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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  
 
 

引言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二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 行 政 會 議 建 議 ， 行 政

長官指令  –   
 
 (a )  應原則上批准機管局的建議，即採納擴建成為三跑道

系統，作為香港國際機場的未來發展方案，並以這個

方案作規劃用途；  
 (b)  應要求機管局就三跑道系統開展有關的規劃工作，特

別 是 法 定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環 評 ) 、 相 關 設 計 細 節 ， 以 及

財務安排；以及  
 (c )  應 要 求 機 管 局 在 完 成 上 文 第  (b) 段 的 規 劃 工 作 後 ， 向

政府匯報。政府會在收到相關資料後，就是否興建三

跑道系統作出最終決定。  
 
 
理據  
 
《2030 規劃大綱》  
 
2 .  由 於 機 場 發 展 涉 及 龐 大 的 投 資 ， 而 且 規 劃 和 推 行 過 程 需

時 ， 故 此 機 管 局 有 需 要 及 早 進 行 規 劃 。 機 管 局 制 訂 香 港 國 際 機

場的 20 年規劃大綱，並每五年檢討和更新一次。《2030 規劃大

綱》於 2010 年年底擬備，提出以下兩個發展方案：  

 
 (a )  方 案 1 ： 維 持 現 有 雙 跑 道 系 統  —  這個方案建議維持

現有的雙跑道系統，但須進一步投資擴建客運大樓和

停 機 坪 設 施 ( 例 如 客 運 廊 、 旅 客 捷 運 系 統 、 行 李 處 理

系 統 、 貨 機 位 、 區 內 道 路 基 本 設 施 等 ) 。 估 計 建 築 成

本按 2010 年價格計算為 234 億港元，按付款當日價

格計算則為 425 億港元。採用這個方案，香港國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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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可應付由現在到 2019 年至 2022 年期間的估計航空

交通需求量；以及  
 
 (b)  方 案 2 ： 擴 建 成 為 三 跑 道 系 統  —  這個方案包括興建

第 三 條 跑 道 及 相 關 的 客 運 廊 和 停 機 坪 設 施 ( 例 如 客 運

廊、旅客捷運系統、行李處理系統、貨運停機坪、區

內 道 路 基 本 設 施 等 ) ， 並 須 於 現 有 機 場 島 北 面 填 海 拓

地約 650 公頃。估計建築成本按 2010 年價格計算為

862 億 港 元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則 為 1,362 億 港

元。根據這個方案，機場可應付直至 2030 年甚或其

後的長期航空交通需求量。  
 
《2030 規劃大綱》的公眾諮詢  
 
3 .  機管局於 2011 年 6 月 3 日至 9 月 2 日就《2030 規劃大

綱 》 進 行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 以 徵 詢 公 眾 對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未 來 發 展 的 意 見 。 機 管 局 在 諮 詢 期 內 舉 行 展 覽 和 簡 介 會 ， 又 設

立《2030 規劃大綱》的專題網站，以及邀請各界填寫問卷。問

卷 列 有 兩 個 建 議 方 案 供 回 應 者 表 明 其 整 體 取 向 ， 以 及 在 逐 一 考

慮以下八項考慮因素後的取向  — 香港與全球的航空連繫、服務

質 素 、 競 爭 力 、 經 濟 增 長 、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 使 外 遊 更 方 便 、 環

境 影 響 和 建 築 成 本 。 為 確 保 整 理 公 眾 意 見 的 過 程 持 平 公 正 ， 機

管 局 委 託 香 港 大 學 ( 港 大 )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 就 《 2030 規劃大

綱 》 三 個 月 諮 詢 期 內 收 集 所 得 的 意 見 ， 獨 立 整 理 、 分 析 和 匯

報 。 港 大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擬 備 的 報 告 摘 要 載 於

http://www.hkairport2030.com/tc/information/pdf/consultation_results_repo
rt.pdf。  
 
4 .  根據就所接獲合共 24 242 份問卷所作的量化分析如下：  
 
 (a )  回應者普遍認同以下各項︰香港國際機場連接香港至

世界各地，使香港成為國際航空樞紐；香港國際機場

提供優質的機場服務及設施；香港國際機場促進香港

的經濟增長；香港國際機場提高香港的競爭力；香港

國際機場創造就業機會；香港國際機場能使外遊更方

便 ； 以 及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應 繼 續 擴 建 ， 以 應 付 未 來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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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普遍認同加強香港與全球的航空連繫、服務質素、提

