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研究避風塘及避風碇泊處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全體委員： 

 

就現有避風塘及避風碇泊處不足事宜 

提出意見 

1. 背景 

 

1.1 由於近年颱風襲港其間，根據海事處的資料顯示，可供 50M 以下船舶碇泊

的熱門避風塘的使用率高達 95 %以上、藍巴勒斯海峽及土瓜灣（100 %）、

新油麻地（96 %）及筲箕灣（95 %）、屯門（100 %）。 

 

1.2 由數據顯示，反影出在可見的未來，特別在維港內中型船舶的避風塘定必

嚴重不足。因此，港九小輪籍著立法會成立研究避風塘及避風碇泊處相關

事宜小組，就現有避風碇泊處不足事宜作出分析，並向該小組提出意見。 

 

1.3 下列表一是本港現設有十四個避風塘，共提供 419 公頃的碇泊面積供本地

及訪港的小型船隻使用，各避風塘之面積及碇泊限制如下： 

 

表一 

避風塘 面積（公頃） 允許長度 位置 

船灣 10.3 30.4米 香港北部水域 

鹽田仔 9.2 30.4米 香港東部水域 

三家村 1.9 30.4米 維多利亞港 

觀塘 33.8 50.0 米 維多利亞港 

土瓜灣 14.8 50.0 米 維多利亞港 

新油麻地 64.6 50.0 米 維多利亞港 

筲箕灣 17.2 30.4米 維多利亞港 

銅鑼灣 10.6 30.4米 維多利亞港 

藍巴勒斯海峽 12.9 50.0 米 維多利亞港 

香港仔南 26.1 30.4米 香港島南部水域 

香港仔西 34.2 30.4米 香港島南部水域 

喜靈洲 76.6 75.0 米 香港西南部水域 

長洲 50 50.0 米 香港西南部水域 

屯門 56.8 50.0 米 香港西北部水域 

資料來源：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 避風塘面積需求評估 會議文件 11/2017號 

立法會CB(4)594/2023(10)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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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限制 

 

2.1 根據香港法例 548E章，除非得到海事處之許可，否則長度超過進入允許長

度之船隻，不得進入避風塘，除此之外，所有本地及訪港小型船隻均可使用

所有避風塘碇泊，沒有類型上的限制，因此之故，船隻長度成為使用上的限

制，而可供碇泊的避風塘面積亦“有所局限”。 

 

表二 

船舶長度 可使用避風塘面積 備註 

30.4米及以下 419 公頃(全港避風塘) 佔避風塘總面積 100% 

30.5米至 50米 309.5 公頃(30.5米及以上) 佔避風塘總面積 73.9% 

50.1米至 75米 76.6 公頃(只限喜靈洲避風塘) 佔避風塘總面積 18.3% 

長度超過 75米 由海事處處長批出超長碇泊許

可。 

2018年平均每月 65宗 

2019年平均每月 58宗 

2020年平均每月 36宗 

資料來自表一 

 

2.2 以所在水域劃分，按船長限制的避風塘可供碇泊面積統計 

 

表三 

   船長 

分佈 

30.4 米及

以下¹ 

30.5 米至

50米² 

50.1 米至

75米 
總面積 

佔總碇泊

面積比率 

維港 29.7公頃 126.1公頃 - 155.8公頃 37.2 % 

香港北部 10.3公頃 - - 10.3公頃 2.5 % 

香港東部 9.2公頃 - - 9.2公頃 2.2 % 

港島南 60.3公頃 - - 60.3公頃 14.4 % 

香港西北 - 56.8公頃 - 56.8公頃 13.6 % 

香港西南 - 50.0公頃 76.6公頃 126.6公頃 30.1 % 

佔總碇泊

面積比率 

109.5公頃 

26.1 % 

232.9公頃 

55.6 % 

76.6公頃 

18.3 % 
419公頃  

資料來自表一 

 

註 1. 船長 30.4及以下的船隻可碇泊所有避風塘。 

 2. 船長介於 30.5米至 50米的船隻可碇泊於供 30.5-75米以下船隻碇泊的 

避風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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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避風塘的船舶 

 

3.1 本地領牌的船隻按年增加，由 2017年的 18,712艘遞增至 2021年的 20,495

艘。對碇泊位置的需求隨之而增加，海事處目前共設有 14個避風塘（419公

頃）和 17 處碇泊處(178.8 公頃)可供本地及訪港小型船隻碇泊。見附件一

(表四--為於 2020年觀察到各避風塘不同類別船隻使用情況)。 

 

