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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立法會CB(1)97/08-09號  
文件  
 

⎯⎯  2008年 10月 14日會

議的紀要 ) 
 

 2008年 10月 14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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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成立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CB(1)99/08-09號  
文件  

 

⎯⎯ 秘書處擬備關於成

立鐵路事宜小組委

員會的交通事務委

員會文件 ) 
 

2.  委員通過事務委員會於 2008年 10月 14日的會議

上同意成立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建議職權範圍及工

作計劃。他們又同意由秘書安排召開首次會議，並邀請

事務委員會委員示明是否加入小組委員會。  
 

(會後補註﹕ 2008年 11月 21日小組委員會首次

會 議 的 預 告 已 於 2008 年 11 月 3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22/08-09號文件發出。 ) 
 
 
III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08-2009年度施政

報告所載的相關交通政策措施作出簡報  
(立法會 CB(1)48/08-09(01)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2008-2009年度施政

報告及施政綱領所

載運輸及房屋局的

各項政策措施提交

的文件  
 

行政長官在 2008年 10月 15日立法會會議席上發表的

施政報告  ⎯⎯  "迎接新挑戰 " 
 

2008-2009年度施政報告  ⎯⎯  "施政綱領 ") 
 
3.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向委員簡介 2008-2009年度

施政報告所載運輸及房屋局在運輸方面將會推行的新措

施和持續推行的措施，並重點介紹運輸基礎設施項目及

改善行人環境的計劃。對於近期有市民要求政府利用中

信泰富 近出現財政困難的機會，回購中信泰富在西區

海底隧道 (下稱 "西隧 ")持有的 35%權益及在東區海底隧

道 (下稱 "東隧 ")持有的 70%權益，以便調整 3條過海行車

隧道的收費，並解決該 3條過海行車隧道車流分布不均這

個 長 期 存 在 的 問 題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提 出 以 下 各

點⎯⎯  
 

(a) 回購建議涉及大筆公帑，根據審慎理財的

原則，當局為回購建議訂出合理價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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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顧及相關的考慮因素，例如中信泰富的

負債。  
 
(b) 如以為透過回購建議便能徹底解決車流分

布 不 均 的 問 題 ， 這 樣 的 推 斷 未 免 過 份 簡

單。因為政府購入中信泰富在西隧持有的

35%權益後，仍然未能取得西隧的多數控

制性權益。即使政府已收購中信泰富在東

隧的 70%權益，其仍需考慮收購少數股東

的權益，當中涉及複雜的過程。況且，中

信泰富並無義務要把其持有兩條過海行車

隧道的權益賣給政府，而政府在收購這些

權益方面亦沒有優先權。  
 

(c) 單靠調整 3條過海行車隧道的收費並不能

有效解決擠塞問題，連接道路網絡的容量

亦很重要，而及早完成中環灣仔繞道更是

令 3條過海行車隧道車流分布較為平均的

關鍵因素。  
 

4.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表示，政府須採用全方位的

做法，因此需要委聘顧問進行研究 (該項顧問研究 )，就車

流分布不均的問題，尋求一個長遠方案。該顧問須確定

一個合理的車流分布模式及較為可取的收費結構；為 3條
過海行車隧道估值，並為日後成立的任何機構提供財

務、管理和法律機制方面的意見。 
 
5.  與此同時，政府會繼續與東隧和西隧的專營公

司進行磋商，而該項顧問研究會為有關磋商提供有用的

基礎。  
 

令 3條過海行車隧道的使用情況合理化的措施 

 
6.  王國興議員認為，與其動用公帑進行該項顧問

研究，當局倒不如把握中信泰富出現財政困難的機會，

立即與其就回購建議展開談判，以爭取 相宜的價格。  
 
7.  鄭家富議員指出，當局與隧道營辦商就解決車

流分布不均的方案所進行的談判已拖拉多年，政府當局

應加快談判過程。鄭議員認為，由於用來興建東隧的貸

款大部分已清還，因此，回購建議涉及的風險甚低。此

外，車流分布不均的問題亦需及早解決，以減低交通擠

塞帶來的社會成本及經濟損失。鄭議員表示，屬於民主

黨的議員反對進行既費時又昂貴的顧問研究，因為先前

進行的多項研究 (例如有關電子道路收費的研究 )，均沒有

任何成果。就此，他籲請政府當局考慮議員在過去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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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尤其是民主黨提出成立負責管理

所有隧道及橋樑的管理局的建議。  
 
8.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一

直積極與隧道營辦商探討改善 3條過海行車隧道的車流

分布的各種方案，並會把握機會務求取得進展。不過，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強調，在推動回購建議時，須考慮多

