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及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及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及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及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研究）及新運輸策略－（研究）及新運輸策略－（研究）及新運輸策略－（研究）及新運輸策略－

交通運輸對環境的影響交通運輸對環境的影響交通運輸對環境的影響交通運輸對環境的影響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政府在一九九七年八月委聘顧問進行第三次整體運輸

研究（研究），以便擬訂一套適用於新紀元的均衡運輸策略。

研究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完成。政府現已根據研究的結果，修

訂現行的運輸政策，並制定一套有助香港持續發展的運輸策

略。當局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公布了一份以“邁步前進：香港

長遠運輸策略”為題的新運輸策略。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為了擬訂一套充分考慮環境因素的運輸策略，我們必須

進行環境評估，探討不同的運輸策略可能帶來的環境影響，

以確保未來的運輸發展能夠以環保的方式進行。研究已進行

了一項環境評估，探討進一步的策略性運輸發展會在環境方

面遇到什麼限制，同時又評估了空氣和噪音污染以及一般的

生態狀況，以確定應該避免哪方面的策略性運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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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策略以一九九零年公布的運輸政策白本書為藍本，承

襲了現行的運輸政策，並參照了研究的各項建議。這套策略

適用於未來二十年，其主要目標是提供安全、可靠和高效率

的交通運輸系統，以滿足市民在經濟、社會和康樂活動方面

的需求，並使香港今後得以持續發展。

策略性環境評估策略性環境評估策略性環境評估策略性環境評估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4. 為了訂明基礎環境狀況，以便鑑定日後交通運輸發展情

況是否會令環境狀況變得更差，環境評估研究在最初階段進

行了一項基礎環境研究。研究以一九九七年的空氣質素為基

礎，並鑑定了出現超越空氣質素指標的次數。在噪音基礎研

究方面，則確定了在一些道路網絡附近居住的人口受噪音滋

擾的程度。至於生態基礎研究，則確定了香港境內一些生態

易受影響的地方。研究所採用的方法是根據世界其他地方所

進行的環境評估研究，然後應用於香港的情況。

研究所得研究所得研究所得研究所得

5. 關於道路交通對環境的影響，環境評估顯示，如果實施

政府所提出的各項汽車廢氣管制措施，汽車廢氣會在短期內

（在二零零六年之前）減少，使環境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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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噪音評估方面，預測的噪音問題是以受影響的人數以

及其受影響的程度來量度。預料噪音會有所增加。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7. 為了應付預見得到的問題，環境評估建議了多項有助改

善環境的緩解措施，有關措施載於附件 A。

8.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所應用的環境評估屬策略性質。根

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凡被列為指定工程項目的項目都

必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以便評估其環境影響，然後方可予

以實施。

9. 我們支持研究的精神，因此在制定新運輸政策時已採納

其大部分的建議。

新運輸策略新運輸策略新運輸策略新運輸策略

10. 新運輸策略採取了下述多管齊下的措施：

!  更妥善融合運輸與城市規劃；

!  更充分運用鐵路，讓鐵路成為客運系統的骨幹；

!  更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務和設施；

!  更廣泛運用新科技去管理交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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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環保的運輸措施。

環保目標環保目標環保目標環保目標

11. 我們的目標，是以環保的方式提供運輸設施和服務，以

確保香港能夠持續發展。

12. 社會人士近年越來越重視保護環境。在交通運輸方面，

空氣和噪音污染問題備受關注。我們明顯要在提供運輸基礎

設施以及保護環境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

13. 政府認同交通運輸的確會對環境造成影響。我們會推行

各項措施，以期減輕交通運輸對環境的影響。

更妥善融合運輸與城市規劃

14. 我們認為，長遠的解決辦法是融合土地使用與運輸規

劃，以控制運輸需求；更廣泛採用符合環保原則的交通工具

（如鐵路）；使用環保燃料車輛（例如石油氣及電動汽車）

以及改變市民的交通習慣（例如往來就近地方時更多選擇安

步當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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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這方面，規劃地政局（前規劃環境地政局）公佈了發

