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海底隧道專營權屆滿  

引言  

 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署理行政

長官指令，當紅磡海底隧道 (海隧 )的專營權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一
日屆滿後，通過公開招標方式，批授海隧的「管理，營運和維修保養

合約」，為期兩年，期滿時政府可把合約續期一年。  

背景和論據  

海隧專營權  

2 .  海隧是批予香港隧道有限公司 (海隧公司 )承辦的一項“建造、
營運及移交”工程。由動工日期起計，專營權為期 30 年。這項專營
權會在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屆滿，而根據《海底隧道條例》 (第
203 章 )第 52 條的規定，屆時海隧公司的資產 (包括海隧 )會歸屬於政
府。  

過海交通流量  

3 .  現有三條過海隧道當中，海隧是車輛經由九龍中部，來往港島

與新界東部之間最直接方便的路線。因此，雖然海隧的設計容車量是

80  000 架次，但海隧每日的車輛流量卻平均達 115  000 架次，使用量
是三條過海隧道之冠。這情況導致海隧本身和通往海隧的引道嚴重擠

塞，每日超過八小時，龍尾更影響了駛經引道範圍的主幹路。此外，

啟德機場搬遷後，在九龍半島進行的重新發展計劃也會導致交通量增

多，更加重海隧所承受的壓力。  

4 .  此 外 ， 東 區 海 底 隧 道 (東 隧 )在 繁 忙 時 間 的 容 車 量 亦 已 達 到 飽
和，無法紓緩海隧的擠塞情況。西區海底隧道 (西隧 )比較現代化，設
計的容車量也較大，但其營辦商釐定的收費水平，亦遠較海隧和東隧

為高。西隧可以直接通往荃灣、青衣和新機場，但使用西隧往返新界

東部，則並不便捷。目前，西隧的行車量只達預期的 60%左右。礙於
所處的位置和較高的收費，西隧未必能夠徹底解決海隧和東隧的擠塞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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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當局正在紅磡一帶進行主要道路工程，目的是興建一條繞道，

疏導從公主道駛往尖沙咀方向的車輛，以減輕車輛穿插而行所引致的

擠塞。這項道路工程會在一九九九年年初完成，屆時從公主道駛來的

車輛，便無須駛經紅磡海隧入口一帶。在港島區方面，當局並沒有在

海隧附近進行有助於減輕擠塞的主要道路工程計劃。  

收費  

6 .  海隧目前的收費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海隧公司收取的隧道費，

數額由 2 元至 25 元不等；二是政府向所有車輛 (公共或私家巴士除外 )
徵收的使用稅，數額為 2 元或 5 元。當海隧交還政府後，我們須把海
隧納入《行車隧道 (政府 )條例》 (第 368 章 )的規管範圍，屆時海隧的
收費就與其他政府隧道一樣，必須在立法會議員不表反對的情況下才

會獲得通過。  

7 .  自海隧通車以來，海隧公司收取的隧道費不曾調整，但在一九

八四年，我們在海隧的總體收費額中，加入了使用稅一環，以減少非

必要使用海隧的車輛數目，從而紓緩交通擠塞。不過，使用稅只發揮

了短暫的作用，行車量不久開始逐漸增加，由一九八四年的平均每日

100  500 架次，增至一九八七年的 117  000 架次。雖然使用稅已失去
原 有 作 用 ， 但 我 們 顯 然 有 需 要 保 留 海 隧 現 行 的 收 費 水 平 (包 括 使 用
稅 )，以免海隧的交通擠塞問題加劇。  

