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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meeting of 23 January 2019 
 

Motion to be put by the HKSAR Government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implementing the Toll Adjustment Proposal 
 
  Th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has given notice to move 
the captioned motion in Appendix 1 at the Council meeting of 23 January 
2019.  The President has directed that it be printed in the terms in which it was 
handed in on the Agenda of the Council.  The speech (Chinese version only) 
which the Secretary will deliver when moving the motion is in Appendix 2. 
 
2.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under Rule 29(6)(a)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notice of an amendment to the captioned motion must be given not 
later than 5 clear days (i.e. 16 January 2019) before the day on which the 
motion is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Council.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e for 
motions not intended to have legislative effect, only one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may be moved by a Member. 
 
 
 
 
 

 (Dora WAI)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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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to be put by the HKSAR Government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implementing the Toll Adjustment Proposal 
 

Regarding the Government’s proposal to adjust the tolls of private cars, 
taxis and motorcycles for using the three road harbour crossings with 
effect from 1 January 2020 (“Toll Adjustment Proposal”) with a view to 
rationalising cross-harbour traffic which will bring about benefits to 
society as a whole, with expected benefits including alleviating 
cross-harbour traffic congestion, reducing the obstruction of 
non-cross-harbour traffic by cross-harbour traffic queues, saving the 
commuting time for citizens using public transport and reducing emission 
from vehicles, etc., this Council supports the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into this Council legislative amendments relating to the Cross-Harbour 
Tunnel and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oll 
Adjustment Proposal, and to seek funding approval from the Finance 
Committee for the Western Harbour Crossing Toll Compensation 
Scheme. 

Appendi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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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在立法會發言為準) 
 

2019 年 1 月 23 日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就政府提出  

有關實施「隧道費調整方案」的議案  
 

開場發言  
 
 
主席：  
 
 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以期讓政

府展開下一步的修訂法例及申請撥款的工作，由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三條過海隧道的私家車、的士和電

單車隧道費（「隧道費調整方案」），以合理分流過海交

通，改善困擾香港市民多年的過海交通擠塞情況，並

為社會帶來整體效益。  
 

現時，紅磡海底隧道 (「紅隧」 )和東區海底

隧道 (「東隧」 )平日早上繁忙時間的交通需求，已遠

遠超越各自的設計容車量，分別超出達 77%及 38%之

多。兩條隧道連接道路上的車龍，除了反映隧道的擠

塞情況，更影響鄰近道路網的非過海交通。由於每日

有大量乘客出行和大量貨物運送，這個問題對整體社

會和經濟有重大影響，因此急須解決，刻不容緩。  
 

現時西區海底隧道 (「西隧」 )平日早上和傍

晚繁忙時間的交通需求，相比其每日 118,000 架次的

設計容車量分別少 10%及 14%。過去西隧的剩餘容車

量受到中環和上環的連接道路擠塞的限制，未能善加

利用。隨著中環灣仔繞道與東區走廊連接路 (「中環灣

仔繞道」 )已於 1 月 20 日通車，西隧連接道路的交通

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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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將會得到改善。因此，現在正是最好的時機，讓

西隧接收部分紅隧和東隧交通，達致分流效果。  
 

根據運輸署的顧問研究結果，政府建議由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三條過海隧道的私家車、的

士和電單車隧道費，以達致「三隧分流」。相信大家都

理解，建議的指定隧道費水平，是根據科學基礎和分

析大量數據的交通數值模型推算，並仔細測試多個不

同的隧道費方案後所得出的結果。換句話說，這個是

最理想的方案。  
 
為了實施隧道費調整方案，政府已經與西隧

專營公司原則上同意「西隧隧道費補償計劃」。西隧現

時由專營公司擁有並營運，直至 2023 年 8 月 1 日專營

權屆滿。專營公司只要符合法例的規定，便可在專營

權屆滿前繼續調高法定隧道費，亦可基於商業考慮，

隨時把實際隧道費調高至法定隧道費水平，政府並無

權力否決或押後。  
 

在擬議「西隧隧道費補償計劃」下，由 2020
年開始的三年多時間，西隧專營公司向私家車、的士

和電單車駕駛者收取的費用將鎖定為政府指定的隧道

費 (以私家車為例是每程$50)。政府因此須就相關駕駛

者少付的隧道費，向西隧專營公司作出補償。而補償

額的計算是以專營公司預計未來隧道費水平，而非以

法定隧道費水平為計算基準，並以實報實銷形式補

償，以及 18 億元為總額上限，確保公帑用得其所。  
 

實施建議的隧道費調整方案，可帶來四大效

益。首先，可以有效紓緩過海交通擠塞。藉著分流部

分車輛至西隧，方案預期可減短紅隧和東隧的繁忙時

間車龍總長度一成至四成以上，減省過隧道的時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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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3 分鐘。使用紅隧和東隧的駕駛人士和公共交通乘

