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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位於赤鱲角的香港國際機場於 1998 年 7 月啟用。在機場

啟用初期，只有第一條跑道 (即南跑道 )運作。一年後，第二條跑道

(即北跑道 )投入運作。在 1999 至 2014 年間，香港國際機場的飛機

起降量增長 134%，達至 391  000 架次。目前，香港國際機場是

全球 繁忙的貨運機場，亦是全球其中一個 繁忙的國際客運

機場。  

 
1.2   為維持香港國際機場作為國際及區域航空樞紐的領導

地位，香港機場管理局 (下稱 "機場管理局 ")每 5 年會擬定一個 20 年

的規劃大綱，為香港國際機場的發展提供指引。機場管理局至今已

公布 3 個規劃大綱，分別為 2001 年的《 2020 年發展藍圖》、

2006 年的《香港國際機場 2025》及 2011 年的《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下稱"《2030 規劃大綱》")。 新的《2030 規劃大綱》

就香港國際機場未來的擴展，勾劃了兩個發展方案。其一是維持

現有雙跑道系統，並優化機場設施，以應付直至 2020 年的航空

交通需求。其二是將香港國際機場擴建成為三跑道系統，以應付

直至 2030 年及其後的需求，此項目會涉及填海造地約 650 公頃。  

 
1.3   機場管理局在 2011 年 6 月至 9 月期間進行公眾諮詢，蒐集

公眾對《 2030 規劃大綱》的意見。約四分之三的回應者支持將

香港國際機場擴建成為三跑道系統的建議。2011 年 12 月，機場管理局

向政府建議採納三跑道系統，其後獲行政會議原則上批准採納此

方案作規劃用途。  

 
1.4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與環境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4 年 9 月 30 日

及 2014 年 10 月 7 日舉行兩次聯席會議，聽取公眾對三跑道系統計劃

的意見。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5 年 3 月 23 日舉行會議，

進一步討論與三跑道項目相關的事宜。本資料摘要旨在從航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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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長、航機採用、跑道容量、空域限制及機場改善措施幾方面，

闡述香港國際機場自 1998 年啟用至今的發展情況，並重點概述

社會人士對落實三跑道系統計劃的主要關注及意見。  
 
 

2.   航空交通量增長  
 
 

2.1   香港國際機場自 1998 年 7 月啟用以來，在航空交通量方面

有明顯增長。在 1998 至 2014 年間，旅客人數每年平均增長

5.1%，達至約 6  300 萬人次。同期，航空貨運量每年平均增長

6.4%，達至 440 萬公噸 (表 1)。反映這期間客運量及貨物吞吐量的

增長，飛機起降量由 1998 年的 163  200 架次大幅飊升至 2014 年的

391  000 架次。  
 
 

表 1  ——  客運量、貨運量及飛機起降架次，1998‐2014  
 

年份  
客運量 (1 )  

(千人次 )  

貨物吞吐量 (2 )  

(千公噸 )  

飛機起降  

架次 (3 )  

1998   28  631   1  629   163  200  

1999   30  394   1  974   167  400  

2000   33  374   2  241   181  900  

2001   33  065   2  074   196  800  

2002   34  313   2  479   206  700  

2003   27  433   2  642   187  500  

2004   37  142   3  094   237  300  

2005   40  740   3  402   263  500  

2006   44  443   3  580   280  000  

2007   47  783   3  742   295  000  

2008   48  585   3  627   301  000  

2009   46  167   3  347   279  000  

2010   50  923   4  128   307  000  

2011   53  904   3  938   334  000  

2012   56  467   4  025   352  000  

2013   59  903   4  127   372  000  

  2014(4)  63  343   4  376   391  000  
註：   (1)  客運量包括在香港出發、結束旅程、轉機及過境的旅客。轉機及過境的旅客

