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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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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有豐富資源和⼈⽂
觀景；城鄉互動能提升
⼈們⽣活質素和促進社
會可持續性。

各地城市急速向前，城鄉
發展不均及資源過度使⽤
等問題積累，鄉郊環境受
到破壞，⻑遠不利⼈類社
會持續發展。

03

研究背景
,

聯合國呼籲各地透過
規劃促進城市與鄉村
之間的互動共融。

鄉郊保育議題備受關注

鄉郊是城市發展的底蘊 城鄉發展不均，
不利⼈類社會可持續發展

鄉郊保育與⽣活在城市的每⼀⼈，
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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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

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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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

維護復修 加強
投進時間、意念、體⼒等

展現⼈與⾃然共存的治理

對置⾝社會有更全⾯認識

提升個⼈對地⽅的歸屬感

參與鄉郊保育築起與社會的連繫

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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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社會主要概況

 部分鄉郊景觀和環境氛圍享譽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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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

鄉郊有⼀定歷史

⾹港開埠初期由漁村開始，⽽在新界地⽅

已存有⼀些鄉村，不少更是歷史悠久。

部分鄉郊⽇益荒涼
社會不斷發展，政府上世紀中後期開展新市

鎮計劃，亦劃定多個郊野公園範圍等；當時

有村⺠離村謀⽣，部分鄉村⽇益荒涼。

發展⾄今，⾹港被視為亞洲國際都市，

城市化背後保育鄉郊有相當意義。

逾700條鄉村和墟鎮，有獨特⾃然和⼈⽂景觀，
構成本港環境和歷史⽂化重要部分。

「⾹港⾮遺清單」部分項⽬與鄉郊有關。

本港鄉郊歷史悠久，保育鄉郊對⾹港社會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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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研究，發展新界北及朝向
城鄉⾃然共融原則

近年部分相關舉措

成⽴初期，關注保育具重要⽣態價值的地點，

包括當中由私⼈擁有的⼟地

設⽴相關諮詢委員會[註⼀]
，並為「⻘年委員⾃薦計劃」參與的委員會[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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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成⽴可持續⼤嶼辦事處(2017)、
鄉郊保育辦公室(2018)

推出「鄉郊保育資助計劃」(2019)

制訂「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2021)

現屆特區政府

「北部都會區⾏動綱領」2023

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

近年特區政府有關⽅⾯的主要⼯作

[註⼀] 包括於2019年設⽴鄉郊保育諮詢委員會 、
於2020年設⽴⼤嶼⼭保育基⾦諮詢委員會

[註⼆] 鄉郊保育諮詢委員會為第四期「⻘年委員⾃薦計劃」（2021）
其中⼀個參與的委員會。⼤嶼⼭保育基⾦諮詢委員會為第五期

（2022）其中⼀個參與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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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有⼀定歷史

MaD創不同推出⼀站式鄉村活化資訊共享平台，
招募共創成員並由他們收集村⾥故事和梳理村落

資料，以⽂字、繪畫和圖⽚等形式

呈現鄉郊多元⾯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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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

部分例⼦和特⾊

無⽌橋慈善基⾦透過多間⼤專院校的服

務研習課程，推動學⽣利⽤各⾃領域的

專⻑參與鄉郊復育。

沙頭⻆⽂化⽣態協會推出「沙頭⻆⽂化

保育⼤使」訓練計劃，對象為對沙頭⻆

鄉郊⽂化及⼝述歷史有興趣的⻘年。

⾹港⼤學聯同商界、政府和⺠間組織推出永續鄉郊計劃，透過創新的社區經濟模

式提升鄉郊社區⾏動⼒，旨在建⽴⼀個可⾏的永續發展模型；項⽬榮獲「2020年
聯合國教科⽂組織亞太區⽂化遺產保護獎」⾸設的「可持續發展特別貢獻獎」。

⾹港中⽂⼤學成⽴中⼤城鄉復育跨學科研究團隊，

以建築為切⼊點，讓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和學⽣參

與鄉郊建築復修；項⽬涵蓋沙頭⻆和南⼤嶼地區。

服務研習 建築復修

⼤使訓練 資訊共享

永續發展

近年坊間推出的相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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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
《鄉村全⾯振興規劃（2024−2027年）》