高競爭力、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使外遊更

方便、環境影響和建築成本，都是投資於提升機場處

理量時的重要考慮因素；  
 
 (c )  獨 立 考 慮 以 上 各 項 因 素 後 ， 除 建 築 成 本 及 環 境 影 響

外，明確認為三跑道方案較可取。建築成本方面，明

顯 較 多 人 認 為 三 跑 道 方 案 較 可 取 (41 .6% 相 比

24.8%) ； 環 境 影 響 方 面 ， 認 為 雙 跑 道 方 案 較 可 取

(29 .5%)與認為三跑道方案較可取 (37 .4%)的百分比相

若；  
 
 (d)  從整體上考慮，明顯較多人認為三跑道方案較可取。

約 四 分 之 三 的 回 應 者 (73 .0%) 整 體 上 認 為 三 跑 道 方 案

較 可 取 ， 而 約 一 成 的 回 應 者 (11 .1%) 認 為 雙 跑 道 方 案

較可取；以及  
 
 (e )  接 近 八 成 的 回 應 者 (79 .9%) 表 示 非 常 同 意 或 同 意 機 管

局現在必須決定如何進一步發展機場，而小部分的回

應者 (6 .3%)則非常不同意或不同意這種意見。  
 
5 .  此 外 ， 港 大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亦 分 析 了 通 過 十 個 不 同 途

徑收集所得的約 15 200 項質化意見。這些途徑包括公眾論壇、

活動、簽名運動和社交媒體等。根據質化意見：  
 
 (a )  普遍認同從廣泛角度來看，透過第三條跑道加強航空

連繫緊密度，對香港國際機場和香港帶來好處，特別

在經濟增長和競爭力方面；亦普遍認同若不興建第三

條跑道，對香港國際機場和香港會造成負面影響，只

有少數人不同意以上觀點。部分人士關注到部分預測

增 長 或 會 流 失 至 珠 江 三 角 洲 ( 珠 三 角 ) 機 場 或 高 鐵 ， 或

可能會因經濟增長放緩或油價高企而不會出現；  
 
 (b)  普遍認同未來航空交通需求量將會增加，並會超出雙

跑道的容量限制，但對於機管局預測機場處理量飽和

的時間表，意見仍有分歧。此外，亦共同關注政府須

要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放寬更多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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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主要關注的範疇是第三條跑道所帶來的環境影響，以

及諮詢文件提供的資料是否足夠讓各個方案得以適當

評估。此外，亦有意見明顯關注當局未有全面提及環

境成本，亦沒有就環境影響及可行的緩解措施提供充

足資料，以便公眾獲得所需資料，就方案進行討論；

以及  
 
 (d)  普遍認同應盡快進行環評，以提供所需資料，就如何

減低環境影響進行討論，並避免延誤工程。然而，不

同持份者對於如何或甚至能否在環境成本與經濟利益

之間取得平衡，持有非常不同的意見。  
 
機管局對《2030 規劃大綱》的建議  
 
6.  基 於 明 顯 大 多 數 人 支 持 繼 續 擴 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以 應 付

未 來 的 航 空 交 通 需 求 量 ， 以 及 明 顯 大 多 數 人 的 取 向 是 採 納 三 跑

道方案，機管局董事會遂於 2011 年 12 月 29 日向政府提交建

議。概括而言，機管局建議政府：  
 
 (a )  原則上批准機管局採納擴建成為三跑道系統的方案，

作為香港國際機場的未來發展方案，並以這個方案作

規劃用途；以及  
 
 (b)  贊同機管局就開展三跑道方案進行規劃工作，特別是

進行法定環評和擬備相關設計細節。  
 
7 .  機 管 局 的 建 議 所 涉 及 的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 以 及 就 公 眾 於 諮

詢期提出的關注事項的主要回應，撮述如下：  
 
 (a )  航空交通需求量預測  
 
 (i) 根 據 機 管 局 顧 問 編 製 的 航 空 交 通 需 求 量 預 測 ， 預

計 到 2030 年 ， 年 客 運 量 及 貨 運 需 求 量 將 分 別 達

9 700 萬 人 次 及 890 萬 公 噸 ， 年 飛 機 起 降 量 則 為

602 000 架次。由於現時雙跑道系統每年可處理的

飛機起降量最多為 420 000 架次，香港國際機場

需要擴建才能應付不斷增加的飛機起降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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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珠 三 角 機 場 發 展 迅 速 ， 香 港 與 珠 三 角 機 場 加 強 合

