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八年四月廿五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香港接線 

目的 

 本文件載述有關港珠澳大橋(大橋 )、香港口岸和香港接線規劃工

作的進度，並請委員贊同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以

進行大橋施工前工作和香港口岸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 

背景 

2.  二零零三年一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與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區)共同委託綜合運輸研究所進行《香港與珠江西

岸交通聯繫研究》。該研究確定興建一條香港特區和珠江西岸之間的陸路

連接線，具策略上的意義，而且有迫切的需要。 

3.  二零零三年，廣東、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政府成立港珠澳大橋前

期工作協調小組(協調小組)，以便開展大橋項目的準備工作。二零零四

年，協調小組委託中交公路規劃設計院(公規院)進行大橋項目可行性研

究。該項研究涵蓋的專題範疇廣泛，包括航道淨空、水文、環境、交通、

經濟效益和財務可行性等。至今協調小組合共舉行了八次會議及多次專

家評審會議，討論各項專題研究的結果。二零零七年，國家發改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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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專責小組(專責小組)，以便推展該項目。專責小組由國家發

改委領導，成員包括交通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以及香港、廣東

和澳門政府的代表。在二零零七年一月七日的會議上，專責小組建議三

地政府各自在境內設置口岸，實施三地三檢。 

最新發展 

4.  公規院已大致完成大橋的可行性研究。 

大橋的策略價值 

5.  大橋在促進香港、澳門和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區(珠三角西岸)經濟

上的進一步發展有非常重要的策略價值。大橋可以大幅減省陸路客運和

貨運的成本及時間，但其好處遠超於此。藉著大橋的連繫，珠三角西岸

會納入香港方圓三小時車程內可達的範圍，大大提升了該區對外資的吸

引力，有助優化區內的工業結構。同時，香港亦會受惠於這片新的經濟

腹地，區內人力和土地資源充裕，能為港商提供大量拓展內地業務的良

機。此外，大橋通車後，本港旅遊、金融和商業等不同範疇均會得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藉著大橋，來自珠三角西岸、廣東西部和廣西等地

的貨物更能善用本港的機場和貨櫃碼頭，而香港作為貿易和物流樞紐的

地位將會提升。整體而言，大橋可以加速珠三角地區及其鄰近省份的經

濟 融 合 ， 提 高 其 相 對 於 東 盟 國 家 和 長 江 三 角 洲 等 其 他 經 濟 區 域 的 競 爭

力。在上述發展過程中，香港定能獲益。 

建議走線 

6.  公規院建議大橋採用橋隧走線，在香港特區邊界附近的主要航道

下方興建沉管隧道，並以珠海的拱北和澳門特區的明珠為大橋的西岸着



陸點，香港大嶼山西北的石灣為東岸陸點。附件 A 載有走線圖。 

融資安排及經濟效益 

7.  融資方面，可行性研究報告指出鑑於整個大橋項目規模龐大，從

財務角度看來，難以吸引私人投資。因此，報告建議三地政府各自負責

在境內興建接線和設置口岸，另外邀請投資者按照為期 50 年的“建造、

營運及移交”專營權投資承辦大橋主體的工程。研究報告亦建議三地政

府分擔大橋主體 (即由珠海拱北和澳門明珠對開的人工島起至香港特區

邊界以西的東人工島止)部分建造費用，金額應按照效益費用比相等 1的原

則攤分。 

8.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協調小組在廣州舉行第八次會議。與

會各方就大橋項目的融資安排達成下列共識： 

(a) 三地政府各自負責境內口岸及接線的建造、營運和維修； 

(b) 大橋主體以拱北和澳門對開的人工島為起點，至香港特

區邊界以西的東人工島，全長 29.6 公里，採用橋隧結構，

雙程三線行車，橫跨珠江河口的主要航道，並建有長約

6.7 公里的沉管隧道。按二零零七年年初價格計算，建造

成本約為人民幣 310 億元（不包括融資成本）； 

(c) 如有需要，三地政府應分擔大橋主體的資金差額，金額

按照效益費用比相等的原則攤分，香港佔 50.2%，內地佔

35.1%，澳門佔 14.7%。確實金額視乎招標結果和中標者

                                                 
1 效益費用比相等的原則，目的是確保在由多個經濟情況不同的地區所合資的項目中，各方估計所得效
益與估計所涉費用的比率相等。根據這項原則，三地政府按照相同的效益費用比，去計算三地對大橋