3.2 一般本地領牌的第一及第二類船隻，如起重躉船，非自航駁船，躉船，中型

的工作船和渡輪等，由於要避開進入避風塘的限制，建造長度大多不會超逾

50米，目前可供這類工作船碇泊的面積達致飽和；此外，香港已禁止漁船在

香港水域內拖撈方式捕魚，故部份漁民改為建造較大型的漁船作遠海作業，

對容納船舶長度較大的避風塘需求亦隨之而增加，每每於長假期及休漁期時，

這類避風塘就出現過荷，佔用塘內航道的情況極為普遍，假若又遇上颱風襲

港，則供中大型船隻碇泊的避風塘，擠塞情況更為嚴重。 

 

3.3 真正對避風塘需求的考驗是颱風襲港的前後時期，所有香港水域內甚至途經

香港的小型船隻，大多會基於以下因素選擇不同的避風塘： 

 

(1) 相對於進入避風塘船長的限制； 

(2) 非自航船隻會選擇鄰近工作地點的避風塘以縮減拖帶時間和距離； 

(3) 考慮避風期間的補給，包括食水，食物和船員的替換； 

(4) 工程船於颱風過後返回工程地點的距離。 

 

3.4 按過往經驗，可供 50 米及以下長度船隻碇泊的避風塘使用率最高，均     

維持在 90%以上的使用率，下列表五為 2018 年 9 月 14 日至 16 日颱風「山

竹」襲港期間各避風塘使用的情況。 

 

表五 

避風塘 面積（公頃） 
颱風期間使用率 

位置 
1號 8號 10號 

船灣¹ 10.3 35 % 55 % 55 % 香港北部水域 

鹽田仔¹ 9.2 6 % 10 % 10 % 香港東部水域 

三家村¹ 1.9 90 % 90 % 90 % 維多利亞港 

觀塘² 33.8 62 % 75 % 75 % 維多利亞港 

土瓜灣² 14.8 94 % 100 % 100 % 維多利亞港 

新油麻地² 64.6 95 % 96 % 96 % 維多利亞港 

筲箕灣¹ 17.2 90 % 95 % 95 % 維多利亞港 

銅鑼灣¹ 10.6 40 % 42 % 42 % 維多利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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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巴勒斯海峽² 12.9 85 % 100 % 100 % 維多利亞港 

香港仔南¹ 26.1 72 % 74 % 74 % 香港島南部水域 

香港仔西¹ 34.2 75 % 85 % 85 % 香港島南部水域 

喜靈洲³ 76.6 40 % 50 % 50 % 香港西南部水域 

長洲¹ 50 70 % 78 % 78 % 香港西南部水域 

屯門² 56.8 98 % 100 % 100 % 香港西北部水域 

資料源自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辦事處文件 

註 : 1 只准船舶長度 30.4米以下船隻進入 

     2 只准船舶長度 50米以下船隻進入 

     3 只准船舶長度 75米以下船隻進入 

 

3.5 就以上之使用情況有以下觀察： 

 

(1) 可供船舶長度 50 米以下碇泊的六個避風塘使用高峰時期，有三個使用

率達 100 %，分別為土瓜灣，藍巴勒斯海峽及屯門，其餘的三個分別為

觀塘（75 %），新油麻地(96 %)及長洲(78 %)，反映船長 50米及以下船

舶的碇泊空間已達飽和。而這類船舶大多為非自航鋼躉，起重躉船，工

作平面躉，渡輪，貨船，拖船和遠海作業漁船等，而這些船隻主要在颱

風期間，農曆年假等時段同時集中使用避風塘。 

 

(2) 香港西北部的避風塘只有屯門一個，雖然提供 56.8 公頃的碇泊面積，

2018年 9月 16日「山竹」襲港時，三跑工程尚未開始，當時屯門避風

塘的使用率已達 100 %，其後三跑工程啟動後，由於鄰近工程地點，相

關的工作船隻於颱風期間大多選用屯門避風塘，促使情況更為擁擠，而

這些船隻大多會在三號風球時已進入避風塘，爆滿的情況很早便出現，

擠塞情況嚴重，在颱風過後，往往要一段頗長時間，這些工程船方駛離

避風塘。 

 

(3) 維港內的 7 個避風塘，可供船舶長度 50 米以下船隻碇泊的有 4 個，颱

風時使用率達 95 %以上，藍巴勒斯海峽及土瓜灣（100 %），新油麻地

（96 %）及筲箕灣（95 %），反映維港內中型船舶的避風塘嚴重不足。 

 

(4) 漁船集中的長洲（78 %），香港仔西（85 %），三家村（90 %）及筲箕灣

（95 %）等避風塘亦已趨近飽和，難以再騰出空間。 

 

(5) 位於香港西南水域可供船舶長度達 75 米的船舶碇泊的只有喜靈洲避風

塘（ 76.6公頃），而鄰近的長洲避風塘只容許船長 50米以下船隻進入，

相信日後「明日大嶼」工程開展後，該區內大型工程船對避風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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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會急速增加，而喜靈洲避風塘的使用率必勢將提升，更未必能滿足高