展新市鎮的嶄新概念。下一階段的新市鎮會以更環保的交通

工具（例如鐵路）作為客運系統的骨幹。粉嶺北、古洞北及

洪水橋等新市鎮將提供怡人的行人設施。

16. 當局現正就行人專用區計劃進行研究，擬劃設行人專用

區的地點包括銅鑼灣、旺角和尖沙咀。政府的目標，是在本

年年中實施這些計劃。

更充分運用鐵路

17. 鐵路是既環保又具效率的交通工具。把日後的策略發展

集中在鐵路沿線地區，將可減少市民對道路運輸的倚賴。至

於更充分運用鐵路的政策，政府正為鐵路網絡的發展進行龐

大投資，當六個鐵路項目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五年期間陸

續完成時，其成果便有目共睹。

更完善的交通服務和設施

18. 為了提高本港的公共交通系統，政府會重整各類公共交

通服務，並改善不同服務之間的協調，以便服務與需求之間

能夠更配合得宜，減少惡性競爭和服務重 ，以及在某些情

況下削減需求低的服務。舉例說，中環和灣仔等繁忙地區的

巴士站已予重組，以減少巴士停站的次數。當局亦會推出一

些巴士中轉站，以便善用巴士資源，並減少在道路上行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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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數目。

更廣泛運用新科技

19. 運用先進科技，有助我們改善交通運輸系統的效率，並

可促進道路安全。

更環保的運輸措施

20. 市民的生活質素與環境狀況息息相關。在交通運輸的範

疇內，空氣污染和噪音是兩個備受關注的課題。我們會盡量

採取適當措施，以減輕交通運輸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這些措施包括：

!  優先發展既具效率又環保的交通工具（例如鐵路），

並提供更多行人設施

!  進一步收緊車輛廢氣管制

!  車輛改用其他燃料，包括規定所有在二零零一年起

登記的新的士須使用石油氣。在進行研究後如果證

實可行，亦會考慮引進石油氣小巴

!  在所有新興建的道路推行減低噪音措施，並盡可能

為現有道路鋪設低噪音路面和安裝隔音屏障

!  推行交通管理措施，例如泊車轉乘計劃，以及劃設

禁區和行人專用區，並重組繁忙街道的巴士站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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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可行措施包括加強車輛的檢驗和維修、加強管

制車輛污染的執法行動，並在有需要時，推行限制

車輛數目及使用的措施

!  研究可否引進無軌電車

21. 各有關決策局及部門一直緊密合作推行上述措施，以期

減輕交通運輸對環境的影響。

運輸局

二零零零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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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

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

策略性環境評估報告所建議的策略性環境評估報告所建議的策略性環境評估報告所建議的策略性環境評估報告所建議的

環境污染緩解措施環境污染緩解措施環境污染緩解措施環境污染緩解措施

A.A.A.A. 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監察標準監察標準監察標準監察標準 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

歐盟 III 型

標準

減少車輛排放廢氣 !  實施時間表

!  路邊空氣質素

!  實 施 時 間 如 有 延

誤，重新評估環境狀

況

!  留意路邊空氣質素

的趨勢，以監察措施

的成效

石油氣的士 減少的士排放微粒 !  實施時間表（ 2001

年 -2005 年）

!  路邊空氣質素

!  確保能夠按照實施

時間表開展工作

!  留意路邊空氣質素

的趨勢，以監察措施

的成效

電 單 車 廢 氣

管制

減少電單車排放廢

氣

!  實 施 時 間 表 （ 由

1999 年年底開始）

!  確保能夠按照實施

時間表開展工作

柴 油 催 化 變

換 器 （ 變 換

器） #

減少車輛排放廢氣 !  實施日期和裝有變

換器的車輛數目

!  確保工作進展能夠

配合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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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監察標準監察標準監察標準監察標準 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

微 粒 過 濾 器

（過濾器） #

減少車輛排放微粒 !  實施日期和裝有過

濾器的車輛數目

!  確保工作進展能夠

配合實施日期

增 加 清 潔 街

道的次數

減少鋪設道路塵埃 !  洗街次數

!  路邊空氣質素

!  確保符合既定的洗

街次數

!  留意路邊空氣質素

的趨勢，以監察措施

的成效

加 強 車 輛 的

檢驗和維修

減少車輛排放廢氣 !  檢驗次數

!  檢驗後不及格的車

輛數目

!  把規定的適用範圍

擴展至其他車輛

!  增加檢驗項目

低 硫 量 柴 油

／ 超 低 含 硫

量柴油 #

減少車輛排放廢氣

和准許使用變換器

!  實施日期

!  以超低含硫量柴油

出售的柴油百分率

!  制定法例，以超低含

硫量柴油取代傳統

的柴油

!  訂定實施日期

闢 設 行 人 專

用區

把易受空氣污染的

地區分隔，以便遠

離車輛廢氣

!  行人專用區數目

!  行人專用區措施的

實施日期

!  為行人專用區措施

定下實施日期

!  確保按照實施日期

開展工作

鼓 勵 報 銷 舊

車

取代造成污染的汽

車

!  報銷的舊車數目 !  加強鼓勵計劃

!  監察報銷舊車的數

目

限 制 車 輛 措

施

限制車輛數目的增

長

!  每年登記的車輛數

目

!  就車輛數目定下指

標和推行措施，確保

能夠達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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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監察標準監察標準監察標準監察標準 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