主體和接線建造費用所需承擔的金額。 



建議的融資安排而定；以及 

(d) 有關招標的細節和招標文件的內容，有待國家發改委與

三地政府進一步商討。 

9.  根據這項安排，大橋項目 20 年經營期的經濟淨現值 2為人民幣 400

億元。估計香港方面的經濟淨現值約為人民幣 230 億元，內地為人民幣

130 億元，澳門為人民幣 40 億元。香港方面 20 年經營期的項目經濟內部

回報率 3為 8.8%，而以 40 年經營期計算則為 12%。  

10.  我們已委聘了交通顧問探究和檢討大橋通車後規管跨境車輛的可

行方案，並推薦跨境車輛的規管安排。 

大橋施工前工作 

11.  為求加快項目的推展進度，協調小組同意提前進行一般應於初步

設計階段才進行的實物模型研究，以更仔細評估大橋對水文、防洪和珠

江河口各個港口的影響，並據此完善大橋的設計，把該等影響減至最低。

我們擬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文件，建議把名為“港

珠澳大橋─施工前工作”的 835TH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4,660 萬元，用以聘請顧問為大橋進行施工

前工作，包括實物模型研究和招標工作。工務小組委員會文件的擬稿，

載於附件 B。 

香港口岸 

                                                 
2 經濟淨現值指折減經濟效益現值與折減成本現值的差額。 
3 經濟內部回報率為制定資本預算所用，能令某項目全部現金流量的淨現值相等於零的折減率。一般來
說，項目的經濟內部回報率越高，越值得承辦該項目。 



12.  專責小組於二零零七年一月決定三地政府各自在境內設置口岸。

為此，路政署於同年五月展開選址研究，物色可供設置香港口岸的合適

地點；選址研究於二零零八年年初完成。經考慮各個選址方案後，包括

機場島東面和西面對開水域填海方案、石灣填海、土地開拓與及混合

方案、機場島方案以及大蠔填海方案，研究最後建議在機場島東北對開

水域設置香港口岸，有關位置在附件 A 顯示。 

13.  建議的選址貼近機場，如獲採納，只需延建現有的旅客捷運系統，

連接機場客運大樓與香港口岸，即可利便航空／陸路過境旅客。此外，

該選址亦可融合香港口岸與擬建的屯門至赤角連接路。長遠而言，機

場島上現有的海天客運碼頭，亦可以遷入日後成為多式聯運樞紐的香港

口岸。不過，如果採用建議的選址，便需進行填海工程，並遷移若干受

影響的機場設施，例如現有／擬建的海運碼頭等。研究選址時，我們已

密 切 徵 詢 機 場 管 理 局 的 意 見 ， 日 後 亦 會 就 各 種 銜 接 問 題 與 該 局 再 行 商

討。選址研究進行期間，我們諮詢過離島區議會和多個環保團體。 

14.  我們需要盡早展開香港口岸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以決定口岸

的位置、總平面圖、土地需求和相關影響，務求口岸能及時完成，以配

合大橋通車。按照該項研究，我們會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展開環

境影響評估研究，探討所涉及的環境影響和所需的緩解措施，包括有關

文物保存的措施。另外，研究亦會包括工地勘測工程，為日後的設計工

作提供土力和地質資料。我們已公布研究的工程項目簡介，徵詢意見。 

15.  香港口岸會列為工務計劃項目。我們擬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向工務

小組委員會提出建議，把名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勘測及初步設計

工作”的 834TH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估計所需費用為 8,690 萬元，用以進行擬議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和工



