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過海隧道的交通流量分布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滙報政府在二零一三年就改善過海隧道

交通流量分布提出的三個收費調整方案所進行的公眾諮詢結果，

和交代政府改善過海隧道交通流量分布的 新工作方向。  
 
 
背景  
 
2 .  二零一三年二月，政府提出三個收費調整方案，作為改

善三條過海隧道交通流量分布的擬議措施，並進行為期三個月的

公眾諮詢。三個方案均涉及不同程度下調東區海底隧道 (「東隧」)
收費及上調海底隧道 (「紅隧」)收費，旨在把車輛由紅隧分流至

東隧，令紅隧車龍縮減 30%至 40%，每日減少約 4 000 架次，

以求過海車龍不再阻礙非過海交通。三個擬議收費調整方案的主

要特點，載於附件。  
 
3 .  為實施東隧收費的下調，政府建議補貼東隧使用者，按

照實際行車量，向東隧專營商繳付現行隧道費與已下調隧道費之

間的差額。視乎公眾諮詢的結果，當局當時建議試行選定的收費

調整方案，為期十二個月，以測試其成效。  
 
 
公眾諮詢的結果  
 
4 .  公眾諮詢期間，我們諮詢了本委員會、交通諮詢委員會、

八個相關區議會 1、一些學者和專家，以及交通運輸業界。我們

                                                           
1  八個相關的區議會分別是中西區、東區、九龍城區、觀塘區、西貢區、深水埗區、

灣仔區及油尖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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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渠道，一共接獲 106 份由各持份者和市民提交的書面意

見。  
 
5 .  透過這次公眾諮詢，讓社會能聚焦地討論透過調整隧道

費的方式，促進過海隧道的交通流量合理分布的可行性和可取性。

諮詢結果顯示，公眾普遍認為，透過調整隧道費的方式以促進過

海隧道交通合理分流，是可接受的方向。不過，社會上對政府提

出的三個調整方案持不同的意見，未有一個清晰明確的主流看

法。  
 
6 .  在收到的 106 份書面意見中，少於半數述明屬意哪個方

案，當中方案 A(「資源管理」方案 )和方案 C(「公交不變」方案 )
的支持者數目相若。餘下意見書不是反對所有三個方案，就是沒

有在三個方案中作出選擇，並建議政府考慮其他替代方案。  
 
7 .  交通運輸業界普遍支持方案 C，因為該方案建議維持公

共交通車輛的收費不變，而學者和專業團體大多支持方案 A 或方

案 C。八個被諮詢的相關區議會未能達致任何清晰的結論，也沒

有表示支持哪個方案。某些區議會關注到東隧和附近道路能否容

納額外的車流，以及分流至東隧的車流會否導致區內交通擠塞。  
 
 
東隧和紅隧 新交通情況   
 
8 .  東隧的設計容車量為 78 000 架次。運輸署委聘的顧問

估計在各建議的收費調整方 案下，每日約有額外的 4 000
至 5 000 架次車輛改行東隧。在二零一二年，東隧的平均每日行

車量約為 71 000 架次。在收費調整方案下，估計東隧的行車量

會增至約 75 000 至 76 000 架次，仍會低於東隧的設計容量。  
 
9 .  因應公衆的關注，及交通情況在不斷變化，我們進行了

新的交通流量評估，結果顯示東隧的平均每日行車量在二零一

三年已增至約 72 000 架次。若再加上收費調整方案下分流而可

能達 5 000 架次的車輛，行車量會增至達約 77 000 架次，相當

貼近東隧的設計容車量。  
 
10 .  另一方面，紅隧在二零一三年的 新交通流量與二零一

一年比較，下跌了每日超過 3 000 架次。由於整體過海交通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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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期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三年期間 )有上升，我們估計當中有些

原本使用紅隧的車輛可能轉用了東隧或西隧。  
 
 

新工作方向  
 
11 .  經充分考慮紅隧和東隧 新的交通情況，公眾的意見和

相關地區的關注後，政府決定暫緩試行收費調整計劃。  
 
12 .  然而，政府會繼續進行合理分布過海隧道交通流量的工

作，以紓緩交通擠塞。政府初步考慮以二零一七年中環灣仔繞道

開通為合適的時機，因為中環灣仔繞道開通可望紓緩西區海底隧

道（「西隧」）連接道路的擠塞問題，讓我們有基礎在制訂過海

隧道交通合理分流整體計劃時，可一併考慮調整西隧的收費。此

外，東隧擁有權於二零一六年移交政府後，政府在設計收費調整

計劃上會有更大彈性。屆時，將更有利於我們更全面地制訂三條

過海隧道分流的策略，令分流效果更爲到位。  
 

13 .  由現在起到二零一七年，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所有過海

隧道及其附近一帶的交通情況，並會視乎需要採取進一步的交通

管理措施。  
 
14 .  交通擠塞逐漸成為一個全港性問題。要有效改善問題，

除了從合理地分布三條過海隧道的交通流量入手外，我們也要考

慮其他中長期措施，包括進一步完善我們的集體運輸系統 (包括

鐵路和專營巴士網絡 )和其他公交配套，研究在中區試行電子道

路收費，締造一個行人友善的環境，以及在新市鎮和新發展區方

便市民以單車代步。我們亦會籌備有關長遠公共交通規劃發展的

檢討。我們有具體建議方案時會諮詢公眾和本委員會。  
 
 
徵詢意見  
 
15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一四年二月  



  

附件  
三個收費調整方案的主要特點  

 
 方案 A  

(「資源管理」方案 )  
方案 B  

(「東減紅加」方案 )  
方案 C  

(「公交不變」方案 )  

收費調整特點   東隧私家車收費下調 5 元，其他車輛
類別的收費相應下調，使東隧收費貼

近下述海底隧道 (「紅隧」 )經調整後
的收費  
 

 東隧私家車收費下調 5 元   東隧私家車收費下調 5 元  
 

  東隧貨車收費減幅大於紅隧貨車收費
加幅，差幅為三個方案中最大，對貨

車業界的影響最小  
 

  紅隧私家車收費上調 5 元，其他車輛
類別的收費會按資源管理為本的原

則相應上調，向較大和較重型的車輛

收取較高隧道費，因為它們佔用較多

道路空間，而且對路面造成較大損耗

 紅隧私家車收費上調 5 元   紅隧私家車收費上調 1 0 元  

   東隧和紅隧其他車輛類別的收費，按

兩條隧道各自的原有收費結構相應調

整 (收費結構不變 )  
 

 公共交通車輛收費不變，但載客的士

使用東隧收費下調 1 0 元  

交通評估  

估計紅隧車龍

縮減  
 

4 0 %  3 0 %  3 8 %  

經濟評估  

估計整體經濟

效益  
每年 5 . 6 億元  每年 5 . 3 億元  每年 5 . 2 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