作並不代表無須擴建香港國際機場；  
 
 (iii) 內 地 發 展 高 鐵 後 ， 「 鐵 路 加 機 場 」 這 個 組 合 模 式

長 遠 而 言 將 對 香 港 的 航 空 交 通 需 求 帶 來 正 面 的 連

帶 效 應 。 由 於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客 貨 源 區 將 可 能 擴

大 ， 高 鐵 對 航 空 交 通 需 求 帶 來 的 長 遠 效 益 ， 料 將

超越航空與鐵路競爭所造成的短期影響；以及  
 
 (iv) 海峽兩岸於 2008 年 7 月開辦直航航班帶來的負面

影 響 只 屬 短 暫 。 內 地 政 府 放 寬 人 民 前 往 台 灣 的 政

策 ， 加 上 兩 岸 更 趨 頻 密 的 經 濟 活 動 ， 均 帶 來 新 的

航 空 旅 遊 需 求 ， 令 相 關 的 負 面 影 響 略 為 紓 緩 。 機

管 局 認 為 海 峽 兩 岸 直 航 服 務 應 不 會 對 香 港 國 際 機

場的長遠交通需求量預測構成重大影響。  
 
 (b)  現有雙跑道系統的處理量限制  
 
 (i)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雙 跑 道 系 統 的 實 際 最 高 容 量 為 每 年

約 42 萬架次的飛機起降量。預計機場將於 2019
年至 2022 年間達到最高處理量；  

 
 (ii) 三 跑 道 系 統 方 案 將 使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處 理 量 增 至

年 飛 機 起 降 量 約 62 萬 架 次 ， 因 此 應 足 以 應 付

2030 年年底前的預測飛機起降量 602 000 架次；  
 
 (iii) 飛 機 和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技 術 的 進 步 ， 長 遠 或 能 略 為

提 升 現 有 雙 跑 道 系 統 的 處 理 量 ， 但 遠 遠 無 法 應 付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於 2030 年 年 底 前 的 航 空 交 通 需 求

量；以及  
 
 (iv) 雖 然 珠 三 角 空 域 在 若 干 時 段 確 實 繁 忙 ， 但 對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航 空 服 務 的 整 體 發 展 並 未 造 成 限 制 ， 因

為 在 往 來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航 班 當 中 ， 只 有 23% 使

用 珠 三 角 空 域 。 此 外 ， 相 關 民 航 機 構 ( 內地、澳門

和香港 )之間已就應對珠三角空域事宜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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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經濟效益  
 

 (i) 方 案 所 涉 及 的 龐 大 資 本 投 資 有 充 分 理 據 支 持 ， 這

些 投 資 不 但 是 為 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亦 是 為 了 香 港

的 整 體 經 濟 利 益 。 機 管 局 的 顧 問 預 測 三 跑 道 系 統

會帶來 9,120 億港元 (按 2009 年價格計算 )的經濟

淨現值 1，遠高於雙跑道系統 (按 2009 年價格計算

為 4,320 億港元 )。此外，三跑道系統直接產生的

長 期 職 位 和 間 接 及 連 帶 職 位 ， 亦 較 雙 跑 道 系 統

多。  
 
 (d)  融資安排及建築成本  
 
 (i) 根 據 機 管 局 的 顧 問 ， 三 跑 道 方 案 會 出 現 約 1,020

億港元的資金短缺 (以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建築成

本 龐 大 是 因 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擴 建 為 三 跑 道 系 統 ，

所 牽 涉 的 遠 遠 不 只 是 一 條 額 外 跑 道 ， 當 中 包 括 約

650 公頃的大型填海工程，以及足以媲美一個完善

的機場的全套機場運作及輔助設施；以及  
 
 (ii) 雖 然 三 跑 道 系 統 的 資 本 投 資 龐 大 ， 但 是 資 本 開 支

將按十八年攤分，每年的資本開支僅介乎 37 億港

元至 130 億港元。假設政府在財政及政策上給予

適當支持，三跑道方案在財政上是可行的。  
 
 (e )  環境事宜  
 
 (i) 機 管 局 進 行 了 涵 蓋 廣 泛 環 境 事 宜 的 初 步 環 境 評

估 ， 當 中 包 括 水 質 、 流 體 力 學 、 海 洋 生 態 、 空 氣

質 素 、 飛 機 噪 音 ， 以 及 漁 業 和 中 華 白 海 豚 所 受 到

的影響等；以及  
 
 (ii) 機 管 局 理 解 三 跑 道 方 案 帶 來 廣 泛 的 環 境 影 響 。 機

管 局 將 會 根 據 法 定 環 評 程 序 ， 全 面 處 理 公 眾 ， 特

別是環保團體提出有關環境影響的關注事項。  
 
政府對機管局建議的意見  

                                                                                                                                                                             