貨運鐵路 減少重型車輛的行

程

!  利用貨車的貨運情

況

!  利用鐵路的貨運情

況

!  研究興建貨運鐵路

線的可行性

石油氣小巴 # 減少小巴排放微粒 !  實施時間表 !  訂定實施時間表

!  確保能夠按照時間

表開展工作

擴 展 內 河 碼

頭的運作

減少重型車輛的行

程

!  利用貨車的貨運情

況

!  利用內河碼頭的貨

運情況

!  研究擴展內河碼頭

的可行性

混 合 燃 料 車

輛 #

取代造成污染的車

輛

!  使用混合燃料的車

輛數目

!  如具商業效益，提倡

使用混合燃料車輛

在 所 有 新 市

鎮 提 供 單 車

徑和行人徑

把易受空氣污染的

地區分隔，以便遠

離車輛廢氣

!  單車徑和行人徑的

長度

!  確保在新市鎮提供

單車徑和行人徑

無軌電車 避免柴油引擎電車

排放廢氣

!  已投入服務的無軌

電車數目

!  如果可行，提倡和計

劃引進無軌電車

劃設禁區 減輕繁忙地區的污

染

!  已劃設的禁區數目 !  研究劃設禁區的可

行性

限 制 車 輛 的

車齡

取代造成污染的車

輛

!  車輛的平均車齡 !  鼓勵報銷舊車

鼓 勵 使 用 環

保車輛

取代造成污染的車

輛

!  已登記的環保車輛

數目

!  鼓勵使用環保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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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監察標準監察標準監察標準監察標準 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

電動車輛 # 取代造成污染的車

輛

!  使用電力驅動的車

輛數目

!  如具商業效益，提倡

使用電氣車輛

# 這些措施仍在研究中，在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後，如認為具商業效益，

便會建議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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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噪音緩減措施噪音緩減措施噪音緩減措施噪音緩減措施

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監察標準監察標準監察標準監察標準 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

擴 展 鐵 路 網

絡

減少車輛運輸 !  使用鐵路與使用道

路交通工具的乘客

人次

!  提倡以鐵路作為主

要的交通工具

盡 量 在 地 底

下興建道路

把易受噪音影響的

地區分隔，以便遠

離交通噪音

!  在地底下興建的新

道路數目

!  如果可行，提倡和計

劃在地底下興建道

路

闢 設 行 人 專

用區

把易受噪音影響的

地區分隔，以便遠

離交通噪音

!  行人專用區數目

!  行人專用區措施的

實施日期

!  為行人專用區措施

定下實施日期

!  確保能夠按照實施

日期開展工作

更 嚴 格 的 噪

音限制

減少個別車輛發出

的噪音

!  現行的噪音限制標

準

!  推行日本和歐盟最

新採用的噪音限制

標準

!  確保香港在實施標

準方面不會落後於

日本和歐盟

密 封 引 擎 重

型車輛

減少重型車輛引擎

發出的噪音

!  密封引擎重型車輛

的數目

!  確定可密封引擎的

重型車輛類別

!  制定法例，規定既定

類別的車輛必須密

封引擎

無軌電車 在柴油引擎巴士以

外，提供另一選擇

!  已投入服務的無軌

電車數目

!  如果可行，提倡和計

劃引進無軌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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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監察標準監察標準監察標準監察標準 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跟進工作

更 廣 泛 使 用

低 噪 音 路 面

物料

減少路面與車胎摩

擦時所產生的噪音

!  鋪有低噪音路面的

低速行車道數目

!  研究在本港鋪設各

類低噪音路面物料

的可行性

考 慮 改 善 現

有道路

為那些未能受惠於

政府近期的減輕交

通噪音措施的居民

改善道路，以減少

噪音滋擾

!  已推行噪音改善措

施的行車道數目

!  研究改善工程在財

政或其他方面是否

可行

基 於 噪 音 理

由 推 行 交 通

管理措施

禁止重型車輛駛經

易受噪音影響的地

區，以減少噪音

!  基於噪音理由推行

有關交通管理措施

的行車道數目

!  進行研究，以便鑑定

哪些行車道適宜推

行交通管理措施

管制車速 減少高速車輛行駛

時發出的噪音

!  減低車速的行車道

數目

!  鑑定哪些行車路段

適宜減低車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