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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20 年 7 月 1 7 日  
 
 

總目 60－路政署  
分目 70 0 一般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跨越 20 30 年的鐵路策略性研究」  
 
總目 186－運輸署  
分目 70 0 一般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跨越 20 30 年的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  
 
 

請委員批准以下兩筆新承擔額－ 
 

( a )  總目 6 0 路政署分目 7 00「一般非經常開支」項

下的 6 ,4 90  萬元，以進行「跨越 2 030 年的鐵路
策略性研究」；以及  

 
( b )  總目 18 6 運輸署分目 70 0「一般非經常開支」項

下的 2 ,7 50 萬元，以進行「跨越 2 030 年的主要
幹道策略性研究」。  

 
 
問題  
 
 我們需要為跨越 20 3 0 年的交通需求制訂策略，確保大型運輸基建
能配合長遠土地發展的需要。  
 
 
建議  
 
2 .  路政署署長建議開立一筆為數 6 , 49 0 萬元的新承擔額，用以委聘顧
問進行「跨越 20 30 年的鐵路策略性研究」，而運輸署署長亦建議開立
一筆為數 2 , 75 0  萬元的新承擔額，用以委聘顧問進行「跨越 20 3 0 年的
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支持這 2 項統稱為「跨越
2 0 3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 (下稱「本研究」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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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附件1 

3 .  發展局聯同規劃署在 20 1 5 年展開《香港 20 30 +：跨越 2 0 30 年的規
劃遠景與策略》 (下稱「香港 20 30 +」 )規劃研究，旨在更新空間規劃框
架，為香港跨越 20 3 0 年的規劃、土地及基建發展，以及建設和自然環
境的塑造，提供指引 1。就交通運輸而言，這規劃研究所建議的主要策

略方向可分為兩大方面：一方面是提供新的策略性運輸基建設施和改善

現有設施，以配合香港長遠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需要 (請參閱附件 1 所載
的擬議運輸配套網絡 )。鐵路會繼續作為公共運輸系統的骨幹，輔以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步行、單車及其他低碳交通工具。另一方面是做好需

求管理，包括透過發展策略增長區，以優化人口與職位的空間分布，並

將人口和經濟活動集中於公共運輸樞紐的覆蓋範圍內，務求盡量減少以

車輛代步的需要，尤其是私家車的使用。  
 
 

 
 
 
 
 
 
 
 
 
附件2 

4 .  我們正在興建及規劃多項運輸基建，以配合新發展區和新市鎮擴

展的規劃，一方面支援其對外的交通連繫，另一  方面紓緩現有及潛在
的交通樽頸，並改善現有運輸網絡的覆蓋範圍。興建中的鐵路有沙田

至中環線，而興建中的主要幹道包括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北面連接
路 )、六號幹線 (將軍澳－藍田隧道、 T 2 主幹路和中九龍幹線 )，以及跨
灣連接路。此外，規劃中的鐵路有《鐵路發展策略 2 0 1 4》2所建議的 7  個
新鐵路方案，包括北環線 (及古洞站 )、洪水橋站、東涌西延線 (包括東
涌東站 )、屯門南延線、東九龍線、南港島線 (西段 )及北港島線，而規
劃中的主要幹道包括屯門西繞道、十一號幹線及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

現有、興建中及規劃中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的布局載於附件 2。整體而
言，除個別較遠期的項目外，上述項目已建構成本港直至 2 0 3 1 年的運
輸基建藍圖。  
 
  

                                                                 
1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政府約每 10 年便檢討全港發展策略，讓策略能與時並進，滿
足社會新的需要和期望。上次檢討是 2007 年公布的《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
為香港至 2030 年的土地供應和城市規劃定下概括性方向。  

2 《鐵路發展策略 2014》是香港鐵路發展的最新藍圖，旨在為香港鐵路網絡直至 2031 年
的未來擴展提供規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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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運輸基建項目所涉及的工程複雜及龐大，按照以往推行大型運輸

基建項目的經驗，由前期規劃至通車，一般需要經過勘查研究 3、詳細

設計 4和施工 5階段，預計需時十多年。為使大型運輸基建能配合土地

發展的需要，我們有需要為跨越 20 3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盡快進行前
瞻性的策略性研究。  
 
 
為跨越 20 3 0 年的交通需要作規劃  
 
6 .  「香港 20 30 +」規劃研究完成後將提出全港發展策略，當中包括建
議的新策略增長區。除此以外，持續增加的人口和經濟發展會產生相應

的交通需求。為此，我們建議根據「香港 20 30 +」規劃研究所設定的整
體 土 地 規 劃 推 展 本 研 究 。 我 們 會 根 據 最 新 的 規 劃 資 料 ， 檢 視 本 港

