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會議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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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嶼山南北連接路大嶼山南北連接路大嶼山南北連接路大嶼山南北連接路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述 大 蠔 灣 至 梅 窩 的 大 嶼 山 南 北 連

接路工程計劃的最新情況。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和 二 零 零 零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曾討論大蠔灣至梅窩的大

嶼山南北連接路這項工程計劃。

3. 概 括 地 說 ， 東 涌 道 是 一 條 不 符 合 標 準 的 單 線 行 車 鄉 村

道路，沿路有不少急彎和陡峭的斜坡。在青嶼幹線和新機場

啟用後，往返大嶼山南北部的交通需求大增，東涌道的交通

情況因而更形惡劣。我們實有需要改善大嶼山的南北通道，

以促進東涌道的交通安全，並解決這條道路的容車量問題。

我們在檢討大嶼山的道路網、地形和交通需求等事項後，認

為從交通工程的角度來看，新建一條大蠔灣至梅窩的南北連

接路，是可行的做法。這條連接路會是一條不分隔的雙線行

車道。我們在諮詢環境保護署署長，並進行實地勘測和初步

設計後，從 17 個可行的路線方案組合中，選出了一條長度

約為 6 公里的陸上路線，這條路線會把位於大蠔的北大嶼山

公路與梅窩的銀 灣路連接起來，有關路線如附件所載。估

計這項工程計劃的費用總額約為 13 億元。

4. 路 政 署 已 根 據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 的 規 定 ， 在 一 九

九九年十一月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提交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

署長。環保署署長其後告知路政署，根據上述條例，該報告

在研究概要和技術備忘錄方面並不符合有關規定，因為他認

為許多可能會嚴重影響環境的問題仍未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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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

5. 在 再 一 步 諮 詢 環 保 署 署 長 後 ， 路 政 署 擬 備 了 經 修 訂 的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並在二零零零年九月把經修訂的報告重

新 提 交 環 保 署 署 長 。 該 報 告 內 有 更 多 資 料 和 一 連 串 緩 解 措

施，目的是紓緩這項工程計劃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6.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 環 保 署 署 長 答 覆 路 政 署 ，

表 示 該 份 經 修 訂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不 獲 接 受 。 該 署 長 認

為，這項工程計劃可能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包括失去生

物 賴 以 棲 息 的 大 量 林 地 、 破 壞 一 些 具 有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方 (包

括大蠔灣和大蠔河，其中大蠔河已劃為特別具科學研究價值

的 地 點 ， 是 本 港 最 具 生 態 價 值 的 淡 水 河 道 之 一 )， 以 及 干 擾

多個具有甚高生態價值的動物和鳥類品種。

7. 我 們 認 同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在 環 境 影 響 方 面 備 受 關 注 ， 而

我們一直都有考慮一切相關因素，力求找出一條最合適的路

線。運輸局和路政署認為，在考慮過交通安排及環境影響的

因素後，建議的連接梅窩與大蠔的陸上路線，似乎是最佳的

折衷辦法。不過，環保署是環境影響評估方面的法定權威，

該署認為就環保來說，這個沿大蠔山谷建造道路的擬議陸路

方案不可接受。

其他路線其他路線其他路線其他路線

8. 除 梅 窩 至 大 蠔 的 路 線 外 ， 我 們 也 曾 探 討 其 他 方 案 是 否

可行。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們曾研究可否改善東涌道，將

之改建為一條合乎標準的雙線行車道，並在多個上坡路段加

建 一 條 慢 車 線 。 我 們 發 現 ， 沿 現 有 路 線 擴 闊 東 涌 道 (沿 線 擴

闊 )， 並 不 符 合 交 通 工 程 方 面 的 安 全 標 準 ， 因 為 這 條 道 路 的

坡度仍然會很高。如採用一條迂迴路線 (非沿線擴闊 )，可解

決坡度陡峭的問題，但這條橫跨東涌山谷、有多個急彎的路

線，會嚴重影響 13 公頃天然林地和 20 公頃郊野公園土地。

建議的道路擴闊和改善方案曾在一九九七年三月提交郊野公

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轄下的郊野公園委員會審議。該委員會

表示關注工程對郊野公園的影響，並建議當局考慮其他南北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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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 們 也 考 慮 過 在 東 涌 道 下 面 建 造 一 條 單 管 雙 線 雙 程 隧