「鄉村振興⻘年社」

「全國鄉村振興⻘年先鋒」獎項

「全球合夥⼈」計劃

「⼀村⼀品」運動

鄉郊有⼀定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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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

振興鄉村為重要規劃戰略

中國內地 ⽇本社會

重視⻘年共建和⼈才培育

建⽴⽅便⻘年往來於鄉村與都市

之間⽣活與⼯作結合的模式

「OFFICE CAMP」項⽬

曾推出有關運動，以村⼦值得驕傲或具標

誌性的東西，開發成為叫得響的產品，推

動鄉村的經濟活動和產業發展。

鄰近社會推動城鄉共融的概況

部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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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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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1) 對本港鄉郊的印象及保育的重要性？

2) 參與當中的概況、動⼒和獨特之處？

3) 鄉郊保育如何連繫年輕⼀代與社會？

4) 對本港鄉郊保育⼯作的看法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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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

⻘年個案訪問

15名16⾄30歲的⾹港⻘年

網上問卷調查

534名15⾄34歲
⾹港⻘年

(2025年3⽉18⽇⾄4⽉2⽇)

專家和學者訪問

5名熟悉是項研究議題
的專家及學者

(2025年1⽉10⽇⾄4⽉9⽇) (2025年1⽉2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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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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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港鄉郊的印象及保育的重要性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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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表⽰對本港鄉郊最⼤的印象是⾵景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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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N = 534

圖表只列出所佔⽐率5%以上的選項

本港鄉郊給你最⼤的印象是甚麼？ (只選⼀項)

受訪個案

都市⽣活環境擠迫，每天在趕忙⼯作，令

⼈很壓抑。讀⼩學和中學時每年學校會有

旅⾏⽇，就是去鄉郊地⽅；鄉郊地⽅令我

感到寧靜和放鬆。

（個案05∕⼥∕在職∕沒有參與鄉郊保育項⽬）

都市⽣活繁忙，鄉郊令⼈感到寧靜和放鬆

印象及保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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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9.7% 9.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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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成表⽰最近⼀年有去過本港鄉郊，主要⽬的是舒展⾝⼼、進⾏戶外活動和參與節慶∕⽂化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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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你去鄉郊的主要原因是甚麼？(最多三項)

圖表只列出所佔⽐率5%以上的選項

16.9% 16.3% 16.3%

於最近⼀年，你有冇去過本港的鄉郊？如有，⼤概多少次？

有：78.1%

 N = 534

 N = 417

印象及保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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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9.7% 9.7%
6.8%

非常重要 頗重要 頗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不知／難講

0% 20% 40% 60% 80% 100%

92.7%

9.7%

促進城鄉可持續

發展

非常重要 頗重要 頗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不知／難講

0% 20% 40% 60% 80% 100%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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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逾九成認為保育鄉郊對本港保育傳統⽂化或促進城鄉可持續發展重要。
你認為鄉郊保育對⾹港社會以下⽅⾯有幾重要？

保育傳統⽂化

印象及保育的重要性

 N = 534

 N =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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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當中的概況、動⼒和獨特之處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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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四表⽰曾經或⽬前有參與本港鄉郊保育項⽬；七成七則沒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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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你之前或者⽬前有沒有參與任何本港鄉郊保育的項⽬？

 N = 534

你沒有參與鄉郊保育項⽬的主要原因是甚麼？(最多三項)

圖表只列出所佔⽐率10%以上的選項

原因？

類型？

 N = 410

 410名

 75名

參與概況、動⼒和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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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參與的受訪者當中，較多⼈的原因在於可到訪從沒有到過的地⽅；參與⼯作類型亦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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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N = 75

圖表只列出所佔⽐率10%以上的選項

有參與
原因

你在當中主要做些甚麼？(最多三項)      

類型

參與概況、動⼒和獨特之處

你當時參與的主要原因是甚麼？(最多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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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25.6%

9.7%
6.8%

20.8%
16.9% 16.3%

51.4%

（個案10∕⼥∕在職∕有參與鄉郊保育項⽬）

32.3%

（個案15∕男∕在職∕有參與鄉郊保育項⽬）（個案06∕男∕⼤專⽣∕有參與鄉郊保育項⽬）

傳承⽂化和習俗

運⽤個⼈專⻑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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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受訪個案

