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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路事宜小組委員會 

 

西鐵線的可載客量 

 

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有關西鐵線可載客量的事宜。  

 

現時狀況 

 

2. 隨着新界西北地區的發展和人口增長，西鐵線近年不斷加強

服務，以配合居民的交通需求。西鐵九龍南環線於 2009 年通車後，大

大縮短了新界西北地區與九龍市區的距離。為利便使用西鐵線及輕鐵服

務的乘客，香港鐵路有限公司(港鐵公司)提供接駁巴士服務，穿梭多個

西鐵站及輕鐵車站接載乘客。 

 

3. 正如香港所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一樣，在繁忙時間的高峰

期，西鐵線的乘客量會較高。針對現時西鐵線的情況，港鐵公司已在可

行的情況下提升其服務，包括加強月台管理，令月台和列車上的乘客分

布更為平均及使客流更暢順，提升列車運作效率，以及按需要盡可能加

強繁忙時段的班次，以配合整體乘客的需求。現時，西鐵線平日早上繁

忙時間的列車班次約為三分鐘一班，平日黃昏繁忙時間的列車班次為三

分半鐘一班，非繁忙時間班次為五分鐘至七分鐘一班。自 2013 年 8 月

起，西鐵線在早上繁忙時間的高峰期，於天水圍站增加一班特別班次往

紅磡方向開出，以紓緩該時段的中途乘客的需要。據港鐵公司觀察，該

特別班次有效紓緩由錦上路站至荃灣西站一段樽頸位的乘客量。由 2014

年 8 月開始，西鐵線在週五及週六晚上 7 時 30 分至 12 時增加行走八個

班次，使班次可按需要加密至五分鐘一班。 

 

 



 2

中期規劃 

 

4. 現時興建中的沙田至中環線(沙中線)，全長 17 公里，共設

10 個車站，為一個全港策略性鐵路項目。沙中線將會連接多條現有鐵

路，形成兩條策略性鐵路走廊，分別是「東西走廊」
1
和「南北走廊」

2
，

詳見附錄一。當「東西走廊」於 2019 年落成通車後，新界西的乘客可

由屯門站直達東九龍、大圍、顯徑至烏溪沙，沿途不用轉線。 

 

5. 現時西鐵線以七卡列車行走，在平日早上繁忙時間，每小時

每方向的班次約為 20 班，即列車班次約為 3 分鐘一班。在沙中線工程

下，港鐵公司會提升西鐵線的訊號系統，並購買 148 個新車卡和改裝現

有列車，為「東西走廊」通車作好準備。預計由 2016 年開始，西鐵線

列車會逐步由 7 卡增至 8 卡，至「東西走廊」預計於 2019 年通車後全

面以 8 卡列車運行，可載客量將增加至少 14%；而列車服務的班次將會

視乎實際乘客量而作適當調整。當上述購置和改裝的列車全數投入服務

後，「東西走廊」可以提供每小時每方向最高約 24 班次以 8卡車行走的

列車服務。以此計算，西鐵線可載客量將比現時 7 卡車每小時每方向約

20 班增加 37%(上文提及的 14%的增長包括在內)。由於增加列車班次需

要先採取適當的環境影響緩解措施，我們已要求港鐵公司著手研究及處

理有關的技術問題。 

 

6. 政府在 2014 年 9 月公布的《鐵路發展策略 2014》，建議直至

2031 年的規劃期內完成七個新鐵路項目。該七個鐵路項目當中，包括服

務新界西北的北環線及古洞站、屯門南延線，以及洪水橋站，以配合新

界西北地區直至 2031 年的發展計劃。有關北環線及古洞站、屯門南延

線及洪水橋站的初步概念方案載於附錄二。 

                                                 
1  由現有西鐵線、興建中的沙中線的「大圍至紅磡段」和現有馬鞍

山線組成。  

2  由現有東鐵線和興建中的沙中線的「紅磡至金鐘段」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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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北環線將在現有西鐵線上的錦上路站和落馬洲支線上新設

的古洞站之間提供穿梭服務。乘客將可以在錦上路站轉乘西鐵線，或在

古洞站轉乘落馬洲支線列車。至於是否在錦上路及古洞之間加設中途

站，將視乎日後沿線地區，以及新界北部其他潛在發展區就土地利用方

面的整體規劃。北環線及古洞站的實施時間將與規劃中的發展互相配

合，初步建議為 2018 年至 2023 年。 

 

8. 洪水橋站將位於現時西鐵線天水圍站及兆康站之間，主要是

為洪水橋新發展區及鄰近地區提供鐵路服務。洪水橋站的初步建議實施

時間為 2021 年至 2024 年，與洪水橋地區的規劃互相配合。洪水橋新發

展區將會分階段發展，第一階段的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計劃於 2020

年展開，現時的目標是讓首批人口在 2024/25 年入伙，並在 2037 年完

成整個項目的發展。 

 

