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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步行的社區能夠為居民提供一個有助於積極，健康和可持續的生活模式的環境。在擁有一定人口但其密度不會過高的前提下，一個適合
步行的社區，必須具備足夠維持該區生活的基本設施，包括公共交通服務，同時藉著土地混合利用及四通八達的街道網絡，以確保居民能便
捷地步行到達各目的地。此外，優良的行人基礎建設和通過有效管理汽車的需求來減少交通流量，也可以鼓勵居民以步行的方式來替代使用
交通工具。

（下圖）500米範圍內設有生活服務設施的人口百分比

促進健康和可持續性的城市規劃和交通政策

針對具體、可衡量的政策，及作為健康城市所具備的條
件的效能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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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可持續城市指標報告
這份報告概述了香港在健康和可持續城市，有關空間和政策的指標的表現。我們的研究
團隊涵蓋了19個國家一共25個城市，就各城市規劃的空間分佈，運輸系統，以及該城
市有關促進健康和可持續性的規劃政策和效能作出分析。

這項全球性的研究通過分析和比較各城市可步行性指標的中位數，從而提出針對各地規
劃政策的建議。以下各圖表分別顯示香港在城市設計和運輸系統的分佈，並從中識別出
可以作出改善的領域，以締造一個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香港: 現有政策

香港: 政策效能

城市規劃指標

都市市區政策中以健康為前提而制定的措施 0% 84%

都市運輸政策中以健康為前提而制定的措施 50% 63%

市區/運輸政策/立法中須作出對健康影響的評估 33% 11%

政府在不同運輸模式的基礎建設的支出的公開資料 33% 47%

與交通運輸規劃相關的空氣污染政策 50% 89%

與土地規劃相關的空氣污染政策 67% 84%

(上圖) 96.3 %的人口居住在比25個城市可步行性中位數高的社區

香港 ：與可步行性相關的政策
現有政策 具體標準或

目標
可衡量的目標 符合健康要

素

住宅密度要求

街道連接性要求

為減少汽車使用而制定的車輛停泊
限制

行人基礎建設

自行車基礎建設

訂立參與步行的目標

訂立自行車使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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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 街道連接性

(上圖) 97.7 %的人口符合鄰里人口密度的最小閾值 (上圖) 91.5 %的人口符合鄰里街道交匯處密度的最小閾值

*閾值取自於研究模型中，就達到世界衛生組織《身體活動全球行動計劃》所訂立的目標，即通過步行將身體活動不足相對減少15%，所必須具備的環境特徵。初步數據顯示，
居住在街道交匯處密度高於每平方公里250處，及超密集（每平方公里>15,000人）的社區，則可能減少對身體活動的益處。這將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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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便利性
公共交通的頻繁和便利程度是健康和可持續運輸系統的關鍵因素。增加位
於住宅和辦公室附近的公共交通上落客點，能有效促進公共交通的使用量
，從而鼓勵區內居民多步行往返車站，同時有利於居民前往區內就業和使
用服務設施，以達致改善健康、社會包容性，發展經濟和減少污染及碳排
放的目標。此外，公共交通服務的頻繁程度亦可以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

✓ ✓ ✗ ✓

✓ ✓ ✓ ✓

✓ ✓ ✓ ✓

✗ - - -
公共開放空間便利性

在社區內設有步行可達而又優良的公共開放空間，可以鼓勵市民進行休憩
活動和促進心理健康。公共開放空間，例如公園或其他綠色空間，除了能
有效締造一個歡樂和具有吸引力的環境，亦有助於給城市降溫並維持生物
多樣性。隨著城市密集化和私人空間的減少，提供更多的公共開放空間對
提升人口健康至關重要。而位於住宅400米範圍內的公共開放空間，亦有
助鼓勵市民更多在街上步行。另外，這些開放空間的面積大小同樣有著不
可忽視的重要性。

✓ ✓ ✓ ✓

香港：公共交通運輸政策
現有政策 具體標準或

目標
可衡量的目標 符合健康要

素

交通網絡與就業和服務設施連接
性的要求

就業分佈要求

公共交通便利性的最低要求

訂立公共交通使用量目標

香港：公共開放空間政策
現有政策 具體標準或

目標
可衡量的目標 符合健康要

素

公共開放空間便利性的最低要求

總結
在全球25個城市中，⾹港就⼈⼝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相關⽅⾯⽽制定的市區和運輸政策的整體表現平均。現有的政策在具體性、可衡
量性和符合健康要素等⽅⾯則⾼於平均指標。然⽽，⾹港在都市市區或運輸政策中幾乎沒有以健康為重點的具體措施，對⼈⼝健康
的影響亦未被納⼊制定市區和交通規劃政策所須要評估的範圍內。雖然現有政策已確⽴不同的標準，但當中許多缺乏素質可衡量的
⽬標。儘管如此，和這項全球性研究中的25個城市相⽐，⾹港絕⼤多數社區都⾮常適合步⾏。就為達到世界衛⽣組織所訂⽴有關增
加⾝體活動的⽬標⽽設定的閾值⽽⾔，⾹港近乎100%的⼈⼝都居住在密度達到閾值的社區，⽽92%的⼈⼝居住在街道連接性亦達到
閾值的社區。但我們不能忽視，這當中有部分居⺠居住在密度和街道連接性超過可以促進⾝體活動的⽔平的社區。分析結果同時顯
⽰，絕⼤多數居⺠(83.6%)可以⽅便使⽤提供定期服務的公共交通站。此外，雖然近90%的居⺠可以使⽤500⽶範圍內的一些公共開放
空間，但實際上只有54%的居⺠居住在⼤型公共開放空間的500⽶範圍內。最後，與研究中的其他城市相⽐，⽐例較多的⾹港居⺠可
以在500⽶範圍內使⽤所有⽣活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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