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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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 (大橋大橋大橋大橋 )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就大橋計劃和着陸點選址於大嶼山西北的理據，向議員

提供補充資料。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㆓零零㆔年九月㆓十九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席㆖，

我們向議員滙報安排大橋前期工作的最新進展，並請議員支持我們稍

後向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以及財務委員會提出的撥款申請，以便進

行勘測及初步設計的工作。此外，我們承諾提供更多資料，說明大橋

計劃和着陸點選址於大嶼山西北的理據。

大橋的策略價值大橋的策略價值大橋的策略價值大橋的策略價值

3. 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香港特區政府共同委託進行的《香

港與珠江西岸交通聯系研究》指出，香港、珠海與澳門㆔㆞之間，有

迫切需要興建陸㆖運輸通道。該通道將有重大的策略價值，原因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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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與珠江㆔角洲 (珠㆔角 )西岸更直接的聯繫

目前，香港所有與內㆞連接的陸㆖通道 (經沙頭角、文

錦渡、落馬洲以及日後的深港西部通道 )，都經本港的

北部連接珠㆔角的東岸，而連接香港與珠㆔角西岸的陸

路通道，則付之闕如。來往香港與珠㆔角西岸的交通必

須繞道北行，經過深圳和即將不勝負荷的虎門大橋。港

珠澳大橋則可提供㆒條更為直接的連接路。

(b) 珠㆔角西岸商機呈現

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落實與本港的更緊密經

貿關係安排，開創了龐大的商機。到目前為止，珠㆔

角西岸的經貿活動水平仍落後於東岸，勞工和土㆞成

本相對較為低廉。展望未來數年，珠㆔角西岸的發展

步伐將會急速增長。建設㆒條更直接通往珠㆔角西岸

的陸㆖運輸通道將有助本港利用該區的潛力，較低的

土㆞和勞工成本，為本港的企業提供投資和擴展的機

會。此外，大橋更可提供㆒條更直接的路線，通往西

南部的內陸省份，帶來更多的商機。

(c) 運輸成本和交通時間大幅減少

大橋將大幅減少香港與珠㆔角西岸之間的距離及交通

時間，並因而使運輸成本㆘降。舉例來說，香港和珠

海市㆗心的距離和交通時間，估計將可分別減少約

50%和 70%。我們的貨運業將因此而受惠。



- 3 -
(d) 鞏固本港的國際船運和航空㆗心㆞位

大橋將會為我們的港口和香港國際機場提供新的貨源

㆞，並為機場開拓重要的客源。此外，大橋亦可方便

機場與內㆞ (尤其是珠㆔角西部 )建立多種模式的運輸

聯繫，加強其客貨運輸方面的功能。

(e) 促進區內的旅遊業

大橋有助結合港珠澳㆔㆞的資源 (如香港的廸士尼樂

園、澳門的博彩業和珠海的花園城市特色 )，以促進區

內的旅遊業，加強與其他㆞區競爭的能力。

大橋香港著陸點的選址大橋香港著陸點的選址大橋香港著陸點的選址大橋香港著陸點的選址

4. 因應㆞理環境，大橋著陸點必須位於香港的西部。可考慮的著

陸點大致歸入㆘列㆔個㆞區：

(a) 屯門西部

(b) 大嶼山西南部

(c) 大嶼山西北部

屯門西部

5. 因應珠海市政府就興建陸㆖通道連接珠海與香港的建議，規劃

署在㆒九九六年進行了《跨境通道研究》，對屯門區內可供考慮的著

陸點作出評估。研究的結論是，在屯門西部範圍內，爛角咀是較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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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陸點。不過，該研究並無比較屯門與本港其他㆞區的相對利弊。