落⼿落腳 學以致⽤

擴闊視野
參與鄉郊保育有與別不同的經歷

參與概況、動⼒和獨特之處

不少鄉郊位置偏遠，⾃⼰未必貿

然前往，需由中介安排，相信這

有助擴闊個⼈視野。

⼤讀時修讀⼯程系，總希望可以『落⼿落腳』

實踐。我想⽤⾃⼰的專業，尤其在條件較落

後的環境中實踐，相信能讓我更理解書本理

論，並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本港鄉村有很多習俗值得保留，例如『打

醮』、『點燈』等，這些習俗在內地其他地

⽅⽐較少⾒，我希望藉此讓更多市⺠和⻘

年珍惜和重視本港社會的歷史和⽂化。

我主修建築學，我就與團隊在這些鄉村

運⽤在地的材料例如樹⽊、磚頭、舊鐵

等砌出⼩房間作廚房⽤途，雖然不算精

美，但夠實⽤，⼤家都感到很有趣。
（個案01∕男∕⼤專⽣∕有參與鄉郊保育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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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25.6%

9.7%

51.4%

6.8%

20.8%
16.9% 16.3% 16.3%

32.3%

展現共創、共享和新舊融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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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參與概況、動⼒和獨特之處

受訪專家和學者

不同志趣⻘年都可找到參與切⼊點

鄉郊保育涉獵範籌很廣，能包括建築學、

⼈類學、語⾔學、歷史學、地理學、經濟

學、植物學、城市規劃學，以及⽣態環境

及⽣命科學等。不同學科在當中可以找到

有趣和有價值學習的東西。
（中⽂⼤學建築學院鍾宏亮副教授）

他們(年輕⼀代)亦有不同專⻑，於保留和傳承
外，⻘年想做到新舊融合效果，例如在鄉村煮咖

啡配以傳統客家茶果⼩⻝，有其⾵味。他們有份

參與當中，希望在⼯餘享受到環境美麗的⼀⾯，

共享成果和提升⽣活質素。

（無⽌橋慈善基⾦主席⿈錦星先⽣）

鄉郊保育具多元性，⻘年參與有較⼤空間發揮所⻑



Youth I.D.E.A.S.22

（三）鄉郊保育如何連繫年輕⼀代與社會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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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在整體受訪者中，有相當⾼⽐率認同⻘年在鄉郊保育⻆⾊重要、為⻘年參與社會

提供另類選擇，以及有助提升⻘年對社會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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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整體⽽⾔，你認為⻘年在鄉郊保育當中的⻆⾊有幾重要？
非常重要 頗重要 頗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不知／難講

0% 20% 40% 60% 80% 100%

82.2%

你有幾同意以下的說法？鄉郊保育……

頗同意

65.7%

非常同意

17.2%頗不同意

9.9%

不知／難講

5.1%

83.0%

 N = 534

頗同意

54.9%

非常同意

20.4%

頗不同意

12.5%

不知／難講

9%

 N = 534

75.3%

為⻘年參與社會提供另類選擇 有助提升⻘年對⾹港社會的歸屬感

連繫⻘年與社會

 N =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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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32.3%
6.8%

20.8%
16.9% 16.3% 16.3%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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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受訪個案

連繫⻘年與社會

當我參與時，留意到鄉郊保育不單是硬件⼯程功

夫，也有內在部分，例如要關顧村⺠的⽣活需要、

如何推動更多⻘年參與等；近年我去外地⼀些鄉鎮

和郊區旅⾏，會聯想到⾹港的情況，並思考⾃⼰可

以為⾹港這⽅⾯的發展做些甚麼。

增加對⾹港社會的關⼼

（個案10∕⼥∕在職∕有參與鄉郊保育項⽬）

可從另⼀個⻆度認識和欣賞⾹港社會

連串社會事件以及受到疫情肆虐等因素影

響，加劇⻘年與社會的疏離；鄉郊保育是

⼀個平台，讓⻘年從另⼀個⻆度認識和欣

賞⾹港社會。

（個案03∕男∕在職∕有參與鄉郊保育項⽬）

鄉郊保育起連繫⻘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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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為⻘年提供書本以外實地了解本港歷史和⽂化的渠道

9.7%
6.8%

20.8%
16.9% 16.3% 16.3%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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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連繫⻘年與社會