客均會得益，例如傍晚繁忙時間東區走廊經紅隧前往

九龍的預計車龍龍尾，可以由維園道縮短至波斯富街

附近，而平日約 128,000 人次乘坐巴士及小巴經東隧

過海的乘客，亦可每日節省共約 5,500 小時。  
 

第二，可減低對非過海車輛及乘客的影響。

目前，紅隧和東隧連接道路上的車龍阻塞多個交通分

流點，阻礙非過海交通，影響大量每天乘搭公共交通

工具的非過海巿民。建議方案可釋放 10 個港九交通分

流點。例如傍晚繁忙時間由中環至灣仔北一帶沿告士

打道往紅隧的車龍龍尾，預計可由夏慤道縮短至入境

事務大樓附近，消除灣仔北交通「打困籠」情況，亦

讓非過海的車輛（包括前往港島東區及南區的多條途

經告士打道的專營巴士線）可以不受過海車龍堵塞，

惠及這些駕駛者和眾多巴士乘客。  
 
第三，可鎖定西隧的隧道費。根據「西隧隧

道費補償計劃」，私家車和電單車駕駛者，以及的士乘

客，由 2020 年開始至西隧專營權屆滿前，只須繳付指

定隧道費，無須再承受西隧隧道費加價的壓力。  
 
最後亦是更重要的，是整體社會均可受惠。

現時每日乘坐專營巴士過海的市民，高達近六十萬人

次。方案除了便利駕駛者，亦令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

巿民（包括眾多過海及非過海的乘客）每日節省 19,400
小時的出行時間。方案每年可節省約 8 億元的社會成

本，以及減少經車輛排放產生的約 3,800 公噸二氧化

碳，相等於種植 16 萬棵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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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政長官在《2018 年施政報告》宣布隧道

費調整方案以來，我和團隊一直透過不同渠道向廣大

巿民介紹方案。除了在去年 11 月 16 日諮詢立法會交

通事務委員會和出席不同區議會的會議外，我們亦與

多個持分者團體會面，聆聽各方意見。同時，我們亦

透過網誌、在社交媒體發布短片，以及運輸署的專屬

網頁向巿民大眾提供有關資訊。  
 
透過過去三個月的溝通工作，我很高興社會

認同「三隧分流」的方向，而方案亦得到相當多的支

持，包括學者、專業團體，以及的士和運輸業界的支

持。我們亦留意到部分社會人士對應如何落實隧道費

調整方案有不同意見，例如認為應調低建議的紅隧和

東隧的隧道費加幅。我想在此再次强調，建議的隧道

費調整方案，是經科學分析和測試多個不同方案後得

出的結果。研究數據顯示，其他建議會導致東隧的擠

塞比不實施「三隧分流」更差，或令西隧的車龍阻礙

非過海交通，因此並不可行。運輸署亦已將其顧問的

研究報告及各個其他收費方案的分析上載其專屬網

頁，供公眾參閱。  
 
我們明白，對於位於東隧兩端的港島東和九

龍東居民來說，他們或許不會繞道改用其他過海隧

道，也可能會懷疑「三隧分流」方案對他們是否有益

處。根據研究，目前平日使用東隧的私家車，有約三

分之二並不是來往九龍東及港島東，在方案實施後，

這些私家車駕駛者將會有誘因轉用紅隧或西隧。隨著

東隧交通更暢順，繼續使用東隧的駕駛者和公共交通

工具乘客，都會因而受惠。  
 
要如期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實施隧道費調整方

案，我們下一步需要提交附屬法例修訂紅隧和東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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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費水平，以及就「西隧隧道費補償計劃」向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我們亦需要與西隧專營公司

就計劃訂定詳細協議。  
 
我們提出是次議案，旨在讓各位議員可就隧

道費調整方案進行詳細討論，並希望得到你們的支

持。由於方案涉及和西隧專營公司的談判和協議，我

們需要在推展下一步工作之前，得到立法會的支持。  
 
多年來，如何處理過海交通擠塞問題在社會

上已作出反覆討論。隨著中環灣仔繞道通車，現在正

是實施「三隧分流」的最佳時機。政府衷心希望透過

隧道費調整方案，令這個困擾廣大市民已久的問題得

以解決。我們提出的方案是經詳細研究證明的最佳選

擇。當然，我們亦希望議員明白要有效解決一個老、

大、難的問題，無可避免要作出取捨，亦難以有一個

無痛的方案。我衷心希望大家可以從整體社會利益的

角度，考慮方案並支持動議，給予香港市民一個改善

交通擠塞的機會。  
 
主席，我謹此陳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