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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大變身

九龍城道九龍城道//上鄉道重建項目資料上鄉道重建項目資料
地址

總地盤面積

大廈數目

樓層

樓齡

影響業權

影響戶數

重建後樓面面積

重建後住宅數目

重建後住宅面積

重建後大廈數目

重建後樓層

項目發展成本額

估計項目完成時間

九龍城道66至82號
1,622平方米（約17,500平方呎）

16幢

4至8層

超過50年

共118個（住宅102個、地舖14個、單
幢業權2個）

280戶

住宅10,380平方米、商舖2,000平方米

約180個

35至65平方米（約370至700平方呎）

2幢

26至27層

11億9千2百萬元

2019至2020年

市建局昨日宣布，啟動在九龍
城區內第七個重建項目，地址為九
龍城道／上鄉道六十六至八十二號
，涉及十六幢樓齡超過五十年的唐
樓。收購項目涉及一百一十八個業
權，為市建局新市區重建策略下最
大規模的收購。市建局昨日開始落
區進行凍結人口調查，初步估計約
有二百八十戶家庭會受影響。

項目最快2019年完成
市建局將斥資十二億元進行收

購和重建，其中六億六千二百萬元
會用作收購和安置居民，餘下五億
三千萬元用作支付建築費用和利息
。初步建議在原址重建兩幢樓層二
十六至二十七層的住宅大廈，提供
一百八十個單位，面積介乎三百七
十至七百平方呎，有一半為五百呎
以下的中小型單位。另外，設有約
二萬平方呎的商業樓面面積。整個
項目預料需時六至七年，到二○一
九至二○二○年左右才會完成。

是次收購的樓宇狀況惡劣，日
久失修，既沒有升降機，天台又有
僭建物，居民更飽受行車天橋發出
的噪音影響。市建局執行董事（行
動及項目監督）林志良表示，項目
存在重建迫切性，市建局不會受樓
市價格高低和周期影響改變規劃。
局方一如以往，在項目落成後便立
即出售項目，不會理會當時市價，目
前亦無法預測項目落成時的市價。

市建局會為居民提供補償方案
，自住業主可選擇獲得一筆相對同

區七年樓齡的現金，或 「樓換樓」
安排，即獲現金補償購買啟德發展
區內單位，或將來原址落成的物業
；而租客亦可獲特惠金補償，若符
合上樓資格亦可入住公屋；商舖業
主則可獲原區同類商舖市值，再加
津貼作補償。居民在接受收購通知
時需決定接受何種收購方案。

單位呎價料約7000元
重建地盤鄰近港鐵沙中線馬頭

圍站，測量師彭兆基表示，若市建
局考慮市民負擔能力，多興建實而
不華單位，不會把單位價格推至天
價，他以土瓜灣區同類住宅大廈作
比較，估計重建後單位呎價為六千
至七千元。若以一個五百呎單位為
例，即單位價格約三百五十萬元。
他指，交通便利的確為項目的賣點
之一，但亦需視乎項目落成時的樓
市情況。

不過，十六幢唐樓當中，有兩
幢屬單一業權。據了解，兩幢大廈
遍布劏房，每個單位多作 「一劏三
」。據知，有部分劏房更被闢作
「鳳樓」，由於 「鳳姐」年輕兼經

常換人，不排除背後為同一集團操
縱。該批劏房將有可能成為市建局
收購過程中的障礙。

特首曾蔭權今年十月發表施政
報告時，已曾表達對加快市區重建
及劏房問題的關注。今次市建局大
規模重建土瓜灣的唐樓，當中更包
括 「劏房大廈」，可謂適切地回應
了施政報告及市民的訴求。

市建局再斥12億重建16幢唐樓

土瓜灣重建再踏新階段。市建局
昨日宣布耗資近十二億元，重建土瓜
灣九龍城道／上鄉道十六幢樓齡逾五
十年的唐樓，約二百八十戶家庭受影
響，令市建局在九龍城區的重建項目
增至七個。這個重建項目涉及的收購
，將是政府在今年二月公布新市區重
建策略後迄今最大規模的一次。

本報記者 黃芷慧

【本報訊】九龍城道舊樓與行車天橋
咫尺可及，居民終年 「硬食」噪音大合奏
，加上樓宇狀況 「危危乎」，不少業主與
租客均希望盡早遷離天橋底。不過，有地
舖舖主擔心，舖租貴難以重新開業。

