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年 3月8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海底電纜着陸事宜  

 
 
目的  
 
 電訊管理局（「電訊局」）委託了顧問就海底電纜在

香港着陸的事宜進行研究，本文件旨向委員簡介研究的初步結

果及建議，包括當局應如何採取措施，方便和促進新電纜在本

港着陸。  
 
 
背景  
 
2. 海底電纜是對外電訊網絡 1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直撥

電話、國際專用線路、電子郵件、社交網站和互聯網瀏覽等，

全都須經對外電訊網絡連接。服務業（例如金融、貿易、物流、

旅遊和數據密集行業）的日常營運尤其依重對外電訊網絡。  
 
3. 現時，共有 9個海底電纜系統分別於 6個香港海底電纜

着陸站着陸。這些着陸站分別位於塘福（該處有兩個着陸站）、

深水灣、鶴咀、舂坎角和將軍澳。顯示這些着陸站位置的地圖，

載於附件。  
 
4. 香港對海底電纜容量的需求正不斷上升。除了工商業

對通訊帶寬的需求日增外，需利用較多帶寬的網上 2.0應用程

式、點對點檔案分享和視像串流的普及，亦令我們對帶寬的需

求日益殷切。另外，香港作為電訊樞紐，內地與東南亞國家之

間途經本港的對外及轉接通訊流量亦迅速增長，因而增加我們

對帶寬的需求。2005年9月至2009年9月期間，香港已裝備和已

                                                 
1海底電纜佔香港對外通訊容量超過 70%，而陸上電纜和衞星連接則佔用了其餘的容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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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海底電纜容量 2分別由每秒 0.6垓比特 3和每秒 0.3垓比特

增加至每秒 2.7垓比特和每秒 1.8垓比特，累積增幅為 350%和

500%，或每年平均增幅為46%和57%。  
 
5. 2006年 12月，台灣發生地震，令數條海底電纜嚴重受

損，整個地區的對外電訊服務因而受到廣泛影響。鑑於海底電

纜故障可能導致對外通訊中斷，因此增加沿不同路線的海底電

纜數目，提升網絡冗餘容量和彈性，對香港是十分重要的。  
 
6. 其他東南亞經濟體系（例如馬來西亞和新加坡）一直

積極發展電訊基礎設施，以支援其服務行業的發展。這些經濟

體系已精簡相關程序，以使用土地建立新的海底電纜着陸站 4，

及在其水域內鋪設海底電纜和把電纜在這些站着陸。  
 
7. 基於這些業界和地區性的發展，香港實有迫切需要加

緊吸引新海底電纜在本港着陸。行政長官於2009-10年度的《施

政綱領》中表示，當局會檢討海底電纜在香港着陸的程序，讓

有興趣者更容易和更快鋪設新的海底電纜，不論是否為這些海

底電纜附設數據中心。電訊局已就此在2009年年底委託顧問進

行研究，以確定新海底電纜在香港着陸的經濟效益，以及建議

措施，方便新海底電纜在香港着陸。顧問的初步研究結果和建

議現撮述於下文。  
 
 
顧問研究的結果  
 
海底電纜在香港着陸的經濟效益  
 
8. 顧問確定海底電纜在香港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有助

創造職位和為經濟增值。此外，與海底電纜連接對支援本港主

要服務行業的營運亦極為重要。  
 
                                                 
2 「已裝備容量」指已裝備於所需終端設備的對外線路容量，可隨時應要求供應予本港客戶。「已使

用容量」指客戶現正使用的對外線路容量。 
3 1 垓比特等於 1 x 1012比特。 
4 一般而言，海底電纜着陸站是用作容納海底電纜近岸末端的建築物，是把海底電纜與當地電訊網

絡連接的必須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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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香港作為潛在海底電纜着陸點的實力、限制、機遇和挑戰  
 
9. 就海底電纜着陸而言，顧問認為海底電纜擁有人在選

擇着陸點時會考慮兩類主要因素：（ a）策略因素，包括區內對

帶寬的需求、着陸點的地理位置、是否有其他供互連的海底及

陸上電纜系統，以及一般營商環境；以及（b）規管因素，包括

政府政策、行政手續是否便捷，以及是否有促進投資的環境。

下文列出顧問對香港情況的分析。  
 
 
實力  
 
10. 香港位處日本、南韓和東南亞間的中央位置，地理上

自然成為這些經濟體系的樞紐，同時也是通往內地的門戶。任

何在香港着陸的新海底電纜系統均可很便捷地與現有系統互

連，藉以交換轉接通訊，並作為支援彼此的備用系統。  
 
11. 香港的環境穩定而有利營商，奉行自由市場原則，規

管及司法制度透明，在這些方面都備受稱許，讓投資者有信心

斥巨資（一個電纜系統的投資可花上數十億港元）於可用期一

般達20年或以上的海底電纜系統。香港同時是區內享負盛名的

金融中心，匯聚了不少公司的地區總部和多個主要的技術行業

（例如數據中心和內容服務供應商），這些均有助推動本港海

底電纜業的發展。此外，本港的消費者緊貼資訊科技應用的發

展，因此進一步帶動了對帶寬的需求。  
 
限制  
 
12. 目前，有興趣把新海底電纜在香港着陸的營辦商，須

與不同政府部門就有關事宜接洽，例如申請使用土地和取得所

需批准，經香港水域鋪設海底電纜、在現有海底電纜着陸站把

電纜着陸、或興建新的海底電纜着陸站。我們收到業界的意見，

指與區內其他經濟體系相比，有意提出申請的營辦商在香港需

要花較長時間找出相關部門和了解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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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雖然香港有較長的海岸線，基於本港的地勢，海底電

