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發展局昨日公佈
更新的《私營骨灰龕資料》，包括新增一個私營
骨灰龕、移除三個私營骨灰龕，同時更新個別骨
灰龕的資料。資料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符合
土地契約內的用途限制與法定城市規劃規定，以
及未有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私營骨灰龕；第二部
分是規劃署或地政總署已獲悉而不屬於第一部分

的其他私營骨灰龕場。
被列入資料的私營骨灰龕，有22個正分別向
地政總署申請土地用途規範化，或向城市規劃委
員會申請規劃許可。資料新增一個位於紅磡華豐
街，名為「香港」的私營骨灰龕場；而有三個骨
灰龕場遭到移除，分別是位於紅磡的長樂（安
善）公司（Candour Company）、名堂以及屯

門龍福山紀念花園，全部均已停止經營，
發展局發言人表示，有意向私營骨灰龕經營者

購買骨灰龕位的市民，應緊記向經營者索取詳盡
的資料，以查核該骨灰龕是否符合所有相關法定
規定、土地契約條款或規劃規定；市民亦應要求
私營骨灰龕經營者說明如何保證消費者權益，例
如涉及的私營骨灰龕日後若倒閉或遭取締，他們
可否獲得退款或賠償，以及有關安排詳情，有需
要時應就自身權益尋求獨立法律意見。下次更新
將於今年12月。

「私龕」增一減三 資料年底更新

嘉里貨倉建龕場 城規會否決
低估交通流量減工業地擾民 多個政府部門對計劃有保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嘉里物

流第二度硬闖城規會，申請將柴灣貨倉改

建成私營骨灰龕場，但最終被城規會否

決。多個政府部門對計劃有保留，認為嘉

里低估龕場建成後帶來的交通流量，項目

亦會減少區內工業土地供應。嘉里物流對

決定表示非常失望，稱會細心研究城規會

決定的理據，再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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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里申建龕場事件簿
時間

2015年
2月

2015年
8月7日

2015年
9月8日

2015年
12月3日

2016年
4月至7月

2016年
9月30日

資料來源：本報綜合報道 製表：岑志剛

事件

嘉里向城規會申請，將柴灣貨倉改建為骨灰
龕場「港島紀念中心」，預計提供12萬個
龕位，遭到當區居民強烈反對

嘉里以補交文件為由，再向城規會申請延期
改建骨灰龕場獲批，被批評是有意拖延審議

嘉里物流表示，考慮市民對「港島紀念中
心」項目的意見，會作較大幅度的修改，決
定撤回有關計劃，並會在短期內重新遞交有
關規劃申請

城規會再次收到嘉里申請，擬建的骨灰龕場
龕位數目則減至8.2萬個。工聯會王國興質
疑嘉里利用城規會只有3周諮詢期的漏洞，
在新一屆區議會未履新、《私營骨灰安置所
條例草案》審議期間提交申請，目的是「逃
避法律監管」和將反對意見「洗版」

嘉里四度遞交補充資料，被質疑是拖延時間

城規會審議嘉里申請，規劃署引述多個政府
部門對申請有保留，最終否決申請

政府各部門意見
運輸署
■對申請有保留；
■項目會使工業用地流失，其交通流量會嚴重影
響附近貨倉和躉船轉運站的運作；

■嘉里的交通影響評估尚未反映繁忙時段情況；
對嘉里的繁忙時段預計訪客數目有保留；

■對嘉里安排的巴士和渡輪服務可行性有保留；
■嘉里未提交數據證明其三重門禁系統如何減少
掃墓人士數目；

東區民政事務專員
■當區局民十分關注擬議靈灰安置所帶來的環保
滋擾，尤其是空氣污染和交通負擔；

■龕位數目減少；

工業貿易署
■對申請有保留；
■目前的工業用地不足應付需求，計劃會導致工
業用地流失；

警務處
■嘉里進行的交通及行人調查低估節日可能的人
流；

■周邊道路系統並非設計作運載大量訪客；
■附近污水處理廠和轉運站每日產生800架次的
重型車輛，有機會導致交通系統未能消化節日
所有車流；

土木工程拓展署
■巴士服務與往來公眾填土躉船轉運站的運送路
線重疊；

資料來源：城規會 製表：岑志剛

嘉里物流聯網申請將柴灣嘉里貨倉改建私營骨灰龕場，計劃提
供最多8.2萬個龕位，但遭到當區居民強烈反彈，擔心龕場

會令春秋二祭交流擠塞情況惡化。城規會在諮詢期間收到近1.3萬
份意見，當中97%反對改劃，理由包括令附近道路交通擁塞、減
少工業用地推高租金、太接近民居造成心理壓力，會造成不良先
例、與海濱地區規劃意向不符等。

嘉里倡由居民組交委會監察
城規會昨日早上審議嘉里申請，嘉里就交通和人流管制問題提
交建議，包括設立由區議員、居民及社區代表組成交通委員會，
監察繁忙日子的交通狀況；在兩個上落客點提供免費巴士服務；
透過預約機制和門禁系統控制訪客數目；以及興建升降機連接附
近行人天橋等。
不過，規劃署在會上引述多個政府部門對嘉里的申請有保留。

運輸署意見指，項目會嚴重影響附近貨倉和躉船轉運站的運作，
但嘉里的交通影響評估未能反映交通繁忙時段情況。運輸署同時
對嘉里評估帶來的人流數字，以及其安排的巴士和渡輪服務可行
性有保留，並預期會有更多掃墓人士乘坐的士或私家車前往。
警務處則認為，嘉里進行的交通及行人調查，低估節日可能的
人流，又說，附近道路系統並非設計作運載大量訪客。
規劃署和工業貿易署亦對申請有所保留，指目前的工業用地不
足應付需求，計劃會導致工業用地流失。而東區民政事務專員表
示，當區局民十分關注擬議靈灰安置所帶來的環保滋擾，尤其是
空氣污染和交通負擔。

