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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觀塘以往是香港傳統工業的重要基地。隨著時代發展，九龍東正轉型為一個富

吸引力的核心商業區，商業大廈、購物中心及酒店已相繼進駐。連同毗鄰的九

龍灣商貿區及啟德發展區，觀塘商貿區將成為九龍東未來的經濟、商業、旅遊

及休閒重地。 

 

1.2. 觀塘商貿區道路網絡是根據當年發展工業區的標準而興建，如相對較窄的行人

路及街道兩旁設有上落貨區等。在行人及交通流量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這些設

施已不能滿足及配合轉型中的觀塘商貿區，亦對未來區內的發展造成限制。觀

塘商貿區面對的主要問題包括： 

 

行人環境： 

• 行人路狹窄擠迫 

• 人車爭路情況普遍 

• 後巷未被充分利用 

• 對休憩空間及綠化的需求 

交通情況： 

• 區內交通擠塞 

• 行車路旁活動頻繁 

• 違例泊車問題 

• 交通網絡未能配合轉型需要 

 

1.3. 我們明白公眾對改善觀塘商貿區的行人環境及交通情況有殷切希望，為此，發

展局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展開「觀塘商貿區的行人環境改善可行性研究」（下稱

「本研究」）。本研究的目的為檢視及評估觀塘商貿區的行人及交通環境，探

討可行的改善方案及建議，以改善觀塘商貿區的行人連繫和交通網絡，加強港

鐵觀塘及牛頭角站與觀塘商貿區以及海濱的連繫。整體願景為： 

 

『營造一個可寫意蹓躂和舒適的行人環境及暢達的交通網絡，方便市民由

港鐵觀塘及牛頭角站進出觀塘商貿區，並到達海濱。』 

 

1.4. 我們積極尋求機遇改善行人設施、推動綠化、美化景觀和街景、增設地面行人

過路設施、行人天橋和隧道等設施以加強連接不同地點，達至改善觀塘商貿區

內行人環境的目標。我們亦探討現時觀塘商貿區的交通問題，從而制定適當的

改善方案。 

 

 

2. 指導原則及重點策略 

 

2.1. 『編織』概念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提出以「編織」的概念改善九龍東的行人網絡，本研究以此

概念進一步應用在觀塘商貿區。觀塘道至觀塘海濱花園之間的主要街道是區內

的行人骨幹，而區內林立的新舊建築物和大大小小的地塊亦造成細緻的城市肌

理。加上區內的後巷遍佈於工商業大廈之間，他們在不同層次的空間上緊扣相

連，形成豐富和靈活的結構。此外，在制定整體行人及交通環境改善框架時，

觀塘商貿區的行人環境應與起動九龍東辦事處發布的概念總綱計劃互相呼應，

符合整個九龍東的未來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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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點策略 

為達成研究目標，本研究提出以下多項策略： 

 

a) 優化行人設施 

• 改善行人設施 

• 建設綜合行人網絡 

• 加設無障礙設施 

• 把握市區轉型機遇，改善行人環境 

• 加強行人指示標誌設施 

• 方便市民前往海濱 

 

b) 理順區內交通 

• 提高交通暢達度 

• 優化路口布局 

• 管理路旁活動 

• 更改交通流向 

• 檢討及回應泊車需求 

 

c) 改善公共運輸設施 

• 提升巴士站設施 

• 優化公共運輸交匯處布局和乘客候車環境 

 

d) 締造優質綠化空間和街景 

• 加強綠化空間 

• 美化行人設施 

 

e) 提升後巷吸引力 

• 把後巷融入行人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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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人及交通預測及評估 

 

3.1. 本研究進行了行人及交通調查，評估現時觀塘商貿區內行人環境及交通情況。 

 

3.2. 本研究亦進行了於 2021年及 2031年之容量分析，評估觀塘商貿區在持續轉型

中，對區內的道路網絡及主要行人連接系統，於中長期可能帶來的潛在影響。

本研究採用規劃署的全港人口及就業資料矩陣(Territorial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Data Matrices (TPEDM))為基準，作為交通預測。 

 

3.3. 根據評估行人流量的結果，開源道近成業街和興業街一段、巧明街近駿業里一

段及巧明里行人隧道現時的行人道已超出負荷。隨著行人量增加，預計在中期

及長期超出負荷的範圍將會逐漸擴大。巧明街近鴻圖道一段、及駿業街近鴻圖

道一段將變得擠逼，令步行環境進一步惡化。 

 

