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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檢討中區海旁 (包括添馬艦舊址 )規劃小組委員會  

 
團體代表在 2007年 5月 7日的會議上就P2路的設計及走線  

提出的意見摘要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團體／人士  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P2路的闊度  

共創我們的海港區  需要興建P2路這一點是沒有爭議的，但 P2路的已
規劃容車量則過多。P2路有 20米闊應已足夠，但
在現行設計所預留的闊度則為 40米。若減去額外
預留的 20米地方，皇后碼頭便可原址保留。 P2
路將會是一條大型道路，在某些地方會有超過 4
條行車線，會對海旁造成滋擾。雖然在中環填海

計劃第三期的規劃過程中，區內的填海規模及已

規劃發展項目的數目已有所減少，但 P2路的已規
劃闊度依然沒有改變。  
 

就其功能而言，P2路的設計和容量，是與 新的規劃參

數配合的。P2路基本上是一條雙線雙程分隔路，路口由
交通燈控制。在交通燈控制的路口前，設有轉彎專線，

以減輕車輛需在路口前排隊輪候的問題。在個別路口會

增加一條行車線，以供來自兩個不同方向的車輛暢順地

交織及匯合，以策安全。P2路沿路亦設有避車處，提供
上落客點。路的兩旁均設有寬闊的行人路，提供充分空

間作植樹和綠化之用。 
 

蒲祿祺太太  雖然 P2路需為新海旁區提供服務，但其擬議闊度
實在過寬。該道路的闊度使人聯想到該道路的作

用是紓緩中區的交通擠塞，但這應是中環灣仔繞

道所須發揮的功能。就 P2路的闊度而言，即使有
部分範圍已劃作綠化用途，其闊度仍可大幅縮

窄。該道路應盡量狹窄，以配合其作為一條地區

幹路的用途。  

有關 P2路的設計，請參閱上文對共創我們的海港區
作出的回應。 
 
中環灣仔繞道將會是一條策略性道路，主要用作服務跨

區的交通。 
 
P2路則提供以下兩個主要功能 – 
 
(甲) 在短期而言，它中環填海區現有的發展提供一條

替代路，紓緩干諾道中和康樂廣場路口的擠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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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人士  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況；及 

 
(乙) 在中、長期而言，當完成中環灣仔繞道後，P2 路

是配合繞道，用作聚散進出繞道的車輛，P2路將負
起分配源自繞道和林士街天橋這兩條策略性東西

向道路，往來鄰近地區，包括中環、中環填海區、

金鐘、中半山、灣仔、灣仔北的車流的責任。 
 
P2路的設計，與其功能是配合的。 
 

拯救海岸  P2路無須作為一條高速道路，其現有規模亦超出
所需規模。  
 

有關 P2路的設計，請參閱上文對共創我們的海港區
作出的回應。 
 
P2路是一條時速限制為50公里的道路，並非高速道路。 
 

保護海港協會有限公

司  
P2路的闊度將可容納 8條行車線。若區內沒有已
規劃的發展項目，P2路的闊度可以縮窄。  
 

有關 P2路的設計，請參閱上文對共創我們的海港區
作出的回應。 
 
P2路的設計，與其功能和 新的規劃參數是配合的。 
 

長春社  P2路設有一條西行及兩條東行行車線，已可輕易
應付預計的交通需求。因此，把 P2路設計成雙程
雙線實在足夠有餘。再者，由於 P2路在設計上是
一條地區幹路，車速應以每小時不超過 50公里為
限，故無須設有一條寬闊的雙程雙線分隔車路。

要保障安全，設置一條狹窄的道路中央分隔欄已

屬足夠。  
 

有關 P2路的設計，請參閱上文對共創我們的海港區
作出的回應。 
 
P2路是一條時速限制為 50公里的道路，並非高速道路。 
 
基於道路安全的考慮，一小段中央分隔欄需略為加闊，

以配合彼端路口附加的轉彎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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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人士  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柏蔚元博士  P2路的規模顯示政府當局不肯定中環灣仔繞道