嘉里批處理申請程序不公義
嘉里代表則提交過去兩年春秋二祭合共近20小時的當區路口的
錄影片段，證明當區在春秋二祭高峰期交流並非十分擠塞。嘉里
物流顧問陳曼琪更認為，政府沒有充分羅列數據及理據，錯誤否
定嘉里提供的資料，又指，多個政府部門日前與東區區議會開會
聽取意見，變相是繞過正常程序，令嘉里無法及時考慮有關意見
和作出回應，批評政府處理申請程序不公義。

委員要求嘉里對指控作解釋
城規會委員潘永祥則關注，根據嘉里提供估算，春秋二祭高峰
期大樓每小時進出多達8,000多人次，變相每兩秒便需處理一人進
出手續，質疑嘉里如何處理人流。有委員亦擔心計劃要求孝子賢
孫預約，擔心會引起未能預約人士的負面情緒。委員何立基認
為，嘉里對政府的指控十分嚴重，要求作出解釋。
嘉里回應指，政府提交城規會的資料，包括公眾諮詢期外提交

的意見，認為政府應給足夠的法定時間，讓城規會和申請人了解
意見和作出回覆。
城規會討論逾兩個小時後閉門審議，最於決定否決嘉里的申
請。嘉里貨倉下午回應城規會決定時，表示非常失望，將細心研
究城規會理據，再作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嘉里物流申請興建骨
灰龕場，爭議持續一年多。工聯會、民建聯及多個居民
關注組織一直反對改建計劃，並於城規會昨日開會前到
場請願，促請城規會否決有關申請。有區議員對建議最
終被否決申請感到欣慰，認為有聆聽居民聲音。

郭偉強：居民天天提心吊膽
工聯會東區區議員王國興、立法會議員郭偉強等

約十名代表，昨早到城規會所在地北角政府合署示
威，要求城規會「終極」否決申請。郭偉強表示，工
聯會早在去年嘉里初提項目時已反對申請。
他指，過去一年多時間內，項目令東區居民天天

提心吊膽，而嘉里第二次申請建議更對交通毫無幫
助，「如果項目成真必然癱瘓東區交通，並使人流向
鰂魚涌和杏花邨擴散。」
他又指，嘉里貨倉的臨海用地是珍貴的土地資源，不

應隨便改劃讓財團謀利。他表示，現時東區已有逾二十
萬個靈位，在春秋二祭「塞爆」路面。他估計《私營骨
灰安置所條例草案》仍有一段時間才可完成審議，要求
城規會尊重民意，永久擱置處理有關申請。

王國興盼速過私營骨灰龕例
嘉里早前提議預留約一萬個龕位予區內居民七折

優先認購，並會將稅前利潤所得的10%捐給社區和
慈善團體，當中約一半會特別預留作社區設施。王國

興炮轟嘉里的目的是想利誘東區居民作出交換，他對
此表示憤怒和強烈不滿，認為是對居民的侮辱。
王國興昨晚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對城規會的決定

表示歡迎及感到欣慰，感謝相關政府部門尊重民意。
他指，私營骨灰龕條例如不盡快通過，可能有更

多違法龕場利用現時空檔「搞嘢」，而嘉里事件也使
受影響市民疲於奔命，希望下屆立法會可研究修改城
規條例，避免再出現故意拖延，或重複提交申請的將
反對意見「洗版」的問題。

民記團體逾50人到場反申請
此外，民建聯東區支部、藍灣半島業主委員會、杏
花邨業主委員會等團體合共逾五十人，昨日亦有派代
表到場反對嘉里的申請。協助藍灣半島業主委員會的
區議員黃健興表示，該區的貨櫃車、重型車已嚴重擠
塞嘉業街，若再加上這個項目，柴灣區交通將會「玩
完」，肯定會被癱瘓。他在會議有結果後回應稱，對
城規會否決申請感到欣慰，認為有聆聽居民聲音。
不過，亦有團體專程到場支持改劃，全港骨灰龕

關注組約十名成員到場，促請城規會通過嘉里建議，
但甫發言便被現場反對人士喝倒彩，雙方僵持數分鐘
後，在城規會代表接信後和平散去。關注組成員之
一，107動力召集人何民傑表示，未來兩年食環署零
新骨灰龕位，但每年都有市民去世，「孝子賢孫究竟
如何安置先人？」

尊重居民意見 工聯民記欣慰

■嘉里物流
計劃將柴灣
貨倉改建龕
場。
資料圖片

■嘉里柴灣
貨倉附近一
帶 道 路 狹
窄，難以承
受大增的交
通流量。
資料圖片

■藍灣半島業主委員會昨日到場反對嘉里建
龕場。 梁祖彝攝

■■民建聯昨日帶同橫額向城規會請願民建聯昨日帶同橫額向城規會請願，，反反
對嘉里貨倉改建骨灰龕場對嘉里貨倉改建骨灰龕場。。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工聯會王國興及郭偉強昨日趁城規會開會前工聯會王國興及郭偉強昨日趁城規會開會前，，到場反對到場反對
將柴灣嘉里貨倉改成龕場的申請將柴灣嘉里貨倉改成龕場的申請。。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城規會昨
日否決柴灣
嘉里貨倉改
建骨灰龕場
的 改 劃 申
請。圖為市
民在會場外
聽 裁 決 結
果。
梁祖彝攝

■有團體約十人到場支持將嘉里貨倉改建成
骨灰龕場。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