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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香港市民長期處於具壓迫感的「石屎森林」當中，少不免會影響健康，這是因為

以前香港的城市規劃沒有加入綠化元素，以致香港每人平均只有2.9平方米的綠

化面積，遠較鄰近城市為低，好像新加坡為6平方米、東京為7平方米、廣州及

上海更為10平方米，至少比香港多2倍綠化面積，所以很多環保團體和機構都

表示關注，希望能夠改善這個問題。其中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二零零七年的施政報

告中提及要令市民享受優質城市生活，需要有綠化的都市環境。因此，佢提出在

中環實行《綠化總綱圖》，在社區中進行綠化，希望能夠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給

香港市民。



研究問題

研究目的

在研究問題方面，我們希望透過呢個研究得知市區綠化對居民健康的影響，究竟

日時生活環境既植物對健康會否有影響呢？另外如果身邊多了綠化既植物，例如

現在中環一直進行綠化，會不會令到附近居民的健康變佳呢？第三是看看有實行

綠化地區既居民跟沒有實行綠化地區既居民健康會否出現分別。

而我們研究既目的主要有幾個，首先是希望探討《綠化總綱圖》的效用，我們想

知道政府花了納稅人既金錢去進行市區綠化，是否真的會有實質既作用呢？如果

《綠化總綱圖》係無有效用用的話，納稅人的金錢便會白白被浪費了。另外我們

亦想了解下未來應不應該繼續在市區進行綠化和尋找其他令市民更健康的方法。



研究假設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我們進行研究之前有數個假設，嘗試驗證我們的猜測是否正確。首先是市區綠化

對居民健康會有正面影響；中環地區的空氣因政府有進行綠化，所以會較旺角

好，同時我們覺得中環居民的呼吸系統毛病會較少。我地亦假設自從07年實行

左《綠化總綱圖》之後，中環居民的健康幾年會明顯轉好而他們亦都能夠察覺區

內的綠化。

我們今次挑選了旺角作為非綠化區域，中環為綠化區域。而旺角區域包括了洗衣

街、通菜街及彌敦道一帶。另外中環區是包括德輔道中、干諾道中直至中環碼頭

一帶。

我們採用了四種研究方法：首先是文獻探討，我們選了左2份其他學者在這方面

的研究作分析，當然亦有問卷調查及詳細訪問，最後我們亦分別到了旺角及中環

作實地考察。                               

       



社區規劃 Vs綠化 Vs健康

請問大家知道社區規劃跟健康有咩關係嗎？其實良好既社區規劃是指平衡土地

利用，當中經濟活動及綠化並存，不可以過份則重於其中一分面，如果太則重於

經濟活動會對上班族或居民有壞影響，因為他們長期面對四面牆會覺得壓迫感太

大，亦不可以舒解壓力。綠化其實對健康有很大影響，首先綠化就是大量種植樹

木，樹木能夠提供舒適和配合大自然的環境。同時綠色是溫和的顏色，屬暖色系，

長期望著會覺得很舒服，亦對光線的吸收和反射比較適中，更加可以減少強光中

對眼晴有害的紫外線。而樹木進行光合作用的時候亦會吸收二氧化碳而釋出氧

氣，使空氣更清新，那便可以舒緩空氣污染的問題，對眼睛及呼吸系統均有好處，

可見綠化係相當重要的。



文獻探討

研究既第一步就係文獻探討，我地揀左荷蘭流行病學雜誌的其中一項研究，這個

研究的目的是了解綠化面積跟居民健康的關係，他們計算居民3公里範圍內的綠

化面積，再定期詢問居民為自己的健康情況作出評分，再得出結果。這個研究參

與人數有250178人，基數十分大，因此我們認為甚具參考價值，結果發現居住

環境附近愈多綠化，健康愈佳。從圖表我地看到居住環境附近綠化的比例愈高，

認為自己健康差既比例便愈低，那正正直接答到我們今次研究既題目其實綠化跟

健康係有正面關係的，其中在家庭主婦、老人、低收入家庭較明顯，住在市郊的

居民更為顯著。但係呢個研究既不足之處就係個人健康係居民自己的主觀感覺，

不夠客觀。



另一方面，我地選擇了左日本醫藥大學的五年研究，研究既對象為3144名出生

於1903,1908,1913,1918年的市民，佢地分別住在種滿大樹的社區及人口稠密的

市區，研究發現住在綠化社區市民的死亡率較低，證明綠化跟健康有一定影響。

但這個研究非常受其他因素所影響，例如市民本身的身體健康情況或生活習慣，

這兩個因素均會影響結果，亦難以決定市民較長壽必定是因為附近有綠化。但總

括而言，在荷蘭及日本亦發覺到綠化對健康的影響，可見影響不限於某個區域。

接著讓我地睇睇路邊監測站API比較，發覺在2009年第4季，中環錄得703小

時為甚高，比起旺角只錄得485小時為甚高多出很多，即使政府在中環地區進行

綠化，空氣質素仍比旺角差。

輕微 中等 偏高 甚高 嚴重

(0-25) (26-50) (51-100) (101-200) (201-500)

監測站

空氣污染指數時報的分佈(小時)