作兩次計算。  

  (2)  貨物吞吐量包括進口、出口及轉口貨物。轉口貨物作兩次計算。  

  (3)  飛機起降架次包括國際民航客運、貨運及非收入用途航班 (例如私人飛機

航班 )。軍用及本地航班不計算在內。  

  (4)   2014 年的數字為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 Airport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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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需求量預測  
 

2.2   2009 年，機場管理局委託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1  就香港國際機場直至 2030 年的長期航空交通

需求進行研究，為制訂《 2030 規劃大綱》作準備。研究工作

於 2010 年完成，但由於隨後航空交通需求增長迅速，令該項研究

低估了未來需求量。舉例而言，基準預測在 2015 年增至 5 700 萬

人次的旅客數目，在 2012 年經已達到，較預計時間早了 3 年。

為此，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在考慮香港的 新經濟表現及其他因素

後，於 2012 年修訂其交通需求量預測 (表 2)。  
 
 

表 2  ——  交通需求量預測  
 

預測

年份  

客運量  

(百萬人次 ) 

貨物吞吐量  

(百萬公噸 ) 
飛機起降架次  

原預測   更新預測   原預測 更新預測 原預測   更新預測

2015   57   ‐   4.4   ‐   347  100   ‐  

2020   68     70   5.6   5.8   421  200   420  000  

2025   82     86   7.2   7.3   508  700   505  000  

2030   97   102   8.9   8.9   601  970   607  000  
資料來源：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2010) 及 Airport Authority (2014b)。 
 
 

3.   機場航點網絡及機種組合  
 
 

3.1   香港國際機場於 1998 年啟用時，由約 60 家航空公司提供

航班服務，飛往 120 個航點。現時，有超過 100 家航空公司的航班

往來香港國際機場與全球 180 個航點 (包括 44 個內地城市 )。航空

公司的數目以至服務航點對在機場使用的航機機種組合會有影響，

而採用座位較多的寬體飛機以增加載客量，被認為是提高機場效率

的方法之一。  
 

3.2   在舊啟德機場，寬體飛機佔絕大多數 (超過 80%)。但自

香港國際機場於 1998 年啟用以來，航空公司越來越多採用少於

200 個座位的窄體飛機，特別是用於營辦尚未成熟的航線。根據

機場管理局的資料，在 2012 年，使用香港國際機場的飛機中，

約 36.7%為窄體飛機， 63.3%為寬體飛機。 2   

                                            
1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是航空公司的同業協會，代表全球約 250 家航空公司或航空運輸總量

的 84%。該協會為航空業提供顧問、培訓及商業智能等一系列服務。  
2  資料研究組曾致函機場管理局，要求提供就香港國際機場自 1998 年啟用以來在該機場升降的寬

體飛機及窄體飛機比例的資料。截至本資料摘要的刊發日期為止，機場管理局尚未作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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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意見認為，應鼓勵航空公司在香港國際機場多些採用

寬體飛機，以提高機場的效率。但機場管理局回應時表示，採用

哪些航機機種組合，是航空公司根據市場需求作出的商業決定，

該局無權亦無意干預航空公司所採用的航機機種。 3 

 
 
4.   跑道容量  

 
 
4.1   根據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4

的定義，跑道容量是航空當局認為能夠安全操作的航班升降數目，

一般以每小時飛機升降數目作表示。跑道容量受各種因素影響，

例如飛機之間的標準間距、周邊空域、運作環境、機場基建及機種

組合等。 5 

 
4.2   香港國際機場現時的雙跑道系統採用分隔起降模式運作，

南跑道用作航機起飛，北跑道用作降落。 6   1990 年代初期，當

香港國際機場的興建工程尚在規劃階段時，政府委託進行兩項顧問

研究，分別是《新機場總綱計劃研究》和《空域設計研究》，

以確定機場發展的需求及相關事宜 (包括 高處理能力)。香港國際機場

啟用後，政府於 2007 年委託進行另一項跑道容量研究，以確定

容量受限制的種種原因，並就進一步提升跑道容量提出建議。  

 
 