3.4. 根據交通預測及評估，以下主要路口(a) 和(b)已經達到飽和情況。隨着交通

流量增加，預計主要路口(c) 至(e)將會於 2021年達到飽和情況，而主要路口

(f) 將會於 2031年達到飽和情況： 

a. 偉業街 / 開源道 

b. 巧明街 / 駿業街 

c. 觀塘道 / 開源道  

d. 偉發道 / 偉業街  

e. 常怡道 / 宏照道  

f. 海濱道 / 祥業街 

 

 

4. 整體行人及交通環境改善框架 

 

4.1. 根據本研究的願景及公眾參與活動中收集到的主要意見，我們進一步確立了觀

塘商貿區的整體行人及交通環境改善框架，以三個互相交織的層次，包括六條

主要南北走廊、四條主要東西走廊及後巷網絡為基礎，制定了多項短期、中期

和長期的改善方案，詳見圖 1。 

 

 

5. 短期改善方案 

 

行人及交通改善方案 

5.1. 我們建議採取易於實行而快見成效的短期改善方案，儘快改善區內的行人環境

及交通情況。路政署已完成部分短期改善方案，我們將會推展進一步改善方案，

以紓緩交通擠塞及改善行人環境。短期改善方案位置詳見圖 2。 

 

5.2. 截至 2017年 10月，已完成的短期改善方案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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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位置 改善建議 

P3 偉業街和順業街路口 擴闊行人過路設施 

P9 巧明街近海濱道 擴闊行人路 

P11 鴻圖道和駿業街路口 加設行人過路燈 

P14 興業街近開源道 擴闊行人路 

P17 興業街近敬業街 擴闊行人路 

P19 觀塘碼頭公共運輸交匯處 加設行人過路設施 

T2 大業街 提供上落客貨灣位 

T3 勵業街和海濱道路口 改善路口布局 

T4 巧明街近鴻圖道 更改不准停車限制時段 

T5 巧明街近海濱道 提供上落客貨灣位 

T7 基業街近偉業街 提供上落客貨灣位 

T8 駿業街近偉業街 提供上落客貨灣位 

T10 興業街近敬業街 提供上落客貨灣位 

T11 鴻圖道近創業街 提供上落客貨灣位 

T12 巧明街近駿業街 更改不准停車限制時段 

T13 成業街近開源道 更改不准停車限制時段 

T14 觀塘碼頭公共運輸交匯處 提供上落客貨灣位 

 

5.3. 我們與相關部門制訂了實施時間表，以儘早落實其餘短期改善方案，若地方諮

詢過程順利，預計約於 2018年大致竣工。詳情如下表所示： 

代號 位置 改善建議 預計竣工年份  

P1 大業街 擴闊行人路和 

加設行人過路設施 

2018 

P2 大業里 加設行人過路設施 2018 

P4 順業街和海濱道路口 加設行人過路設施 2017 

P5 勵業街 移除中央分道帶的欄杆 2017 

P6 巧明街和創業街路口 擴闊行人過路設施 2018 

P7 巧明街  

(鴻圖道及偉業街之間) 

擴闊行人路 2018 

P8 巧明街和偉業街路口 改善行人過路設施 2018 

P10 巧明街  

(駿業街及開源道之間) 

擴闊行人路 2018 

P12 開源道  

(觀塘道及偉業街之間) 

擴闊行人路 2017/18 

P13 開源道和成業街路口 擴闊行人過路設施 2018 

P15 鴻圖道近開源道 擴闊行人過路設施 2018 

P16 敬業街和成業街路口 擴闊行人過路設施 2018 

P18 大業街近大業里 加設行人過路設施 2018 

P20 海濱道 擴闊行人路 2018 

T1 大業街 提供上落客貨灣位 2018 

T6 巧明街 

(偉業街及海濱道之間) 

更改行車流向 2018 

T9 駿業街和巧明街路口 改善路口布局和 

擴闊駿業街行車路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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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位置 改善建議 預計竣工年份  

T15 觀塘道 * 提升巴士站設施，包括

實時到站顯示，分區巴

士路線牌，巴士資訊屏 

正陸續落實 

T16 近福塘道巴士站+ 改善巴士站布局 檢視中 
* 由巴士營運商分階段執行。 

+ 需進一步檢視，以配合福塘道一帶的未來發展 

 