銅鑼灣 0 65 1752 388 0

中環 0 51 1450 703 0

旺角 0 189 1530 485 0



實地考察

同時我們亦都去左旺角同中環作實地考察。從幾幅旺角街頭的照片中，我們發覺

旺角區相當缺乏綠色植物，而且人多車多，交通非常繁忙，同時廢氣排放量極高，

空氣甚差，行一會兒都有呼吸不順的感覺，特別站在馬路旁時更需以手掩鼻，防

止吸入廢氣。



另外在中環區，我們分別到兩個地方作考察，分別是德輔道中電車路影旁，與及

國際金融中心對開中環碼頭附近。我地發覺兩個地方既綠化有非常大的分別，存

在不平衡的綠化，大部分集中於中環碼頭及國際金融中心一帶，反而人多車多的

德輔道中綠化相當少，兩旁均沒有樹木，交通極繁忙，所以非常需要綠化。由於

中環既路邊監測站位於德輔道中對開，所以亦能夠解釋為什麼中環既空氣污染指

數那麼高，那是因為附近無綠化之餘交通亦非常繁忙，所以必須盡快加強這個位

置的綠化。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方面我地分別透過街頭訪問同信箱派發問卷，在旺角區共收回83份而

在中環區則收回89份。首先我地各訪問受訪者認為此區的環境污染問題嚴不嚴

重，結果有超過9成旺角區既居民都覺得環境污染問題非常嚴重，達至5分；而

中環既受訪者就認為區內污染仍可接受，大部分都給3分。之後我們再問環境污

染問題有沒有對健康造成影響，旺角的受訪者大部分認為會有影響，主要導致咳

嗽、喉嚨痛及鼻敏感；而中環的受訪者只有一半認為會有影響，當中大部分均表

示會導致咳嗽。在綠化措施方面兩個地區均有超過9成市民表示現時的綠化措施

不足夠，希望可以增加公園及休憩地方。而幾乎所有受訪者均希望在居住環境附

近會有多些樹木，即使不是大樹也希望有綠色植物用來點綴一下市區。



另外我地特別就《綠化總綱圖》問左中環居民2條問題，只有四成受訪者有留意

到政府在中環進行綠化計劃，超過一半受訪者表示沒有留意到。我們再問他們的

呼吸系統近年有否明顯改善，超過8成受訪者都表示沒有改善。總括來說，旺角

市民認為該區的污染問題相當嚴重，值得關注而且污染程度是會令人咳嗽、喉嚨

痛和鼻敏感；受訪者均希望社區能有更多綠化措施。而中環市民則認為該區污染

問題僅屬一般，但都會引致咳嗽，而他們大部分均表示未太察覺近年的綠化，健

康亦無大改善。

有 35 (39%) 

沒有 54 (61%) 

                     

你有否留意到近幾年中環附近多了綠色植物？

中環

你個人的呼吸系統(咳嗽/鼻敏感)近年有否明顯改善？

中環

有 12 (14%) 

沒有 77 (86%) 



詳細訪問

除左量性調查之外，我們都訪問左2位分別住在旺角區同中環區既居民。梁先生

已經住左在旺角很久，對旺角非常熟悉，他表示旺角人多車多，空氣污染非常嚴

重，如非必要都不會開窗，有時空氣太差時更要戴上口罩上街，時常都有咳嗽，

久咳不癒既情況都相當常見。另外這區太多舊樓宇，很需要種植大量樹木， 休

憩地方及公園亦見不足，平時想找個地方休息都沒有，大樹更相當缺乏，即使要

拆走部分舊樓亦值得。而王先生住在中環五年，而王太亦在中環上班，對中環都

頗認識。他表示近年社區綠化有明顯轉變，他亦留意得到，但相當集中在碼頭部

分，附近更設有花園；但在畢打街、皇后大道中附近仍未見綠化，特別在星期一

至五空氣十分差，經過亦要掩住口鼻。不過碼頭一帶經綠化後空氣就明顯好了很

多，所以間中亦會到附近散步。未來希望綠化計劃會更全面，但如要犧牲部分建

築物去騰出空間作綠化則不值得；他一家的近年整體健康影響不大，但相信如果

綠化繼續能持續應能改善健康，即使無確實影響都可以使人心曠神怡一點。



總結

總括而言，社區增加綠化的確很大程度上會影響附近居民的健康，有不同既研究

都顯示兩者有正面關係，但是在香港，這個關係似乎不是十分顯著，《綠化總綱

圖》實施兩年多以來成效不大，中環居民並未察覺區內綠化，而同旺角區相比，

居民的健康差別亦都不明顯；反而中環區的空氣污染指數還更加呢！所以要有成

效必須要經過詳細計劃，在社區中平衡地綠化。



建議及其他綠化方法

我們經過一番討論後有以下的建議，首先《綠化總綱圖》依家只集中在碼頭一帶，

必須以更大規模進行，當務之急是在空氣污染嚴重的地方著墨，例如可在馬路兩

旁增加樹木，在未來規劃需加入更多綠化帶。其實綠化亦未必只限於地面，其他

綠化方式包括垂直綠化，採用「岩棉」(姐係高密度纖維棉)代替泥土，這樣的話

外牆表面溫度就能夠減低16℃，同時都可以減低熱島效應。還有天台綠化，而

在中環也相當適合進行電車路軌種植，在電車軌種植小草，政府植樹時亦應揀D

筆直及高身的樹木，以免影響原有城市景觀，亦可以主力在多人流及多人看見的

地方進行綠化，成效會更高。更直接既方法是設立更多公園及休憩地方，供市民

休息。希望市區綠化能持續下去，我地相信長遠必定有正面影響，給市民提供一

個更美好的環境。

垂直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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