《新機場總綱計劃研究》  

 
4.3   1990 年，當時的臨時機場管理局委託顧問進行《新機場

總綱計劃研究》，為香港國際機場的規劃和推展工作制訂全面並

符 合 環 保 要 求 的 計 劃 。 研 究 結 果 於 1992 年 發 表 ， 當 中 預 測

香港國際機場若採用下述不同的起降模式運作，可於 2040 年達至

的實際跑道容量： (a)單跑道系統； (b)採用分隔起降模式運作的

雙跑道系統；及 (c)採用非獨立／獨立混合起降模式運作的雙跑道

系統。有關不同起降模式及預測跑道容量的說明載於表 3。  

   

                                            
3  參閱 Airport Authority (2015)。  
4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是聯合國屬下的專門機構，成立於 1944 年，其宗旨是促進國際

民用航空安全和有序的發展。該組織與各成員國及全球航空組織合作制訂國際標準

和推薦做法。  
5  參閱 Gov.HK (2014)。  
6  然而，基於運作上的原因，貨運航班及政府飛行服務隊飛機一般使用南跑道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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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採用不同起降模式運作下的跑道容量  
 

起降模式  
估計每小時  

實際容量  

(a)  單跑道系統   43 架次  

(b)  採 用 分 隔 起 降 模 式 運 作 的 雙 跑 道 系 統

(即一條跑道專供航機降落，另一條專供

航機起飛 )  

52 架次  

(c)  採用混合起降模式運作的雙跑道系統    

(i)   非獨立混合起降模式      航機在一條

跑道上起飛或降落時，必須顧及另一架

在平行跑道上正在起飛或降落的航機。

可出現的模式如下：  

 

 非獨立進場和起飛模式；   69 架次  

 獨立進場但非獨立起飛模式；及   71 架次  

 非獨立進場但獨立起飛模式。   79 架次  

(i i)  獨立混合起降模式      一條跑道完全

獨立運作，不會對平行跑道造成干擾。

兩條跑道猶如兩個不同機場般運作  

86 架次  

資料來源： Provisional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1992) 及 Audit Commission (2014)。  

 
 
4.4   《新機場總綱計劃研究》認為，採用分隔起降模式和

非獨立混合起降模式運作不會受到掣肘，但指出在採用獨立混合

起降模式運作時會出現的掣肘。 7 

 
 
《空域設計研究》  

 
4.5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民航處在 1994 年委託顧問就香港國際機場

的空域設計進行另一項研究。該項研究利用模擬空域及模擬跑道

進行，得出的估計是，雙跑道系統在分隔起降模式下， 高容量為

每小時 56 架次，在混合起降模式下則為每小時 63 架次。  
   

                                            
7  在獨立起飛模式下，飛機由南跑道起飛時須使用的航道可能會受大嶼山大陰頂和

花瓶頂地區的兩個山峰阻擋。在獨立進場模式下，若要進行復飛，在南跑道抵港的

航機須向南轉。然而，礙於大嶼山的地形限制，飛機不能向南轉。參閱 Audit Commissi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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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的跑道及容量研究  
 

4.6   2007 年，亦即香港國際機場啟用約 10 年後，機場管理局

委 託 英 國 航 空 顧 問 「 英 國 國 家 航 空 交 通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

(National  Air  Traffic  Services)評估機場雙跑道系統的實際 高容量，

作為制訂《 2030 規劃大綱》的基礎。有關研究於 2008 年完成，

範圍涵蓋分隔起降模式和混合起降模式。  
 
 

在分隔起降模式下的實際 高容量  
 

4.7   根據在 2007 年進行的研究，倘若在操作及空域方面的修訂

建議 (包括提升基礎設施及航空交通管制系統 )得以成功落實，在

現時的分隔起降模式下，香港國際機場的 高跑道容量估計可增加

至每小時 68 架次。以每小時 68 架次計算，估計每日的實際 高

飛機起降量約為 1  200 架次，每年約為 42 萬架次。上述估算其後

獲民航處核可。  
 
 