受訪專家和學者

（中⽂⼤學建築學院鍾宏亮副教授）

我所接觸的⻘年學⽣會堆砌建築模型作為科⽬的實習部

分，有城市設計和保育鄉郊元素，過程中他們好實質地

觸摸到天然資源，那就是⽤⾝體和感官投⼊當中，並了

解和配合城市及鄉郊的需要，這些就是鄉郊連繫⻘年所

在之處，亦讓個⼈對⾃⼰地⽅的認識更有完整性、原真

性，以及civilized understanding（⽂明和深度的認識）。

（無⽌橋慈善基⾦⾏政總幹事李錦雄先⽣）

我們舉辦有⾏⼭和鄉郊元素的活動，當中我們提供

相關知識，例如歷史和⽂化、鄉郊資源，並安排與

村⺠聊天和交流等。有參與者表⽰有些知識和體驗

是學校書本沒有提供的，⽽⾃⼰作為⾹港社會⼀分

⼦，經過了解後他們對社會的連繫感有所增加。

接觸⼤⾃然並⾝體⼒⾏，加深個⼈與社會的連繫

鄉郊保育起連繫⻘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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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本港鄉郊保育⼯作的看法和展望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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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12.5%
9.7%

6.8%

研究結果

你認為鄉郊保育對⾹港社會以下⽅⾯有幾重要？

非常重要 頗重要 頗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不知／難講

0% 20% 40% 60% 80% 100%

68.7%

9.7%

近七成認為鄉郊保育對促進本港經濟發展重要。

27

看法和展望

促進經濟發展

 N = 53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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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同意

52.8%

頗不同意

23.8%

不知／難講

10.9%
非常同意

10.1%30%

17.3%

9.5%

逾六成認同這有助開拓⻘年事業發展；假如有機會，⼤部分受訪⻘年對從事與鄉郊有關的⾏業感興趣。

28

研究結果
看法和展望

同意：62.9%

你有幾同意以下的說法？鄉郊保育……

有助開拓⻘年事業發展

 N = 534

（個案15∕男∕在職∕有參與鄉郊保育項⽬）

受訪個案發展經濟與保育鄉郊可互補，亦有助⻘年事業發展

深圳南頭古城在東晉時期已建好，⽢坑古鎮起源於

明清時期；今天仍然吸引到這麼多⼈去，雖然有商

業活動，但它仍保存到其⾵貌，且有不少⻘年進駐

創業。本港鄉郊保育和經濟發展可以互補，只要善

⽤每村獨特之處和建⽴定位，是⻘年創業的契機。

假如有機會，你最有興趣從事哪⼀項與鄉郊有關的⾏業？(只選⼀項)

傳統⼿⼯∕飲⻝ 

環保 :10.5%
⽂化藝術: 8.8%

旅遊 31.8%
21.0%

⾃然與⽣態保育 

19.7%

 N = 534
圖表只列出所佔⽐率5%以上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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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特區政府正推展北部都會區項⽬ (北都)，當中規劃原則包括「城鄉共融」，
你對北都可以落實呢項原則有幾期待？

對北都能落實「城鄉共融」期待程度平均為5.2分，屬⼀般⽔平。

29

研究結果

  0-10分，愈⾼分代表愈期待；5=⼀般。

0 10
完全不期待 ⾮常期待

 N = 501

平均分：5.2

看法和展望

我知道特區政府正在發展北都，聽說好似分配了

⼀些區域作保育、⼀些區域做科技，亦聽說有部

分⼟地⽤作興建公屋；但對於規劃原則，我則不

清楚。我對北都如何落實城鄉共融，或我對北都

這⽅⾯的期待抱觀望取態。

受訪個案

不清楚北都規劃原則

（個案02∕男∕⼤專⽣∕有參與鄉郊保育項⽬）

政府當局要精準宣傳，讓⻘年知道北都發

展前景，同時在北都建⽴⻘年⽣活基地氛

圍，⿎勵⻘年到北都，讓本港逐步朝向城

鄉平衡發展。
（⽴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打⿎嶺鄉事委員會主席陳⽉明議員）

受訪專家要推動精準宣傳
北都可透過「三宜」來推動⻘年參與

 北部都會區可透過『三宜』（宜遊、宜業和宜學）來
推動⻘年參與。宜遊不單是玩，也包括旅遊業。宜業

闊⼀些，推動不同產業和就業機會。宜學不單指返學

上課，⽽是我們⾯對嚴重的氣候變化問題，鄉郊可以

啟發我們學習回歸⾃然，⾝體⼒⾏實踐低碳⽣活；北

都發展是推動本港城鄉共融的機遇。
（無⽌橋慈善基⾦主席⿈錦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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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3%

