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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機場有迫切需要擴建成為三跑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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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道系統 （港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1,415億元*

三跑道系統建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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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2030規劃大綱》: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為1,362億元



「共同承擔、用者自付」原則

主要從三方面集資 :

1. 營運盈餘（經檢討及調整現有費用及收費後）；

2. 引入新的機場建設費；及

3. 憑藉機管局的財政實力及信貸評級，在市場上向第三方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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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盈餘(3)

470億元
(33%)

機場建設費(2)

260億元
(18%)

借貸
690億元
(49%)

（港元）

財務安排

註：
(1

 

)以四捨五入計算
(2

 

)扣除稅項
(3

 

)已計入來自機場收費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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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金來源：營運盈餘（470億港元）

主要參數 假設

航空交通量增長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 的航空交通量預測

消費物價指數 每年3% 

機場收費 由2016/17財政年度起將回復至2000年水平，之後增幅則與通脹掛

 鈎。

零售業務收益 與客運量增長及消費物價指數的升幅掛鈎。

營運開支
增幅與消費物價指數／航空交通量預測／新設施／三跑道系統下的

 新運作情況掛鈎。

新資本開支（非三跑）及重

 置資本開支
機管局將於期內繼續投資「非三跑」資本開支及重置資本開支合共

 超過400億港元，直至三跑道系統落成為止。

註：2014/15至2018/19財政年度按照機管局五年計劃

 

。



航空交通量增長預測

客運量 貨運量飛機起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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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年

 
增長率 三跑啟用前 三跑啟用後

飛機起

 
降量 1.0% 4.5%

複合年

 
增長率 三跑啟用前 三跑啟用後

客運量 1.9% 4.3%

複合年

 
增長率 三跑啟用前 三跑啟用後

貨運量 3.9% 4.9%

註：
三跑啟用前：2014/15至2022/23財政年度
三跑啟用後：2022/23至2030/31財政年度

資料來源：2014/15至2018/19財政年度按照機管局五年計劃，
其餘年份為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 的航空交通量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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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金來源：營運盈餘（470億港元）

主要參數 假設

航空交通量增長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 的航空交通量預測

消費物價指數 每年3% 

機場收費 由2016/17財政年度起將回復至2000年水平，之後增幅則與通脹掛

 鈎。

零售業務收益 與客運量增長及消費物價指數的升幅掛鈎。

營運開支
增幅與消費物價指數／航空交通量預測／新設施／三跑道系統下的

 新運作情況掛鈎。

新資本開支（非三跑）及重

 置資本開支
機管局將於期內繼續投資「非三跑」資本開支及重置資本開支合共

 超過400億港元，直至三跑道系統落成為止。

註：2014/15至2018/19財政年度按照機管局五年計劃

 

。



• 機管局將會在完成三跑道系統所有法定刊憲程序後，開始徵收
 機場建設費。

• 機管局會一直徵收機場建設費，直至三跑道系統的相關借貸悉
 數償還為止。

• 在整個收費期間，機場建設費的收費水平將維持不變。
所有離港旅客（離境、轉機及過境）

每名離港旅客（港元） 頭等／商務客位 經濟客位

長途 $180 $160

短途 $160 $90*

2. 資金來源：機場建設費（260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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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香港國際機場作為樞紐機場地位的競爭力，建議向短途經濟客位轉機及過境旅客所收

 取的機場建設費，將訂為70港元。



3. 資金來源：借貸（690億港元）

• 視乎在不同階段的三跑道系統資本開支計劃，分階段
 進行借貸

• 受惠於機管局極佳的信貸評級（AAA級）

• 探討所有融資來源，包括年期、投資者基礎、貨幣及
 利率等

• 鼓勵公眾參與

• 假設借貸成本於整個期間劃一年息率為5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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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債券：

‒
 

向機構投資者發行債券

‒
 

伊斯蘭債券

‒
 

零售債券

• 銀行借貸：

‒
 

銀行貸款及循環貸款

‒
 

銀團或雙邊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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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金來源：借貸（690億港元）



周詳評估，找出潛在風險，並擬定避免／ 緩解及應變方案

• 全面事前地質勘探
 

–
 

已在超過600個勘測點進行勘探, 掌握地質資料，減少施
 工進行期間的風險。

• 實而不華設計
 

-
 

確保設計符合用途及物有所值，並避免不切實際或不必要的建
 設。

• 周詳前期設計
 

-
 

仔細設計，確認工程項目範圍。避免邊建邊改，以管控施工期
 間的設計及工程變動風險，影響效率。

• 反覆測試 填海技術 –
 

已進行三輪深層水泥拌合法技術測試。

• 合理預算、多重審查，
 

管控財務風險-
 

項目預算經由機管局工程團隊覆檢,獨
 立財務顧問審核財務方案, 進行風險測試，確認可行。相關報告亦已呈交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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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 財務顧問已就下行情況，進行壓力測試，包括：

(i) 收益不足

(ii) 超支

(iii) 借貸成本上升

• 結論：

(i) 整體財務安排務實可行。

(ii) 在測試的下行風險中，機管局仍有能力進一步借

貸，以應付之後出現的資金短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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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壓力測試



三跑道系統的效益數據

• 為香港帶來的整體經濟貢獻: 與雙跑道系統相比，三跑
 道系統將會於50年年期內為香港整體帶來額外4,550億
 元（按2012年價格計算）經濟效益，及80,000個直接

 、間接/連帶的新增就業職位。

• 財務内部回報率: 根據財務顧問報告，三跑道的財務内
 部回報為8%。

(機管局現時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
 

約為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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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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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及2015年的研究各有不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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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及2015年的研究各有不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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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規劃大綱》
財務可行性研究 三跑道系統財務安排研究

報告日期 2011年 2015年

研究目的

雙跑道系統及三跑道系統兩個發展方案的

 財務可行性評估
三跑道系統的財務安排方案

研究範圍

評估雙跑道系統及三跑道系統的財務可行

 性，例如內部回報率、淨現值及加權平均

 資本成本評估等。

釐定資金短缺差額（但並非資金來源）。

釐定資金短缺金額，並詳細探討資金來源

 （包括更新內部回報率）。

結論

資金短缺差額。

並未就資金來源作出結論。

新增對外借貸為其中一個可能的資金來

 源。

資金來源包括保留營運盈餘、徵收機場建

 設費及對外借貸。

若出現機管局財務顧問測試的下行情況，

 機管局仍可籌集額外資金，以應付可能出

 現的資金短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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