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会议文件第 11／2017 号  
 

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  
 

避风塘面积需求评估  
 
 
目 的  
 
 本文件向委员简介《 2015 至 2030 年避风塘面积需求评

估》报告拟稿（下称 “报告拟稿 ”）、香港境内本地船只停泊位和

避风泊位面积检讨（下称 “检讨 ”）结果，以及改善现有避风泊位

面积使用情况的建议措施。  
 
 
背 景  
 
2. 海事处定期就目前及未来可供本地船只在台风袭港时暂避

的避风泊位面积供求情况进行全港的评估。上一次评估的报告于

2010 年 1 月发布，评估涵盖期为 2009 年至 2025 年。是份报告拟

稿涵盖期至 2030 年，所得统计资料用以进行检讨。  
 
 
报告拟稿  
 
3. 《2015 至 2030 年避风塘面积需求评估》报告拟稿载于附
件 1，内容包括摘要、报告正文和九个附录。附录载有数据，方

便读者对细节有更深入的了解。  
 
4. 报告拟稿的要点概述如下：  
 

(i) 避风泊位面积是为所有有需要的本地船只提供，包括

运作牌照有效期已届满不超过 12 个月的本地领牌船

只，但不包括经常不使用香港水域避风泊位面积的船

只。（第 11(d)段）  
 

                                                 
1  请阅览英文版本的报告拟稿。中文译本容后公布。〔会后补注：秘书处已于

2017 年 8 月 4 日以电邮发出该报告拟稿的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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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评估采用了三种常用的推算技术预测船只数目，分别

为时间序列模型、回归模型和增长率方法。避风泊位

面积需求亦顾及船只大小的变动。（第 12 及 13 段）  
 

(iii) 避风泊位面积的供应涵盖宪报公布的避风塘、避风碇

泊处和有处所设置停泊设施的游艇会。至 2030 年避风

泊位面积的供应受若干发展项目及新设置避风碇泊处

和游艇会的影响。游艇会的泊位由私人会所编配给指

定的第 IV 类别船只，一般而言，第 IV 类别船只亦使

用避风碇泊处，其他类别船只则使用避风塘。（第 18
至 26 段）  

 

(iv) 预计第 I 至第 III 类别船只和内地访港船只对避风泊位

面积的需求将由 2014 年的 319.5 公顷增至 2030 年的

323.3 公顷，即每年平均增加 0.2 公顷。第 I 至第 III 类

别船只和内地访港船只避风泊位供应面积在 2014 年为

402.4 公顷。由于一些发展项目影响的避风泊位面积会

在其竣工后回复原貌，避风泊位供应面积将于 2030 年

增至 405.5 公顷。对比第 I 至第 III 类别船只和内地访

港船只避风泊位面积的需求与供应，结果显示在 2014
年至 2030 年整段期间均有逾 80 公顷的剩余供应面

积。（第 28 至 29 段）  
 

(v) 预计第 IV 类别船只（或游乐船只）对避风泊位面积的

需求会由 2014 年的 195.5 公顷增至 2030 年的 306.4 公

顷，即每年平均增加 6.9 公顷。有关供应会由 2014 的

186.9 公顷增至 2030 年的 230.9 公顷，主要原因是船湾

海、长沙栏和稔树湾的避风泊位面积与东涌拟建游艇

会设施的避风泊位面积计入了供应量之内。对比第 IV
类别船只避风泊位面积的需求与供应，结果显示在整

段期间均有供不应求情况。短缺的面积预计会由 2014
年的 8.6 公顷大幅增加至 2030 年的 75.5 公顷。（第 30
至 31 段）  

 

(vi) 本地船只对避风泊位面积需求飙升，主要由于第 IV 类

别船只的相关需求大幅增加。（第 3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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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由于避风塘和避风碇泊处按先到先得方式开放给所有

类别的本地船只使用，因此，在 2014 年至 2030 年整

段期间，第 I 至第 III 类别船只和内地访港船只避风泊

位的剩余供应面积可填补第 IV 类别船只避风泊位面积

的不足。根据全港的情况，避风泊位面积的预计供应

足以应付至 2030 年的预计需求。（第 35 段）  
 
 

检讨结果  
 
5. 检讨亦聘用顾问公司进行了一项大型的统计调查，了解在

一般及恶劣天气情况下本地船只的停泊安排，以及安排停泊时的

考虑因素。统计调查发现，在一般天气情况下对停泊安排的满意

率为 85%，只有 7%表示不满意，余下是中立或没有提供意见。

而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对停泊安排的满意率为 78%，有 10%表示不

满意。  
 
6. 统计调查发现选择船只停泊位置的主要考虑因素为 “可以容

易安全地停泊 ”、 “足够的泊位数量 ”、 “方便的陆路交通接驳 ”，以

及 “足够的支持设施如废物处理、油站和供水设备 ”。  
 
7. 统计调查亦搜集了不同停泊和避风安排的建议，发现大部

份船东赞同 “确保停泊地点有足够的支持设施 ”、 “避风塘应根据

不同船只类别而划分相应的区域 ”，以及 “改善接驳至较偏远的停

泊地点的交通配套 ”的建议。  
 
8.  检讨结果显示在正常天气情况下，目前和未来均有足够停

泊面积供本地船只使用，因本地船只可于避风泊位面积以外的香

港水域（禁区或限制区域的水域除外）停放、系泊或碇泊。然而，

鉴于第 IV 类别船只预料会对避风泊位面积有庞大需求，不同类

别本地船只争用避风塘泊位面积的情况势将加剧。  
 
9. 检讨亦研究各区的情况和各避风塘过往的使用率。现时西

贡采用单点系泊方法，未能充分使用相关避风泊位面积，导致靠

泊量偏低。此外，喜灵洲避风塘和盐田仔避风塘位处偏远地区，

缺乏交通支持，因此使用情况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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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整体而言，本地船只对港岛南、港岛西和大屿山北的避风

