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路事宜小組委員會  

 
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 (東段 )通車後  

協調公共交通服務的安排  
 
 
目的  
 
  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 (東段 )將分別於 2014 年及

2015 年啟用。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政府計劃就配合兩條鐵路

線通車的擬議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 (下稱「公共交通計

劃」 )，諮詢相關區議會。  
 
 
背景  
 
交通政策目標  
 
2.  我們的公共交通服務旨在提供安全、可靠、高效

率和環保的交通運輸系統，以滿足市民在經濟、社會和康樂

活動方面的需要，並促進香港的持續發展。政府的政策以鐵

路為公共運輸系統的骨幹，專營巴士為輔。其他公共交通工

具，包括公共小型巴士、電車、的士及非專營巴士，則會繼

續輔助鐵路和專營巴士。政府會妥善協調各種公共交通服

務，以提高運輸網絡的效率、維持合理收費、紓緩擠塞情況，

以及改善路邊空氣質素。  
 
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 (東段 ) 
 
3.  西港島線是現有港島線的延線，由上環站伸延至

堅尼地城，長 3 公里，中途站有兩個，設於西營盤和香港大

學附近。西港島線的走線載於附件 A。由於連接港島線，西

港島線將沿港島北岸直接提供西接堅尼地城，東至柴灣的鐵

路服務。由於屬港島線延線，西港島線的列車規格、車速、

班次，以及載客量須與港島線相同。單向每小時載客量為

85,000 人次。西港島線通車後，西區居民不但可直接使用港

鐵網絡，還可方便行人取道車站內非付費區的通道往來西半

山與德輔道西海旁，有助減少西半山與港島北岸之間的路面

交通工具需求。西港島線預計在 2014 年通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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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港島線 (東段 )是連接港島南部的新鐵路線，由金

鐘伸延至鴨脷洲海怡半島，長 7 公里，中途站有三個，設於

海洋公園、黃竹坑和利東。單向每小時載客量為 20,000 人

次。南港島線 (東段 )的走線及車站設計配合來往南區乘客的

交通需要，採用中型鐵路系統運作。南港島線 (東段 )的走線

載於附件 B。南港島線 (東段 )通車後，乘客可在擴建後的金

鐘站轉乘現有的港島線、荃灣線和日後的沙中線，這將大大

加強南區與港島北岸的連繫。南港島線 (東段 )預計在 2015 年

啟用。  
 
5.  西港島線和南港島線 (東段 )將明顯改善前往港島

西區和南區新鐵路沿線發展區的交通。除了可讓乘客在多個

轉車站轉乘現有鐵路線，以接達其他地區，而且會為乘客提

供多一種便捷可靠的公共交通服務。舉例說，由日後的堅尼

地城站到上環站，估計行車時間約為 8 分鐘，遠低於目前巴

士行車時間的 25 分鐘。而由日後鴨脷洲海怡半島站到金鐘

站，估計行車時間則約為 11 分鐘，遠低於巴士行車時間約

35 分鐘。  
 
 
配合西港島線和南港島線 (東段 )推行的公共交通計劃  
 
制定公共交通計劃的考慮因素  
 
6.  西港島線和南港島線 (東段 )啟用後，為乘客提供便

利，其他不同交通工具的使用情況會出現改變。就此，運輸

署完成了一項協調其他公共交通服務的顧問研究。研究的目

的是：  
 

(a) 評估新鐵路線啟用後乘客選用公共交通服務可能

出現的轉變；  
 
(b) 評定兩條新鐵路線對其他路面公共交通服務造成

的影響；  
 
(c) 就每條新鐵路線制定公共交通計劃，以更切合乘

客需要；  
 
(d) 提高公共交通網絡的營運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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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更妥善協調各種交通工具；及  
 
(f) 令受影響營辦商能維持財務上可行的營運。  

 
7.  為此，政府制定了配合西港島線和南港島線 (東段 )
推行的公共交通計劃，考慮因素如下︰  
 

(a) 上文第 2 段所述的整體運輸政策；  
 
(b) 通過調整及改善公共交通服務和加強各項服務之

間的協調，維持高效率的公共交通網絡，以切合

乘客需求的轉變；  
 
(c) 提供接駁服務，為鐵路站建立良好的接駁網絡以

便利乘客；  
 
(d) 維持營運及財務上可行的專營巴士和專線小巴服

務網絡；及  
 
(e) 維持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良性競爭，為乘客提供

選擇。  
 

擬議的公共交通計劃  
 
8.  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 (東段 )深入多個傳統已發展

區域。西港島線將貫通西營盤、石塘咀和堅尼地城，而南港

島線 (東段 )則接達黃竹坑和鴨脷洲。由於大部份在這些地區

居住及工作的市民，將可步行至新鐵路車站，在西區及南區

新鐵路車站服務範圍內營運的巴士及專線小巴路線在兩條

鐵路線通車後，將受到影響。現時以專營巴士、專線小巴或

其他路面交通工具轉乘港鐵的乘客，部分日後將無須倚賴路

面交通，便可直接步行至新鐵路車站乘搭港鐵。再者，鐵路

較短及穩定的行車時間也會吸引相當部分原來使用路面交

通工具的乘客轉乘鐵路。由於需求的轉變，巴士及專線小巴

的路線將有較大的重組空間。  
 
9.  這些巴士及專線小巴路線須透過取消路線、更改

走線及縮減班次等措施，適當調整服務水平，以維持網絡的

效率及財務健康。同時，亦有需要推行改善服務措施，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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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新路線、延長路線或增加班次等，為過往只能使用路面

交通工具的乘客，提供新的接駁服務來往新鐵路站。運輸署

在制定公共交通計劃時，會維持一些可供乘客選擇的替代服

務，使他們仍可享有一定的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服務。與此

同時，此等服務經重整後路線會較少重疊及更爲直接。  
 
10.  通過減少服務重疊及改善走線，重組路線可提高

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的行車速度。乘客亦可受惠於接駁新鐵

路車站的巴士及專線小巴服務；部分車費也將得以減低。在

擬議的公共交通計劃下，預計將可減省約 200 輛巴士，這有

助減少市區繁忙道路的車次，從而紓緩路面交通擠塞及減少

路邊廢氣排放。在專線小巴方面的調整，則主要涉及現有路

線的班次安排以及開辦新的鐵路站接駁路線。由於新鐵路的

開通，部分現時主要服務西區和南區的的士及紅色小巴的營

業範圍相信會向其他地區擴展；而部分電車乘客或會選乘新

鐵路，但由於票價及運作模式不同，相信數目應不大。  
 
 
諮詢和執行  
 
11.  運輸署會由 2013 年 7 月開始，就公共交通計劃諮

詢相關區議會。署方並會因應地區人士的意見，按需要就擬

議公共交通計劃作出適當修訂。政府的目標是在 2014 年第

一季前定案，以期在西港島線啟用前有充分時間為服務調整

做好準備及作出廣泛宣傳。  
 
12.  運輸署會分階段落實公共交通計劃。新鐵路線啟

用時，運輸署會首先推行需要更改路線的專營巴士和專線小

巴服務調整，以確保運輸網絡的效率和完整性。其他轉變，

例如班次調整，則會按實際情況逐步實施，以確保調整後的

服務能照顧乘客需要。政府會密切監察具體情況，並會與持

份者保持溝通，按需要調整執行細節及步伐。  
 
 
 
 
 
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署  
2013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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