1 經 濟 淨 現 值 的 計 算 方 法 ， 是 把 一 項 投 資 的 未 來 經 濟 效 益 現 值 ， 減 去 投 資 額 的 現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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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考 慮 到 下 文 各 段 的 因 素 ， 我 們 認 為 應 採 納 擴 建 成 為 三 跑

道 系 統 的 建 議 ， 作 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未 來 發 展 方 案 ， 並 以 這 個

方 案 作 規 劃 用 途 ， 以 及 要 求 機 管 局 就 三 跑 道 系 統 開 展 下 一 階 段

工作。  
 
香港國際機場帶來的效益和三跑道系統的需要  
 
9 .  香港國際機場是個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現有超過 95 家

航空公司在香港提供航空服務，往來全球約 160 個航點，每天

的飛機起降量逾 850 架次。香港國際機場不單服務旅客，更對

整 體 經 濟 有 重 大 影 響 。 根 據 機 管 局 的 顧 問 的 意 見 ， 目 前 約 有

65 000 人在機場島上工作。在 2008 年，按增加價值額 2計算，

香港國際機場的經濟貢獻達 780 億港元，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4.6%。  
 
10 .  航 空 連 繫 緊 密 度 是 香 港 競 爭 力 的 關 鍵 ， 對 於 保 持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商 業 中 心 的 地 位 ， 舉 足 輕 重 。 香 港 與 全 球 的 航 空 連 繫 愈

緊 密 ， 各 行 各 業 的 得 益 便 愈 大 。 機 場 運 作 產 生 多 項 上 游 和 下 游

經 濟 活 動 ， 包 括 金 融 服 務 、 保 險 、 專 業 服 務 、 貿 易 及 物 流 、 高

增 值 製 造 業 、 旅 遊 業 、 零 售 和 展 覽 等 。 機 場 有 助 提 高 本 地 生 產

力和效率，並為香港經濟持續發展創造有利的環境。  
 
11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航 空 交 通 量 與 啟 德 時 期 相 比 ， 有 龐 大 的

增幅 (由 1997 年啟德國際機場處理旅客 2 970 萬人次、180 萬公

噸貨物和 165 000 架次的飛機起降量，增至 2011 年香港國際機

場處理旅客 5 390 萬人次、390 萬公噸貨物和 334 000 架次的飛

機 起 降 量 ) 。機管局預計香港國際機場的雙跑道系統到 2019 年

至 2022 年左右便會飽和。機管局的顧問 3指出，到 2030 年，航

空交通需求量預計每年約為客運量 9 700 萬人次、貨運量為 900
萬公噸，而每年的飛機起降量則為 60 萬架次。這個需求量遠遠

超 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現 時 雙 跑 道 系 統 的 處 理 量 ( 即每年飛機起降量

42 萬架次 )。在 2011 年，香港國際機場實際的航空交通量，已

                                                                                                                                                                             

2 增 加 價 值 額 是 總 產 值 減 去 中 間 投 產 消 耗 值 ( 即 在 生 產 過 程 中 所 消 耗 的 貨 品 及 服 務 的 價

值 ) 。  
3 機 管 局 委 託 了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Consulting 為 《 2 0 3 0 規 劃 大 綱 》 編 製 交

通 需 求 量 預 測 。 該 顧 問 公 司 非 常 熟 悉 航 空 公 司 的 策 略 ， 又 掌 握 尖 端 的 交 通 量 資 料 庫 ，

具 備 為 倫 敦 希 斯 路 、 巴 黎 戴 高 樂 、 杜 拜 和 曼 谷 等 大 型 機 場 研 究 和 分 析 交 通 需 求 量 預 測

的 豐 富 經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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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2030 規劃大綱》所預測的交通需求量，即大約提早兩年

