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不同之旅｜水岸創新研習
經驗分享

創不同協作（MaD）



MaD (Make a Difference)是個結合思考和行動的地區性協作平台──在這裡發掘創意的社會潛能
、結識跨界別的changemakers，一同以創意創新回應社會挑戰。

Make a Difference (MaD) is a regional think-and-do collaborative platform – where you can 
explore creativity for good, meet cross-disciplinary changemakers and synergize across sectors 
for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social challenges.



關於MaD
About MaD

透過與社會相關的創意及創新行動，MaD致力建立一個創意公民社會。我們相信共創所帶來的
可能性，並鼓勵年輕人發展自主感。
Through socially relevant,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initiatives, we build towards a creative civil society. 
We believe in co-creation, and we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develop their sense of agency.



MaD@西九
2011–2012年

Hands UP!
2013年10月
石塘咀

翠屏河畔想像企劃
2021年10月至2022年1月
觀塘

常豐里“玩”計劃
2018年11月至12月
西營盤



主辦：創不同協作
捐助機構：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創不同”學院
在地研習室｜翠屏河畔想像企劃
如何透過社區設計的過程，提高一般市民對公共空間發
展的關注和參與度，同時令相關部門了解公眾的想法，
從而促進更好的公共空間設計和文化？

渠務署 2 Square Metres 好伴社計（臺中） 綠川工坊（臺中）



實地考察 與社區持份者交流 構思創新點子

製作及測試實驗雛型 製作實驗雛型 展出實驗雛型及收集意見





● 認識本港的河流及海濱活化例子
● 與相關的創新者／推動者交流
● 反思水岸空間與自身及社區的關係
● 探索如何營造更可持續發展及有生命力的水岸空間

→知識增長、建立連繫
→→→促進對議題的關注及參與

對象

年齡介乎18至35歲，對可持續發展、城市規劃、設計、
社會創新及社區營造有興趣之人士



共13位MaD Trip參加者（完整旅程）：

教育 ×3

學生 ×1

項目管理人員 ×1園境 ×2

城市規劃 ×1其他 ×2

文員 ×1

研究 ×1科技 ×1

另有14位單日體驗參加者，總人數27位。





第一日—預備工作坊 第二日—社區生活與環境

第三日—文化藝術

第四日—空間營造

第五日—展望



旅程策劃及主持 嘉賓

柳凱瑩

園境師、2 Square Metres聯合創
辦人

鄭炳鴻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

陳穎妍

莫特麥克唐納香港有限公司技術董

事

陳韻淇

社區設計師

卓震傑

一道空間創意總監及合伙人

張慧婷

創不同協作策劃人

梁偉然

香港藝術中心節目經理

吳永順

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

龐宇靈

園境師

陸樺

Good Lab行政總裁



2022年2月26日至3月26日，共5星期，每星期活動包括：
● 自助遊（參加者於活動前自行考察）
● 嘉賓網上分享／工作坊
● 討論



自助遊

MaD Trip Kit

日程表 個案背景簡介 自助旅遊地圖

延伸閱讀

討論問題

網上閱讀MaD Trip Kit



自助遊

自助旅遊地圖



嘉賓網上分享／工作坊



討論



從參加者的提問觀察大眾關注的議題

理論與實踐
● “水岸創新必定要與政府部門（如建築署、康文署、西九管理局）溝通，得到他們的首肯，

可以分享成敗的關鍵嗎?”（第三日──文化藝術）
● “請問當初如何說服不同部門讓你們實驗？”（第四日──空間營造）

公眾參與
● “西環碼頭的關閉會否是一個實驗的失敗？如何令讓公眾學習如何使用一個海濱？”（第四

日──空間營造）
● “在元朗居住的少數族裔對元朗河有沒有甚麼不同的看法？”（第五日──展望）

河道與社區
● “如何令河道更融入社區？”（第二日──社區生活與環境）
● “想知道中老年人對公共藝術裝置的反應？會否覺得抗拒不敢用?”（第三日──文化藝術）

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 “如何平衡生態保育及人類活動之間的衝突？”（第二日──社區生活與環境）
● “工程需要一段長時間進行，同時周邊相信會有不同發展、重建等，可能都會涉及發展商，

如何令周邊發展都可以同這個渠道工程融為一體？”（第五日──展望）



札記
活動完結後，我們邀請大家以任何形式撰寫
札記，記下旅程中得到的啟發與反思。最後
我們收集到共10篇文章及1份思維導圖
（mind map），並上載至活動網頁與更多
人分享：

按此或掃描下方二維碼瀏覽創不同之旅｜
水岸創新研習札記

https://mad.asia/programmes/mad-school/983
https://mad.asia/programmes/mad-school/983


活動回饋

“活動開始前，想像旅程只是探索如何善用河畔空間給人們享用。實際上，除此以外，也能窺探規劃
過程中要考慮的要素，不同地域文化如何影響河畔與人們的關聯。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可能會引起
衝突，也更了解前期收納所有持份者的意見和協調持份者不同意見的重要性。”

—Doris LEUNG, 完整旅程參加者

“在開始前覺得內容會較顯淺，怕個案分享的種類會較為單一，而實際情況較想象中有趣和深入，
個案的種類、面對的問題、時長、做法都不同，背後又有一些深入的問題可以斟酌和討論。”

—Emily CHAN, 完整旅程參加者

“Compared to the desktop and mechanical design process and project management procedures, 
the programme has refreshed designers on some of the valuable dimensions of the public realm: 
public engagement, art, identity etc.”

—Benni PONG, 分享嘉賓



MaD@西九 MaD@West Kowloon 18.12.2011

閃學班：MaD x 人人公園：西九狗日 MaD x 
People People Park: WK Canine Day
2014



20.9.2020
西九文化區（公眾休憩用地）附例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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