峰期的需求，相信有部份船隻需要在遮蔽水域避風。 

 

4. 使用避風塘的模式 

 

4.1 過往避風超的使用模式，是以漁民習慣聚集的港灣，其後政府在這些聚隻

地興建避風塘，以方便漁民販售漁穫，補充燃油和生活必需品；不過經歷巿

區不斷的填海擴展，大部份避風塘已遷離原址，不再是原來的漁民聚居地，

從漁民的角度來說，是為社會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讓步。但怱略的是所有

漁民原居的港灣，都是很適合避風的地點，一些不為漁民選址的地點，其避

風適合性必定很低，【喜靈洲就是一個上佳的例子】。 

 

4.2 隨著社會開始富裕，遊艇的數目亦與日俱增，相對於日漸式微的本地漁業，

至今遊艇的數目已超過漁船，遊艇使用避風塘的佔用比率亦相應增加。80

年代開始，貨運業的興盛，促使中流作業的躉船和相關的船隻數目，不斷增

加；大型基建項目，又帶來大批的工程船隻，而避風塘增加的速度，遠遠落

後於上述船隻的需求，於是可供漁民及一些本地航運業船隻的避風塘空間

繼續被壓縮。 

 

4.3 避風塘的使用模式，可細分為日常模式和颱風模式： 

 

(1) 日常模式 : 是指使用港內的避風塘作日常停留之用。 

 

本地中小型船隻包括近海作業漁船，和本地航運業如渡輪，中流作業

等船隻佔用，使用模式是短暫停泊，時間由一至兩天左右。業界是以

這些避風塘作母港，輻射到附近水域作業。而大部份遊艇則以港內的

避風塘作碇泊點，移動頻率不高，而且有指定泊位，於夏季大多在週

日和假期才會使用。由於遊艇的佔用比例不斷提高，相對近海作業漁

船，和本地航運業如渡輪等船隻的使用彈性就被壓縮。 

 

(2) 颱風模式 : 是指於颱風迫近香港時的避風塘使用模式。 

 

由於基建工程如三跑工程的開展，大量大型的工程船隻（大部份非本

地註冊船隻）在港境聚集，遇有颱風這些船隻會早在一號風球發出後，

就離開工作地點前往避風，這大大早於本地航運業和漁船的避風時間，

所以大部份適合的泊位一早就被使用，如屯門避風塘和喜靈洲避風塘。

而且休漁期幾乎和颱風季節重叠，近年香港建造的大型遠洋作業漁船

有部份都會回港渡過休漁期，遇有颱風，因使用避風塘船隻長度限制，



6 
 

喜靈洲避風塘就是不二之選。而漁船和本地航運業船隻如渡輪等，較

多在颱風進入 400公里範圍內時，才開始避風，而渡輪基於是服務性

質，大多在 8號颱風信號發出的若干時間後才會停航，當時大部份碇

泊位置已被使用。 

 

5. 未來展望 

 

5.1 政府已出資約 70 億元購置 47 艘現代化環保大型新船，用作渡輪服務。首

批即將在 2023年尾至 2024年初投入服務。該 47艘新船同樣需要安排避風

泊位。 

 

5.2 大灣經濟區的急促成長，造就新的經濟體系，隨之而衍生的優閒生活模式

當中，遊艇逐漸受到歡迎，近來經香港進口和在本港建造的遊艇數目正在

不斷增加，因此，碇泊的需求亦隨之而增多，目前官塘避風塘被劃為遊艇碇

泊的區域，一位難求，不無原因。 

 

5.3 明日大嶼填海造地計劃一旦實施，涉及基建的大型工程船隻，必然聚集大

嶼山東部水域，相鄰的喜靈洲避風塘是當然的避風地點選擇，明日大嶼的

規模遠比三跑工程為大，可以預估到時港境內工程船隻的數目必定相當之

多。 

 

5.4 就以上兩個發展，以目前香港避風塘的容量，是不足以應付的，所以一個長

遠的避風塘建造計劃是有必需的。 

 

6. 總結 

 

6.1 海事處曾發表對「避風塘面積需求評估 – 2015至 2030年」，當中將第 I

至 III 類別本地船隻和第 IV 類別本地船隻的需求分開評估，顯示至 2030

年時兩大分類的船隻仍然有足夠的碇泊面積。 

 

6.2 但實際情況是本港法例中對使用避風塘的規範是船隻的長度，而非船隻的

類別，即任何類別的船隻只要不超過進入某一個避風塘的長度限制，即可

使用。目前香港的避風塘全部都是混合類別的船隻碇泊。 

 