可否完全紓緩區內的交通擠塞。P2路已規劃為一
條主要道路，而區內的新辦公室發展項目將會產

生大量車輛交通。  
 

中環灣仔繞道將會是一條策略性道路，主要用作服務跨

區的交通。 
 
P2路則提供以下兩個主要功能 – 
 
(甲) 在短期而言，它中環填海區現有的發展提供一條

替代路，紓緩干諾道中和康樂廣場路口的擠塞情

況；及 
(乙) 在中、長期而言，當完成中環灣仔繞道後，P2 路

是配合繞道，用作聚散進出繞道的車輛，P2路將負
起分配源自繞道和林士街天橋這兩條策略性東西

向道路，往來鄰近地區，包括中環、中環填海區、

金鐘、中半山、灣仔、灣仔北的車流的責任。 
 
P2路的設計，與其功能是配合的。 
 

中西區區議會  由於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填海規模尚未決

定，因此 P2路的設計和施工日期應再作考慮。該
區議會對於區內的已規劃商業發展項目有所保

留，並質疑若該等發展項目沒有進行，P2路是否
需要根據其現行設計興建。  
 

當前有迫切性的需要，建造 P2 路，用以解决民耀街和
康樂廣場/干諾道中路口的擠塞問題。 
 
P2路的設計和容量，與其 新的規劃參數是配合的。 
 

香港建築師學會  與其把P2路設計成一條 40米闊的道路，在路中心
植樹，不如縮窄該道路的闊度，並在兩旁植樹。 
 

基於道路安全的考慮，一小段中央分隔欄需略為加闊，

以配合彼端路口附加的轉彎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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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人士  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P2路的走線  

蒲祿祺太太  當局在刊憲公布P2路的走線時，沒有充分考慮區
內的文物，包括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及大會堂。若

該道路的走線過於直接，便會成為一條"借道"。該
道路的走線不應鼓勵大量直通交通。該等交通應

轉移至中環灣仔繞道，而該繞道應盡快興建。  
 

當局在刊憲公布 P2 路的走線之前，曾作廣泛的諮詢。
根據《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而提出的反
對意見，亦已被充分考慮。 
 
P2路的路口將由交通燈控制及設有行人過路處。它被用
作"借道"的機會不大。 
 

長春社  無須在皇后碼頭現址設置避車處，而 P2路的走線
只須向北略作調整，便可避開皇后碼頭。  
 

如有需要配合重組皇后碼頭的 終方案，P2路的避車處
可在其他地方重置。P2路道路計劃的修訂，必需根據《道
路(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刊憲。 
 

保護維港行動  政府當局應更改 P2路的走線，以回應社會就原址
保留皇后碼頭提出的訴求。  
 

如有需要配合重組皇后碼頭的 終方案，P2路的設計可
略作修改。P2路道路計劃的修訂。必需根據《道路(工
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刊憲。 
 

香港建築師學會  政府應立即重新設計P2路，因為該道路的現有設
計有很多不足之處。P2路 終會在分域碼頭街製

造一個新的瓶頸，其現有走線會減低愛丁堡廣場的

都市空間質素。該道路的新設計應與未來的商業中

心區結合成優美的城市布局，以及容許實施就原址

保留皇后碼頭提出的各個可行方案。重新擬定P2路
的走線不涉及技術困難，只須通過法定規劃程序。 
 

P2路接駁分域碼頭街，只是過渡的安排。根據灣仔發展
計劃第二期工程的構思，P2路將向東伸延，連接重新定
線後的鴻興道。 
 
如有需要配合重組皇后碼頭的 終方案，P2路的設計可
略作修改。P2路道路計劃的修訂，必需根據《道路(工
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刊憲。 
 

香港規劃師學會 (提
交意見書 ) 

政府應即時進行費時的法定程序，包括把重新擬

定的 P2路的走線刊憲，確保原址重新組裝皇后碼
頭的保留方案的可行性。P2路的走線會經過一個
滿載香港早期歷史的地區。要騰出地方興建該道

路，重要的文物必須拆卸。因此，P2路的設計應
把該等文物，例如天星碼頭鐘樓及皇后碼頭納入

如有需要配合重組皇后碼頭的 終方案，P2路的設計可
略作修改。P2路道路計劃的修訂，必需根據《道路(工
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刊憲。 
 
在重組皇后碼頭的方案未有清楚的共識和決定之前，無

法決定是否需要和如何改變P2路的設計，所以不適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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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人士  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考慮範圍。在作出決定前，有關各方必須全面討

論 "如何保留 "及 "保留甚麼 "的問題。  
 

憲修訂P2路的道路計劃。 
 
規劃署現正進行「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會探討

重建舊天星碼頭鐘樓及重組皇后碼頭的位置及設計意

念，並諮詢公眾的意見。 
連接海旁的行人通道  

蒲祿祺太太  若P2路寬闊及走線過於直接，設置地面過路處將
會十分危險，令前往海旁的行人感到威脅和不安。 
 

P2路的路口由交通燈控制及設有行人過路處。一如香港
其他道路，行人可方便地過路。此外，規劃中亦有高架

行人通道通往海濱。 
 

保護維港行動  政府當局應更改 P2路的設計，讓公眾人士容易前
往海旁。  
 

P2路的路口由交通燈控制及設有行人過路處。優先過
路權將給予行人橫過 P2路。  

香港建築師學會  欠缺行人容易使用的道路系統，連接中區與日後

的海旁。由於設置地面行人過路處會影響 P2路的
交通流量，政府當局應確定一些具創意的方法，

方便公眾人士直接前往海旁。  
 

P2路的路口由交通燈控制及設有行人過路處。如分區計
劃大綱圖所示，日後將設有高架行人通道，如園景平台

和行人天橋等，通往新海濱。 

香港規劃師學會 (提
交意見書 ) 

