社区义⼯活动 

资料摘要

卖旗活动 「耆乐安居」家居维修计划 长者探访（照片拍摄于 2020 年 1 月）

2020年义⼯ 

活动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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