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四號幹線 

西港島線 

南港島線 

 

 

引言 

 

 本文件匯報自二零零四年五月議員與我們討論擬建

的四號幹線(堅尼地城至香港仔段)，以及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

司)提交的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工程項目建議書以來，有關規劃

四號幹線的進展。我們亦應議員要求，對與地鐵公司就兩項鐵

路項目提交的建議書有關的一些基本規劃參數作出檢討並向

議員匯報。 

 

背景 

 

2.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交通事務委員會議員與我

們及地鐵公司開會討論上述三個項目前，聽取了30多個團體及

個別人士的意見。各團體及人士的意見不一。其後，我們及地

鐵 公 司 分 別 就 立 法 會 文 件 第 CB(1)1929/03-04(25) 號 及

CB(1)1912/03-04(01)號的內容，向議員闡述該三個項目的進展。我

們局告知議員，政府尚未就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作出決定，並

會繼續進行四號幹線的規劃工作。 

 

3. 討論結束後，議員通過議案，促請政府暫時擱置西

港島線及南港島線的進一步發展及規劃，以待當局就西區及南

區的人口增長，以及就南區發展成為旅遊業／商業中心的計劃

作出重新評估。此外，政府應加快研究並落實興建四號幹線(堅

尼地城至香港仔段)，以應付區內居民的交通需求。有關議案的

措辭載於附件A。 

 

 

 

立法會 CB(1)951/04-05(03)號文件 立法會 CB(1)951/04-05(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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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劃參數的檢討 

 
人口增長 
 

4. 我們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向議員匯報該三個項目的最

新發展時，是按規劃署當時對中西區及南區的最新（即以二零

零二年為基準）人口分佈預測作出評估的。以當時所作的預

測，到二零一六年，中西區的人口為 276 940人，南區則為 308 930

人。其後，該署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最新人口預測，檢討過有關

資料(以二零零三年基準)。根據最新的預測，中西區及南區在

二零一六的人口分佈假設分別為 265 490 人及 299 350 人。與二

零零二年為基準的預測數字相比，中西區人口減少 4%，而南

區則減少 3%。 

 

南區土地使用規劃 
 

5. 規劃署亦已檢討南區土地用途的規劃。除香港仔、

鴨脷洲北岸以及薄扶林部分地區的樓宇密度較高之外，現有南

區區內的樓宇，大多是低密度住宅。香港仔郊野公園及大潭郊

野公園均位於南區，而且區內多山，廣植林木，因此景色怡人，

景觀優美。政府的規劃取向是保存該區的風貌，保留優美的環

境。檢討結果顯示，南區缺乏適合發展的土地，加上地形上的

限制，區內發展新的大型項目/進行重建的空間有限。  

 

6. 數碼港是南區現時唯一的大型發展項目，預計將於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完成。在小規模重建項目方面，黃竹坑一帶

的土地用途分區已由工業用地改為商業用地，可以進行重建。

城市規劃委員會至今已批准九宗在黃竹坑興建酒店的規劃申

請。 

 

7. 至於南區的旅遊項目，海洋公園公司(海洋公園)現正

進行長遠商業策略檢討，稍後會為海洋公園訂定擴建計劃。據

海洋公園提供的最新資料，該公司正為已選定的設計作最終修

改，並會儘快把建議的總綱計劃及有關的業務計劃一併呈交當

局閱覽。當局會把海洋公園長遠商業策略及香港仔的整體旅遊

發展大綱一併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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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號幹線的發展 

 

8. 原擬建造的四號幹線會使用先前建議的西區發展計

劃填海得來的土地。由於政府在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決定擱置西

區發展計劃，我們已訂出兩個新的西區高架橋走線方案(見附

件 B)，以取代在西區發展計劃範圍內擬建的隧道／低於地面的

道路。高架橋 A 的起點是四號幹線目前近西營盤的末端，沿現

有海旁行走，採用雙層天橋設計沿堅尼地城新海旁伸展。高架

橋 A 的合成照片見附件 C。高架橋 B 會採用建於海上的架空平

台設計，行走路線距離現有海旁約 100 至 150 米。高架橋 B 的

合成照片見附件 D。如採用高架橋 B 的設計，我們亦須檢討高

架橋 B 能否符合終審法院就海港填海所定的“凌駕性公眾需

要”測試。 

 

9. 至於四號幹線從西區往南的走線，有兩個方案。方

案一採用隧道設計，由堅尼地城通往摩星嶺，然後建造架空平

台結構沿沙灣通往數碼港，再經低於地面的道路到達瀑布灣，

再建造架空平台結構通往田灣，最終以隧道連接至香港仔海傍

道。方案二則主要為隧道設計，長 4.5 公里，經摩星嶺通往香

港仔海傍道。 

 