達 到 預 測 的 數 字 。 若 機 場 處 理 量 不 足 ， 跑 道 的 起 降 時 段 一 旦 全

被 佔 用 ， 要 開 辦 新 航 班 ， 惟 有 取 消 現 有 航 班 以 騰 出 起 降 時 段 。

航 空 公 司 將 可 能 着 重 發 展 利 潤 較 豐 厚 的 航 線 ， 導 致 航 點 減 少 、

各 航 線 之 間 的 競 爭 消 減 、 轉 機 時 間 與 航 班 延 誤 加 長 ， 而 旅 客 亦

須 支 付 較 高 費 用 。 香 港 得 來 不 易 的 航 空 網 絡 和 航 空 連 繫 緊 密 度

難免會逐漸萎縮，這亦會窒礙香港作為航空樞紐的發展。  
 
12 .  我 們 已 委 聘 顧 問 獨 立 審 核 和 確 認 該 兩 個 發 展 方 案 帶 來 的

經濟效益，以及檢討機管局根據《2030 規劃大綱》所載擴建方

案 而 提 交 的 財 務 評 估 。 經 濟 分 析 的 重 點 是 審 核 《 2030 規 劃 大

綱 》 經 濟 分 析 採 用 的 方 法 是 否 合 理 和 恰 當 、 數 據 和 假 設 是 否 有

效、計算是否準確。如有 2009 年和 2010 年的數據，還會相應

更 新 修 正 。 顧 問 認 為 ， 機 管 局 的 經 濟 評 估 方 法 大 致 妥 當 。 顧 問

並 確 認 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興 建 第 三 條 跑 道 對 香 港 經 濟 有 極 大 的 貢

獻。  
 
公眾對香港國際機場未來發展的意見  
 
13 .  根據《 2030 規劃大綱》公眾諮詢的結果，公眾都非常支

持 繼 續 擴 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以 應 付 未 來 的 航 空 交 通 需 求 ， 而 公

眾 明 顯 屬 意 採 納 三 跑 道 方 案 作 為 機 場 未 來 發 展 的 方 案 。 公 眾 諮

詢的結果並顯示，公眾清楚認同香港國際機場對香港的貢獻。  
 
環境事宜  
 
14 .   我 們 留 意 到 與 三 跑 道 系 統 相 關 的 環 境 影 響 備 受 關 注 。

《 2030 規劃大綱》已進行初步環境評估，其深入程度可讓機管

局 評 估 和 選 出 最 理 想 的 機 場 布 局 。 機 管 局 將 會 着 手 進 行 法 定 環

評 ， 以 便 進 一 步 評 估 三 跑 道 系 統 的 環 境 影 響 和 處 理 這 些 影 響 的

緩 解 措 施 。 特 別 是 政 府 已 宣 布 決 定 更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機 管 局

已 承 諾 在 進 行 三 跑 道 系 統 的 環 評 研 究 時 ， 會 採 用 新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作 為 基 準 ， 進 行 詳 細 的 空 氣 質 素 影 響 評 估 。 此 外 ， 機 管 局

近 年 來 採 取 了 多 項 環 保 措 施 ， 包 括 提 早 以 混 合 動 力 車 輛 和 電 動

車 輛 取 締 舊 車 輛 ； 採 用 電 氣 化 的 空 運 地 勤 支 援 設 備 ； 植 樹 和 綠

化 屋 頂 等 。 機 管 局 進 行 環 評 時 ， 會 針 對 相 關 的 環 境 事 宜 ， 探 討

所有可行的緩解措施。  
 
融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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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由 於 所 需 的 資 本 投 資 額 非 常 龐 大 ， 落 實 三 跑 道 方 案 會 令