9. 屯門南延線將由現有西鐵線的屯門總站向南延伸至屯門

南，初步建議的實施時間為 2019 至 2022 年。 

     

10. 就《鐵路發展策略 2014》中建議的各個新鐵路項目，我們會

按既定機制和程序，展開詳細規劃工作，包括進行更深入的可行性研

究，探討相關的理據、具體走線、車站位置，推展時間、推展方式、融

資模式等，並會諮詢公眾和區議會的意見，以及申請撥款以進行項目的

設計工作。 

 

11. 當我們就北環線及古洞站、屯門南延線及洪水橋站等新鐵路

項目進行詳細規劃工作時，會參考持續更新的規劃參數，反覆檢視實際

交通使用情況，包括鐵路網絡擴展後對現有鐵路線可能做成的影響和相

應的改善方案。在新鐵路項目落成前，運輸署也會評估這些項目啟用後

居民的出行需求及模式的轉變，對其他路面公共交通工具的影響，並擬

備重組服務的方案以提升不同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協調，讓路面交通工

具與鐵路能夠更好地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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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經考慮「東西走廊」沿線的設施，包括隧道段的消防安全要

求和車站月台的長度等，我們現時預計最終「東西走廊」的最高運力可

達每小時每方向 28 班次，而每班次由 8 卡車組成。以此計算，西鐵線

可載客量將比現時 7 卡車每小時每方向約 20 班增加 60%(上文第 5 段提

及的 37%的增長包括在內)。就此，我們會要求港鐵公司循增加班次的方

向來強化西鐵線的服務。 

 

13. 當上述三個新鐵路項目(即北環線及古洞站、屯門南延線和

洪水橋站)按現時初步建議的實施時間表完成後，西鐵線於最繁忙時段

(約在早上八時至九時左右)在最繁忙鐵路段(即錦上路站至荃灣西站)

仍能應付乘客的需求，不過略為擠迫。正如我們在《鐵路發展策略 2014》

中指出，在資源和其他相關因素許可的情況下，新鐵路線的規劃將會採

用在車廂內每平方米站立四人的服務標準。至於現有鐵路線(包括西鐵

線)或其延伸，服務水平仍會受到所屬之現有鐵路線的基建設備所限

制，例如鐵路線的訊號系統和沿線最短的月台。
3
  

 

長期規劃 

 

14. 我們會適時爭取資源，就新界西北地區 2031 年以後的鐵路

運量展開研究，包括研究提升或改善現有鐵路線，甚或興建新鐵路線的

可行性和可取性，以應付新增的運輸需求。有關研究，將一併考慮香港

西部的整體發展需要，包括建議的「東大嶼都會」的發展規劃。 

 

15. 進行長遠的道路和鐵路規劃工作時，難免會遇上不少的變

數。當中新界西北未來的發展計劃大部分仍在規劃或研究階段，要落實

這些計劃尚需通過既定規劃及其他相關法定程序，並進行公眾諮詢，不

排除計劃會因應收到的公眾意見而作出修訂或調整。同時，相關部門亦

                                                 
3  現 有 鐵 路 線 (包 括 西 鐵 線 )的 車 站 和 列 車 車 廂 均 根 據 有 關 鐵 路 當

年興建時的安全標準 (即每平方米站立六人 )設計。  



 5

須就相關發展計劃進行詳細可行性研究和設計，以進一步確定合適的發

展規模和規劃參數。此外，較大規模的發展項目往往需要分階段進行，

當中施行的時間表無可避免需按實際情況作出修訂或調整。因此，我們

在進行長遠的運輸基建規劃工作時，亦會按發展計劃的實際情況，調整

相關的道路和鐵路方案，及其推行時間表。 

 

16.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運輸及房屋局 

2015 年 7 月  



南北走廊
North South Corridor

東西走廊
East West Corridor

附錄一
Enclosure 1

HRWSCL003-SK0428

馬鞍山線 Ma On Shan Line

西鐵線 West Rail Line

沙中線 (大圍至紅磡段) SCL (Tai Wai to 
Hung Hom Section)

東鐵線 East Rail Line

沙中線 (紅磡至金鐘段) SCL (Hung Hom 
to Admiralty Section)

屯門
Tuen Mun

烏溪沙
Wu Kai Sha



北環線的初步概念方案 (包括古洞站)

附錄二
(三張中之第一張)



屯門南延線的初步概念方案

附錄二
(三張中之第二張)



洪水橋站的初步概念方案

附錄二
(三張中之第三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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