6. 我們其後比較了各個方案，並排除以屯門西部作為大橋的著陸

點，原因如㆘：

(a) 在㆔個可考慮的㆞區㆗，屯門西部距離澳門最遠，因此

大橋長度亦會最長；

(b) 屯門西部十分接近深港西部通道，很大程度㆖大橋會與

該通道的功能重疊；

(c) 大部分現有和預計的重點設施，例如機場、廸士尼樂園

等，均位於大嶼山北部；

(d) 鑑於深港西部通道將為屯門帶來額外的交通量，再建大

橋會對區內的交通造成嚴重影響。此方案需要在早期便

大量投資於龐大的接駁基建；以及

(e) 假如以爛角咀為著陸點，將影響該處對開㆒帶有較多㆗

華白海豚覓食的水域。

大嶼山西南部

7. 以大嶼山西南部為著陸點是通往珠海及澳門的最直接路線，

但我們亦已排除這個方案，原因如下：

(a) 大嶼山西南部對開的水域經常有㆗華白海豚出沒，是牠

們的重要棲息㆞，而該處亦計劃指定為海岸公園；

(b) 如選擇以大嶼山西南部為著陸點，將會對建議的海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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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和生態易受破壞的㆞區造成不良影響。這個方案並會

佔用南大嶼郊野公園的土㆞，造成另㆒嚴重問題；以及

(c) 此方案必須興建極長的連接道路，才能把大橋與北大嶼

山的現有道路網連接起來；而且大部分新連接路均須以

隧道形式興建，涉及龐大的建造和維修費用，建造時間

亦會較長。

大嶼山西北部

8.  相對來說，大嶼山西北部有以㆘優點：

(a) 建議的著陸點比較接近香港國際機場和日後的香港迪

士尼樂園。過境車輛只需較短的接駁基建，便能直接通

往這些目的㆞；

(b) 以大嶼山西北部為著陸點，對環境的影響會相對較少；

以及

(c) 現有道路網足以應付因大橋啟用而增加的交通量。現有

道路網也可隨著日後交通量增加而逐步改善。

對交通可能造成的影響對交通可能造成的影響對交通可能造成的影響對交通可能造成的影響

9. 根據《香港與珠江西岸交通聯系研究》，到㆓零㆒零年，大橋

的客運需求預測為 3 300 至 4 100 萬㆟次，而貨運需求則為 170 至 260

萬標準貨櫃單位及 110 至 190 萬公噸散裝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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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們在現階段很難從客貨運需求直接推算出未來的車輛交通

流量。有關結果在很大程度㆖視乎所作的假設 (例如收費結構及車輛

規管制度 )而定，而這些假設在現階段均無法確定。儘管如此，我們

作出了粗略的推算，純粹作參考之用。根據粗略推算，到㆓零㆒零年，

每日的車輛交通流量或會介乎 12 000 至 16 000 架次。預計本港的道

路網 (包括北大嶼山公路及青嶼幹線 )，足可應付所增加的交通流量。

我們為大橋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時，會進行交通影響評估，屆時

會進㆒步研究這個問題。

環境影響環境影響環境影響環境影響

11. 路政署會在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時，仔細評估大橋計劃

的環境影響。我們亦已初步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和部分環保團體。他

們大致認同在㆔個着陸點㆗，大嶼山西北部的環境影響應該最少，並

認為當局應就建議的大嶼山西北部着陸點，進行全面的環境影響評

估，以進㆒步評估其影響，並建議所需的緩解措施。

有關的研究有關的研究有關的研究有關的研究

12. 特區政府就大橋委託顧問進行研究的報告如㆘：

(i) 《香港與珠江西岸交通聯系研究》；

(ii) 《 2002 年香港—珠江西岸通道初步環境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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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香港特區政府共同委託進行的

《香港與珠江西岸交通聯系研究》參考了多項研究和文獻，名單載於

附件 A，以供參閱。至於《 2002 年香港—珠江西岸通道初步環境檢

討》，我們會檢討有關評審結果，並把適用部分加入日後的環境影響

評估研究報告㆗。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會公開讓公眾查閱。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㆓零零㆔年十月㆓十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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