機 管 局 出 現 極 大 的 資 金 短 缺 。 我 們 已 委 聘 顧 問 ， 獨 立 審 核 和 確

認 機 管 局 的 顧 問 所 進 行 的 初 步 財 務 分 析 。 顧 問 研 究 發 現 ， 根 據

現 在 所 掌 握 的 資 料 ， 機 管 局 的 初 步 財 務 分 析 的 方 法 、 假 設 和 計

算 大 致 合 理 。 除 了 三 跑 道 系 統 的 資 本 投 資 ， 政 府 還 需 要 進 行 相

關 的 工 務 工 程 ， 以 配 合 三 跑 道 系 統 投 入 運 作 。 機 管 局 的 預 算 並

不包括這些工務工程的建設開支，因此政府需要另行計算。  
 
下一階段的工作  
 
16 .  機 管 局 將 調 撥 資 源 ， 着 手 規 劃 三 跑 道 方 案 ， 當 中 的 主 要

工作包括：  
 
 (a )  法 定 環 評  — 評 估 各 方 面 潛 在 的 環 境 影 響 ， 並 提 出 所

需的緩減措施。估計整個環評程序需時大約兩年；  
 
 (b)  相 關 的 設 計 細 節  — 將 與 環 評 同 步 進 行 ， 在 得 出 環 評

結果，特別是所需的緩減措施之後，將會加以修訂；

以及  
 
 (c )  融 資 安 排  — 最 終 的 建 築 成 本 預 算 ， 須 視 乎 工 程 計 劃

的詳細設計和進一步規劃而定。屆時機管局須制定融

資安排，以便與政府磋商如何妥善解決資金短缺的問

題。  
 
政 府 亦 需 要 設 計 和 規 劃 相 關 的 工 務 工 程 。 在 完 成 上 述 工 作 後 ，

政 府 會 考 慮 相 關 資 料 ， 以 便 就 是 否 擴 建 三 跑 道 系 統 作 出 最 終 決

定。  
 
政府與機管局的關聯  
 
17 .  機 管 局 是 政 府 全 資 擁 有 的 法 定 機 構 。 根 據 《 機 場 管 理 局

條 例 》 ( 第 483 章 ) ， 機 管 局 負 責 營 運 、 發 展 和 維 持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並 以 維 持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和 區 域 航 空 中 心 為 目 標 。 由 於 擴 建

三 跑 道 系 統 涉 及 一 系 列 的 工 程 、 融 資 和 環 境 問 題 ， 因 此 政 府 有

需 要 密 切 督 導 機 管 局 的 工 作 ， 以 確 保 以 最 有 成 效 的 方 式 處 理 未

來 的 工 作 。 有 關 工 作 的 規 模 龐 大 兼 且 極 其 複 雜 ， 政 府 實 有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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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機 管 局 緊 密 合 作 ， 以 便 及 時 提 出 意 見 和 採 取 行 動 ， 確 保 有 關

工作在初期即循正確方向開展。  
 
18 .  政 府 為 履 行 有 關 職 責 ， 將 會 着 手 成 立 高 層 次 的 督 導 委 員

會 ， 指 導 機 管 局 ， 並 會 成 立 由 有 關 決 策 局 領 導 的 專 責 小 組 ， 為

督導委員會提供行政支援，以及負責日常的監察和統籌工作。  
 
 
其他方案  
 
19 .  我 們 不 建 議 採 納 另 一 個 發 展 方 案 ， 即 維 持 雙 跑 道 系 統 而

進 一 步 投 資 擴 建 客 運 大 樓 和 停 機 坪 設 施 ， 理 由 是 這 個 方 案 只 可

以讓香港國際機場應付直至 2019 年至 2022 年期間的航空交通

需 求 量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處 理 量 增 長 將 停 滯 不 前 ， 機 場 處 理 量

的 潛 在 增 長 為 香 港 帶 來 的 經 濟 效 益 亦 會 化 為 烏 有 。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商 業 中 心 和 航 空 樞 紐 的 整 體 競 爭 力 ， 將 會 受 到 損 害 。 我 們 認

為這個方案並不合適，因此不應採納。  
 
 
建議的影響  
 
20 .  本 文 件 的 建 議 對 生 產 力 和 法 律 沒 有 影 響 ， 並 符 合 《 基 本

法 》 的 規 定 ，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至 於 對 財 政 、 經 濟 、 公 務

員、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影響，詳見附件。  
 
 
公眾諮詢  
 
21 .  機管局在 2011 年 6 月 3 日至 9 月 2 日期間，就《2030
規 劃 大 綱 》 徵 詢 市 民 意 見 。 公 眾 諮 詢 結 果 詳 載 於 由 港 大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擬 備 的 報 告 ( 載 於

http://www.hkairport2030.com/tc/information/pdf/consultation_results_repo
rt.pdf)。  
 
 

附件  

      



 

1 1  

宣傳安排  
 
22 .  我們會在 2012 年 3 月 20 日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

解 答 傳 媒 查 詢 。 此 外 ， 我 們 會 向 立 法 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介