泊位面积需求会大于有关地区的供应。事实上，区域需求会因基

础设施项目如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及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工

程的施工期而出现波动。这样的暂时性需求提升，本质上是短暂

的，兼受地理上基础设施项目的位置所限。所以基于区域需求的

短期变化提供避风泊位面积，是既不实际也不符合成本效益。  
 
 
检讨建议的改善措施  
 
11. 考虑到上文所载结果，检讨建议采取四项措施改善现有避

风泊位面积的使用情况。该等措施简述如下：  
 

(a) 改善避风塘的使用情况  
 
检讨发现，喜灵洲避风塘和盐田仔避风塘在台风袭港

期间的使用率偏低，建议通过敷设私人系泊设备和提

供支持服务改善该等避风塘的使用情况。就此，海事

处可加快处理为停泊船只提供供水服务的供水船的检

验和发牌事宜、容许领牌固定船只在该两个避风塘内

提供其他如小型维修的支持服务，以及研究在喜灵洲

避风塘附近设立指定供给燃料区的需要和可行性。鉴

于 “东大屿都会 ”的发展，这项改善措施拟定为属临时性

质。待更清楚了解 “东大屿都会 ”的规划方向和发展时间

表，以及是否有需要重置喜灵洲避风塘，海事处便会

按情况调整有关临时措施。  
 

(b) 增加白沙湾避风碇泊处的靠泊量  
 
白沙湾避风碇泊处因广泛采用单浮泡系泊设备以致靠

泊量偏低。该等单浮泡系泊设备部分由海事处管理，

但大部分由游艇会管理。白沙湾避风碇泊处两个游艇

会（即白沙湾游艇会和香港游艇会）计划于 2017 年试

验以双泊位浮趸系泊设备 2取代若干单浮泡系泊设备，

                                                 
2  “双泊位浮趸系泊设备”指一艘船只系固于双泊位浮趸一舷而浮趸连接插入

海床的锚、桩柱或锚锤作固定的系泊布置。在这种系泊布置下，由于浮趸可

系固两艘船只，即使该两艘船只和浮趸会左右漂荡，靠泊量仍会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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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增加所管理避风泊位面积的靠泊量。视乎该试验

的结果，海事处拟采取行政措施，鼓励在白沙湾避风

碇泊处使用其管理的 120 个单浮泡系泊设备的人士，

同样以双泊位浮趸系泊设备取代单浮泡系泊设备。  
 

(c) 在观塘避风塘指定非游乐船只系泊区  
 
海事处从检讨中察悉，业界关注不同类别船只（特别

是游乐船只和非游乐船只）近距离停泊可能会导致船

只发生轻微碰撞并引致赔偿申索。为改善系泊管理和

尽量减少不同类别船只之间的冲突，海事处会试行一

项安排，通过行政手段在观塘避风塘指定和预留约 15
公顷特定水域专供非游乐船只系泊。如有需要并视乎

进一步咨询业界的结果，海事处日后或会寻求法律意

见和考虑修订相关法例的可行性，以便让海事处可指

定避风塘内指明的地点供特定类别或类型本地船只系

泊。海事处亦会考虑按情况在其他避风塘实施类似安

排的可行性。  
 

(d) 扩展私人系泊区  
 
现时在西贡和大埔如早禾坑、大美督和船湾海的私人

系泊区均有扩展空间。视乎咨询当地持份者的结果，

海事处会在上述水域额外提供约 330 个指定私人系泊

设备，供船只在正常天气情况下使用。该等私人系泊

设备一般会编配给游乐船只，但其他类别船只如大小

符合编配准则也可申请使用。这将有助纾缓非游乐船

只使用避风塘泊位的紧张情况。  
 
 
征求意见  
 
12. 请委员备悉报告拟稿、检讨结果和检讨建议的措施，并欢

迎提出意见，以便海事处拟定咨询工作，推展检讨建议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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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路向  
 
13. 海事处稍后会向港口行动事务委员会简介报告拟稿。如获

业界和相关政府部门支持，海事处会就建议措施制订实施计划，

并会于适当时间再向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汇报。   
 
 
 
 
海事处  
策划及海事服务科 

201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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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與供應  
 
1.  預計第 I至第 III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 1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將