2 0 31  年至 2 04 1 年或以後的鐵路和主要幹道等運輸基建的供求，並會因
應「香港 20 3 0+」規劃研究的最終發展策略，展開策略性研究，包括探
討鐵路及主要幹道基建的布局，以及為尚未有計劃立項的鐵路及主要

幹道的走線和配套設施進行初步工程技術評估，以確保大型運輸基建

的規劃能配合香港整體長遠土地發展的需要。我們亦會同步檢視相關

的運輸基建對現有運輸網絡的影響，並擬訂相應的對策。  
 

 
 
附件3 

7 .  與此同時，為配合交椅洲的人工島發展，政府在「明日大嶼願景」

下計劃推展一組全新的主幹道及鐵路，連接中部水域人工島、香港島、

大嶼山及屯門沿海地帶 (附件 3 )。發展局聯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
正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6，以進行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當中包括涵

蓋以上所述的運輸基礎設施研究。本研究的焦點為上述中部水域人工島

相關研究以外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的布局，但在過程中會與土木工程拓展

署及規劃署緊密協調。  
  

                                                                 
3 勘查研究階段包括初步設計、諮詢持份者、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第 499 章 )進
行環境影響評估及申請環境許可證、根據《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第 370 章 )
或《鐵路條例》 (第 519 章 )就工程方案刊憲和申請授權進行相關工程等。  

4 詳細設計階段包括詳細設計、收回土地和處理相關補償事宜、擬備工程合約文件和進
行招標等。  

5 施工階段包括實際建造、進行測試和運作、將完成的工程移交相關管理及維修部門等。 
6 詳情載於立法會 PWSC(2019-20)5 號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fc/pwsc/papers/p19-0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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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鐵路發展研究模型」  
 
8 .  運輸署和路政署不時運用運輸模型和最新的規劃資料來預測全港

的交通需求，從而檢視香港的運輸基建發展，包括更新各個擬議大型運

輸基建項目的需要、項目規模和實施時間表。路政署的「鐵路發展研究

模型」是一套用作預測鐵路乘客量的運輸電腦模型。該模型可按不同的

規劃參數和預測的經濟情況，包括人口及就業數據、經濟增長情況、土

地用途、交通基建規劃及交通數據等資料，預測鐵路網絡的乘客量。現

時的模型自 20 1 1 年更新後沿用至今，我們認為需要根據最新的規劃及
經濟發展數據，在本研究中一併更新和優化該電腦模型，以提供切合時

宜 的 預 測 。 至 於 運 輸 署 的 「 整 體 運 輸 研 究 模 型 」 ， 由 於 運 輸 署 已於

2 0 15  年完成更新和提升該模型，因此無須在本研究內另行更新。  
 
 
建議的研究範圍  
 
9 .  本研究的範圍現述如下－  
 

( a )  「跨越 20 3 0 年的鐵路策略性研究」－  
 
( i )  根據最新的規劃數據及「香港 20 30 +」規劃研究的最終發

展策略進行策略性研究，檢討全港鐵路網絡的表現，並建

議所需措施以應付未來的運輸需求，當中會考慮新策略

增長區陸續發展的情境。研究內容包括鐵路客運需求預

測、鐵路網絡表現分析、對不同鐵路方案進行初步工程技

術評估、探討相關鐵路的布局、走線和配套設施，以及初

步建議推展鐵路方案的策略。此外，就研究建議的新鐵路

路線方案，進行工程規劃、土質評估、策略性環境評估、

經濟和財務評估等方面的初步研究。我們亦會同步檢視

相關的運輸基建對現有運輸網絡的影響並擬訂相關的對

策；以及  
 
( i i )  更新和優化現時路政署的「鐵路發展研究模型」，包括模

型的調試及基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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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跨越 20 3 0 年的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  
 