纜需由國際水域經東南方在香港着陸，這點限制了海底電纜的

着陸選址。目前，本港有三個主要地區供海底電纜着陸，並設

有着陸站：（1）大嶼山南部的塘福；（2）香港島南部的深水灣、

鶴咀和舂坎角；以及（3）新界東部的將軍澳。由於現有的海底

電纜大多在塘福和深水灣着陸，新鋪設的電纜於其他地方的海

底電纜着陸站或其他新地點着陸，是較為有利的。將軍澳的海

底電纜着陸站有較多空間，在實質環境上可提供所需的分流。

然而，該着陸站現時的營辦商受制於現行土地契約，未能把着

陸站的空置地方分租，讓更多海底電纜在該處着陸（見下文第

19段）。  
 
機遇和挑戰  
 
14. 顧問研究指出，內地和東南亞國家 5因經濟和區內電訊

基礎設施持續發展，對外帶寬的需求會大幅增長。有見及此，

香港應憑藉本身的優勢，把握這方面增長所帶來的機遇。此外，

連接內地、印度和歐洲的陸上電纜的容量預計有可觀增長。由

於我們可轉接這些經濟體系與其他東南亞國家間的通訊，香港

可因此受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區內其他着陸點（包括新

加坡、台灣和內地的着陸點）也甚具競爭力，是可供新海底電

纜擁有人考慮的選址。  
 
顧問的建議  
 
增加申請過程的透明度  
 
15. 目前，就新海底電纜於本港着陸而言，業界可能難以

掌握有關申請程序和法定審批事宜的所需資料。顧問指出有需

要增加申請過程的透明度，增進業界對申請過程的了解。因此，

電訊局計劃推出專題網頁，向業界提供相關資料，包括（ i）有

關本港現有海底電纜着陸站和可能發展為海底電纜着陸站的地

點資料，（ ii）有關所需法定審批事宜的資料便覽，以及（ iii）
相關政府部門和機構的聯絡資料。  

                                                 
5顧問研究中，東南亞國家包括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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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電訊局亦會提供單一聯絡點服務，申請人可通過這項

服務，把申請連同所需資料提交電訊局。電訊局隨後會與相關

的政府部門協調，並在有需要時與這些部門安排會議，以加快

審批過程。  
 
促進政府內部的協調以加快審批過程  
 
17. 目前，有興趣把新海底電纜在本港着陸的營辦商，須

與多個政府部門 6聯絡。如要興建新的海底電纜着陸站，申請過

程涉及的部門會更多。顧問建議成立一個專責工作小組，由相

關政府部門及機構的代表組成，負責處理這類申請。這樣既可

促進各方的相互合作及協調，也可縮短處理申請的所需時間。

電訊局正跟進這一項建議。  
 
確保緊密及適時的合作以便維修電纜  
 
18. 任何海底電纜故障（因天災或由經過的船隻非故意造

成損毀）都會對香港的對外連接造成負面影響。為確保適時維

修出現故障的電纜，顧問建議就進入香港水域的電纜維修船隻

申請臨時操作牌照，以及該等維修船隻上的工作人員申請工作

簽證，都應盡快獲得處理，以便早日修復受影響的對外電訊服

務。電訊局在其他相關政府部門的協助下，發出了一份資料便

覽，旨在讓海底電纜營辦商更了解申請程序及相關要求。電訊

局亦會加強與其他部門的聯繫，以迅速處理業界尋求協助的要

求。  
 
考慮放寬將軍澳工業邨現有海底電纜着陸站的租用條件  
 
19. 除將軍澳工業邨的海底電纜着陸站外，所有海底電纜

着陸站均可供新海底電纜的設備共用，但須符合海底電纜着陸

站的批地條款及條件，以及相關的法定要求。業界對海底電纜

集中於塘福和香港島南部表示關注，他們建議將軍澳工業邨的

現有海底電纜着陸站，以及將來或會在將軍澳工業邨興建的新

                                                 
6 視乎項目的性質和範疇而定，這些政府部門可包括地政總署、環境保護署、海事處、漁農自然護

理署、民政事務總署和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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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電纜着陸站，應准許共用，供更多海底電纜着陸。海底電

纜着陸站亦應容許共置附屬數據中心，以增加冗餘容量和分流

能力，使一旦發生意外或災難，多條電纜同時出現故障的風險

會減至最低。就這方面，顧問建議放寬將軍澳工業邨海底電纜

着陸站的租用條件，准許共用海底電纜着陸站，供新海底電纜

着陸和共置附屬數據中心。電訊局現正與管理將軍澳工業邨的

香港科技園公司共同跟進這項建議。  
 
使用位於舂坎角電訊港的指定土地  
 
20. 舂坎角電訊港的9個地段已預留作對外電訊站用途，其

中兩個地段已批作提供對外電訊服務之用，一個用作海底電纜

着陸站，另一個則用作衞星地球站。為方便業界取得有關可供

興建新海底電纜着陸站的地段及站址資料，相關資料會載於電

訊局將推出的網頁。就於舂坎角電訊港使用土地以設立新海底

電纜着陸站的事宜，有興趣人士可與電訊局聯絡，以獲取協助

或轉介。  
 
 
未來路向  
 
21. 電訊局與顧問於2010年1月28日舉辦了業界工作坊，向

持份者（包括業界和相關人士）簡介顧問研究的初步結果及建

議。對於方便更多海底電纜於本港着陸的建議措施，本地及海

外業界代表均表示歡迎。顧問研究將於3月底前完成，電訊局隨

後會檢視顧問報告，並與持份者進一步研究應如何推展建議的

措施。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通訊及科技科）  
電訊管理局  
2010年3月1日  
 



附件  

 

本港海底電纜着陸站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