在興建 P2路前，公眾人士很易前往該道路所處的
海旁範圍。當局必須確保在該條新道路建成後，

即使公眾人士並非更易前往該海旁範圍，要前往

該範圍亦同樣容易。  
 

我們將提供地面行人過路處和高架行人通道，連接腹地

和新海濱。 

環境方面的關注事項  
拯救海岸  若按照已規劃的規模興建 P2路，新海濱長廊及添

馬艦舊址附近的休憩用地的噪音水平將會很

高。P2路的現有設計並無顧及減少噪音及污染的
需要。  
 

在添馬艦舊址以北的一段P2路，將以沉降式建造，從而
減小噪音的影響。在馬路兩傍植樹，亦有助紓緩噪音的

影響。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已考慮了 P2路現有設計所
引致的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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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人士  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柏蔚元博士  若 P2路根據其現有設計興建，將會令海濱長廊的

質素變差很多，因為海濱長廊的大部分範圍會受

距離甚近的一條繁忙高速道路所包圍。該道路所

產生的噪音及污染會大大減低海濱長廊對香港

市民應有的吸引力。  
 

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已考慮了 P2路現有設計所引致
的環境影響。在添馬艦舊址以北的一段P2路，將以沉降
式建造，從而減小噪音的影響。在馬路兩傍植樹，亦有

助紓緩噪音的影響。 
 
時速限制為50公里的P2路，並非高速道路。 
 

規劃方面的一般關注事項  
保護海港協會有限公

司  
中環填海區的已規劃發展項目將會產生合共約

980萬平方呎的樓面總面積，並會吸引 5萬人前往
該區。根據運輸署的估計，該等發展項目 (不包
括中環 4至 6號碼頭毗鄰的酒店發展項目 )會每小
時額外產生 7 623客車架次。政府當局誤導了法
庭。雖然政府當局聲稱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旨在

提供土地興建必要的運輸基礎設施和一條海濱

長廊，以及重置現有海旁設施，但並無提及關於

出售 6幅面積龐大的土地以進行 1 000萬平方呎的
發展的事宜。政府當局並無告知法庭中區已有 10
個大規模的已規劃發展項目，可能是由於賣地不

能被視為一項證明填海有理的具凌駕性公眾需

要。政府當局以希望解決交通擠塞為藉口，事實

上卻在開闢土地以供出售進行物業發展。政府當

局沒有按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 "城規會 ")的要求
就中區的規劃及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適時地

進行任何檢討。至於 P2路的設計，亦一直沒有諮
詢公眾。由於城規會曾要求就 P2路進行檢討，在
進行有關檢討前展開該道路的建造工程未免不

合邏輯。因應上述情況及為了對香港市民公平起

見，政府應受到公開譴責。  

當局引用由終審法院訂定的「有凌駕性公眾需

要」的測試準則，於 2004年 4月完成對中環填海
計劃第三期工程的檢討（檢討報告）。該檢討結

論是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工程的填海範圍符合

「有凌駕性公眾需要」的測試準則。檢討報告清

晰指出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工程的目的是提供

土地以建造必要的運輸基建設施及重置現有的

海旁設施。  
 
根據 2002年及 2005年進行的交通研究（即「中環
填海計劃第三期經修訂的交通預測及檢討」及

「可持續運輸規劃及中環灣仔繞道的專家小組

報告」），在海濱地區已規劃的道路將足夠應付發

展需要。根據 新估計，在中環新海濱的新發展

用地，包括皇后像廣場以北的「綜合發展區」、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以北的「綜合發展區」及「商

業」用地、「其他指定用途」註明「與海旁有關

之商業及休憩用途」用地、及分別位於添馬艦及

中信大廈以北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總

樓面面積估計約 540萬平方呎。這數字是依據有
關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所指定的發展參數、添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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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人士  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艦發展的 新總樓面面積數字、及灣仔發展計劃

第二期檢討的 新土地用途建議所得的。  
 
 
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的土地約 18.73公頃，當中
約 8.78公頃（約一半的土地），已在分區計劃大
綱核准圖上劃作「休憩用地」，以興建海濱長廊。