道的方案。我們發現隧道的長度須約為 4 公里，建造工程會

耗資約 30 億元，而每年的營運和維修保養費用則為 8,000

萬元。不過，從交通安全和隧道保養維修的角度來看，這樣

長的單管雙線雙程隧道殊不理想。如要解決交通安全和維修

保養的問題，便須建造一條雙管隧道，而工程費用則會增至

約 50 億元。此外，我們須在隧道南端設置一個連接嶼南道

的交匯處，但這樣做會使塘福或長沙的鄉村地區受到影響。

有關東涌道的臨時措施有關東涌道的臨時措施有關東涌道的臨時措施有關東涌道的臨時措施

10. 除 北 大 嶼 山 公 路 ， 以 及 機 場 、 愉 景 灣 和 東 涌 新 市 鎮 的

道 路 外 ， 大 嶼 山 所 有 其 他 道 路 ， 包 括 東 涌 道 ， 都 屬 封 閉 道

路，要駛進這些道路的車輛均受一個制度規管，即必須持有

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

11. 由 於 東 涌 道 不 合 乎 標 準 ， 這 條 道 路 除 列 為 封 閉 道 路

外，還被當局劃為禁區。除行走區內路線的專利巴士、大嶼

山的士和緊急服務車輛外，其他車輛如要在上午 7 時 30 分

至下午 7 時期間使用石門甲以南的東涌道，均須持有東涌道

禁區許可證 (許可證 )。凡車輛總重逾 5.5 公噸的貨車，更全

日 禁 止 駛 進 東 涌 道 。 上 述 許 可 證 會 視 乎 需 要 ， 發 給 當 地 居

民 、 在 大 嶼 山 提 供 各 種 服 務 (例 如 運 送 易 腐 壞 的 貨 品 ／ 體 積

龐 大 的 貨 物 、 進 行 維 修 保 養 工 作 、 提 供 校 巴 服 務 )或 進 行 工

程的公司和公用事業機構、政府部門等。

12. 在 新 的 南 北 連 接 路 竣 工 前 ， 我 們 會 繼 續 在 東 涌 道 的 多

個路段進行改善工程，以促進道路安全。舉例來說，位於伯

公坳和長沙引水道附近的路段，剛剛已擴闊為雙線行車道。

不過，由於地形上的限制，進行該等工程並不能大幅提高東

涌道的容車量，最終的解決方法仍是興建新的南北連接路。

為確保道路安全，我們必須沿用東涌道許可證制度，以管制

這條道路的交通流量。

13. 運 輸 署 一 直 以 來 也 有 檢 討 東 涌 道 的 交 通 情 況 和 許 可 證

制度。該署根據最近調查東涌道交通流量的結果，認為可試

行 放 寬 有 關 制 度 ， 把 禁 區 時 段 由 上 午 7 時 30 分 至 下 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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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縮短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實行這項措施後，在早上

繁忙時段，東涌道的交通情況可能更為擠塞，但實際情形須

視乎這條道路的使用量而定。運輸署現計劃就放寬禁區時段

的建議和其他促進安全的措施，徵詢離島區議會的意見。該

署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況，檢討上述放寬措施。

14. 同 時 ， 運 輸 署 已 制 定 應 變 計 劃 ， 處 理 會 影 響 車 輛 使 用

東涌道的事故。計劃包括公布有關消息，以及加開往來中環

至梅窩和東涌至梅窩的渡輪服務。此外，運輸署也已經就提

供緊急渡輪服務一事，與港九電船拖輪商會簽訂合約。在愉

景灣隧道通車後，如發生緊急事故，乘客可選乘由愉景灣發

展商營辦的屋 巴士前往愉景灣，然後由愉景灣乘渡輪前往

梅窩。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5. 我 們 仍 然 認 為 ， 我 們 需 要 興 建 一 條 安 全 的 大 嶼 山 南 北

連接路。政府會貫徹承諾，興建一條在環保方面可以接受的

道 路 ， 既 可 滿 足 大 嶼 山 居 民 的 需 要 ， 亦 可 支 持 環 境 保 育 政

策，保護大嶼山重要的生態區。我們就梅窩至大蠔的連接路

所進行的研究，正好反映我們有意尋求解決方法。大嶼山大

部分的地方都是鄉郊地區，興建一條雙線行車的陸上道路來

連接南北兩岸，本來頗能配合當地環境。

16. 由 於 我 們 無 法 找 到 一 個 可 接 納 的 簡 單 方 法 來 解 決 問

題，我們不得不考慮一些涉及建造一條頗長的隧道的方案。

基於安全理由，較長的隧道必須採用雙管形式。雙管隧道的

容車量會大大高於因大嶼山南部的鄉郊發展而增長的交通需

求。我們現已立即與環保署和規劃署探討替代方案的最佳路

線，以期找出一個既環保又符合安全標準的方案，從而應付

大嶼山居民的交通需求。

17. 我 們 希 望 盡 快 建 議 一 條 路 線 ， 以 便 與 大 嶼 山 居 民 再 進

行磋商。工程原定在二零零四年完成，但由於須尋求另一個

方案，竣工日期會延遲。在新路線落實後，我們才可以訂定

新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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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8. 請委員閱覽本文件內容。

運輸局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