5.4.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亦正通過「我的九龍東」手機應用程式，發放空置車位的實

時資訊，以協助駕駛人士迅速找到空置車位，減少路上不必要的交通流量。 

 

後巷計劃@九龍東 

5.5. 現時區內多條主要行人路例如開源道行人路經常十分擠擁。善用適合後巷成為

行人網絡之一，可紓緩附近行人路於繁忙時段的人流需要。我們選取了部分後

巷作為試點，落實短期改善項目，並與有關部門、學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合作，

期望吸引更多行人使用後巷。建議改善工程包括： 

 

a) 以標示及圖案翻新路面鋪設地面

圖案。 

b) 於人車共用的後巷設置路牌管理車輛

出入，理順後巷車流。 

 
 

 
 

 

 

 

c) 於後巷之間提供行人過路設施， 

優化後巷的連接。 

d) 加入公共藝術元素，以加強後巷特

色，吸引更多行人使用後巷。 

 
 

 

e) 改善後巷的可步行性、連接性和步行環境以增加吸引力，例如加設指示標

誌和研究加設照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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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後巷計劃@九龍東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已於 2015年完成，而第二階段亦

已於 2017年竣工，後巷位置詳見圖 2。 

 

 

6. 中期改善建議 

 

6.1. 經詳細考慮公眾意見、技術評估、地理環境限制、現有及未來的發展等因素後，

我們制訂了一系列的改善建議，務求編織一個緊密的行人網絡，連接區內及周

邊地區，同時亦滿足交通需要。我們提出了六條主要南北走廊和四條主要東西

走廊的改善建議，並會與相關部門詳細研究及推展這些建議。詳情如下表所示： 

 

主要南北走廊 

 

6.2. 順業線 

6.2.1. 順業線為觀塘道和牛頭角附近住宅區來往未來九龍灣行動區及海濱的最短路線，

隨著更多商廈進駐海濱一帶，預計人流將不斷增加。 

 

6.2.2. 我們建議美化順業里和附近行人隧道，並拆除行人隧道北面出口的坡道，擴展

和美化觀塘道休憩處。以上建議將配合一糸列短期改善方案，包括加設行人過

路設施、上落客貨灣位等，務求締造一個舒適的步行環境，詳見圖 3。 

 

6.3. 勵業線 

6.3.1. 勵業線北面連接港鐵牛頭角站，沿路兩旁近年有不少新建商廈進駐，屬區內連

接鐵路交通至海濱的主要通道之一。 

 

6.3.2. 為讓行人更方便前往海濱，我們擬定初步走線為延伸現有港鐵牛頭角站行人隧

道至欣業街與觀塘道交界的新建商廈，及興建一條通往海濱道公園橫跨偉業街

的行人隧道。我們亦建議美化港鐵牛頭角站行人隧道和提供無障礙設施，美化

毗鄰港鐵牛頭角站的公共運輸交匯處和簡化偉業街/ 勵業街路口的行人過路走

線，並於路口旁增設綠化空間。詳見圖 4。 

 

6.4. 巧明線 

6.4.1. 巧明線北面連接港鐵牛頭角站公共運輸交匯處。沿巧明線工商廈林立，行人路

於繁忙時段非常擠迫，亦不時有車輛停車等候上落客貨，影響行人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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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我們建議美化觀塘道休憩花園、巧明里和附近行人隧道，並改善近休憩花園的

行人隧道出入口布局，配合人流方向。以上建議將配合各短期行人及交通改善

方案，如擴闊行人路和過路設施，更改不准停車限制時段等，逐步地改善沿線

的行人環境及交通情況。此外，我們建議更改巧明街（偉業街至海濱道之間）

的交通流向，分流勵業街和駿業街往偉業街的車流，詳見圖 5。 

 

6.5. 駿業線 

6.5.1. 駿業線北面連接觀塘市中心，途經各工商大廈到達觀塘海濱花園。隨著沿線大

廈的轉型，預計沿線人流將進一步增加。 

 

6.5.2. 我們建議美化駿業里和附近行人天橋。為加強行人連繫及安全，我們建議了鴻

圖道/駿業街加設行人過路燈和擴闊巧明街（駿業街至開源道之間）行人路的

改善方案，並會進一步研究延伸現有行人天橋至區內的可能性。我們亦建議增

加駿業街左轉巧明街的行車線以改善路口交通容量，詳見圖 6。 

 