樂觀 一半半 悲觀 不知／難講
0%

10%

20%

30%

40%

50%

60%

9.6%

57.5%

27.3%

5.6%
8.9%

17.3%

你對本港未來鄉郊保育的展望，感到樂觀，還是悲觀？

逾兩半對本港未來鄉郊保育感悲觀，⼀成感樂觀。有受訪個案對本港未來鄉郊保育有期望。

研究結果

 N = 534

看法和展望

本港⽅⾯我也希望做到這情況 (⼈與⾃然和諧
共處，⼜能帶來經濟活動卻不損害⼤⾃然)，
創造經濟價值，讓鄉郊可以⾃給⾃⾜，不⽤

過於依靠城市經濟⽽能夠持續發展。

 

受訪個案

可以⾃給⾃⾜

（個案03∕男∕在職∕有參與鄉郊保育項⽬）

30

部分獲政府資助的鄉郊保育項⽬相繼

完結，它們的後續會如何？

當局應有⼀個策略，不然就浪費這些

基礎。

應有策略

（個案12∕男∕在職∕有參與鄉郊保育項⽬）

我去過⼀些東南亞地⽅的鄉村，⼀年四季都有

不同類型的活動，外地⼈不會只去⼀次。我期

望本港鄉郊能夠發掘和善⽤其地景或⽂化景

觀，做到市⺠和遊客會樂於repeatedly visit
（有重覆再訪）的效果。

 （個案08∕⼥∕在職∕有參與鄉郊保育項⽬）

發掘和善⽤特⾊，吸引⼈們重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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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25.6%

9.7%

20.8%
16.3% 16.3%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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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32.3%

主要觀察

2

3

⾹港要繼續向前和朝向⽂

化豐盛的城市，乃⾄可持

續發展等，鄉郊保育不可

或缺。

⻘年在鄉郊保育中⻆⾊重

要；鄉郊保育為⻘年參與

社會提供另類選擇；鄉郊

保育起連繫⻘年作⽤。

⻘年參與鄉郊保育有與別

不同的經歷。鄉郊保育亦

有助開拓⻘年事業發展。

本港需要有鄉郊保育的想

像和願景，並藉北都項⽬

開拓⻘年的參與空間。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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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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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訂⾹港城鄉可持續發展藍圖

研究建議

(⼆) 設年度鄉郊盛事

(三) 拓闊⻘年體制內參與度

(四) 兩地交流活動融⼊更多城鄉發展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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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制訂⾹港城鄉可持續發展藍圖

34

研究建議

透過宏觀政策和策略
共同探索本港城鄉未來發展⽅向和⽬標
透過宏觀政策和策略

共同探索本港城鄉未來發展⽅向和⽬標

建構具社會共建、共享
和世代傳承元素的
鄉郊保育新願景

建構具社會共建、共享

和世代傳承元素的

鄉郊保育新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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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設年度鄉郊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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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

⼯作坊 、對話⼯作坊 、對話

年度鄉郊盛事

市集市集 體驗活動體驗活動

為提升⻘年參與空間

設提案平台設提案平台

塑造多元參與崗位塑造多元參與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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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保育諮詢委員會鄉郊保育諮詢委員會 ⼤嶼⼭保育基⾦諮詢委員會⼤嶼⼭保育基⾦諮詢委員會

建議三：拓闊⻘年體制內參與度

36

研究建議

已為「⻘年委員⾃薦計劃」參與的委員會

開放「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

部分委員名額予⻘年⾃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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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四：兩地交流活動融⼊更多城鄉發展元素

37

研究建議

⿎勵坊間舉辦更多以城鄉可持續發展為主線的交流

內地推動⻘年
參與鄉村振興案例
內地推動⻘年

參與鄉村振興案例

⾹港鄉郊
保留原始⾵貌習俗
⾹港鄉郊

保留原始⾵貌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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