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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新界大埔運頭角里二十號  
舊北區理民府職員宿舍  

 
位於旗杆山山腳運頭角里二十號的舊北區理民府職員宿舍，

建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又名「文職人員宿舍」。英國政府

接管新界後，於旗杆山設立新界的行政中心。多幢重要政府建築

物先後建於旗杆山及其附近，包括在一八九九年建於山上較高位

置的舊大埔警署 (法定古蹟 )、約在一九零七年建於山頂的舊北區

理民府 (法定古蹟 )、 1 在一九零六年建於元洲仔的前政務司官邸

(法定古蹟 )，2 以及在一九零九年建於對面山的舊警察宿舍 (二級

歷史建築 )。 3 
 
在原有宿舍的東南面興建文職人員宿舍的工程招標於一九

二一年九月六日截標，同年批出合約予楊發 (一八五六至一九三

八年 )。4 地基工程於一九二一年年底完成，隨即展開砌磚工程。

整項工程於一九二二年竣工。  
 
該建築物由五個單位組成，在一九六二、一九六六及一九七

零年的地圖上標示為 District Office Quarters (理民府宿舍 )，直至一

九七零年代初前一直用作職員宿舍。一九七四年，由於北區理民

府辦公地方不敷應用，職員宿舍遂改建為辦公副樓，以供數個組

別的地政人員使用。由於他們主要是外勤人員，經常外出執勤，

因此不會經常留在辦公室。該建築在一九七九、一九八一及一九

八三年的地圖上標示為 District Sub-office (理民府分處 )。自從外勤

辦事處在一九七零年代於上水及沙田成立後，這理民府分處的功

能逐漸減退。北區地政處更約於一九八四年十月遷離該建築。 5 

歷史價值  

                                                 
1 舊大埔警 署建於 一八九 九 年，為新界首 間警署 及警察 總部，英國人 接管新 界時便 於旗杆

山上的舊 大埔警 署所在 地舉 行升旗禮。換 言之，舊大埔 警署見證 了英國 確立對 新界 的殖

民管治。舊大 埔警署 是新界 現存歷史 最悠久 的警署，一 直運作至 一九八 七年新 的大 埔分

區警署投 入服務 。   
 
 北區理民 府約於 一九零 七年 興建，是 英國租 借新界 後最 早的管治 中心。新界北 部的 行政

及 土 地 註 冊 工 作 均 在 此 辦 理 。 該 建 築 物 內 設 有 裁 判 司 法 庭 ， 法 庭 一 直 運 作 至 一 九 六 一

年。該建 築物於 一九八 三年 停止用作 理民府 的辦公 大樓 。  
 
2 位於元洲 仔的前 政務司 官 邸，原為 新界理 民官宿 舍。  
 
3 舊警員宿 舍昔日 是新界 分 區警司的 住所。  
 
4 楊發，又名楊 發利或 楊秉 元。他 從梅州 五華來 港尋找 更多機會，並 跟隨客 家同鄉 成為石

匠及建築 工人 。他經 過多年 努力，創 立「 發利建 築」， 其後該公 司成 為香港 政府的 主要

承建商之 一，參與道 路、軍 營、渠 務、墳 場、水庫及 消 防局等項 目。舉例來 說，該 公司

於 一 九 三 零 年 負 責 維 修 保 養 新 界 的 道 路 ， 以 及 為 香 港 及 九 龍 的 華 人 墳 場 供 應 勞 工 及 物

料，其後 並於一 九三七 年獲 批合約，負責永 久修治 薄扶 林及香港 仔水塘 附近範 圍的 河道。 
 
5 地政總署 於一九 八二年 四 月成立， 負責本 港所有 土地 事務，因 此北區 理民府 分處 移交

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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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零年代初，該建築物的一號宿舍用作運輸署

泊車修費錶維修站；二至五號宿舍則用作香港警務處新界北交通

總部。  
 
一九九零年代初，該建築由前區域市政總署接管，並改建為

該署博物館組的化驗所及倉庫。二零零零年，區域市政局及市政

局解散，該建築的管理權移交於同年較早前成立的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康文署 )。現時，該建築用作康文署轄下的香港科學館 (1 號