地勘測工程。工務小組委員會文件的擬稿，載於附件 C。 

香港接線 

16.   香港接線 4全長 12.6 公里，雙程三線行車，連接香港特區邊界的

大橋主體與擬設於機場島東北面的香港口岸。 

17.  在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進行期間，我們探討過多個不同走線方案

的優劣，並曾兩度諮詢環保團體和離島區議會。鑑於擬議香港口岸選址

的位置，現時預計較佳的走線方案，是沿機場水道和機場島東南海岸線

在海面興建高架橋接通香港口岸。香港接線全段位於香港境內，同樣會

列為工務計劃項目，按照香港既定的程序推展。稍後，我們會按工務計

劃程序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用以進行建造工程。 

徵詢意見 

18.  請委員留意本文件的內容，並贊同為大橋的施工前工作和香港口

岸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申請撥款。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零八年四月廿一日 

                                                 
4位於香港境內的接線前稱北大嶼山公路連接路，連接大橋在大嶼山西北面石灣的陸點與現有的北大

嶼山公路。然而，隨三方政府就大橋主體的範圍達成協議以及口岸選址研究建議在機場島東北海面設

置香港口岸，接線的位置會調整，改由香港特區邊界起至香港口岸止，並易名為香港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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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8 年 5 月 21 日  
 
 

總目 706 — 公路 

運輸  — 道路 

835TH – 港珠澳大橋施工前工作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把 835TH 號工程計劃
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

為 4,660 萬元，用以為港珠澳大橋進行施工前工作。 
 

 
問題  
 
 我們有需要與廣東省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下稱「澳門特區」）政

府合作，為港珠澳大橋（下稱「大橋」）展開施工前工作，包括進行

實物模型研究及就大橋深化設計制備建議，及進行與大橋主體項目招

標有關的工作。  
 
 
建議  
 
2. 路政署署長建議把 835TH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
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4,660 萬元，用以支付香港特別行政區（下稱
「香港特區」）政府就大橋進行施工前工作所需承擔的費用。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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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835TH 號工程計劃的範圍包括  —  
 

(a) 進行實物模型研究(及相關的大橋深化設計)，以補
充大橋的水文專題研究，其目的在於評估大橋對珠

江口的水文、防洪及各港口的影響，並提供減少不

良影響的方法；及  
 

(b) 與大橋主體項目招標的有關工作。  
 
4. 我們計劃在 2008 年年中展開實物模型和各項研究，以期在 2009
年 7 月完成。  
 
 
理由  
 
5. 2003 年，廣東、香港及澳門政府成立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
組 (下稱「協調小組」 )，以便開展大橋項目的準備工作。 2004 年，協
調小組委託中交公路規劃設計院 (下稱「公規院」 )進行大橋項目可
行性研究。該項研究涵蓋的專題範疇廣泛，包括航道淨空、水文、

環境、交通、經濟效益和財務可行性等。至今協調小組合共舉行了八

次會議及多次專家評審會議，討論各項專題研究的結果。 2007 年，國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下稱「國家發改委」)成立港珠澳大橋專責小組 (下
稱「專責小組」 )，以便推展該項目。專責小組由國家發改委領導，成
員包括交通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以及香港、廣東和澳門政府

的代表。 2007 年 1 月，專責小組召開會議，並建議三地政府各自在境
內設置口岸，即「三地三檢」。  
 
6. 公規院已大致完成項目的可行性研究。  
 
 

走線建議  
 
7 .  公規院建議大橋採用橋隧走線，在香港特區邊界附近的主要航道

下方興建沉管隧道，並以珠海的拱北和澳門特區的明珠為大橋的西岸

着陸點，香港大嶼山西北的石灣為東岸陸點。附件 1 載有走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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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安排及經濟效益  
 
8. 至於財務安排方面，可行性研究報告指出鑑於整個大橋項目規模

龐大，從財務角度看來，難以吸引私人投資。因此，報告建議三地政

府各自負責在境內興建接線和設置口岸，另外邀請投資者按照為期 50
年的 “建造、營運及移交 ”專營權投資承辦大橋主體的工程。研究報告
亦建議三地政府分擔大橋主體 (即由珠海拱北和澳門明珠對開的人工
島起至香港特區邊界以西的東人工島止 )部分建造費用，金額應按照效
益費用比相等 1 的原則攤分。   
 