只有 2.63公頃（約 14%的土地）劃作低密度的寫
字樓／商業用途，以維持中區商業中心區的競爭

力，應付市場對位於中區的甲級寫字樓的殷切需

要。已納入《中區（擴展部分）分區計劃大綱核

准圖》，涵蓋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的規劃大綱，

已於 2005年及 2006年，經城市規劃委員會（「城
規會」）考慮多宗改劃用途地帶申請後獲得確

定。城規會沒有要求當局檢討中區的規劃大綱或

P2道路。  
 
至於 P2路的設計方面，政府在完成包括 P2路的中
環填海計劃第三期製備過程前，已通過所有的法

定程序及諮詢步驟。早在 1999年初展開的規劃及
設計階段，政府已向不同的組織及團體進行廣泛

諮詢，當中包括城規會、立法會、環境諮詢委員

會、中西區區議會及灣仔區議會等等。而包括P2
路的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道路工程，在 2000年 6
月根據《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刊登憲
報，並於 2001年 12月由行政長官同行政會議授權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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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人士  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保護維港行動  政府當局須採取措施紓緩中區及灣仔的交通擠

塞。然而，政府當局不應試圖藉填海興建道路來

解決交通問題，因為這會引起惡性循環。問題的

癥結在於中環填海區將會有大型的新發展項

目，故即使 P2路啟用，中區及灣仔的交通到了
2016年又會再次接近飽和。政府當局應理順 3條
過海隧道的收費、加快進行鐵路發展，以及刪除

區內不必要的發展項目。若政府當局繼續進行現

有規劃，公眾只能提出訴訟，避免海港再受破壞。 
 
 

請參閱上文對保護海港協會有限公司作出的回

應。  
 
當 建 成 中 環 灣 仔 繞 道 及 其 連 接 路 以 及 P2路 以

後，中環及灣仔區的交通運輸基建網絡在 2016
年將仍有足夠的容車量 (行車量／容車量比率將

低於 1)。中環灣仔繞道在 2016年前的行車量／容
車量比率約為 0.7，即顯示有足夠容量應付有關
的車輛交通流量，保持交通暢順。  
 
政府亦在審視額外的鐵路路線，作為解決中環及

灣仔交通擠塞的長遠措施。  
 
根據運輸署的測試，調整過海隧道的收費，對解

决干諾道中 /  夏慤道 /  告士打道走廊的擠塞的

效用不大，原因是改道後的車流仍然需要行經該

主幹道來往其目的地。  
 
我們現有的政策是要繼續努力融合運輸及土地利用規

劃。 
 

柏蔚元博士  區內的新辦公室發展項目會帶來大量車輛交通。 
 

請參閱上文對保護維港行動作出的回應。  
 

中西區區議會  政府當局應大幅減少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的商

業發展項目、禁止興建辦公室及酒店等商業樓

宇、把填海土地改為休憩用地供公眾使用、檢討

中區及灣仔的規劃，以及縮減中環填海計劃第三

期的商業發展項目及添馬艦發展工程的規模，以

減少交通需求。政府當局並無有關限制車輛進入

商業中心區的策略，而興建道路以解決交通問題

載於《中區（擴展部分）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並涵蓋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的規劃大綱，是根據

《城市規劃條例》的法定程序而訂定的。城規會

在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分區計劃大綱

圖供核准前，已因應公眾提出的反對及意見，大

幅削減圖上的填海範圍及商業用地的面積。城規

會於 2005年及 2006年考慮多宗改劃用途地帶申



 9

團體／人士  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並非一個長遠的解決辦法。  
 

請後，確定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上的土地用途。

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中約有一半的土地（ 8.78
公頃）已劃作「休憩用地」，只有限量的土地（ 2.63
公頃）劃作「綜合發展區」，供商業發展，以維

持中環商業中心區的競爭力及應付市場對位於

中區的甲級寫字樓的殷切需要。  
 
有關已規劃的發展在交通方面的影響，可參閱上

文對保護維港行動作出的回應。  
 

香港建築師學會  城市規劃與設計的首要目的應是服務市民，而道

路及基礎設施不應成為一項凌駕性元素。  
 

城市規劃及城市設計的目的，是切合不同的土地

及社區需要。就道路及基礎設施進行的規劃，亦

為滿足這些需要。  
 

共創我們的海港區  
 

中環填海區城市設計研究將不包括就區內的已

規劃運輸基礎設施進行任何檢討。  
 

涵蓋中環填海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及載於該圖

的運輸基礎設施建議，是基於詳細研究及根據

《城市規劃條例》的法定程序及經廣泛諮詢後才

獲得核准。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是按城規會

的要求而進行的。按城規會的指示，研究範圍主

要是一項城市設計研究，以優化中環新海濱現有

的城市設計大綱，及為主要用地擬備規劃 /設計
綱領。該研究的範圍並不包括檢討已規劃的運輸

基礎設施。  
 

 
 
("意見 "部份 ) ("政府當局的回應 "部份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2007年 6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