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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二) 

審計署署長在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就 

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8 章 

“八號幹線沙田段”所作的簡介 

主席：  

多謝你邀請我在這裏簡短介紹《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

第  8 章  “八號幹線沙田段 ”。  

這份審計報告分為  4 個部分。  

報告的第  1 部分  “引言 ” 是介紹這項審查工作的背景。   

八號幹線連接沙田與北大嶼山，途經長沙灣和青衣。幹線全

長  27.7 公里，由  3 個路段組成，分別為北大嶼山段  (14.5 公

里 )、青衣段  (7.6 公里 ) 和沙田段  (5.6 公里 )。為紓緩當時九龍

與沙田之間的連接道路的交通擠塞情況，並應付日後的交通需

求，政府於  2002 年展開沙田段的建造工程。該路段連接沙田與

長沙灣。建造工程透過批出  3 份工程合約  (即審計報告所指的合

約 A、B 和 C) 和  1 份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合約  (即合約 D) 推

展。合約 A、B 和 D 的工程由路政署推展，而合約 C 的工程推

展則委託土木工程拓展署負責。沙田段的設計和工程監督工作，

按顧問合約 X 和 Y 進行，顧問 X 負責合約 A 及 B，而顧問 Y 負

責合約 C。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合共通過撥款  70.8 億元，以支付沙田段

的勘測、詳細設計和建造費用。在主要工程大致完成後，沙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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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8 年  3 月通車。截至  2017 年  12 月，政府在沙田段項目

動用了  61.8 億元。雖然四份合約的開支總額比原訂合約金額超

出約  10 億元，但沙田段項目的開支總額仍較財委會撥款低  9 億

元  (13%)。  

審計署最近就八號幹線沙田段進行審查，範圍主要包括合約

A 至 C。至於涉及在沙田段和青衣段安裝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的

合約 D，審計署在  2014 年就青衣段所進行的審查已涵蓋該合約。 

報告的第  2 部分審查路政署管理合約 A 的情況。  

合約 A 主要涵蓋建造一條合共  1.9 公里由荔灣交匯處至蝴

蝶谷的雙程三線分隔的荔枝角高架道路及在蝴蝶谷的一條車道。

路政署於  2003 年  9 月向承建商 A 批出合約 A，合約金額為  

10.7 億元，合約期約  49 個月。合約工程於  2009 年  11 月完

成，較原訂完工日期遲約  24 個月。合約開支總額  (包括合約價

格變動的調整 ) 為  14.45 億元。關於該道路的建造工程，合約 A 

和顧問合約 X 都曾出現爭議。合約 A 的爭議主要涉及兩大事宜，

即高架道路結構和架設工程的設計是否有不足之處，以及新增或

變更工程的計量和估價，當中大部分爭議事項與高架道路的設計

有關。至於顧問合約 X 的爭議，則主要涉及高架道路設計事宜。

最終，在建基於“不承認任何法律責任”的前提下，政府同意向

承建商 A 支付  2.73 億元，而顧問 X 同意向政府支付  1.33 億

元，以解決合約 A 和顧問合約 X 的所有爭議。  

我們在審查時發現，在解決爭議的過程中，經考慮法律意見

和工程專家對荔枝角高架道路設計的意見後，路政署留意到顧問 X 

的設計似乎並沒有妥為考慮施工和架設時的荷載，以及在標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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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中，雖然顧問 X 曾被要求就其設計所採用的臨時荷載作出澄

清，其回覆可能造成混淆，令人以為其設計已考慮施工和架設時

的荷載。因此，我們建議路政署在日後推展工程項目時，需要採

取措施，加強審核顧問的設計和有關標書查詢的處理，包括提醒

顧問提供清晰而準確的回覆。  

報告的第  3 部分審查路政署管理合約 B 和土木工程拓展署

管理合約 C 的情況。  

合約 B 涵蓋建造一條長達  2.1 公里雙程三線分隔的尖山隧

道和相關工程。路政署於  2003 年  9 月向承建商  B 批出合約 B，

合約金額為  18.36 億元，合約期約  49 個月。合約工程於  2009 

年  2 月完成，較原訂完工日期遲約  15 個月。合約開支總額  (包

括合約價格變動的調整 ) 為  23.17 億元。我們在審查時觀察到，

在合約 B 內，同一合約的合約條款與合約圖則存有差異，而有關

計量隧道工程的合約條款亦不清晰，以至建築工料清單遺漏了相

關的工程項目。最終，路政署就有關工程項目向承建商 B 合共支

付  9,830 萬元。因此，我們建議路政署在日後擬備工程合約的文

件時，需要採取措施，加強查核合約條款與合約圖則的資料是否

一致，並加強審核招標文件中關於工程計量的合約條款。  

合約 C 主要涵蓋建造一條合共  1.6 公里雙程三線分隔的沙

田嶺隧道及位於大圍的隧道引道。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02 年  11 

月向承建商  C 批出合約 C，合約金額為  10.74 億元，合約期約  54 

個月。合約工程於  2008 年  9 月完成。合約開支總額  (包括合約

價格變動的調整 ) 為  12 億元。我們在審查時觀察到，土木工程

拓展署在草擬合約 C 時處理出錯，以致承建商 C 在支援路政署承

建商在其工地範圍內進行後續工程方面，訂定約  7.5 個月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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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而非議定的  9 個月。因此，我們建議該署在日後擬備不同工

程合約的施工時間表時，力求資料準確一致。  

報告的第  4 部分審查沙田段的使用情況和管理。  

興建八號幹線沙田段的其中一個理據是紓緩九龍與沙田之間

的連接道路，特別是獅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的交通擠塞情況。

據運輸署的資料顯示，截至  2017 年  4 月，在平日繁忙時間，沙

田段的尖山隧道和沙田嶺隧道仍有剩餘容車量，但獅子山隧道和

大老山隧道的行車量卻超出各自的設計容車量。因此，我們建議

運輸署需要探討措施，進一步善用八號幹線沙田段的隧道剩餘容

車量，以紓緩九龍與沙田之間的連接道路的交通擠塞情況。  

八號幹線沙田段和青衣段組成青沙管制區。自沙田段通車

後，運輸署一直透過公開招標把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維修

保養外判予營辦商。營辦商的工作表現由運輸署、機電工程署和

建築署等部門按各自的職權範圍監察。我們在審查時發現，自現

行合約於  2013 年  9 月生效後，營辦商未能持續按規定維持所需

人手編配，當中機電工程人員的人手短缺問題較為嚴重。此外，

截至  2017 年  12 月，行政及輔助人員和建築物維修保養人員的

人手編配情況自合約生效後沒有受到監察。因此，我們建議運輸

署聯同相關部門需要採取措施，確保青沙管制區營辦商遵從合約

中的人手編配規定，以及有效監察營辦商的工作表現。  

我們的意見和建議，獲得有關部門的同意。我藉此機會，向

部門的同事致謝，感謝他們在審查期間充分合作，並積極提供協

助和回應。  

多謝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