9. 2008 年 2 月 28 日，協調小組在廣州舉行第八次會議。與會各方
就大橋項目的融資安排達成下列共識：   
 

(a) 三地政府各自負責境內口岸及接線的建造、營運和維修；  
 
(b) 大橋主體須以拱北和澳門對開的人工島為起點，至香港特區邊

界以西的東人工島，全長 29.6 公里，採用橋隧結構，雙程三線
行車，橫跨珠江河口的主要航道，並建有長約 6.7 公里的沉管
隧道。按二零零七年年初價格計算，建造成本約為人民幣 310
億元（不包括融資成本）；  

 
(c) 如有需要，三地政府應分擔大橋主體的資金差額，金額按照效

益費用比相等的原則攤分，香港佔 50.2%，內地佔 35.1%，澳
門佔 14.7%。確實金額視乎招標結果及中標者建議的融資安排
而定；以及  

 
(d) 國家發改委及三地政府須就有關招標的細節與及招標文件的

內容作進一步商討。  
 
1 0 .  根據這項安排，大橋主體項目 20 年經營期的經濟淨現值 (ENPV)2

為人民幣 400 億元。估計香港方面的經濟淨現值約為人民幣 230 億元，
                                                 
1  效益費用比相等的原則，目的是確保在由多個經濟情況不同的地區所合資的項目
中，各方估計所得效益與估計所涉費用的比率相等。根據這項原則，三地政府按

照相同的效益費用比，去計算三地對大橋主體和接線建造費用所需承擔的金額。 
 
2  經濟淨現值 (ENPV) 指折減經濟效益現值與折減成本現值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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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為人民幣 130 億元，澳門為人民幣 40 億元。香港方面的項目經濟
內部回報率 (EIRR) 以 20 年計算為 8.8%3，或以 40 年計算為 12%。  
 
11. 我們已委聘了交通顧問探究和檢討大橋通車後規管跨境車輛的可
行方案，並推薦跨境車輛的規管安排。  

 
12. 協調小組為了加快大橋的進度，同意提前進行有關的實物模型研
究和相關的大橋深化設計，以便評估大橋對珠江口的水文、防洪及各

港口的影響，優化大橋的設計，以減少任何不良的影響   
 
13. 實物模型研究及相關的大橋深化設計，和大橋主體項目的招標工
作的費用，將由三地政府平均分攤。  
 
 
對財政的影響  
 
14.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香港特區就大橋進行施工前工作所需
承擔的費用為 4,660 萬元 (見下文 15 段 )，分項數字如下  —  
 

  百萬元   

(a) 實物模型研究    36.0  

(i) 實物模型研究  26.9
  

(i i) 相關的大橋深化設計  9.1
  

(b) 與大橋主體項目招標的有
關工作  

  4.0  

 
   

(c)  應急費用  
     4.0  

                                                 
3    經濟內部回報率 (EIRR)為制定資本預算所用，能令某項目全部現金流量的淨

現值相等於零的折減率。一般來說，項目的經濟內部回報率越高，越值得承

辦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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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   

小計：  44.0 (按 2007年 9月 
價格計算) 

(d) 價格調整準備   2.6  

總計：  46.61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15. 如建議獲得批准，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  —  
 

 
年度  

百萬元  
(按 2007 年 9 月

價格計算 ) 

 
價格調整因數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 

2008 – 2009 9.0 1.02575 9.2 

2009 – 2010 31.0 1.06293 33.0 

2010 – 2011 4.0 1.10545 4.4 

 44.0  46.6 

 
16. 我們按政府對 2008 至 2011 年期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
價格的趨勢增減率所作的最新預測，制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預

