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港珠澳大橋及北大嶼山公路連接路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滙報本局與離島區議會就港珠澳大橋

（大橋）及北大嶼山公路連接路進行諮詢的結果，並就北大

嶼山公路連接路的走線，向委員提供補充資料。  
 
 
背景  
 
2.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我們在委員會的會議上向
委員詳述大橋及北大嶼山公路連接路前期工作的最新進

展，並請委員支持本局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申請

撥款進行大橋的概念設計及進一步技術研究。應委員會的要

求，我們承諾在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前徵詢離島區議會對大

橋及北大嶼山公路連接路的意見。此外，我們亦同意就北大

嶼山公路連接路提供進一步資料。  
 
 
與離島區議會進行諮詢  
 
3.   本局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就大橋及北大嶼山公路

連接路的走線與離島區議會進行諮詢。  
 
4.  部分發言的離島區議員表示，非常希望通過港珠澳大
橋項目，改善大澳及大嶼山西北部 石灣／沙螺灣一帶與䃟 東

涌以及大嶼山其他各區的交通接駁。他們期望大橋採用較接

近大澳的南線方案，認為這樣日後較有空間可以提供支路把

大澳及其附近村落與北大嶼山交通網絡連接。亦有部份離島

區議員認為北線可以接受，明白地區交通問題與大橋項目應

分開處理，因為大橋是一項策略性及區域性的運輸基建，並

不是為服務地區交通需要而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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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港珠澳大橋的目的與性質  
 
5.  正如我們已經向委員會議員及離島區議員解釋，港珠
澳大橋是一條連接香港與珠海的策略性陸路通道。大橋的目

的是加強香港與珠三角西岸地區，尤其是澳門、珠海的經濟

及社會連繫，鞏固香港作為區內航運及空運中心的地位，與

及促進香港物流、旅遊、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從項目的性質

而言，大橋是一項跨境高速公路，設計時速高達每小時 100
公里，並不是為服務地區村落而設計的。  
 
決定大橋走線的過程  
 
6.  我們亦清楚解釋，由於大橋連接香港、珠海和澳門三
地，大橋的走線必須得到三地政府認同，否則無法成事。由

於走線及著陸點涉及三方重大利益，為了在決策過程中做到

不偏不倚，中央政府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特別在本年四

月初於珠海安排了一次由三地專家參與的港珠澳大橋橋位

技術方案論證會。經過一連兩天的充分論證，考慮到多項因

素，包括航道的淨空要求、機場的高度限制、廣州港口發展

的需要、錨地的運作、環保、水文，專家組一致推薦了北線

橋隧方案。  
 
北線及南線的比選  
 
7.  我們已指出，北線之所以能夠在比選中脫穎而出，得
到三地政府及專家組認同，是因為它在環保、航運發展、技

術可行性等重要考慮因素上最為優勝。採取橋隧方案，不會

對廣州港及造船基地等做成制約。而對本港而言，北線對大

嶼山天然海岸線造成的干擾亦是最少的。  
 
8.  至於南線方案不被推薦的原因，是因為此方案必須採

全橋形式興建，會對廣州港及造船基地造成制約。對香港而

言，如採用南線方案則須沿大澳至 石灣的一段大嶼山西岸䃟

現有天然海岸線建造大橋，對大嶼山西面的天然沿岸景觀構

成嚴重影響。再者，此方案會十分靠近擬在大嶼山西南分流

闢設的海岸公園及香港境內的中華白海豚比較多出沒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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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對大嶼山的自然保育及生態環境會構成非常嚴重的問

題。  
 
大澳及大嶼山西北村落的情況  
 
9.  大嶼山西北的幾條村落，包括 頭、沙螺灣、 石灣䃟 䃟

及深屈的村落，人口大約祗有 200 人。政府的規劃意向是保
留該處的天然風貌，現時並沒有任何會導致該區人口大幅度

增加的發展計劃。因此，即使撇開自然保育及環境保護的問

題，當地少量的人口實在難以充分支持興建連接大橋和大澳

的支路。至於大澳方面，東涌道的改善工程將於 2006 年底
完工，屆時大澳與東涌之間的交通將大為改善。此外，政府

亦會局部改善姜山道及嶼南道，以進一步改善該區地區層面

的交通基礎建設。  
 
政府的承諾  
 
10.  我們會密切注意大嶼山的發展趨勢及交通需求的變
化，適時檢討當地地區層面的交通設施和服務。  
 
 
北大嶼山公路連接路的走線  
 
11.  應委員要求，我們為北大嶼山公路連接路東面路段的
四個走線方案預備了進一步資料，詳情見附件一的繪圖，而

這些走線方案對現有及未來北大嶼山新市鎮發展的影響則

載於附件二。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五年六月七日  
 



 
 