6.6. 開源線 

6.6.1. 開源線北面連接港鐵觀塘站，南面連接未來觀塘行動區。沿線工商業活動發展

繁盛，成為區內人流最高的走廊。 

 

6.6.2. 我們建議先分階段擴闊開源道行人路和過路設施，提供易行的行人環境。為改

善未來觀塘行動區附近的行人連接及交通循環，我們提議興建行人天橋橫跨偉

業街及優化偉業街/開源道路口布局設計，提升路口的交通容量。擬議行人天

橋及路口布局改善建議正於「觀塘行動區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作進一步研

究，其概念見圖 7。 

 

6.7. 敬業線 

6.7.1. 敬業線毗鄰計劃中的翠屏河及翠屏河花園，現為連接觀塘碼頭及觀塘游泳池一

帶的其中一條主要通道，預計人流將進一步增加。 

 

6.7.2. 我們將營造敬業線為宜人和連貫的綠色都市空間，連接各南北活動節點。我們

建議美化敬業里北端的行人天橋，並繼續探討延伸現有行人天橋至港鐵觀塘站

和鄰近商業用地的可行性。我們將擴闊敬業街/成業街路口行人過路設施，及

綠化敬業里，務求創造休閒舒適的河畔步行環境。我們亦會顧及車輛通行需要，

優化沿翠屏河包括成業街/偉發道及偉業街/偉發道一帶各主要路口的布局設計，

詳見圖 8。 

 

主要東西走廊 

 

6.8. 成業線、鴻圖線、偉業線和海濱線 

6.8.1. 我們希望透過主要東西走廊的短中期改善建議，進一步理順區內的行人及交通

環境，配合觀塘商貿區日後的發展，詳見圖 9。主要建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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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探討利用資訊科技理順上落貨活動 

- 現時各主要東西走廊路旁上落貨活動頻繁，我們建議在部分地方限定

上落客貨時間，以更有效管理上落貨活動。我們亦建議研究利用資訊

科技理順上落貨活動，例如在觀塘商貿區兩個地點推出概念驗證測試，

利用影像分析技術監測路旁上落客貨區的使用情況，讓道路更能有效

使用。詳情將於「發展九龍東為智慧城市區—可行性研究」作進一步

研究。 

 

(ii) 透過重建改善路旁停泊及街景綠化 

- 隨著區內轉型，預計路旁上落貨活動的需求會逐漸下降。我們建議改

善路旁停泊及上落客貨灣位的安排，並透過重建實施建築物後移，以

釋放空間來擴闊行人路和進行綠化，從而提升行人暢達度。 

 

(iii) 藉翠屏河工程計劃延伸中央分道帶的綠化設施 

- 偉業街近海濱道公園路段中央分道帶設有綠化，我們建議進一步延伸

綠化至偉業街其他部分，以完善這東西走廊的連貫性。 

 

(iv) 加強未來九龍灣與觀塘行動區的連接 

- 海濱線為連接未來九龍灣與觀塘行動區的主要行人走廊。我們建議可

進一步延伸現有綠色走廊並配合周邊的綠化空間例如海濱道公園和

「反轉天橋底行動」場地，務求提供連貫的綠化行人走廊，連接兩個

行動區。 

 

6.9. 在公共運輸方面，我們提出了多項改善巴士服務的建議，包括建議 3條以往行

經繁忙的觀塘道／開源道迴旋處的專營巴士路線，改經觀塘道的行車隧道以減

少地面交通，建議合併部分觀塘道巴士站及研究在太子道東設置巴士轉乘設施，

運輸署和相關機構將進一步研究和推展建議。待沙田至中環線竣工後，九龍東

的暢達度和交通連繫將大為改善。 

 

 

7. 長期改善建議 

 

7.1. 政府現正積極推展多個主要的運輸基建項目，包括六號幹線(正在施工的將軍

澳─藍田隧道、尚待立法會批准撥款的中九龍幹線，以及 T2主幹路)，以減輕

主要道路的交通負荷，以及滿足九龍東的交通需要。視乎九龍東環保連接系統

詳細可行性研究的結果，該環保連接系統將成為新增的交通模式，處理區內正

在增加的出行需求，提升九龍東的交通連繫，詳見圖 10。圖中顯示的環保連

接系統的初步建議走線現正於詳細可行性研究進行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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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理順區內交通 