由 2014 年的 319.5 公頃增至 2030 年的 323.3 公頃，即每年平均增

加 0.2 公頃（以簡單平均法計算）或 0.1%（以複合率計算）。  
 
2.  第 I至第 III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在 2014 年

為 402.4 公頃，涵蓋憲報公布的避風塘 2和五個避風碇泊處 3。由於受

一些發展項目影響的避風泊位面積會在其竣工後回復原貌，避風泊位

的 供 應 面 積 將 於 2025 年 增 至 405.5 公 頃 ， 並 維 持 在 該 水 平

至 2030 年。  
 
3.  對比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與供

應，結果顯示在 2014 至 2030 年整段期間，全港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

將足以應付預測需求，並有逾 80 公頃的剩餘供應面積。對比結果載

於表 1︰  
 

表 1︰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  
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求差異  

公頃  

 實際  預測  

 2014 2020 2025 2030 

供應  402.4 405.4 405.5 405.5 

需求  319.5 318.4 319.6 323.3 

差異  +82.9 +87.0 +85.9 +82.2 

註︰數字指年底的情況。  

 
 

                                                 
1  包括在內地註冊的內河船隻和沿岸船隻。  
2  不包括香港仔南避風塘和部分銅鑼灣避風塘的地方。該兩處的避風泊位面積通常為

第 IV 類別船隻所使用。  
3  包括柴灣貨物裝卸灣、吉澳、沙頭角、大澳和荃灣的避風碇泊處，以及不受發展項

目影響時的灣仔貨物裝卸灣避風碇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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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類別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與供應  
 
4.  預 計 第 IV 類 別 船 隻 （ 或 遊 樂 船 隻 ） 對 避 風 泊 位 面 積 的 需 求 將

由 2014 年的 195.5 公頃增至 2030 年的 306.4 公頃，即每年平均增

加 6.9 公頃（以簡單平均法計算）或 2.8%（以複合率計算）。  
 
5.  第 IV類別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涵蓋避風碇泊處 4、遊艇會和避風

塘 5。有關供應將由 2014 年的 186.9 公頃增至 2030 年的 230.9 公頃，

主要由於船灣海、長沙欄和稔樹灣的避風泊位面積與東涌擬建遊艇會

設施的避風泊位面積計入了供應量之內。  
 
6.  對 比 第 IV 類 別 船 隻 避 風 泊 位 面 積 的 需 求 與 供 應 的 結 果 顯 示 ， 直

至 2030 年，有關避風泊位面積將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預計短缺的

面積會由 2014 年的 8.6 公頃大幅增加至 2030 年的 75.5 公頃。對比結

果載於表 2。  
 

表 2︰第 IV 類別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求差異  
公頃  

 實際  預測  

 2014 2020 2025 2030 

供應  186.9 224.1 227.6 230.9 

需求  195.5 250.3 282.7 306.4 

差異  -8.6 -26.2 -55.1 -75.5 

註︰數字指年底的情況。  

 
 
本地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整體供求差異  
 
7.  第 IV 類別船隻避風泊位面積預計直至 2030 年出現供應量不足的情

況，不過，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在該段期

間的剩餘供應面積可填補有關不足。就全港整體而言，本地船隻避風

泊位面積的供應將足以應付至 2030 年的需求。如表 3 所示，本地船

隻避風泊位的剩餘供應面積將由 2014 年的 74.4 公頃大幅減至 2030 年

的 6.7 公頃。  

                                                 
4 包括長沙欄、熨波洲、稔樹灣、白沙灣、西貢、船灣海、聖士提反灣、大美督、大

潭 港 、 汀 九 和 斬 竹 灣 的 避 風 碇 泊 處 。 多 年 來 本 地 船 隻 在 惡 劣 天 氣 下 廣 泛 使 用 長 沙

欄、稔樹灣和船灣海，因此在是次評估時該等水域已包括為避風碇泊處。  
5 香港仔南避風塘和部分銅鑼灣避風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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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本地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整體供求差異  
公頃  

 實際  預測  

 2014 2020 2025 2030 

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

和內地訪港船隻  +82.9 +87.0 +85.9 +82.2 

第 IV 類別船隻  -8.6 -26.2 -55.1 -75.5 

總計  +74.4 +60.8 +30.7 +6.7 
註：數字指年底的情況。  

 
 
結論  
 
8.  預計本地船隻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在 2014 至 2030 年每年平均增

加 7.2 公頃（以簡單平均法計算）。需求飆升主要由於第 IV 類別船隻

的相關需求大幅增加，這方面的需求將每年平均增加 6.9 公頃（以簡

單平均法計算）。   
 
9.  由於避風塘和避風碇泊處均按先到先得方式開放給所有類別的本地船

隻使用，預計直至 2030 年整段期間，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

港船隻避風泊位的剩餘供應面積將可填補第 IV 類別船隻避風泊位面

積 的 不 足 。 因 此 ， 本 地 船 隻 避 風 泊 位 的 供 應 面 積 將 足 以 應 付 直

至 2030 年整段期間的需求。  
 
 
未來路向  
 
10.  為應付第 IV 類別船隻對避風泊位面積需求飆升的情況，海事處會繼

續尋找合適的避風碇泊處和水域敷設私人繫泊設備，供第 IV 類別船

隻使用。海事處亦會考慮採取可行措施改善現有避風泊位面積的使用

情況，並會在推行措施前諮詢業界。  
 
11.  海事處會維持一貫的做法，定期評估本地船隻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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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風塘面積需求評估  