在混合起降模式下的實際 高容量  
 

4.8   2007 年的研究進一步評估假若雙跑道系統由分隔起降模式

改為以混合起降模式運作的情況下，可增加的跑道容量。得出的

結論是，礙於環境的限制，香港國際機場的雙跑道系統只能支援

非獨立混合起降模式，即在一條跑道上起飛和降落的飛機須與在

另一條跑道操作的飛機互相協調。  
 

4.9   然而，該項研究估計，即使採用非獨立混合起降模式，

每條跑道可達至的實際 高容量僅為每小時 34 架次，兩條跑道的

合計容量則為每小時 68 架次。換言之，採用非獨立混合起降模式

運作不會提升整體跑道容量。 8 
 
 

雙跑道系統容量的上升趨勢  
 

4.10   目前，香港國際機場的兩條跑道一般以分隔起降模式

運作。根據民航處的資料，香港國際機場南北兩條跑道自 1999 年

開始運作後，雙跑道系統的容量持續上升 (圖  1)，由 1999 年的

40 架次增加至 2014 年的 65 架次。跑道系統容量上升是由於飛行

程序及運作有所改善、航空交通管制人手增加、優化空域結構的

安排及基礎設施提升等因素。民航處公布計劃在 2015 年將跑道的

                                            
8  參閱 Airport Authority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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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 高容量增加至每小時 68 架次。根據此跑道容量，機場跑道

每年可處理的客運量為 7 400 萬人次，貨運量為 600 萬公噸。  
 
 

圖 1  ——  雙跑道系統的容量  

 
資料來源：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及 Financial Secretary's Office。  
 
 

5.   空域限制  
 
 

5.1   香港空域的使用情況不僅受環境限制，還受其他因素例如

位於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地區的機場 9  的位置及其跑道方向所

影響。由於香港國際機場毗鄰深圳機場，由香港國際機場起飛的

航機在使用珠三角空域時必須到達 15  700 英呎的指定高度才可

進入內地空域。此高度要求就是所謂的 "空牆 "10。根據機場管理局

的資料，現時約有 23%往來香港國際機場的航機使用珠三角空域。  
 

5.2   有意見關注到，該項高度要求令航班飛行時間延長，亦使

香港國際機場現有的雙跑道系統未能達致 大效益，因而影響航班

升降量。據政府表示，這項以高度分隔空域的安排旨在確保飛行

安全，亦是世界各地繁忙機場 (例如倫敦及紐約的機場 )慣常採用的

航空交通管理安排，因此與跑道容量無關。反而，跑道容量受制於

                                            
9  珠三角地區設有香港國際機場及其他 4 大機場：廣州白雲國際機場、澳門國際機場、

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及珠海機場。  
10  此高度要求亦適用於由內地進入香港空域的航機。自 2005 年起，兩地已於指定

晚間非繁忙時段 (即晚上 11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 )將移交高度由 15  700    英呎降至

12  800    英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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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在跑道接連起降時機與機之間所需保持的空間距離及時間

間距。此外，由於香港國際機場的跑道及"空牆"之間需要約 10 分鐘

飛行距離，故此跑道運作不會因實施上述高度要求而受到影響。 11 
 

5.3   為了應付珠三角機場的航空交通增長及改善可供珠三角

機場使用的珠三角空域，民航處自 2004 年起開始與中國民用航空局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和澳門民航局 (Macao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合作，制訂了優化珠三角地區空域結構的發展方案，並在 2020 年

前分三階段逐步調整。發展方案涵蓋多項措施，包括優化空域

設計、改善飛行高度層分配、統一度量衡單位、劃一航空交通管制

程序，以及增設民用航道等。  
 
 

6.   機場改善工程  
 
 

6.1   多年來，香港國際機場曾進行下文所述的大型改善工程，

擴建及提升機場設施，以應付日益增加的交通需求。  
 
 