項因素，例如是否有完善的連接路以應付來往過海行車

隧道的車流。該項顧問研究會確定 理想的交通流量分

布模式，以及有助達致該流量分布模式的收費結構、財

務和資產控制安排和管理架構，以及須解決的法律問

題。這些是制訂 合適解決方案所需的資料，並能在有

需要時為申請回購建議所需的撥款提供理據。  
 
9.  甘乃威議員指出，當局先前已進行多項有關研

究，他質疑是否仍需進行該項顧問研究。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在回應時表示，與先前進行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

該項顧問研究亦會聘請運輸業以外的專家，以便為西隧

和東隧進行估值，並評估可行方案在法律方面的影響，

尤其是若有關方案涉及提早終止兩隧的專營權，以及成

立任何新的機構。  
 
10.  張宇人議員雖然不反對進行該項顧問研究，但

亦贊同其他委員的意見，認為現時是與中信泰富談判回

購建議的適當時機。他促請政府當局加快進行顧問研

究，同時着手進行談判，以確定中信泰富對回購建議是

否感興趣。劉健儀議員亦強調，她自 1998年起便一直敦

促政府當局解決車流分布不均的問題，但都是徒勞無

功。她表示，當局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解決該問

題。張議員補充，屬於自由黨的議員支持可以改善行車

隧道車流分布的所有可行措施。他認為，該項顧問研究

不應只限於 3條過海行車隧道，亦應涵蓋其他行車隧道，

例如新界區的大老山隧道和大欖隧道。  
 
11.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回應時重申，政府當局一

直與有關隧道營辦商就多個解決問題的方案進行談判。

她強調，該項顧問研究會與有關談判同步進行，而顧問

研究亦會提供資料，促進有關談判。至於顧問研究的範

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表示，顧問研究只會涵蓋 3條過海

行車隧道，因為自八號幹線通車後，大老山隧道及大欖

隧道車流分布的問題已大致獲得解決。應張宇人議員的

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同意考慮張宇人議員在第 10段
所述的意見。  
 
12.  李永達議員和黃成智議員對該項顧問研究表示

關注。李議員憶述，在審議《西區海底隧道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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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部分議員曾要求西隧的隧道費調整，須經立法會審

批。若政府當局當時接納議員的建議，因過海行車隧道

收費不一而導致車流分布不均的問題應可避免。李議員

對政府當局沒有在很早階段便進行該項顧問研究，以便

為適時與隧道營辦商展開談判作好準備，表示遺憾。依

他之見，政府如此後知後覺可能令其失去與中信泰富討

價還價的 好時機。  
 

 
 
 
 
 
 
 

政府當局  

13.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回應時表示，事實上，政

府已與隧道營辦商談判了一段時間。不過，由於多項難題

仍未解決，特別是當局與隧道營辦商對東西隧的估值及交

通流量估算存在差距，談判進度緩慢。為收集所需資料以

解決有關難題，政府當局在多個月前已籌備該項顧問研

究。她重申，該項顧問研究和與中信泰富的談判會同步進

行。應黃成智議員的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同意提供有

關該項顧問研究的範圍和有關合約進度的資料。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在回應黃議員的進一步詢問時表示，該項顧問研

究所收集的資料和所作的分析，將為政府當局在談判時評

估隧道營辦商的建議提供基礎。  
 
公共交通服務  
 
交通管理及收費  
 
14.  何鍾泰議員注意到，公共交通服務每日平均的

乘客量多年來一直維持在約 1 100萬人次，他詢問，當局

有否採取措施以提高公共交通服務的使用率。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在答覆時表示，當局已在按照 "把鐵路發展成為

本港客運系統骨幹 "的政策，逐步規劃和落實新的鐵路項

目。她相信，在多個鐵路項目完成後，公共交通服務的

乘客量會有所上升。何議員認為，由於興建運輸基礎設

施需時多年，政府當局應探討有何措施可盡量增加現有

公共交通服務的使用率，例如透過更為妥善的交通管理

及票價優惠措施。  
 

15.  王國興議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引入可讓乘客乘

坐各種公共交通工具的通用月票，以協助他們節省交通

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回應時表示，現時已有多項轉

乘優惠計劃，而引入通用月票會有困難，因為不同的交

通營辦商會有不同的商業考慮。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運輸 )2補充，除轉乘優惠計劃外，鐵路站亦有提供公共

交通轉乘設施，以方便乘客使用其他交通工具。 

 
16.  李永達議員對於為巴士服務引入分段收費的進

展緩慢表示關注，依他之見，分段收費有助市民渡過現

時的經濟不景氣。運輸署署長在回應時表示，過海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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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可以很容易引入分段收費，因為過海行車隧道前後