2015 至 2030 年  
 
 
目的  
 
1.  海事處就目前及預計直至 2030 年適合本地船隻 1於颱風襲港期間在香

港水域暫避的避風泊位面積供求情況，進行了全港性的整體評估。本

報告旨在闡述該評估的結果。   
 
 
背景  
 
2.  一直以來，海事處定期評估避風泊位面積的預計供求情況，提供所需

資料給政府作為規劃避風塘之用。是次評估為 “香港境內本地船隻停

泊位和避風泊位面積檢討＂提供統計資料。   
 
3.  在港口進展委員會於 1996 年 2 月 15 日舉行的第 27 次會議上，當時

的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決定，評估遊樂船隻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須

與評估其他類型船隻的需求分開。其後幾次檢討均貫徹這項政策指

令。  
 
4.  在 1998 年 3 月，應當時的經濟局局長的要求，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工

作小組（工作小組），負責針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制定預測方法、

檢討闢建新避風塘的計劃，以及擬定諮詢公眾的策略。工作小組由運

輸及房屋局、發展局、土木工程拓展署、地政總署、規劃署和海事處

的代表組成。  
 
5.  是次評估將預測期延伸至 2030 年，使能為長遠的規劃提供資料。  
 
 
  

                                                 
1 包括在香港領牌的船隻（包括第 IV 類別船隻），以及在內地註冊的內河船隻和沿岸

船隻。後者根據《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 548 章）第 2 條 (e )段視作本地船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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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與供應的涵蓋範圍  
 
6.  本地船隻指在香港領有有效運作牌照的船隻（本地領牌船隻），以及

在內地註冊的內河船隻和沿岸船隻（內地訪港船隻）。本地領牌船隻

分為四個類別。  
 
7.  需求方面，是次評估沒有計算經常不佔用香港水域避風泊位面積的本

地領牌船隻。例如，危險品運輸船須自行作出繫泊安排或在危險品碇

泊處避風，因此沒有納入評估範圍；亦不包括長度超過 75 米的船

隻，因此等較長船隻的發牌條件之一是規定船東必須為有關船隻在颱

風襲港期間自行作出適當的避風安排。  
 
8.  供應方面，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涵蓋《商船（本地船隻）（避風塘）

規例》（第 548 章，附屬法例E）附表指明的 14 個避風塘，以及避風

碇泊處和遊艇會，但不包括政府船塢和避風塘內政府浮泡所佔的水域

面積 2。此外，屯門內河貨運碼頭內灣的避風泊位面積（約 25 公頃）

也不包括在是次評估的供應量內。  
 
 
數據來源  
 
9.  本 地 領 牌 船 隻 的 數 目 來 自 海 事 處 的 牌 照 記 錄 。 是 次 評 估 亦 包 括

在 2014 年颱風季節過後就本地領牌船隻停泊安排進行的大型統計調

查 3，搜集本地領牌船隻在惡劣天氣 4下經常停泊的位置，以及經常不

佔用香港水域避風泊位面積 5的本地領牌船隻的資料。至於內地訪港

船隻的數目則來自海事處的颱風報告，並採用了兩年內於颱風襲港期

間在香港水域避風的內地訪港船隻的最高數目。  
 
 
  

                                                 
2 政府船隻因繫泊於政府船塢或避風塘的專用繫泊設備而沒有納入是次評估的範圍。

因 此 ， 政 府 船 塢 和 避 風 塘 內 有 關 浮 泡 所 佔 水 域 面 積 並 不 計 入 避 風 泊 位 面 積 的 供 應

量。  
3 該統計調查成功訪問的本地領牌船隻共 5 194 艘，回應率為 73%。  
4 惡劣天氣指熱帶氣旋八號或以上警告信號生效時的天氣情況。  
5 在惡劣天氣下，所有本地領牌船隻中有 10.7% 經常不佔用香港水域的避風泊位面積

（即在香港以外水域、存放於乾泊位或母船），另有 4.5% 經常在魚類養殖區和船

廠水域內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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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分類  
 
10.  隨 着 《 商 船 （ 本 地 船 隻 ） 條 例 》 （ 第 548 章 ）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在 2007 年通過成為法例，本地領牌船隻劃分為四個類別。第 I 類別船