客運大樓  
 

6.2   在 2006 至 2010 年間，一號客運大樓進行擴建和改善

工程，工程費用為 15 億港元。擴建工程包括：擴闊中央客運廊

區域、提升行李處理系統容量，以及增設保安檢查通道和入境

櫃位。此外，斥資 28 億港元興建的二號客運大樓(包括兩座辦公大樓)，

在 2007 年投入運作。  
 
 

飛行區設施  
 

6.3   香港國際機場的飛行區設施改善工程耗資 30 億港元。工程

項目於 2010 年竣工，當中包括興建北衞星客運廊及 10 個附設

登機橋的窄體飛機專用停機位、提升停機位設施，以及重鋪跑道及

滑行道道面。此外，亦加建 10 個貨運停機位，並擴闊滑行道的

側安全道，以配合 A380 巨型客機的運作。  
 
 

跨境渡輪碼頭  
 

6.4   機場管理局耗資 10 億港元，在機場島東端建造永久的跨境

渡輪碼頭，即海天客運碼頭 12。海天客運碼頭於 2010 年投入服務，

                                            
11  參閱 Airport Authority (2014d)。  
12  一個規模較小的臨時海天客運碼頭在 2003 年起投入服務，一直運作至永久碼頭在 2010 年

啟用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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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載旅客來往珠三角口岸與香港國際機場。海天客運碼頭除設有

航空公司登記櫃位及保安檢查通道外，亦設置了旅客捷運系統

(Automated People Mover system)，以連接機場客運大樓。海天客運碼頭

每年可處理的 高旅客量為 800 萬人次。在海天客運碼頭中轉的

海外旅客及珠三角居民，無須在香港國際機場辦理出入境及清關手續。  
 
 

中場範圍發展計劃及西停機坪擴建工程  
 

6.5   機場管理局在 2011 年展開中場範圍第一期發展計劃。中場

範圍位於一號客運大樓以西，在現時的兩條跑道中間 (參閱圖  2)。

第一期發展計劃包括興建一座每年可處理 1 000 萬旅客人次的客運廊，

以及增建 20 個停機位及其他設施。第一期發展計劃預計在 2015 年

年底前完工，能夠應付預期至 2020 年的航空交通需求。第二期及

餘下的中場範圍發展計劃目前仍在規劃階段。  
 

6.6   此外，機場管理局於 2012 年展開西面停機坪擴建工程。

西面停機坪位於機場西面，鄰近中場範圍 (參閱圖  2)。估計工程

項目費用達 25 億港元，工程範圍包括增建 28 個停機位，以及興建

行車隧道，將西面停機坪接連至南面貨物區。有關擴建工程已經

完成，並準備投入運作。  
 
 

圖 2  ——  中場範圍發展計劃及西停機坪擴建工程  
 

 
資料來源： Airport Authority。    

北 衞 星 客 運 廊 海 天 客 運 碼 頭  

設施 
二 號 客 運 大 樓  

一 號 客 運 大 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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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交通管制系統  

 
6.7   2007 年，政府獲立法會批准撥款 15.7 億港元，用以更換

民航處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統，藉以提升航空交通管制處理能力。

新系統原定預計在 2012 年開始啟用，但在推行上出現了延誤。

估計新系統在 2016 年上半年才能全面投入運作。 13 

 
 
7.   三跑道系統計劃  

 
 
7.1  三跑道工程項目涉及下述多項主要工程： (a)開拓約 650 公頃

土地， (b)興建第三條跑道和相關客運廊， (c)興建停機坪、滑行道

和提供相關設備及設施的用地， (d)擴建現有二號客運大樓， (e)興建

新的旅客捷運系統和維修車廠，及 (f)裝設新的行李處理系統。  

 
7.2   第三條跑道的位置為現時兩條跑道以北的地方，與現有

跑道平行排列 (參閱圖  3)。三跑道工程項目須進行拓地工程，以

闢拓土地。機場管理局預計三跑道系統可支援每小時 102 升降架次

的實際 高跑道容量 (表  4)，即每天 多處理 1  800 架次及每年

多 620  000 架次。  

 
 