 

8.1. 如第 3章所述，現時區內一些交通路口於繁忙時段出現擠塞情況，隨著更多商

廈落成，預料交通會進一步增加。我們已於第 5至 7段闡述短期、中期及長期

改善建議，優化區內各主要路口。 

 

8.2. 綜合本研究、區內其他規劃研究和發展項目的交通措施，各主要飽和路口 1的

改善建議如下表所述： 

 

代號 位置 改善建議 

a 
偉業街和開源道

路口迴旋處 

優化路口布局設計，探討將交通分流到周邊路口，擬議

路口布局改善建議在「觀塘行動區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

究」作進一步研究 

(參考第 6章開源線) 

b 
巧明街和駿業街

路口 

擴闊駿業街行車路和優化路口布局設計 

(參考第 6章駿業線) 

c 
觀塘道和開源道

路口迴旋處 

把握觀塘市中心重建發展機遇，提升路口容量，擬議改

善方案將由市區重建局進一步推展 

d 
偉發道和偉業街

路口 

優化路口布局設計 

(參考第 6章敬業線) 

e 
常怡道和宏照道

路口 

優化路口布局設計，提升路口容量。擬議路口布局改善

建議在「九龍灣行動區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作進一

步研究 

f 
海濱道和祥業街

路口 

優化路口布局設計，提升路口容量。擬議路口布局改善

建議在「九龍灣行動區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作進一

步研究 

 

8.3. 實施以上交通改善建議和落實六號幹線後，我們預計區內道路網絡將可於正常

水平下運作，足以應付未來轉型而產生的交通量。 

 

8.4. 除頻繁的路旁上落客貨活動，違例泊車亦是其中一個造成區內交通擠塞的因素。

儘管違例泊車情況嚴重，本研究發現觀塘及九龍灣商貿區的建築物內仍有大量

空置時租泊車位。 

 

8.5. 為遏止違例泊車和充分使用建築物內的泊車位，我們將推出兩個概念驗證測試，

利用影像分析技術監察路旁上落客貨區的使用情況和違例泊車。詳情正在「發

展九龍東為智慧城市區 - 可行性研究」探討。 

 

 

 

                                                           
1 待詳細設計落實後，部分路口工程可能會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指定工桯項目」，或對豁免

「指定工桯項目」作實質改變，因而需要「環境許可證」方可進行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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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泊車及上落貨位供應 

 

9.1. 我們建議靈活運用在九龍東建築物內的上落貨位，以滿足貨車及旅遊巴夜間停

泊的需求，上落貨位日間供上落貨使用而夜間則供貨車及旅遊巴停泊。視乎運

輸署的意見，部分上落貨位仍會預留作上落貨使用，以配合個別營運需要。 

  

9.2. 本研究的泊車調查顯示「辦公室」用途的泊車需求，以及「辦公室」總樓面面

積多於 25,000平方米 和「零售」用途的上落貨需求明顯低於「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的要求。因此，我們建議九龍東的上述土地用途採用較低的泊車和上

落貨位供應。 

 

9.3. 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闡述

了有關「泊車位政策」的文件。文件提及因應汽車持續的增長，泊車位的短缺

情況愈見嚴重。運輸署在建議發展項目所需提供的泊車位數目時，將彈性地採

用在泊車位標準範圍內較高的標準。 

 

9.4. 考慮到本研究的結果和最新的泊車位政策，我們建議應按建築物個別情況決定

其泊車位供應。建築物的土地用途與運輸的相互影響，和其他相關因素包括規

劃意向、地盤限制和界面問題、現有及未來的運輸基建供應、有否降低泊車位

供應的替代措施(如共用夜間泊車位及實時空置車位數據)等，亦應納入考慮之

內。  

 

 

10. 建築物界線後移以擴闊行人路的建議 

 

10.1. 實施各項行人環境改善建議後，將提升區內的行人設施的服務水平至可接受水

平，並可配合觀塘商貿區的持續發展。 

 

10.2. 現有觀塘(西部)發展大綱圖已規定大部分建築物界線實施後移，後移界線寬度

介乎 1.2米至 7.2米不等。隨著區內轉型及重建，沿行人路騰出的空間可提供

綠化及街道設施，改善景觀及提供可寫意蹓躂的行人環境。 

 