隻包括小輪和渡輪；第 II 類別船隻包括乾貨貨船、非自航駁船、挖泥

船、躉船、領港船、拖船等；第 III 類別船隻包括漁船；第 IV 類別船

隻包括遊樂船隻。第 I 類別船隻作為一個船隻分類來進行預測。第 II
至第 IV 類別船隻各自按船隻大小、用途和數目進一步細分並把較相

近的歸為同一分類。第 II 類別船隻細分為兩個分類，第 III 及第 IV 類

別船隻各細分為三個分類。每一個船隻分類的預測是獨立進行的，有

關時間序列已作出後向估計至 1995 年以提供足夠數據進行預測。是

次評估的十個船隻分類（包括一類為內地訪港船隻）載於附錄 1，每

個船隻分類再配以合適的預測模型。  
 
 
方法  
 
11.  計算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量時，所用依據如下：   
 

(a) 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所需避風泊位面積按以下公式計算：   

所需面積   =  船長   x  船寬   x  2  x  4/3  

“ 2” 這個系數為安全分隔距離、護舷設備，以及錨鏈和船尾繫

泊設備所佔範圍預留所需面積；“ 4/3”這個系數則為通航區和隔

火通道預留所需面積。  
 

(b) 第 IV 類別船隻所需避風泊位面積，是以遊艇會的總船隻容量所

計算出平均遊樂船隻所佔的面積為依據。  
 

(c) 由於絕大多數的內地訪港船隻均為內河船隻，故計算內地訪港船

隻所需的避風泊位面積以內河船隻的平均面積為依據。並採用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的“ 2”和“ 4/3”系數計算所需的避風泊位面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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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避風泊位面積是提供給所有有需要的本地船隻，包括運作牌照有

效期已屆滿不超過 12 個月 6的本地領牌船隻。但是經常不佔用香

港水域避風泊位面積的船隻，即經常在香港以外水域、存放於乾

泊位或母船、和在魚類養殖區或船廠水域內的船隻，並不包括在

內。  
 
12.  評估採用了三種常用的推算技術預測船隻數目，分別為時間序列模

型、迴歸模型和增長率方法。在時間序列模型中，船隻數目與過往數

值有關，並據此關係預測船隻數目。在迴歸模型中，船隻數目與經濟

變數之間的關係可以數學方程式表達，假設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未

來，把經濟變數的官方預測數值代入方程式便能預測船隻數目。每個

船隻分類先分別建立時間序列模型和迴歸模型，之後以合適的模型預

測船隻數目。假若兩個模型均被確認為不合適，便根據過往每年平均

增幅來預測船隻數目。各船隻分類所採用的模型載於附錄 1。本地船

隻各個類別的過去和預測平均每年變動率載於附錄 2。    
 
13.  預測船隻的數目後再就經常不佔用香港水域避風泊位面積的船隻作出

調整。避風泊位面積的預測需求亦反映船隻大小的變動情況。各個船

隻分類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載於附錄 3。  
 
14.  上一次的避風塘面積需求評估只採用了迴歸模型，通過船隻數目與自

變數之間過往的關係進行預測，當中假設了觀察所得的關係會一直持

續到未來。在是次評估中，本地領牌船隻的分類是根據於 2007 年通

過成為法例的《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 548 章）的新船隻分

類，並編製相關時序的數據。有了新的船隻分類和更新的數據，時間

序列模型亦屬有效的預測工具，在合適時應用在預測上。  
 
 
  

                                                 
6 根據《商船（本地船隻）條例》，本地領牌船隻必須領有有效運作牌照才可在香港

水域運作。縱使有些船隻或會在續牌事宜上有所延擱，評估需求量時已十分審慎地

兼顧牌照有效期已經屆滿但不超過 12 個月的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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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15.  任何預測都無可避免有一定的誤差範圍。預測只能掌握事物過往的長

期趨勢，未能顧及相對短期的波動或突發經濟的衝擊所造成的影響。

此外，經常不佔用香港水域避風泊位面積的船隻調整系數是以本地領

牌船隻停泊安排統計調查的結果為依歸，再假設有關調整系數維持

至 2030 年不變。當進行下一次評估時，該等系數須予以更新，以反

映各類船隻的變動。   
 
 
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  
 
16.  如表 1 所示，預計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對避風泊位

面積的需求將由 2014 年的 319.5 公頃增至 2030 年的 323.3 公頃，即

每年平均增加 0.2 公頃（以簡單平均法計算）或 0.1%（以複合率計

算）。另一方面，預計第 IV 類別船隻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增長較

大，將由 2014 年的 195.5 公頃增至 2030 年的 306.4 公頃，即每年平

均增加 6.9 公頃（以簡單平均法計算）或 2.8%（以複合率計算）。本

地船隻不同類別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載於附錄 4。  
 

表 1：按類別劃分本地船隻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  
公頃  

 實際  預測  
每年平均  

變動  

 2014 2020 2025 2030 2014-30 
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

隻和內地訪港船隻  319.5  318.4  319.6  323.3  +0.2  

 第 I 類別船隻  13.6 11.8 10.3 9.0 -0.3 

 第 II 類別船隻  160.3 153.9 151.6 151.2 -0.6 

 第 III 類別船隻  93.3 98.9 103.8 109.2 +1.0 

 內地訪港船隻  52.3  53.8  53.9  53.9  +0.1  

第 IV 類別船隻  195.5 250.3 282.7 306.4 +6.9 

註：  由於進位關係，個別項目數字相加可能不等於總數。   

 數字指年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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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所 有 上 述 船 隻 類 別 合 計 ， 預 計 本 地 船 隻 對 避 風 泊 位 面 積 的 需 求