表 4  ——  三跑道系統的總容量  
 

跑道   建議運作安排  
最高容量  

(飛機起降架次 ) 

第三條跑道   降落     每小時 33 架次  

第二條跑道  

(北跑道 )  
起飛     每小時 35 架次  

第一條跑道  

(南跑道 )  
降落和起飛     每小時 34 架次  

      每小時 102 架次  

資料來源： Airport Authority (2011a)。  

   

                                            
13  參閱 Audit  Commission  (2014) 及 public  hearing  of  the  Panel  on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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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跑 道 及滑 行 道 系 統  

第 三 條 跑 道 客運 廊 及 停 機 坪

二 號 客 運 大 樓擴 建 工 程

香 港 口 岸

設 施  

第 二 條 跑 道  

(北 跑 道 )  

第一條跑道  

(南跑道 )  

圖 3  ——  三跑道系統的機場布局規劃  
 
 
 
 
 
 
 
 
 
 
 
 
 
 
 
 
 
 
 
 
 

註：     機場擴建計劃的建議填海範圍。  

資料來源： Airport Authority。  
 
 

主要關注及意見  
 

7.3   隨著珠三角機場的競爭日趨激烈，預期三跑道系統計劃將

有助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根據《2030 規劃大綱》的預測，到 2030 年，

三跑道系統計劃將可為香港本地生產總值貢獻 1,670 億港元。

然而，社會上對於落實三跑道系統計劃所引起的環境問題、興建

項目是否物有所值 14，以至工程方面，均有激烈的討論。就工程

方面，主要的討論包括珠三角地區的空域限制，以及能否使用成本

較低的替代方案以提高現行雙跑道系統容量。  
 
 

珠三角地區的空域限制  
 

7.4   部分持份者及關注團體指出，在建議的第三條跑道方案

下，航機在復飛 15 時採用的航線可能與深圳機場的某些航線重疊。

因此，為避免航線衝突，以及為符合國際安全標準，第三條跑道將

不能支援某些飛行程序。此情況可能會導致第三條跑道的使用量

受限制，並反過來影響計劃的成本效益。    

                                            
14  根據《 2030 規劃大綱》，三跑道系統計劃的成本預計為 1,362 億港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  
15  復飛是在某些情況下 (例如當駕駛員認為飛機以標準程序進場或着陸並不安全時 )

採取的程序。  



12  

7.5   政府表示，本港民航處、中國民用航空局和澳門民航局

一直合作，重新設計空域結構，以滿足珠三角區內機場的擴建

需要。 16   他們已制訂方案，當中包含短期、中期及長期的改善

目標和措施，並預期在 2020 年前將會落實。然而，有關改善計劃

的細節，以及實現三跑道系統 高容量的目標計劃的公開資料卻

不多。  

 
 
三跑道系統計劃的替代方案  

 
7.6   有建議認為，政府應進一步提升機場設施 (例如客運大樓 )，

以提高機場的處理能力，以替代興建第三條跑道。但機場管理局在

回應時表示，香港國際機場的瓶頸是跑道升降容量，而非地面

設施。單靠擴建機場客運大樓無助解決長期的容量限制問題。  

 
7.7   除上述意見外，亦有建議認為，政府應重新考慮在 1992 年

公布的《新機場總綱計劃研究》所提出的移除地勢障礙的建議。

《新機場總綱計劃研究》指出，如機場因應運作需要而須採用獨立

起飛模式以提高跑道容量，有關當局應考慮在規劃期內 (2005 至

2015 年 )削平位於大嶼山東北方的大陰頂和花瓶頂這兩座山峰的

地勢障礙。 17  但機場管理局在回應時表示，《新機場總綱計劃研究》

所提出的建議旨在減低飛機在平行離場情況下使用緊急航道時的

爬升斜度，與提升雙跑道系統容量並不相關。  

 
   

                                            
16  請參閱 GovHK (2015)。  
17  請參閱 Provisional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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