算。三地政府會以總價合約形式委聘顧問進行大橋的施工前工作。由

於有關工作需時不超過 12 個月，故合約不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 
 
17. 擬議的大橋施工前工作不會引致經常的財政負擔。  
 
 
公眾諮詢  
 
18. 我們先後在 2003 年 9 月 29 日和 10 月 24 日，向立法會交通事務
委員會講述大橋項目的進度。2004 年 6 月 25 日，我們再向委員會交代
協調小組已委託公規院為大橋進行項目可行性研究，與及香港特區政

府已委託顧問為香港接線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我們亦告知委員

會，已在廣州設立項目辦公室，監察大橋項目可行性研究的推行情況。

2005 年 5 月 27 日，我們向委員匯報大橋項目的最新發展和香港接線各
個走線方案，並就大橋建議的概念設計及進一步技術研究徵詢委員的

意見 (79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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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03 年 10 月 13 日，我們向環境諮詢委員會 (下稱「環諮會」 )介
紹大橋項目，以及可供選擇的陸點選址和走線方案。環諮會贊同我

們就擬議陸點和走線方案進一步研究。我們在 2005 年 4 月 18 日再
度諮詢環諮會，同月亦就大橋陸點和香港接線各個走線方案，諮詢

世界自然基金會、地球之友、綠色力量、長春社、綠色大嶼山協會、

島嶼活力行動和拯救海岸的代表。環諮會和環保團體代表對環境影響

評估研究的範疇提出了有用的建議，並提議我們與另外兩地政府緊密

聯絡，以便評估大橋項目對環境的累積影響。  
 
20. 我們先後在 2005 年 6 月 2 日和 10 月 17 日諮詢離島區議會對香港
接線各個走線方案的意見。  
 
21. 我們於 2008 年 4 月 25 日就計劃提交擬議的大橋施工前工作的撥
款申請，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支持撥款申請。 [尚待確認 ] 
 
 
對環境的影響  
 
22. 擬議的大橋施工前工作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23. 就香港口岸及香港接線連接大橋主體在香港境內的工程，我們已
開始了香港接線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而香港口岸的環境影響評估研

究亦會於二零零八年年中開展，以評估項目在《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下環境方面的可接受情度。我們會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規定，

呈交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予環境保護署署長審批，並會依照法定程序，

公開評估報告，以徵詢公眾人士和環境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對文物的影響  
 
24. 擬議的大橋施工前工作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即所有法定古
蹟、暫定古蹟、已評級文物地點 /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點，以及
由古物古蹟辦事處在香港境內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土地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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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擬議的大橋施工前工作無須徵用任何土地。  
 
 
背景資料  
 
26. 2003 年 1 月，路政署署長在分目 6100T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
目進行公路工程、研究及勘測工作」項目開立了一個項目，以撥款支

付委托綜合運輸研究所進行《香港與珠江西岸交通聯繫研究》的費用

中香港特區須承擔的部分，所需費用為 80 萬元。綜合運輸研究所在
2003 年 7 月完成該項研究。  
 
27. 2004 年 3 月，我們在分目 6100TX 項目下開立一個項目，以撥款
支付公規院為大橋進行工程可行性研究的費用中香港特區須承擔的部

分。估計所需費用為 1,100 萬元。 2005 年 4 月，我們把這個項目的核
准工程計劃預算費增加 90 萬元至 1,190 萬元，以撥款支付公規院為工
程可行性研究進行多項附加專題研究的費用中香港特區須承擔的部

分。 2006 年 9 月，我們再把這個項目的核准工程計劃預算費增加 230
萬元至 1,420 萬元，以進行工程可行性研究範圍內有關“三地三檢”  
模式的補充研究。公規院已大致完成項目可行性研究及各項補充的專

題研究。根據這些研究的結果，公規院修訂了大橋項目的工程可行性

研究報告，並於 2008 年 1 月提交協調小組考慮。現在，公規院正根據
協調小組第八次會議達成的共識及三地政府就修訂的工程可行性研究

報告所提出的意見，進行修編的工作。  
 
28. 2005 年 6 月，我們把 796TH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工程，按付款
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2,680 萬元，用以支付香港特區就大橋
進行概念設計及進一步技術研究所需承擔的費用。研究工作包括環境