在 2014 至 2030 年將每年平均增加 7.2 公頃（以簡單平均法計算）

或 1.3%（以複合率計算）。本地船隻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飆升，主

要由於第 IV 類別船隻的相關需求大幅增加。  
 
 
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  
 
18.  香港水域內避風泊位面積的總供應涵蓋 (i)憲報公布的避風塘、 (ii)避風

碇泊處和 (iii)有處所設置停泊設施的遊艇會。是次評估參考了政府的

行政記錄，顧及已知的發展項目對避風泊位面積供應量的影響，並且

在點算供求情況時向遊艇會查詢其水域面積及發展計劃最新的資料，

其中一個遊艇會表示有發展計劃，但未有提供進一步的資料。因此評

估時假設現有遊艇會在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量直至 2030 年維持不

變。  
 
19.  在 2014 年， 14 個憲報公布的避風塘和 13 個避風碇泊處的避風泊位面

積總供應分別為 419.0 公頃和 143.8 公頃。避風泊位實用面積的計算

方法載於附錄 5。至於四個處所內有設置停泊設施的遊艇會，其避風

泊位面積總供應為 30.7 公頃。扣除避風塘內政府浮泡所佔的 4.2 公頃

水域面積後， 2014 年本地船隻避風泊位的總供應面積為 589.3 公頃。

避風塘、避風碇泊處及遊艇會位置示意圖載於附錄 6。  
 
20.  避風碇泊處通常受天然地勢所保護，其人工保護設施相對較少。在惡

劣天氣下，避風碇泊處對本地船隻所提供的暫避功能與避風塘相近。

自上一次於 2009 年進行避風塘面積需求評估以來，大埔的船灣海與

大嶼山的長沙欄和稔樹灣均敷設了多個私人繫泊設備。由於本地船隻

（特別是第 IV 類別船隻）一直有在颱風襲港期間使用該等水域避

風，是次評估把該等水域納入避風碇泊處之列，並把有關面積計入避

風泊位面積的供應量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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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項目對銅鑼灣避風塘和灣仔貨物裝卸

灣有若干程度的影響。當有關項目在 2018 年左右完成後，銅鑼灣避

風塘內 3.2 公頃的受影響範圍和灣仔貨物裝卸灣內 2.0 公頃的受影響

範圍將於 2019 年回復原貌。須注意的是，於 2015 年進行的灣仔北及

北角海濱城市設計研究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所收集的意見顯示，公

眾支持將灣仔貨物裝卸灣 7用於發展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當進行

是次評估時，該項城市設計研究仍在進行中，尚待完成，因此灣仔貨

物裝卸灣未來的避風泊位供應面積或會有變。  
 
22.  當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項目完成後，銅鑼灣避風塘西南角

一幅 0.4 公頃的小面積填海土地會暫時保留，以便進行沙田至中環線

（沙中線）建造工程。沙中線項目預計在 2021 年完工，之後該幅臨

時填海土地會被移除以回復原貌。  
 
23.  相連搬遷西貢污水處理廠的初步綜合填海發展研究旨在確定在西貢避

風碇泊處建造防波堤的建議可行。相關可行性研究的結果和新防波堤

的最終設計會影響西貢避風碇泊處的避風泊位面積，評估時假設了西

貢避風碇泊處最早可於 2025 年擴大約 3.2 公頃。  
 
24.  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包括在擬議填海區的東北部興建一個遊艇會。擬

建的遊艇會水域面積為 3.3 公頃，預計於 2030 年營運。  
 
25.  避風塘和避風碇泊處按先到先得方式開放給所有類別的船隻使用。而

遊艇會內的水域由私人會所編配給指定的第 IV 類別船隻。在對比避

風泊位面積的需求與供應時，鑑於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

船隻一向以避風塘為其日常運作基地，因此避風塘通常計入該等船隻

的供應，避風碇泊處（涉及貨物作業的避風碇泊處除外）則通常計入

第 IV 類別船隻的供應。  
 
  

                                                 
7  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規劃及工程檢討的研究檢討了裝卸灣的功能。研究進行期間，

於 2004 至 2007 年舉行了全面和廣泛的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即優化灣仔、銅鑼灣
及鄰近地區海濱的研究），並因應公眾意見在建議發展大綱圖中建議設立涵蓋灣仔

貨物裝卸灣用地的水上康樂主題區。建議發展大綱圖的建議其後納入法定分區計劃

大綱圖（即灣仔北分區計劃大綱圖），而該圖已於 2007 年刊憲。為提供水上康樂用

途用地服務市民，圖上圍繞裝卸灣的範圍劃作 “ 其他指定用途（公眾海濱長廊及與

水上康樂有關的用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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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在 2014 年