宿舍 )、文物修復辦事處 (2 及 3 號宿舍 )及香港太空館 (4 及 5 號

宿舍 )的倉庫。  
 
 舊北區理民府職員宿舍樓高兩層，共有單位五個。根據政府

記錄，宿舍由磚築砌，屋頂鋪砌雙筒雙瓦。每個單位的地下樓層

及上層各設有起居室兩個，後半部分設有廚房、浴室及廁所，屋

頂以鋼筋混凝土建造；後部還有圍封式庭院。  
 
 建築的設計受工藝美術運動影響。建築物前半部分的牆體及

地下樓層後院的圍牆使用清水紅磚以英式砌法鋪砌，順磚及丁磚

相間；上層牆體有批灰，並髹成米白色。清水磚窗台呈弧狀，門

楣及窗楣帶有倒角邊並髹漆。此外，正面外牆的遊廊及設有金屬

欄柵的東北立面露台等殖民地建築特色仍然保存。圍牆內坐落在

花崗石墊石上的混凝土托架，支撐着正立面外牆的懸臂式遊廊及

側立面的露台。  
 
 一九六七年的一幀航攝照片顯示屋頂有六個煙囱，三個位

於起居室屋頂，表示當時每間起居室均有壁爐。另外三個煙囱

位於前座後半部分，相信設於廚房。然而，位於五號宿舍後半

部分的煙囱已被移除。換句話說，有五個煙囱保留下來。東北

立面 (即一號宿舍的外側牆 )的煙囱出口呈錐形，以清水磚為飾

面。位於建築物後半部分的煙囱出口外形筆直並髹漆。  
 
 建築內部大致保留原有布局，由一排五個住宅單位組成。每

個單位地下樓層有一前座，設有貯物室兩個 (原先為起居室 )，上

層有辦公室／貯物室兩間 (原先為起居室 )  ；而後座則有房間三

個 (原先為廚房、浴室及廁所 )。在五個單位中，一號宿舍的原貌

保持得最好，例如，部分木門窗連金屬欄柵仍保全完好；單位仍

保留四個原起居室內的壁爐，其中一個位於地下樓層，壁爐罩上

飾有精緻的新藝術圖案，另外三個則飾有菱形圖案；其中一個壁

爐更設有木架。地下樓層前起居室的原有黑白水泥地磚，以及原

浴室及廁所的部分紅色牆磚及地磚連花崗石門檻亦保留下來。現

建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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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只可在一號宿舍看到該建築物的唯一現存露天庭院，牆上的混

凝土斗拱支撐着懸臂式簷篷，從昔日的廚房、浴室及廁所屋頂向

外伸出。  

 

 根據政府記錄，一號宿舍的上層地台以鋼筋混凝土建造，原

本以木條板為飾面，但現已鋪上膠地板，起居室內的木樓梯亦已

更換為金屬樓梯。儘管有以上改動，一號宿舍的整體原貌仍得以

保存，是五個宿舍中保存得最好的單位。  
 
根據政府記錄，其他宿舍 (二至五號 )自一九九零年代初起已

翻新及改建，例如前起居室的所有地台已鋪上膠地板、在二與三

號宿舍之間後院的間隔牆打開了一個新門口，把兩個單位連接起

來，四與五號宿舍之間後院的間隔牆也同樣開了新門口。此外，

二至五號宿舍的後院加建了鋼製金字屋頂，牆身及地下鋪上新式

磚，建築物後半部分的紅磚圍牆外層則已抹灰和髹漆，但保留了

花崗石門檻。  
 
根據歷史地圖，單層的副樓建於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七年間，

用作消防機房，原來的屋頂亦已換上現代物料。只有宿舍主樓獲

評級。  
 
舊北區理民府職員宿舍、舊北區理民府、前政務司官邸、舊

大埔警署及舊警員宿舍反映大埔作為殖民政府新界行政中心的

重要地位，甚具地區價值。舊北區理民府職員宿舍曾 /現用作多

個政府部門辦事處，包括舊北區理民府、運輸署、香港警隊及康

文署。此外，舊北區理民府職員宿舍亦曾是電視拍攝場地。  
 
舊北區理民府職員宿舍鄰近其他同期的政府建築物，包括位

於舊大埔警署旁的舊北區理民府，在一九零七年接掌區內的民政

事務。對面山上建有舊警察宿舍，為以往新界分區警司的住所。

位於元洲仔的前政務司官邸則原為新界理民官宿舍。從歷史角度

來看，這些建築物結合起來具有甚高的組合價值，象徵殖民地政

府及行政制度的確立，以維持法治和秩序，而這兩個元素正是鞏

固香港政府管治權力的重要依據。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組合價值  

舊北區理民府職員宿舍 `是新界早期政府職員宿舍的鮮有現

存例子。雖然建築物多年來曾改建作不同用途，但整體布局及部

分建築特色仍保留下來，尤其是一號宿舍，它的原貌大致保存下

來。  
 

罕有程度、文

物建築價值及

保持原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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