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九龍南線  
廣東道站  

 
引言  
  本文件就九廣鐵路公司 (九鐵 )和九龍倉置業發展有限公司
(九倉 )在廣東道站事宜上的商業磋商，向委員提供更多資料。  
 
 
詳情  
2.  二零零四年七月，九鐵和九倉就地庫方案的可行性展開研

究，即是在海港城內現有建築物下面闢設廣東道站。鑑於這個方案涉

及複雜的技術問題，加上相關風險極高，兩家公司在二零零四年九月

初同意放棄採用地庫方案。自此之後，九鐵和九倉便集中研究物業重

建方案，即是在日後重建海港城時一併闢設廣東道站。  

3.  如採用物業重建方案，九鐵公司預計廣東道站的建造費總

額為 18 億元，有關分項數字如下：  

 

 工程項目  億元  

(a) 基本預留工程，包括把鑽挖隧道直徑由

7 米增至 8.6 米，以及建造月台、隧道內
相關的通風結構和通風井    

 5.2 

(b) 車站工程，包括固定裝置、機電設施和

鐵路系統工程  
 5.0 

(c) 車站外殼結構和相關工程   7.8 

 預算工程費用總額  1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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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後，九鐵向九倉提出的方案，是由九鐵承擔 (a)項及 (b)項
的費用，而九倉則承擔 (c)項的費用。為確保九倉會落實進行重建計
劃，九鐵要求九倉確切承諾，如該公司未能在議定的時間內提供興建

廣東道站所需的用地，便須向九鐵悉數償付 (a)項的費用。如落實進行
重建計劃，九鐵公司會承擔 10.2 億元 (或預算工程費用總額的 57%)，
而九倉則會承擔 7.8 億元。  
 
5.  經過一連串商討後，九倉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初向九鐵表

示，如納入廣東道站後的新建築圖則獲政府批准，而九倉未能在議定

的日期或之前提供興建廣東道站所需的用地，則該公司願意向九鐵償

付 (a)項的費用。至於 (c)項的費用，九倉向九鐵表示，有關工程應由九
鐵負責。換句話說，如按物業重建方案興建廣東道站，九鐵須負責進

行上文第 3 段所載的全部工程。  
 
6.  現夾附九鐵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六日發出的新聞稿，供委

員參閱；同時亦夾附有關地圖，顯示位於尖沙咀區內的鐵路車站位置，

以及該等車站的乘客覆蓋範圍。  
 
7.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九廣鐵路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九龍南線將不設廣東道站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六日，香港）九廣鐵路公司（九鐵）

今日宣佈九龍南線將不設廣東道站。有關決定是九鐵與九倉

進行多月磋商後作出，政府亦有積極參與是項磋商。  
 

九鐵發言人表示：「九鐵理解公眾和商界都希望能在廣東

道設站。在各種限制下，九鐵已盡了最大努力，以期能滿足

各界的期望。不幸地雙方未能達成協議。」  
 
根據政府「鐵路發展策略 2000」的建議，九龍南線的項

目計劃並未包括興建廣東道站。九鐵是在二零零一年七月向

政府遞交初步建議時，才首次提及在廣東道設站。當時九鐵

在建議中提出考慮以明挖隨填方式在廣東道地底建站，或徵

收廣東道以東兩座多層大廈作站址。基於當時有限的資料，

九鐵及政府均認為明挖隨填的方法會較為可行。  
 
當時研究預測九龍南線包括西九龍站及廣東道站到了二

零一六年的非假日客量每日可達 270,000 人次；若只興建西九
龍站，非假日客量每日只可達 245,000 人次，換句話說，廣東
道站可帶來的額外客量是 25,000 人次。根據這個客量，九鐵
認為廣東道站不單在財務上沒有收益，反而會拖低整個項目

的回報率，但整項九龍南線計劃在財務上仍是可行的。有見

及此，並考慮到廣東道站可能對社區帶來的利益，九鐵決定

發展設有兩個車站的九龍南線方案。  
 
及後九鐵在進行更詳細的研究及勘察工程後，發現無論

用明挖隨填方式在廣東道地底建站，或是徵收廣東道以東物

業建站，都會遇到難以克服的技術困難。九鐵遂於二零零三

年十一月放棄即時設立廣東道站的計劃。二零零四年三月二

十六日，九龍南線項目正式刊憲，當中並不包括廣東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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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應公眾及商界強烈的訴求，以及立法會今年六月提

