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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步行的社区能够为居民提供一个有助于积极、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模式的环境。在拥有一定人口但密度不会过高的前提下，一个合适步
行的社区，必须具备足够维持该社区生活的基本设施，包括公共交通服务，同时借着土地混合利用及四通八达的街道网络，以确保居民能便
捷地步行到达各个目的地。此外，优良的行人基础设施建设和汽车需求的有效管理所带来的交通流量减少，也可以鼓励居民以步行的方式来
代替交通工具。

（下图）500米范围内设有生活服务设施的人口百分比

促进健康和可持续性的城市规划和交通运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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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可持续城市指标报告
这份报告概述了香港在健康和可持续城市，有关空间和政策的指标的表现。我们的研究
团队涵盖了19个国家一共25个城市，就各城市规划的空间分布，交通运输系统，以及该
城市有关促进健康和可持续性的规划政策和效能作出分析。

这项全球性的研究通过分析及比较各城市可步行性指标的中位数，从而提出针对各地规
划政策的建议。  以下图表分别显示香港在城市设计和运输系统的分布，并从中识别出可
以做出改善的领域，以打造一个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香港: 现有政策

香港: 政策效能

城市规划指标

城市市区政策中以健康为前提而制定的措施 0% 84%

城市交通运输政策中以健康为前提而制定的措施 50% 63%

城市市区/交通运输政策/立法中须作出对健康影响的评估 33% 11%

政府在不同运输方式基础建设中的支出的公开资料 33% 47%

与交通运输规划相关的空气污染政策 50% 89%

与土地规划相关的空气污染政策 67% 84%

(上图) 96.3 %的人口居住在比25个城市可步行性中位数高的社区

香港 ：与可步行相关的政策
现有政策 具体标准或

目标
可衡量的目标 符合健康要

素

住宅密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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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汽车使用而制定的车辆停泊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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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 街道连接性

(上图) 97.7 %的人口符合邻里人口密度的最小阈值 (上图) 91.5 %的人口符合邻里街道交汇处密度的最小阈值

*阈值取自于研究模型中，就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所订立的目标，即通过步行将身体活动不足相对减少15%，所必须具备的环境特征。初步数据显示，
居住在街道交汇处密度高于每平方公里250处，及超密集（每平方公里>15,000人）的社区，则可能减少对身体活动的益处。这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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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便利性
公共交通的频繁和便利程度是健康和可持续运输系统的关键因素。增加位
于住宅和办公室附近的公共交通上落客点，能有效促进公共交通的使用量
，从而鼓励区内居民多步行往返车站，同时有利于居民前往区内就业和使
用服务设施，以达致改善健康、社会包容性，发展经济和减少污染及碳排
放的目标。此外，公共交通服务的频繁程度亦可以鼓励市民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

✓ ✓ ✗ ✓

✓ ✓ ✓ ✓

✓ ✓ ✓ ✓

✗ - - -
公共开放空间便利性

在社区内设有步行可达而又优良的公共开放空间，可以鼓励市民进行休憩
活动和促进心理健康。公共开放空间，例如公园或其他绿色空间，除了能
有效缔造一个欢乐和具有吸引力的环境，亦有助于给城市降温并维持生物
多样性。随着城市密集化和私人空间的减少，提供更多的公共开放空间对
提升人口健康至关重要。而位于住宅400米范围内的公共开放空间，亦有
助于鼓励市民更多地在街上步行。另外，这些开放空间的面积大小同样有
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 ✓ ✓ ✓

香港：公共交通运输政策
现有政策 具体标准或

目标
可衡量的目标 符合健康要

素

交通网络与就业和服务设施连接
性的要求

就业分布要求

公共交通便利性的最低要求

制定公共交通使用量目标

香港：公共开放空间政策
现有政策 具体标准或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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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公共开放空间便利性的最低要求

总结
在全球25个城市中，⾹港就⼈⼝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相关⽅⾯⽽制定的市区和交通运输政策的整体表现平均。现有的政策在具体性、
可衡量性和符合健康要素等⽅⾯则⾼于平均指标。然⽽，⾹港在都市市区或交通运输政策中几乎没有以健康为重点的具体措施，对
⼈⼝健康的影响亦未被纳⼊制定市区和交通规划政策所须要评估的范围内。虽然现有政策已确⽴不同的标准，但当中许多缺乏质素
可衡量的⽬标。尽管如此，和这项全球性研究中的25个城市相⽐，⾹港绝⼤多数社区都⾮常适合步⾏。就为达到世界卫⽣组织所制
定有关增加⾝体活动的⽬标⽽设定的阈值⽽⾔，⾹港近乎100%的⼈⼝都居住在密度达到阈值的社区，⽽92%的⼈⼝居住在街道连接
性亦达到阈值的社区。但我们不能忽视，这当中有部分居⺠居住在密度和街道连接性超过可以促进⾝体活动的⽔平的社区。分析结
果同时显⽰，绝⼤多数居⺠(83.6%)可以⽅便使⽤提供定期服务的公共交通站。此外，虽然近90%的居⺠可以使⽤500⽶范围内的一些
公共开放空间，但实际上只有54%的居⺠居住在⼤型公共开放空间的500⽶范围内。最后，与研究中的其他城市相⽐，⽐例较多的⾹
港居⺠可以在500⽶范围内使⽤所有⽣活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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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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