 

全長 ~ 6.5公里
（包括~0.3公里隧道）

建築費用 ~ HK$ 40億

經常費用 ~ HK$ 2500萬/每年

全長 ~ 8.5公里
（包括~2.5公里隧道）

建築費用 ~ HK$ 60億

經常費用 ~ HK$ 4500萬/每年

全長 ~ 11公里
（包括~3公里隧道）

建築費用 ~ HK$ 90-100億

經常費用 ~ HK$5000萬/每年

全長 ~ 11公里

建築費用 ~ HK$ 70-80億

經常費用 ~ HK$ 3500萬/每年

方案(a) : 高架橋

方案(b) : 海底隧道

方案(c) : 在東涌直接
連接北大嶼山公路

方案(d) : 穿山隧道

優點

• 與東涌距離最遠

• 從施工的難易程
度、使用量、運
作和維修保養的
角度來看，較適
合在此建造開放
式的公路

優點

• 在海底建造隧道，
不會影響東涌的
海景

優點

• 長度最短，造價
最低

優點

• 東涌的海景可免
受影響

附件一 

缺點

• 東涌的海景多少都會受
到影響（雖然兩者之間
有一段距離）

缺點

• 東面水域海床下有空洞，
如建造隧道，沉降的風
險極高

• 從施工的難易程度、使
用量、運作和維修保養
的角度來看，較不適合
興建隧道

缺點

• 最接近東涌民居

• 須封閉在東涌新市鎮兩
條現有支路

缺點

• 從施工的難易程度、使
用量、運作和維修保養
的角度來看，較不適合
興建隧道

• 影響黃泥屋山上的涼亭
和墓地，及一個擬建的
市鎮公園

 
 



 
 
 
 



 
 
 
 
 
 
 
 
 
 
 
 
 
 
 
 
 
 
 
 
 
 
 
 
 
 
 



 
 
 
 
 
 
 
 
 
 
 
 
 
 
 
 
 
 
 
 
 
 
 



 
 
 
 
 
 
 
 
 
 
 
 
 
 
 
 
 
 
 
 
 
 
 



附件二

北大嶼山公路連接路 
走線方案（ａ）至（ｄ）對現有及未來北大嶼山新市鎮發展的影響 

 
 

走線方案 對現有及未來北大嶼山新市鎮發展的影響 

方案 (a) • 這方案雖遠離現有新市鎮及未來新市鎮擴展區，但仍會帶來景觀上的
影響，尤其對臨海住宅發展項目的居民。 

方案 (b) 
• 這方案遠離現有新市鎮及未來新市鎮擴展區，因此對其發展沒有特別
的影響。 

• 這方案要求的人工島將需與擬議的土地用途相融合。 

方案 (c) 

• 這方案會直接把車流接駁入鄰近新市鎮中心的一段北大嶼山公路，對
附近的住宅區將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包括空氣、噪音等方面。 

• 這方案會佔用並永久封閉現有位於市鎮中心的兩條屬北大嶼山公路的
支路，車輛往返東涌海濱路需改用東涌東交滙處及怡東路／裕東路。 

• 現有的東涌交滙處需修改以容納將來增加的匯合行車線，在施工期間

該處的交通會暫時受到影響。 

• 在施工期間，北大嶼山公路來往機場的交通將受到影響。 

方案 (d) 

• 這方案會直接影響黄泥屋山上的一個涼亭、約 260個墳墓、擬建市鎮
公園的部份地方、及擬建的醫院選址中的部份地方(東涌第 13區) 。 

• 受高架橋遮蓋及橋柱阻礙，佔擬建市鎮公園整體面積約 10%的土地將
受影響，而鄰近走線的公園範圍亦將不適宜作康樂用途。 

• 有關的隧道工程會對未來醫院的興建構成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