出的要求，九鐵聯同九倉及政府研究在海港城內加設車站的

可行性。當時各方曾積極探討了兩個方案：一是地庫方案，

即在現有世界商業中心南北兩座的地庫建站；一是物業重建

方案，即在重建後的世界商業中心下建站。經過詳細研究後，

九鐵及九倉雙方同意地庫方案會造成不能接受的風險，物業

重建方案是唯一在技術上可行的方案。  
 

九鐵在研究廣東道站的技術可行性時，亦同時對廣東道

站的乘客量作出重新評估，當中特別參考了政府最新的人口

預測和本地生產總值預測，與及西鐵通車後的實際客量。由

於西鐵及九龍南線沿線的人口增長有所改變，九龍南線的乘

客量預測亦會相應下調，估計到了二零一六年，只設九龍西

站的九龍南線的非假日客量為 190,000 人次，加設廣東道站的
則為 207,000 人次。由於預測廣東道站帶來的額外客量只有
17,000 人次，廣東道站的財務可行性較二零零一年的首次預
測還要差，整個項目的回報率亦進一步下降。此外，九鐵現

時的整體財務狀況亦較過往遜色，主要原因是西鐵通車之後

在營運上出現虧損。  
 
鑑於廣東道站在財務上未見樂觀，九鐵管理局曾就應否

設立廣東道站進行討論。管理局一方面考慮到市民大眾的期

望，一方面理解公司的財務狀況大不如前，最後決定只要廣

東道站對九龍南線回報率的影響實質上不差於二零零一年第

一次的預測，九鐵仍可建造廣東道站。但由於廣東道站的客

量預測比原來減少，要維持廣東道站對整個項目的影響不比

二零零一年差，就必須尋求資金，共同承擔建站的費用。  
 
九倉在廣東道擁有最多的物業，並有計劃進行物業重

建，興建廣東道站應該合乎九倉的利益。  
 
九鐵管理局於是邀請九倉考慮合作興建廣東道站，並分

擔建站的成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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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地，九鐵未能得到九倉承諾分擔部分建站費用。  
 
九鐵發言人表示：「作為一間政府全資擁有的機構，九鐵

要平衡社會及公眾的取向，及需按審慎商業原則經營的法例

要求。因此，當興建廣東道站對九龍南線整體回報率的影響

較二零零一年預測的差，我們就不能獨資興建這個車站。然

而，考慮到公眾及商界的意見，我們提出承擔大部分建站的

費用，可惜我們未能就此與九倉取得協議。」  
 
發言人續稱：「沒有廣東道站，前往廣東道海港城一帶的

市民可以使用尖東站，因為九鐵已決定投資三億元，將現時

位於中間道的行人隧道延伸至北京道，把來往尖東站至廣東

道的步行距離縮短至 10 分鐘，行人亦毋須在路面橫過馬路。
前往廣東道以北的乘客則可選擇使用九龍西站。」 (見附圖 ) 

 
對超過一百萬的新界西北居民而言，九龍南線將可為他

們提供一個快捷而直接的鐵路連繫。發言人說：「廣東道附近

設有西九龍站及尖東站，又有方便的行人隧道，因此，即使

沒有廣東道站，九龍南線的策略價值並沒有減低。」  
 

九龍南線於今年三月二十六日刊憲後，九鐵因應公眾的

意見及關注對項目作出修訂。預期政府將於十二月中根據鐵

路條例有關修訂刊憲，並諮詢公眾。  
 

九龍南線全長 3.8 公里，把西鐵南昌總站與東鐵尖東站連
接起來，預期工程可於二零零五年展開，二零零九年完成。  

 
 

－完－  
 
查詢資料請聯絡 
林黃碧霞（公司事務總經理）    勵吳麗娟 （公司事務高級經理） 
辦公時間 :  2688 1585     辦公時間 : 2688 1993 
手提   :  9613 9976     傳呼   :  7111 8218 *5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