影響評估、進一步的工地勘測工作、現場風及波浪的設計數據收集、

制定設計規範、施工規範、運營維護要求、質量驗評標準和估算外海

工程價格。陸上及海域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正在進行中，預期在 2008
年第三季完成。而其他的進一步技術研究亦進展順利，大部分的中期

報告已提交，為將來的大橋主體項目招標工作提供有用的資料。  
 
29. 我們在 2008 年 3 月把 835TH 號工程計劃列入乙級工程。  
 
30. 擬議的大橋施工前工作，不會直接涉及任何移走或種植樹木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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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31. 擬議的大橋施工前工作會在內地進行，因此不會為香港特區創造
就業機會。  
 
 

------------------------------------------ 
 
 
 
運輸及房屋局  
20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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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8 年 5 月 21 日  
 
 

總目 706 — 公路 

運輸  — 道路 

834TH –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 
 
(a) 把 834TH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稱

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  勘測及初步設計工
作」；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8,690 萬元；以及  
 
(b) 把 834TH 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保留為乙級。 
 

 
問題  
 
 我們需在「三地三檢」1模式下建造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香港口

岸)，以配合港珠澳大橋。  
 
 
建議  
 
2. 路政署署長建議把 834TH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按付
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8,690 萬元，用以支付港珠澳大橋香

                                                 
1 根據「三地三檢」模式，廣東省、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三地政府
的口岸將分別設於各自所屬的境內。  

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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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岸的勘測及初步設計工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834TH 號工程計劃 (下稱「工程計劃」 )的範圍包括  —  
 

(a) 進行填海工程，以提供土地進行香港口岸的發展項
目；  

 
(b) 貨物處理設施，包括供貨車清關的貨車檢查亭、貨

車驗貨台、X 光檢查大樓等；  
 
(c) 與旅客有關的設施，包括私家車和旅遊巴士的過關

亭和檢查設施、旅檢大樓和大堂等；  
 

(d) 提供與香港口岸有關服務的政府部門辦公地方和設
施；  

 
(e) 在香港口岸設置運輸和其他設施，包括公共運輸交

匯處、車輛上落客區、車輛緩衝區、旅客輪候區、

道路網絡、行人天橋、圍網、污水排放及排水系統、

供水系統、公用設施、電子系統、交通管制及資訊

系統等；  
 
(f) 設置道路以連接香港口岸和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及機場；  
 
(g) 重置受工程計劃影響的機場設施；以及  
 
(h) 設置其他設施以連接機場，例如延展現有的旅客捷

運系統以便連接機場客運大樓和香港口岸。  
 
附件 1 載有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擬設位置圖。  
 
 
4. 我們擬提升為甲級的工程計劃部分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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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檢討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之前研究的結果和審議香港口岸各

設計方案；  
 

(b) 就環境、交通、海事、航空和其他相關方面進行影響評估；  
 

(c) 上文第 3 段所述工程的初步設計工作；以及  
 

(d) 相關的工地勘測和監督工作。  
 
5. 我們計劃在 2008 年 7 月展開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以期在 2010
年 5 月完成。  
 
 
理由  
 
6 .  2003 年，廣東、香港及澳門政府成立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
組 (下稱「協調小組」 )，以便開展大橋項目的準備工作。 2004 年，協
調小組委託中交公路規劃設計院 (下稱「公規院」 )進行大橋項目可
行性研究。該項研究涵蓋的專題範疇廣泛，包括航道淨空、水文、

環境、交通、經濟效益和財務可行性等。至今協調小組合共舉行了八

次會議及多次專家評審會議，討論各項專題研究的結果。  
 
 
7. 2007 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下稱「國家發改委」 )成立港珠
澳大橋專責小組 (下稱「專責小組」)，以便推展該項目。專責小組由國
家發改委領導，成員包括交通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以及香港、