10.3. 實現這些建議需取決於個別私人地段重建的意願，我們將繼續推動改善區內行

人環境。 

 

 

11. 建議的分層行人連接 

 

11.1. 為加強區內連繫和暢達度，政府於 2016 年推出「促進私營機構提供行人連接」

政策。若私人業主根據已規劃的行人網絡提出自資興建行人天橋或隧道等建議，

政府會豁免相關修訂土地契約的補價，促使有關計劃早日落實。 

 



12 

11.2. 我們審視了相關分區計劃大綱圖和發展大綱圖，及考慮行人流量分析和區內其

他擬議發展等因素後，提出以下建議： 

A. 將連接海濱至新急症全科醫院的園景美化高架行人道(有待詳細設計)，

以地面通道和行人天橋進一步伸延至九龍灣行動區； 

B. 新增行人天橋連接現有橫跨偉業街的行人天橋至發展中的商業用地(新

九龍內地段 6512)； 

C. 新增行人隧道，以連接現有牛頭角港鐵站行人隧道，發展中的商業用地

(觀塘內地段 761)，以及海濱道公園； 

D. 建議橫跨巧明街的行人天橋以連接發展中的商業用地(觀塘內地段 240) 
和晶苑工業大廈(擬作重建)； 

E. 建議橫跨巧明街的行人天橋，以連接發展中的商業用地(觀塘內地段

240)、創紀之城 6期和友邦九龍大樓； 

F. 將駿業街的行人天橋，進一步伸延至駿業街 / 巧明街路口； 

G. 擬議天橋橫過駿業街； 

H. 新增行人天橋連接觀塘港鐵站、敬業里的現有行人天橋和新的商業用地

(新九龍內地段 6195)； 

I. 新增行人天橋(有待研究)橫跨偉業街，連接至觀塘行動區；和 

J. 提供橫跨翠屏河的行人天橋方案。 

 

11.3. 觀塘商貿區綜合行人連接網絡系統，詳見圖 11。 

 

11.4. 另外，九龍灣行動區和觀塘行動區的規劃研究已提出分層行人連接的改善建議。

詳情將另載於相關規劃研究中。 

 

A 

B 

C 
D 

E 

F 

G 

H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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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以城市規劃角度來看，建立一個理想的公眾行人步行系統，除預計人流外，還

需要考慮各種因素，例如安全度、舒適度、便利度和時間效率等。更應適當地

考慮的是，由改善可步行度帶來的好處，以及連接不同私人發展項目所產生的

協同效應，會帶動區內經濟活動及帶來其他無形的效益，如鼓勵市民多步行可

減少車輛交通及相關社會成本和對環境的影響，以及藉倡導更環保、更健康和

可持續的低碳社區生活，締造更大的公眾利益。 

 

11.6. 我們建議以公共工程項目推展連接公共道路或政府建築物的分層行人連接。 

 

11.7. 至於連接觀塘商貿區私人發展項目的分層行人連接，則較適合由私營機構或通

過地契落實，從而使其走線可配合現有和擬議的私人發展，避免有更多構築物

佔用有限的公共空間。 

 

11.8. 部分擬議行人連接的走線和連接點的詳細可行性需現乎附近私人發展/重建計

劃，其設計需進一步作審視。我們將會更新相關發展大綱圖並加入擬議的行人

連接，令上文 11.1節提及的政策措施可以應用。 

 

 

12. 總結 

 

12.1. 本研究已審視現時觀塘商貿區的行人與交通狀況及分析至 2031年九龍東發展

對該區的影響。本研究建議了短期及中長期行人及交通改善方案及建議，這些

建議已逐步推展。長遠目標為優化行人設施、理順交通、改善公共運輸設施、

締造優質綠化空間和街景及提升後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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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整體行人及交通環境改善框架 

圖 2  - 短期改善方案 

圖 3  - 順業線改善建議 

圖 4  - 勵業線改善建議 

圖 5  - 巧明線改善建議 

圖 6  - 駿業線改善建議 

圖 7  - 開源線改善建議 

圖 8  -  敬業線改善建議 

圖 9  - 東西走廊改善建議 

圖 10  - 長期運輸基建改善建議 

圖 11  - 觀塘商貿區的行人連接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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