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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的發展，人民需要縮短交通上所需的時間來推動經濟發展，和拉近人與人之間的

距離，高鐵就應運而生。中國經過不斷的研發和實驗，已經成為高鐵技術頂尖的國家，國

內高鐵網路覆蓋全國各省和重要城市。同時高鐵更連接到東南亞和歐洲國家，方便、快捷、

舒適的高鐵是現代人穿越城市中必用的交通工具。 

香港也不能落後，沒有把自己邊緣化。在 2009 年開始興建造價約 8 百 44.2 億港元的廣深

港高鐵香港段，為方便香港各區居民使用，高鐵總站設在西九龍，香港的中心位置，西九

龍站成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唯一車站。 

要使高鐵更有效地為香港市民服務，高鐵西九龍站需要完成所有海關、出入境及檢疫手續

「通關手續」,讓乘客直接從西九龍站上車後直接到內地各城市，這就是「一地兩檢」,利

民的安排。 

香港政府在 2017 年 7 月 25 日公佈關於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方案，在社會

上引起了熱烈討論。其實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方案是相對深圳灣「一地兩檢」

的對等安排。2006 年在立法會通過的《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的安排是可以在西

九龍站使用。  

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在 2017 年 11 月 18 日與廣東省省長簽署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

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中列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範圍，並指明「內地口

岸區」是由內地根據《合作安排》及內地法律設立及管轄，實行口岸管理制度。《合作安

排》列明，內地將派駐出入境邊防檢查機關、海關、檢驗檢疫機構、口岸綜合管理機構和

鐵路公安機關共五個部門，根據內地法律在「內地口岸區」履行職責，而在「內地口岸區」

外的區域則沒有執法權。出境或離境「內地口岸區」的乘客均要接受內地機關檢查，若違

反內地法律，由內地機關採取法律措施。同時高鐵乘客需要以實名買票及驗票。日後若需

修改《合作安排》內容，需要雙方協商達成一致後簽署書面檔，並報中央政府批准。這一

步體現了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與內地共同制定和落實「一地兩檢」的安排。 

粵港雙方把簽署的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合作安排》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

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經過討論後，於 2017年 12月 27日作出決定，稱高鐵西九龍站實

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簡稱《決定》）。 

特區政府分別在 2018年 1月 26日和 2018年 1月 31日把《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 條例

草案》（簡稱《條例草案》）登憲報和在立法會首讀。《條例草案》清楚列明實施內地法

律的「內地口岸區」位於高鐵西九龍站內的內的 B2、B3和 B4樓層及行駛中的列車，《條

立法會 CB(4)743/17-18(23)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例草案》並說明相關權益和責任。我們支持《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希望

立法會盡快通過《條例草案》。 

在高鐵西九龍站實行「一地兩檢」可以方便高鐵乘客，節省他們需要到了內地後再通關手

續所需的時間，方便連接大珠三角其他城市，加強香港在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機遇。要知

道高鐵不單貫通國內的鐵路網，更是通往東南亞，以及中東和歐亞等地方的交通工具之一。

在「一帶一路」發展方針下，便捷的高鐵更是必須的交通工具，可以提升香港與這些地區

城市的聯繫，促進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高鐵西九龍站實行「一地兩檢」是為香港建立一

項必要的基建，推動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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