紹詳情。  
 
 
背景  
 
23 .  機管局一向藉着擬定 20 年規劃大綱，並每五年檢討和更

新一次，為機場的未來發展訂定策略方向。《2030 規劃大綱》

的籌備工作於 2008 年展開。為確保規劃過程具透明度和專業客

觀 ， 機 管 局 委 託 了 九 家 獨 立 顧 問 公 司 ， 研 究 機 場 發 展 所 涉 及 的

不 同 策 略 範 疇 ， 例 如 航 空 交 通 量 預 測 、 經 濟 影 響 、 初 步 的 工 程

可 行 性 及 環 境 評 估 。 這 些 研 究 廣 泛 涵 蓋 所 有 關 鍵 事 宜 ， 讓 機 管

局 能 夠 掌 握 充 分 資 料 ， 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未 來 發 展 策 略 作 出 適

當的建議。機管局在 2011 年 6 月至 9 月期間，就《2030 規劃

大 綱 》 進 行 公 眾 諮 詢 ， 了 解 市 民 對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未 來 發 展 的

意見。  
 
 
查詢  
 
24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與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長（運輸）陳婉嫻女士（電話號碼：3509 8194）聯絡。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日  



 

 

附件   
 

對財政、經濟、公務員、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對財政的影響  
 
 把機場擴建成三跑道系統的成本龐大，將會令機管局出現

資 金 短 缺 。 這 是 因 為 擴 建 工 程 的 資 本 開 支 ， 將 會 超 出 機 管 局 審

慎 借 貸 能 力 水 平 ， 以 及 機 管 局 的 內 部 現 金 流 。 政 府 已 委 聘 顧 問

獨 立 審 核 和 確 認 三 跑 道 方 案 的 財 政 事 宜 。 顧 問 研 究 發 現 ， 根 據

現 在 所 掌 握 的 資 料 ， 機 管 局 的 初 步 財 務 分 析 的 方 法 、 假 設 和 計

算大致可以接受。  
 
2 .  在得悉環境影響評估 (環評 )的結果，尤其是所需的緩減措

施 之 後 ， 機 管 局 將 會 就 擴 建 三 跑 道 系 統 的 設 計 細 節 作 出 相 關 修

改 ， 並 會 修 訂 建 築 成 本 預 算 ， 以 及 制 定 融 資 安 排 建 議 ， 以 便 與

政 府 磋 商 。 除 了 由 機 管 局 承 擔 採 納 三 跑 道 系 統 所 需 的 資 本 開 支

外 ， 政 府 還 需 要 進 行 相 關 的 工 務 工 程 ， 以 配 合 三 跑 道 系 統 投 入

運 作 ， 因 而 構 成 財 政 影 響 。 對 於 這 些 工 務 工 程 的 開 支 ， 政 府 需

要另行計算。  
 
3 .  在機管局提交三跑道系統的建築成本最終預算和融資安排

建 議 之 後 ， 政 府 會 再 次 委 聘 財 務 顧 問 ， 獨 立 審 核 和 確 認 機 管 局

提 出 的 最 新 工 程 預 算 和 融 資 安 排 建 議 。 財 務 顧 問 會 就 相 關 財 政

影 響 和 最 適 當 的 融 資 安 排 向 政 府 提 出 意 見 ， 讓 政 府 與 機 管 局 磋

商 如 何 妥 善 解 決 工 程 計 劃 資 金 短 缺 的 問 題 。 屆 時 ， 政 府 將 會 考

慮 建 築 成 本 最 終 預 算 、 融 資 安 排 建 議 、 政 府 當 時 的 財 政 狀 況 ，

以及香港的經濟情況，評估三跑道系統在財政上是否可行。  
 
對經濟的影響  
 
4 .  香港國際機場在維持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紐的地位，以及

保 持 香 港 作 為 商 業 樞 紐 和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的 吸 引 力 方 面 ， 發 揮 重

要 作 用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一 方 面 提 供 便 捷 的 交 通 工 具 ， 方 便 旅 客

進 出 香 港 ； 另 一 方 面 亦 肩 負 重 任 ， 支 援 本 港 主 要 的 經 濟 發 展 支

柱 行 業 ， 包 括 旅 遊 業 、 進 出 口 貿 易 及 物 流 業 ， 以 及 專 業 服 務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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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我們已委聘顧問獨立審核和確認該兩個發展方案帶來的經