是次收購的九龍城道唐樓，與東九龍
走廊架空天橋距離不足百米，車輛噪音終
日影響旁邊居民生活，加上樓宇日久失修
，內外牆身明顯破損，環境不堪。

九龍城道六十六號A三樓單位，面積
有八百多呎，分別租住兩戶人。住在天橋
旁的陳雙桂，今年八十二歲，已租住單位
十多年，以一千四百元租住一百呎單位。
窗外不足四十米便是車來車往的東九龍走
廊架空橋，記者昨日造訪陳伯時，頻繁的
車聲令記者每次對話都需要 「大大聲」。

陳伯表示，多年來已習慣車輛行駛的
噪音，早上交通繁忙時間最為困擾，晚上
更有不少電單車隊經過，十分嘈吵。不過
，由於陳伯沒有家室，年事已高，雖感困
擾亦因 「租平」繼續居住。他又指，夏天
時單位日照西斜、空氣質素一般，往往都
要等黃昏才會回家。 「如果有公屋，去邊
區都可以，最好就係家維邨。」

同屋另一邊的李太，一家五口同租住
四至五年，約二千元租金，但單位毫無裝
修，殘破不堪，廚房和浴室簡陋。李太表
示， 「呢度成日都有好多大大隻嘅老鼠、
又有好大舊石屎跌落嚟，我個孫都無心機

讀書。」李太又稱已申請公屋五年，仍未
獲派公屋，她只希望一家人盡快搬離現址
，到公屋開始新生活。

不過，有地舖店主卻對收購計劃不感
興趣。售賣家庭用品的洪先生，開業二十
七年，目前每月支付二萬元租金，店舖面
積為一千一百呎。他擔心重建後不能以目
前租金，找回一個相若的單位， 「同區相
約大小舖頭，而家要三萬蚊，而且去新地
方又要適應，唔係一時之間可以跟進返咁
多熟客。」他指目前未知具體賠償如何，
只希望賠償足夠支付市值租金。

樓宇狀況差噪音勁
住戶多盼早日遷離

九龍城區已開展的重建項目九龍城區已開展的重建項目
項目

必嘉圍

浙江街／下鄉道

北帝街／木廠街

新山道／炮仗街

馬頭圍道／春田街

北帝街／新山道

九龍城道／上鄉道

受影響樓宇
（座）

2

5

5

7

17

12

16

開展日期

2003年7月

2008年2月

2008年2月

2009年5月

2010年2月

2011年3月

2011年11月

預計竣工日期

2011年底

2015至2016年

2015至2016年

2016至2017年

2018至2019年

2018至2019年

2019至2020年

【本報訊】一街之隔，兩種心聲。九龍城道的
東九龍走廊天橋，兩旁均為老齡唐樓。是次重建的
是雙號六十六至八十二號的樓宇，另一旁單號的唐
樓則不在收購重建範圍。在 「雙號」 住戶快 「脫苦
海」 的同時，單號住戶卻深感不公平。

將進行收購重建的雙號樓宇，其中六十六號五
樓單位的李燦一家，得知重建後感到非常高興，李
太更即向鄰居通傳消息。李氏一家在一九九四年以
四十萬元購入單位， 「九七年之前，每日都有好多
貨車去機場，次次都好似地震咁，好鬼嘈。」 李燦
表示，樓宇結構未如理想，經常跌石屎， 「佢賠幾
多都好，總之我以後都唔要再住 『天橋底』 。」

一街之隔，卻有人未能如願以償。七十歲的吳
太，居住在對面的新裕大廈，卻未在重建範圍，
「對面就重建，呢邊就乜都無，好唔公平。」 她指
其居住大廈，雖只得四十多年樓齡 「未夠秤」 ，但
她希望政府早日收購重建， 「呢邊都有跌石屎，手
掌咁大。」

據了解，市建局曾在該區測試噪音，由東九龍
走廊天橋開首計起，噪音高達七十至八十分貝，屬
於高水平。市建局表示，重建樓宇會加入隔音設計
，如改變坐向位置，開窗位置盡量不對天橋，以及
設置隔音設置。

未如願納重建之列
鄰廈居民大嘆不公

▲

市建局動用近十二億元，收
購並重建九龍城道六十六至八
十二號共十六幢樓齡超過五十
年的唐樓。圖中紅色虛線所示
為部分須重建的唐樓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市建局執行董事（行動及項目監督）林志良（左）及市建局總監（收購
及遷置）李敬志（右）在記者會上介紹重建項目詳情

本報記者黃芷慧攝

▲

李太對居住環
境感到不滿，希
望盡快搬離現址
，獲配公屋

本報記者
黃芷慧攝

▲

納入重建範圍的唐樓多日久失修，其中一個單位
的浴室顯得相當殘舊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陳伯單位與東
九龍走廊架空橋
距離不足四十米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 陳伯慨嘆每日飽受天橋車輛經過發
出的噪音影響 本報記者黃芷慧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