連接港九的額外通道  

8 .  長遠來說，我們需尋求解決辦法，以減低或滿足來往港九的過

海交通需求。不過，目前沒有可迅速減低交通需求的解決辦法。即使

我們限制車輛使用道路，以紓緩道路的擠塞情況，我們仍有需要使這

三條隧道所形成的樽頸地帶有足夠的容車量。根據交通流量預測，現

有三條過海隧道的容車量將會達到飽和，屆時需另闢一條過海通過。

我 們 現 正 進 行 的 第 三 次 整 體 運 輸 研 究 ， 會 探 討 第 四 條 過 海 通 道 的 路

線，而第三次研究的報告會在一九九九年年初提交當局審議。  

9 .  根據第三次研究所進行的初步網絡研究，已為第四條過海通道

提出兩條可行路線。第一條是興建一條過海隧道，連接九龍東南部啟

德填海區的新發展區與北角。第二條是興建一條橫跨鯉魚門的大橋。

第三次研究中，會繼續進行模擬測試，在上述兩條路線中選定較理想

的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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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由於第三次研究在明年年中左右才會有最後結果，在此之前，

我們無法定下興建第四條過海通道的時間和路線。另一方面，我們必

須在落實第四條過海通道的計劃前，決定海隧的營運和管理安排，以

便及時處理所需的準備工作、進行招標和辦理交接事宜。在決定海隧

日後的管理安排時，我們必須避免影響有關建造第四條過海通道的任

何一個方案。因此，我們建議以一份短期管理合約，批出海隧的管理

工 作 ， 在 完 成 全 面 的 過 海 交 通 檢 討 前 管 理 海 隧 。 政 府 隧 道 的 管 理 工

作，通常是以招標方式批出，管理合約為期四年。我們相信在一、兩

年內，便可就第四條過海通道定下較明確的路線和施工計劃。  我們
認為目前最恰當的做法是在海隧現有的專營權屆滿後，以投標方式把

管理合約批出為期兩年，屆滿時政府可把合約續期一年，。合約條件

會訂明，承辦商須按業內普遍的工資優先僱用海隧現有員工，去擔當

海隧的「管理、營運和維修保養合約」工作。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1 .  一九九七年，海隧的營業額 (連使用稅 )高達 5 .26 億元。假設日
後海隧的管理、營運和維修保養費用，與現有政府隧道所需的費用相

若 (即相等於淨營業額的 30%左右 )，而行車量和隧道費也維持不變，
海隧的淨收入 (連使用稅 )可達每年 4 .27 億元。  

12 .  鑑於負責管理、營運和維修保養海隧的承辦商不會進行主要的

土木工程和結構維修工程，運輸署、路政署和有關工務部門須獲得撥

款 ， 以 便 進 行 上 述 工 程 ， 並 在 海 隧 交 還 政 府 後 ， 進 行 其 他 相 關 的 工

作。目前，當局正查驗海隧的土木、結構和機電設施／裝備的狀況，

預期會在一九九九年年初取得查驗結果。屆時，我們便可更準確預計

所需的款項。  

13 .  海隧的專營權屆滿後，海隧公司所有資產會歸屬於政府，政府

無須向海隧公司作出任何補償。不過，根據《海底隧道條例》 (第 203
章 )第 54 條的規定，政府須向海隧公司支付任何機械、裝備或機械裝
置折舊後的金額。  

對經濟的影響  

14 .  海隧專營權屆滿，對經濟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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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  

15 .  我們須要廢除《海底隧道條例》 (第 203 章 )，並修訂《海底隧
道 (使用稅 )條例》 (第 274 章 )和《行車隧道 (政府 )條例》 (第 368 章 )，
以便政府接管使海隧成為政府隧道，並確保海隧繼續如常運作和徵收

隧道使用稅。我們的目標，是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向立法會提交上述條

例的修訂項目。  

公眾諮詢  

16 .  我們會就海隧的未來路向，徵詢交通諮詢委員會和立法會交通

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宣傳安排  

17 .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  

負責人員  

18 .  本 文 件 的 負 責 人 員 為 運 輸 局 首 席 助 理 局 長 周 守 信 先 生 (電
話 : 2 1 8 9  2 1 8 3 )。  

 
 
 
運輸局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