根據最新的規劃數據及「香港 2 03 0 +」規劃研究的最終發展策
略進行策略性研究，檢討全港主要幹道的表現，並建議相應

的主要幹道項目或道路改善項目，和評估建議項目的緩急先

後次序，當中會考慮新策略增長區陸續發展的情境；以及就

研究建議的項目，進行初步工程技術評估，包括走線設計、

工程規劃、土質評估、策略性環境評估、經濟和財務評估等

方面的初步研究，以便進一步推展項目。我們亦會同步檢視

相關的運輸基建對現有運輸網絡的影響並擬訂相關的對策。

我們會於研究首階段，透過檢視過往相關交通運輸研究的結

果和進行概括性研究，就現有新界往來市區的幹道出現樽頸

的位置盡快提出相應的短、中期改善方案，以便有關的工務

部門在工務工程計劃中立項跟進。  
 

 
1 0 .  鑑於本研究性質複雜，涉及多個專業範疇，包括交通網絡表現分
析、運輸基建技術分析、複雜的鐵路運輸電腦模型編寫和調試等，我們

會委聘顧問進行本研究。  
 
 
對財政的影響  
 
1 1 .  我們估計本研究的開支為 9 , 24 0 萬元，分項數字如下－ 
 

  千元  

( a )  鐵路   6 4 ,9 00  

 ( i )  跨越 20 3 0 年的鐵路策略性研究  5 7 ,0 00   

 ( i i )  更新和優化路政署的「鐵路發展研
究模型」  

2 , 00 0   

 ( i i i )  應急費用 [ ( a ) ( i )至 ( a ) ( i i )項的 10 %]  

 

5 , 90 0   

 ( b )  主要幹道   2 7 ,5 00  

 ( i )  跨越 2 03 0 年的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  2 5 ,0 00   

 ( i i )  應急費用 [ (b ) ( i )項的 10 %]  2 , 50 0   

 總計   9 2 ,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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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委聘不同顧問，分別進行鐵路和主要幹道的研究。  
 
1 2 .  現金流量需求估計如下－ 
 

財政年度   千元  

2 0 20 -2 1   1 0 ,9 00  

2 0 21 -2 2   2 6 ,4 00  

2 0 22 -2 3   3 2 ,9 00  

2 0 23 -2 4   2 2 ,2 00  

總計   9 2 ,4 00  

 
1 3 .  本研究不會引致額外的經常開支。  
 
 
推行計劃  
 
1 4 .  我們建議在獲批撥款後盡快展開本研究。我們估計，鐵路研究約需
時 3 8 個月，而主要幹道研究約需時 2 7 個月。推行時間表暫定如下－ 
 

( a )  展開鐵路研究  2 0 20 年下半年  

( b )  展開主要幹道研究  2 0 20 年下半年  

( c )  完成主要幹道研究  2 0 22 年下半年  

( d )  完成鐵路研究  2 0 23 年下半年  

 
 
公眾諮詢  
 
1 5 .  我們在 20 17 年 6 月 16 日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備悉
我們會向財務委員會提交這項撥款建議。其後，委員在 2017 年 7 月 21  日
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有關研究所涉及運輸基建的規劃通

過了 4 項動議。我們因應委員的意見在 20 1 7 年 9 月 6 日向交通事務委
員 會 提 交 補 充 資 料 (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B(4)1571/16-17(01)) ， 並 在
2017 年  9  月 11 日提交文件，就該 4 項動議作出回應 (立法會文件編號
CB(4)1584/16-17(01))。  
  



FC R ( 2 02 0 -2 1) 69  第 7 頁  

背景  
 
1 6 .  「香港 20 30 +」規劃研究旨在制訂跨越 20 30 年的全港發展策略。
該研究在 20 1 6 年 1 0 月至 2 01 7 年 4 月期間進行了為期 6 個月的公眾參
與活動，就 3 個規劃元素及 1 套概念性空間框架收集公眾意見。建議
的 3 個規劃元素分別是「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迎接新的經濟挑
戰與機遇」及「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而概念性空間框架則建

議把香港未來的發展集中在 1 個都會商業核心圈、 2 個策略增長區 (即
東大嶼都會及新界北 )，以及 3 條主要發展軸 (即西部經濟走廊、東部知
識及科技走廊和北部經濟帶 )上。  
 
1 7 .  發展局及規劃署正敲定「香港 20 30 +」研究的內容，當中參考了公
眾參與活動期間所收集的公眾意見、各項技術評估結果，以及參照最新

政策及措施 (包括 20 1 8 年《施政報告》公布的「明日大嶼願景」、政府
在 20 19  年 2 月 宣 布 接 納 的 《 土 地 供 應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 ， 以 及 在

2 0 19  年  12  月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 2 0 19 年周年進度報告》 )，以願景
帶動的方式重新評估各項土地用途於未來 3 0 年的需求。「香港 20 30 +」
研究報告預計在 20 2 0  年完成及發表。  
 
 
1 8 .  與此同時，運輸及房屋局計劃根據最新的規劃數據和  「香港 2030+」
規劃研究的最終結果，為跨越 2 03 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進行前瞻性的
策略性研究。如「香港 20 30 +」規劃研究在完成時有任何新建議，本研
究亦會適切考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運輸及房屋局  
路政署  
運輸署  
2 0 20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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