為 402.4 公頃，涵蓋避風塘和五個避風碇泊處。由於受一些發展項目

影響的銅鑼灣避風塘和灣仔貨物裝卸灣的避風泊位面積會在其竣工後

回復原貌，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的供應面

積將由 2014 年的 402.4 公頃增至 2025 年的 405.5 公頃，並維持在該

水平直至 2030 年。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面

積的供應載於表 2，供應詳情載於附錄 7。  
 

表 2：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  
公頃  

 實際  預測  

 2014 2020 2025 2030 

避風塘  381.3 382.3 382.4 382.4 

避風碇泊處  21.1 23.1 23.1 23.1 

總計  402.4  405.4  405.5  405.5  

註：  由於進位關係，個別項目數字相加可能不等於總數。  

 數字指年底的情況。  

 
27.  第 IV 類別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涵蓋避風碇泊處、遊艇會和避風

塘。有關供應將由 2014 年的 186.9 公頃增至 2030 年的 230.9 公頃，

主要由於船灣海、長沙欄和稔樹灣的避風泊位面積與東涌擬建遊艇會

設施的避風泊位面積計入了供應量之內。截至 2030 年第 IV 類別船隻

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載於表 3，供應詳情載於附錄 8。  
 

表 3：第 IV 類別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  
公頃  

 實際  預測  

 2014 2020 2025 2030 

避風塘  33.5 35.7 36.0 36.0 

避風碇泊處  122.7 157.7 160.9 160.9 

遊艇會  30.7 30.7 30.7 34.0 

總計  186.9  224.1  227.6  230.9  

註：  由於進位關係，個別項目數字相加可能不等於總數。  

 數字指年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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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求差異  
 
28.  第 I 至 第 III 類 別船隻 和內地 訪港 船隻對 避風泊 位面 積的需 求將

由 2014 年的 319.5 公頃增至 2030 年的 323.3 公頃，即每年平均增

加 0.2 公頃（以簡單平均法計算）。由於受一些發展項目影響的避風

泊位面積會在其竣工後回復原貌，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

船隻避風泊位的供應面積將由 2014 年的 402.4 公頃增至 2025 年

的 405.5 公頃，並維持在該水平直至 2030 年。  
 
29.  對比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與供

應，結果顯示在 2014 至 2030 年整段期間均有逾 80 公頃的剩餘供應

面積。在 2030 年，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的

剩餘供應面積為 82.2 公頃。有關供求的差異載於表 4：  
 

表 4：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  
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求差異  

公頃  

 實際  預測  

 2014 2020 2025 2030 

供應  402.4 405.4 405.5 405.5 

需求  319.5 318.4 319.6 323.3 

差異  +82.9 +87.0 +85.9 +82.2 

註：  數字指年底的情況。  

 
 
第 IV 類別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求差異  
 
30.  預計第 IV 類別船隻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將由 2014 年的 195.5 公頃

增至 2030 年的 306.4 公頃，即每年平均增加 6.9 公頃（以簡單平均法

計算）。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將由 2014 年的 186.9 公頃增至 2030 年

的 230.9 公頃，主要由於船灣海、長沙欄和稔樹灣的避風泊位面積與

東涌擬建遊艇會設施的避風泊位面積計入了供應量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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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對 比 第 IV 類 別 船 隻 避 風 泊 位 面 積 的 供 應 與 需 求 ， 結 果 顯 示

在 2014 至 2030 年整段期間，全港整體而言將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如表 5 所示，預計短缺的面積會由 2014 年的 8.6 公頃大幅增加

至 2030 年的 75.5 公頃。  
 

表 5：第 IV 類別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求差異  
公頃  

 實際  預測  

 2014 2020 2025 2030 

供應  186.9 224.1 227.6 230.9 

需求  195.5 250.3 282.7 306.4 

差異  -8.6 -26.2 -55.1 -75.5 

註：  數字指年底的情況。  

 
 
本地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整體供求差異  
 
32. 第 IV 類別船隻短缺的避風泊位面積預計會由 2014 年的 8.6 公頃增

至 2030 年的 75.5 公頃。另一方面，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

船隻避風泊位面積有供過於求的情況，在 2014 至 2030 年整段期間均

有逾 80 公頃的剩餘供應面積。由於避風塘和避風碇泊處按先到先得

方式供本地船隻使用，預計直至 2030 年整段期間，第 I 至第 III 類別

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的剩餘供應面積，將可填補第 IV 類別

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不足。就全港整體而言，本地船隻避風泊位面積

的供應將足以應付至 2030 年的需求。可是，如表 6 所示本地船隻避

風泊位的剩餘供應面積將由 2014 年的 74.4 公頃減至 2030 年的 6.7 公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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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本地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整體供求差異  
公頃  

 實際  預測  

 2014 2020 2025 2030 

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

隻和內地訪港船隻  +82.9 +87.0 +85.9 +82.2 

第 IV 類別船隻  -8.6 -26.2 -55.1 -75.5 

總計  +74.4 +60.8 +30.7 +6.7 

註：  數字指年底的情況。  

 
 
結論  
 
33.  預 計 本 地 船 隻 （ 包 括 第 IV 類 別 船 隻 ） 對 避 風 泊 位 面 積 的 需 求

在 2014 至 2030 年將每年平均增加 7.2 公頃（以簡單平均法計算）。

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飆升主要由於第 IV 類別船隻的相關需求大幅增

加，平均每年高達 6.9 公頃（以簡單平均法計算）。  
 
34.  預計第 IV 類別船隻大幅增加，會導致該類別船隻的避風泊位面積供

不應求。儘管在上述期間新設置三個避風碇泊處，東涌亦擬建遊艇會

設施，但預計第 IV 類別船隻短缺的避風泊位面積仍會由 2014 年

的 8.6 公頃增至 2030 年的 75.5 公頃。  
 
35.  在 2014 至 2030 年整段期間，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

避風泊位均有逾 80 公頃的剩餘供應面積。由於避風塘和避風碇泊處

按先到先得方式開放給所有類別的本地船隻使用，預計直至 2030 年

整段期間，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的剩餘供

應面積將可填補第 IV 類別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不足。如附錄 9 所

示，若現有避風塘面積沒有大幅減少，就全港整體而言，本地船隻避

風泊位的供應面積將足以應付直至 2030 年的預計需求，但本地船隻

避風泊位的剩餘供應面積將於 2030 年減少至 6.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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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36.  直至 2030 年整段期間，本地船隻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飆升，主要