廣東和澳門政府的代表。 2007 年 1 月 7 日，專責小組召開會議，並建
議三地政府各自在境內設置口岸，即三地三檢。  
 
 
8. 因應專責小組的建議，路政署在 2007 年 5 月展開香港口岸的選址
研究，並於 2008 年初完成。研究審視了多個可行選址，包括多個於機
場島東和西面水域的不同填海方案；於石灣填海、土地開托和混合

方案；機場島方案；及於大蠔的填海方案。最後，研究建議在機場東

北對開水域建設香港口岸為首選方案。這首選方案對環境的影響比較

少，而且貼近機場，因此只要延建現時的旅客捷運系統，便可連接機

場的客運大樓和香港口岸，即可便利航空／陸路的過境轉乘旅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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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該選址亦可融合香港口岸與擬建的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不過，

如果採用建議的選址，便需要填海和重置部分受影響的機場設施，例

如現有／計劃興建的海運碼頭。  
 
 
9 .  公規院已大致完成大橋的工程可行性研究。  
 
 
1 0 .  公規院於 2008 年 2 月 28 日舉行的協調小組第八次會議時講述了
港珠澳大橋可行性研究的主要結果。會上協調小組就大橋項目的融資

安排達成共識，尤其是同意各地政府各自建造、營運和養護其境內的

口岸。  
 
 
1 1 .  為了讓香港口岸可以配合港珠澳大橋的通車時間，我們需要盡快
就香港口岸開展勘測及初步設計的研究，以決定香港口岸的選址、佈

置、土地需求和影響。我們會在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時，根據《環

境影響評估條例》的規定以識別對環境的影響和所需的緩解措施，包

括與文物保育有關的措施。此外，我們會進行工地勘測，以提供土力

和地質方面的資料，以供初步和其後的詳細設計工作。由於這工程計

劃涉及多個不同範疇，而我們又欠缺內部資源，因此我們建議委聘顧

問以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工作和監督工地勘測工程。  
 
 
對財政的影響  
 
12.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這項工程計劃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
的費用為 8,690 萬元 (見下文 13 段 )，分項數字如下  —  
 

  百萬元   

(a) 顧問費    45.0  

(i) 檢討之前的研究結果
和審議各設計方案  

 5.0   

(i i) 影響評估 (環境、交
通、海事、航空等 ) 

 25.1   

(iii) 初步設計   13.3   

(iv) 監督工地勘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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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   

(b) 工地勘測    29.1  

(c) 應急費用    7.4  

小計：  81.5 (按 2007年 9月 
價格計算) 

(d) 價格調整準備   5.4  

總計：  86.9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估計顧問費的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2。  
 
 
13. 如建議獲得批准，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  —  
 

 

年度  

百萬元  

(按 2007 年 9 月

價格計算 ) 

 

價格調整因數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 

2008 – 2009 19.9 1.02575 20.4 

2009 – 2010 36.9 1.06293 39.2 

2010 – 2011 24.7 1.10545 27.3 

 81.5  86.9 

 
 
14. 我們按政府對 2008 至 2011 年期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
價格的趨勢增減率所作的最新預測，制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預

算。我們會以總價合約形試委聘顧問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工作。

由於有關工作需時超過 12 個月，故合約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顧
問會監督透過競投程序批出的工地勘測工程。  
 
 
15. 擬議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和相關的工地勘測工程不會引致經常
的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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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6. 我們已在 2007 年 7 月就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各個可行選址諮詢
環保團體和漁民代表。大部分環保團體同意在機場東北面進行填海工

程相對於其他方案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較少，因此值得進一步考慮。部

分團體則基於原則問題反對填海。漁民代表亦反對進行任何填海工

程，擔心此舉會影響他們的漁獲。  
 
 
17 .  此外，我們於 2007 年 9 月 19 日就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各個可
行選址諮詢離島區議會的意見。部分議員支持在機場東北對開水域設