10. 方案二的走線不會直接經過數碼港或華富，因此其

交通效益不及方案一。不過，方案一對環境的影響，尤其對景

觀的破壞較為顯著。若實行方案二進行隧道工程，估計需要處

理約 100 萬立方米的挖掘物料，因此對環境亦非全無影響。 

 

11. 從以下列表所見，即使暫時擱置四號幹線，到二零

一六年時，上述走廊關鍵路段的行車量／容車量1比率估計仍低

於 1.2： 

 

 

                                                 
1 行車量／容車量比率是道路的交通情況指標。行車量／容車量比率若相等於或低於

1.0，表示道路的容車量足以應付預期的行車量，行車暢順。行車量／容車量比率高於

1.0，表示交通開始擠塞；高於 1.2 則表示擠塞情況愈趨嚴重，當車輛數目進一步增加，

車速會逐漸減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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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 情況 
二零一六年的 

行車量／容車量比率 

只實行中期措施 

（見第 12 段） 

1.1 

實行中期措施及 

四號幹線方案一 

0.8 

實行中期措施及 

四號幹線方案二 

1.0 

薄扶林道關鍵路段

(蒲飛路與沙宣道

之間) 

實行中期措施及 

西港島線／南港島

線 

1.0 

只實行中期措施 

（見第 12 段） 

0.7 

實行中期措施及 

四號幹線方案一 

0.4 

實行中期措施及 

四號幹線方案二 

0.6 

域多利道關鍵路段

(加多近街與摩星嶺

道之間) 

實行中期措施及 

西港島線／南港島

線 

0.5 

只實行中期措施 

（見第 12 段） 

1.2 

實行中期措施及 

四號幹線方案一 

1.1 

實行中期措施及 

四號幹線方案二 

1.1 

香港仔隧道 

(見註) 

實行中期措施及 

西港島線／南港島

線 

1.1 

 

(註: 香港仔隧道容車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灣仔及銅鑼灣隧道

出口道路網的車龍問題。中環灣仔繞道及東區走廊連接路

建成後，該道路網的交通情況會大致得到紓緩，從而改善

香港仔隧道的交通流量。計算該隧道的行車量／容車量比

率時，已假設建成中環灣仔繞道及東區走廊連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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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現時我們會繼續推展“選線研究”中提出的四項中

期交通改善措施，在沒有四號幹線的情況下，把薄扶林道沿路

地區的交通改善至可處理的水平。四項建議措施如下： 

 

(a) 須在士美非路延長路與摩星嶺道交界建造一條行人

天橋橫跨薄扶林道； 

 

(b) 在薄扶林道往中環方向，薄扶林道與蒲飛路交界以北

新增巴士路旁停車處； 

 

(c) 在與德輔道西交界路的一段水街擴闊為三線行車；以

及 

 

(d) 修改薄扶林道與士美非路交界路口的設計，並把蒲飛

路改為單程上坡行車路。 

 

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 

 

13. 自委員會在去年五月開會後，地鐵公司已對西港島

線及南港島線的工程項目建議作出了調整。地鐵公司會按委員

會的要求在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向議員詳述最

新建議。 

 

14. 正如我們不時重申，鐵路這種集體運輸工具既環保

又有效率。政府的既定政策，是以鐵路為本港交通運輸系統的

骨幹。發展鐵路需要投入龐大的資金。再者，鐵路線一旦建成，

便不能如其他交通工具般具有較大彈性，可以較輕易地重行調

配。因此，政府在規劃及落實鐵路項目時，必須審慎而行。至

於地鐵公司提交的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的工程項目建議書，我

們除要研究這項建議在經濟及交通方面的表現、對財政的影

響、對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影響、市民不斷轉變的需求以及有

關規劃參數(例如海洋公園重建計劃)的變化，還必須充分顧及

本委員會議員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通過的議案(見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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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5. 本文件詳述擬建的四號幹線、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

的最近發展，以及當局擬推展第12段概述的中期交通改善措

施，請議員閱覽有關內容。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五年二月 



Annex A 

附件 A 

 
 

Motion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Transport 
At the Meeting Held on 28 May 2004 in Discussing 

Route 4/WIL and SIL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之會議 

討論四號幹線/西港島線/南港島線時 

所通過之動議 ： 

 

“本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暫時擱置港島南、西鐵路的發展規劃，並重新

評估港島南、西區的人口增長，以及發展南區成為旅遊 / 商業中心的

計劃，在此期間則盡快研究並落實興建四號幹線（前稱七號幹線），以

應付該等地區居民的交通需求。” 





Route 4

Viaduct A

Annex C

Coastal 
option

Tunnel 
option

Annex C

附件 C

Option 1

方案一

Option 2

方案二

Route 4 – Viaduct A

四號幹線 –高架橋 A



Route 4 – Viaduct B

四號幹線 –高架橋 B

Annex D

附件 D

Option 1

方案一

Option 2

方案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