濟效益，以及檢討機管局根據《2030 規劃大綱》所載擴建方案

而 提 交 的 財 務 評 估 。 顧 問 認 為 ， 機 管 局 的 經 濟 評 估 方 法 大 致 妥

當 。 顧 問 並 確 認 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興 建 第 三 條 跑 道 對 香 港 經 濟 有

極 大 的 貢 獻 。 興 建 第 三 條 跑 道 會 讓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有 足 夠 容 量 應

付直至 2030 年或其後的航空交通需求，令香港更能把握預期區

內强勁經濟增長所帶來的機會。  
 
對公務員的影響  
 
6.  機管局是由政府全資擁有的法定機構，將會負責下一階段

的 工 作 。 鑑 於 工 程 規 模 龐 大 兼 且 極 其 複 雜 ， 政 府 實 有 需 要 與 機

管 局 緊 密 合 作 ， 確 保 工 程 在 初 期 即 循 正 確 方 向 開 展 。 例 如 ， 在

制 定 一 些 全 港 性 的 環 境 影 響 緩 減 措 施 ， 擬 定 相 關 的 設 計 細 節 ，

以 及 就 設 計 細 節 進 行 交 通 、 渠 務 、 污 水 處 理 等 必 要 的 技 術 評 估

方 面 ， 預 計 政 府 會 大 量 參 與 並 協 調 統 籌 。 此 外 ， 在 機 管 局 提 交

最 新 的 工 程 預 算 和 融 資 建 議 之 後 ， 政 府 亦 要 審 核 和 確 認 新 的 開

支金額，以及考慮財政影響和最適當的融資方案。  
 
7 .  政府為履行有關職責，將會成立高層次的督導委員會，指

導 機 管 局 。 此 外 ， 還 會 成 立 由 有 關 的 決 策 局 領 導 的 專 責 小 組 ，

為 督 導 委 員 會 提 供 行 政 支 援 ， 並 負 責 與 興 建 三 跑 道 系 統 有 關 的

日 常 監 察 和 統 籌 工 作 。 我 們 會 按 照 既 定 的 資 源 分 配 機 制 申 請 額

外資源，以便成立專責小組。  
 
對環境的影響  
 
8 .  機管局已就三跑道系統進行初步的環境評估，發現將會涉

及 一 些 環 保 問 題 ， 包 括 對 流 體 力 學 、 累 積 水 質 、 噪 音 、 空 氣 質

素、生態 (特別是中華白海豚 )及漁業的影響，幅度視乎工程的最

終 規 模 而 定 。  機 管 局 會 根 據 《 環 境 影 響評估條例》進行環評研

究 ， 以 詳 細 探 討 各 個 環 保 問 題 ， 並 針 對 環 境 影 響 建 議 各 項 措

施。  
 
 
9 .  根據 2030 年預測航機起降量對空氣質素可能造成影響的

初 步 研 究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運 作 對 香 港 整 體 空 氣 質 素 的 影 響 較

少 。 如 採 用 三 跑 道 系 統 方 案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鄰 近 所 有 易 受 空 氣

污 染 影 響 地 方 的 空 氣 質 素 ， 都 不 會 超 過 現 行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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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政 府 已 宣 布 決 定 更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機 管 局 已 承 諾 ， 日 後

進 行 法 定 環 評 時 ， 將 採 用 新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作 為 基 準 ， 進 行 詳

細的空氣質素影響評估。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10 .  機 管 局 已 就 《 2030 規 劃 大 綱 》 進 行 初 步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 結 果 發 現 三 跑 道 系 統 會 為 香 港 帶 來 社 會 經 濟 效 益 ， 尤 其 會

創 造 更 多 就 業 、 投 資 和 營 商 機 會 ， 因 此 有 利 於 香 港 經 濟 的 長 遠

發 展 。 另 一 方 面 ， 三 跑 道 系 統 會 對 海 洋 生 態 、 漁 業 、 噪 音 、 空

氣 質 素 和 景 觀 價 值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 在 進 行 環 評 的 過 程 中 ， 必 須

確 定 足 夠 的 緩 減 措 施 ， 以 期 盡 量 減 少 對 環 境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

不 同 持 份 者 的 關 注 事 項 亦 必 須 正 視 ， 並 審 慎 處 理 。 在 掌 握 更 多

資料時，便會進行更全面的可持續發展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