的路段為分段收費提供了明確的區分。然而，其他巴士

路線的分段收費則需進行詳細研究，因為長程巴士路線

若提供分段收費，可能會吸引短程乘客，結果會減少原

本留給長程乘客的載客量，以致未能達到令巴士路線合

理化的目的。  
 
渡輪服務  
 
17.  劉健儀議員認為有需要訂出有效及切實可行的

措施，應付離島渡輪服務因燃油成本高昂及乘客量偏低

而長期面對的經營困難。她認為可透過檢討相關政策達

到此目的，以便在加強渡輪服務的經營能力之餘，亦把

收費和服務質素維持在合理水平，以照顧離島居民的利

益，因為渡輪是他們唯一的對外交通工具。   
 
18.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理解劉健儀議員的意見，即

考慮到因離島的人口減少及旅遊業不振的情況，應透過

檢討相關政策來應付提供離島渡輪服務的問題。然而，

她提出，政府當局將須首先解決離島渡輪服務的營運成

本應由離島居民承擔還是透過政府直接補貼的形式由整

體社會承擔。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指出，為公共交通服務

提供直接補貼不符合政府現時的政策。當局將需就更改

運輸政策從而向渡輪服務傾斜的利弊徵詢市民意見。政

府當局將在檢討約於兩年後完成之前，在適當時候向立

法會匯報初步結果。   
 
基礎設施項目及與運輸有關的設施 

 
19.  甘乃威議員質疑是否需要委聘顧問為興建上坡

地區自動扶梯系統及升降機系統建立評估制度。依他之

見，是否需要該等設施只需諮詢有關區議會便很容易確

定，而顧問研究所需的費用可用作提供有關設施。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在回應時表示，一個客觀的評估制度將能

提供全面的評核準則，例如經濟效益及人流，以便透過

公平和具透明度的方式考慮有關建議的利弊和優先次

序。  
 
20.  甘乃威議員詢問在港島延伸行人天橋系統的計

劃。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運輸 )1在回應時表示，當局

已有計劃將行人天橋系統由信德中心延伸至中山紀念公

園，以及將灣仔的行人天橋延伸至添馬艦發展用地及在

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下興建的新中環海濱長廊。  
 
21.  何鍾泰議員提及《基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

該 條 訂 明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應 提 供 條 件 和 採 取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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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保持香港的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的地位 "。他詢問

當局有何增加空運客貨量的計劃。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

回應時表示，機場管理局已進行多個項目，以改善香港

國際機場的操作、升降量及競爭力，尤其是在獲得立法

會撥款支持更換航空控制設施後，現有跑道的航機升降

量到 2015年將增至每小時 68架次。  
 
22.  林健鋒議員詢問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及西港

島線落實後將會創造的職位數目。他亦關注該兩個項目

的建造成本會否因近期的經濟不景氣而有所下降，以及

當局會否加快 2008-2009年度施政報告所提出的其他主要

基礎設施項目，以增加就業及推動香港經濟。   
 
23.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一

直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力推動運輸基礎設施項目的規

劃及落實。然而，該等項目仍須符合相關法例 (例如《城

市規劃條例》 (第 131章 )及《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
例》(第 370章 ))下的法定規定。根據初步估計，該兩個鐵

路項目將在設計階段創造數百個職位，而在施工階段則

可能創造數千個職位。有關的撥款建議會列出該等基礎

設施項目的財政影響及經濟效益。  
 
交通擠塞 

 
24.  何鍾泰議員對於紓緩中環商業區交通擠塞問題

的措施表示關注，並認為實施電子道路收費將不會有

效，除非當局已興建替代幹道。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表示，

若不興建中環灣仔繞道分流交通，在中環商業區實施電

子道路收費不可能有效減少收費區內的交通，甚至可能

導 致 鄰 近 道 路 及 路 口 (例 如 羅 便 臣 道 及 山 頂 道 )交通擠

塞。   
 
25.  葉劉淑儀議員認為為確保可靠性，大型發展項

目的交通影響評估應由政府當局而非有關的私人發展商

進行。她尤其希望確定運輸署會否主動為灣仔合和中心

二期發展及北角京華道計劃的大型發展項目進行交通影

響評估。她希望知悉該等評估的結果。  
 
26.  運輸署署長在回應時表示，私人發展商須根據

由運輸署訂定及不時按需要更新的一套客觀及科學的準

則進行交通影響評估。運輸署雖然不會為私人發展項目

進行  交通影響評估，但會根據該等既定準則詳細審核由

私人發展商擬備的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就合和項目而

言，運輸署在察悉其竣工日期已由 2009年推遲至 2014至
2015年後，已立即主動要求有關發展商更新其交通影響

評估報告，以確保有關發展項目不會對周圍的道路帶來



經辦人／部門  
 

 9

負面的交通影響。運輸署在仔細審議經更新的交通影響

評估報告後，已進一步要求發展商就預計交通流量提供

補充資料。運輸署亦就該項目的發展與灣仔區議會緊密

聯絡。  
 
 
IV 其他事項  
 
2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11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