置香港口岸的方案，因為該方案能使囗岸與機場產生協同效應，對香

港整體經濟有利。不過有些議員則屬意香港口岸選址石灣附近，藉

此促進當地的發展和經濟。我們最後沒有揀選石灣方案為入選方

案，因為這方案會對中華白海豚造成負面影響，和會造成顯著的噪音、

空氣、視覺和景觀的不良影響，包括大量開山、移走具景觀價值的林

地和清拆考古遺址。  
 
 
18. 我們於 2008 年 4 月 25 日就計劃提交擬議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
的撥款申請，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支持撥款申請。 [尚待
確認 ]  
 
 
對環境的影響  
 
19. 填海工程、挖泥作業、延展旅客捷運系統和路橋屬於環境影響評
估條例 (第 499 章 )附表 2 的指定工程項目，當局須就工程的施工和設施
的運作申領環境許可證。我們會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以詳細處理工程

計劃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我們會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規定，

呈交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予環境保護署署長審批，並會依照法定程序，

公開評估報告，以徵詢公眾人士和環境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20. 擬議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及相關的工地勘測工程只會產生少量
建築廢料。我們會規定顧問全面研究如何在日後進行建造工程時，盡

量減少產生建築廢料，並盡可能再用／循環使用這些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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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物的影響  
 
21. 擬議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工作及相關的工地勘測工程不會影響
任何文物地點，即所有法定古蹟、暫定古蹟、已評級文物地點 /歷史建
築、具考古價值的地點，以及由古物古蹟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我們會在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時研究香港口岸工程會否影響任何不明

的文物地點。  
 
 
土地徵用  
 
22. 擬議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及相關的工地勘測工程無須徵用任何
土地。  
 
 
背景資料  
 
23. 我們在 2007 年 5 月在整體撥款分目 5101C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
程項目進行土木工程、研究和勘測工作」  項下，委聘顧問進行港珠澳
大橋香港口岸選址研究  — 可行性研究，費用總共為 385 萬元。顧問於
2008 年 3 月完成上述研究。  
 
 
24. 我們在 2008 年 3 月把 834TH 號工程計劃列入乙級工程。  
 
 
25. 進行擬議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和工地勘測工程並不涉及任何移
走或種植樹木的建議。我們會要求顧問在工程計劃的策劃和設計階段

顧及保護樹木的需要。如情況許可，我們會在日後的施工階段，加入

種植樹木的建議。  
 
 
26. 我們估計擬議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工作和工地勘測工程會創造
約 75 個職位 (包括  22 個工人職位和  53 個專業職位 )，共  1,300 個
人工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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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及房屋局  
20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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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TH —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估計顧問費和工地勘測工作費的分項數字  
 
顧問的員工開支  預計的  

人工作月

總薪級  
平均薪點

倍數  
(註 1) 

估計費用

(百萬元 ) 
(a) 檢討之前的研
究結果和審議

各設計方案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28 
48 

38 
14 

2.0 
2.0 

3.2 
1.8 

(b) 影 響 評 估 (環
境、交通、海

事、航空等 )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153 
204 

38 
14 

2.0 
2.0 

17.4 
7.7 

 
(c) 初步設計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83 
102 

38 
14 

2.0 
2.0 

9.5 
3.8 

(d) 監管工地勘測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10 
23 

38 
14 

1.6 
1.6 

0.9 
0.7 

顧問的員工開支總額  45.0 
 
實付費用  
(註 2) 

  
 

(a) 工地勘測   29.1 
  總計  74.1 
 
註  
 
1. 採用倍數 2.0 乘以總薪級平均薪點，以計算員工開支總額 (包括顧

問間接費用和利潤 )，是因為有關人員會受聘在顧問的辦事處工
作。如駐工地人員由顧問提供，則採用倍數 1.6 乘以總薪級平均
薪點 (在 2007 年 4 月 1 日，總薪級第 38 點的月薪為 56,945 元，
總薪級第 14 點的月薪為 18,840 元 )。  

 
2. 實付費用是實際承付的費用。顧問無權就這些項目要求支付額外

的間接費用或賺取任何利潤。  
 
3. 上述數字是根據路政署署長擬定的預算計算得出。我們須待透過

一貫的費用總價競投方式選定顧問後，才能知道實際的人工作月

數和實際所需的費用。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