6.3 以颱風「山竹」襲港時的使用率作評估，維多利亞港內可供船長 50米及以

下船隻使用的避風塘當中，只有觀塘尚有 25 %的剩餘空間，即約為 8.45公

頃，而本港中流作業的躉船及工作船，大多以維多利亞港為主要碇泊點；雖

然位處香港西南水域的長洲避風塘及喜靈洲避風塘分別有 22 % (1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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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50 % (38.3公頃)的剩餘碇泊面積（表六），但由於兩個避風塘都遠離維

港，除以長洲為母港的船隻外，大多都不會選用；此外，喜靈洲避風塘由於

地理位置，及加上海面開敞的因素，在風平浪靜的環境下尚可供船隻碇泊，

但當颱風在香港南面或西南面掠過時，喜靈洲避風塘即暴露於強風吹襲的

範圍內，即使在避風塘內，海況都相當差，除長度界乎 50.1 米至 75 米之

間的船隻受長度條件限，只可選擇喜靈洲外，其他船長極少以此處作避風

選址。 

 

6.4 相對於其他水域，香港西北面的屯門避風塘碇泊面積嚴重不足，由於區內

沒有其他避風塘，故成了所有類別船隻的唯一選擇，使用率達百份之一百。

(見表六) 

 

表六 

避風塘 面積（公頃） 
颱風期間使用率 

位置 
1號 8號 10號 

觀塘 33.8 62 % 75 % 75 % 維多利亞港 

土瓜灣 14.8 94 % 100 % 100 % 維多利亞港 

新油麻地 64.6 95 % 96 % 96 % 維多利亞港 

藍巴勒斯海峽 12.9 85 % 100 % 100 % 維多利亞港 

喜靈洲 76.6 40 % 50 % 50 % 香港西南部水域 

長洲 50 70 % 78 % 78 % 香港西南部水域 

屯門 56.8 98 % 100 % 100 % 香港西北部水域 

資料節錄自表五 

 

6.5 船灣避風塘及鹽田仔避風塘，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除了以該等地區為母

港的船隻外，其他船隻根本不可能在颱風期間跨越香港東部水域而選擇此

兩處避風塘作避風，故兩處避風塘颱風期間的剩餘碇泊面積（船灣—4.6公

頃，鹽田仔—8.3 公頃），即共 12.9 公頃不應計算在整體的碇泊剩餘面積

內。(見表七) 

 

表七 

避風塘 面積（公頃） 
颱風期間使用率 

位置 
1號 8號 10號 

船灣¹ 10.3 35 % 55 % 55 % 香港北部水域 

鹽田仔¹ 9.2 6 % 10 % 10 % 香港東部水域 

資料來自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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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維港及港島南區內可供長度 30.4米以下船隻碇泊的五個避風塘中，三家村，

筲箕灣及香港仔西等三個避風塘，主要是本地漁船使用，使用率在 85 %以

上；而銅鑼灣及香港仔南兩個主要為遊樂船隻使用，尚有剩餘的碇泊空間。

(見表八) 

 

表八 

避風塘 面積（公頃） 
颱風期間使用率 

位置 
1號 8號 10號 

三家村¹ 1.9 90 % 90 % 90 % 維多利亞港 

筲箕灣¹ 17.2 90 % 95 % 95 % 維多利亞港 

銅鑼灣¹ 10.6 40 % 42 % 42 % 維多利亞港 

香港仔南¹ 26.1 72 % 74 % 74 % 香港島南部水域 

香港仔西¹ 34.2 75 % 85 % 85 % 香港島南部水域 

資料來自表一 

 

7. 建議 

 

本港避風塘的碇泊面積，雖然在數字是足夠，但由於類別和位置的因素影響

下，實際上是相當不足的，隨著船隻數量的逐年增加(包括政府出資購置 47

艘現代化環保大型新船)，和香港大量海上基建發展即將啟動，供中型及大型

船隻碇泊面積不足，是可以預期的，針對此情況，本公司(HKKF)建議政府必

須未雨綢繆，積極考慮 : 

 

(1) 在維多利亞港內及香港西北部水域，興建可供長度在 75 米及以下的

船隻碇泊的避風塘，以舒緩中大型船隻使用，因這兩水域內避風塘已

達的飽和情況。 

 

(2) 修訂現行法例，賦予海事處處長權力，於避風塘劃出不同分區，供指

定類別的船隻碇泊。避風塘的使用由類別來劃分，可達致物盡其用的

功能。 

 

 

 

港九小輪控股有限公司 

2023-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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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四 — 2020 年在避風塘觀察到的船隻數目和種類 (下表數字指各類船隻使用個別避風塘的最高數字)  

 

註：  *百分比指個別避風塘使用量的最高百分比  

        #香港仔南避風塘及香港仔西避風塘 。 

        允許長度︰1–30.4米，2–50米，3–75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