由於第 IV 類別船隻未來需求大幅增加。海事處會繼續尋找合適的避

風碇泊處和水域敷設私人繫泊設備，以應付第 IV 類別船隻日益增加

的需求。海事處亦會就改善現有避風泊位面積的使用情況，建議可行

的改善措施，並會在推行有關措施前諮詢業界。  
 
37.  海事處會維持一貫的做法，定期評估本地船隻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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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船隻分類及預測模型一覽表  
 
 

船隻種類  船隻類別  
船隻  
分類  說明  模型  

本地領牌  
船隻 (1 ) (2 )  

I 1 第 I 類別船隻  
 

以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

率為參數的迴歸模型  
（變動率= -0.0395 + 
0.4216*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率）  
 II( 2 )  2 第 II 類 別 船 隻

（危險品運輸船

和非自航駁船除

外）  

自迴歸 —求和 —移動平均

模型  
(ARIMA(3,1,0)) 

 3 非自航駁船  
（類型 E）  

平均增長率方法  

III  4 運魚船和漁船舢

舨  
（類型 A 及 B）  

平均增長率方法  

 5 漁船  
（類型 C）  

自迴歸 —求和 —移動平均

模型  
(ARIMA(1,1,1)) 

 6 舷外機開敞式舢

舨  
（類型 D）  

自迴歸 —求和 —移動平均

模型  
(ARIMA(2,1,0)) 

IV 7 機械輔助帆船  
（類型 A）  

自迴歸 —求和 —移動平均

模型  
(ARIMA(1,1,1)) 

 8 遊樂船  
（類型 B）  

自迴歸 —求和 —移動平均

模型  
(ARIMA(1,1,1)) 

 9 開敞式遊樂船  
（類型 C）  

自迴歸 —求和 —移動平均

模型  
(ARIMA(1,1,2)) 

內地訪港  
船隻  

不適用  10 - 三年簡單移動平均數  

 
註：  船隻類型指《商船（本地船隻）（證明書及牌照事宜）規例》（第 548 章，附屬

法例 D）附表 1 所列的船隻分類。  

(1)  不包括總長度超過 75 米的船隻。  

(2)  不包括危險品運輸船（即第 I I 類別船隻類型 B、 M 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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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按類別劃分的本地船隻數目平均每年變動率  
 
 

 本地領牌船隻 (1 ) (2 )  
內地  
訪港  
船隻  總計  

 

第 I 
類別  

第 II 
類別 (2 )  

第 III 
類別  

第 IV 
類別  

實際        

 1995 至 2007(3 )  [-3.4%] [-3.3%] [-1.5%] +1.7% +1.9% -0.6% 

 2007 至 2014 -1.0% -0.9% +2.7% +6.6% -3.8% +3.8% 

預測        

 2014 至 2030 -2.7% -0.8% +0.7% +2.9% +0.2% +1.7% 

 
註﹕  (1)  不包括總長度超過 75 米的船隻。數字並未作出調整，即未包括運作牌照有效

期已屆滿不超過 12 個月的船隻，以及未扣除經常不佔用香港水域避風泊位面

積的船隻。  

 (2)  不包括危險品運輸船。  

 (3)  方括號內的數字是以後向估計數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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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各船隻分類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  
 
 

公頃  

 
 
 

13.6 11.8 10.3 9.0 

51.3 58.3 65.8 74.4 

109.0 95.6 85.8 76.9 

7.6 9.4 11.2 13.4 

79.2 82.7 85.8 88.9 

6.6 6.8 6.9 6.9 
17.3 19.5 21.3 23.2 

62.3 72.4 78.3 
82.7 

115.8 

158.4 
183.1 

200.5 
52.3 

53.8 

53.9 

53.9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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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400

500

600

700

2014 2020 2025 2030

內地訪港船隻 

第 IV 類別船隻 ：
開敞式遊樂船 

第 IV 類別船隻 ：
遊樂船 

第 IV 類別船隻 ：
機械輔助帆船 

第 III 類別船隻 ：
舷外機開敞式舢舨 

第 III 類別船隻 ：
漁船 

第 III 類別船隻 ：  
運魚船和漁船舢舨 

第 II 類別船隻 ： 
非自航駁船 

第 II 類別船隻（危

險品運輸船和非自

航駁船除外） 

第 I 類別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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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各本地船隻類別對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  
 
 

 
 

13.6  11.8  10.3  9.0  

160.3  153.9  151.6  151.2  

93.3  98.9  103.8  109.2  

195.5  

250.3  

282.7  
306.4  

52.3  53.8  53.9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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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 

年份 

第 I 類別 第 II 類別 第 III 類別 第 IV 類別 內地訪港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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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風泊位實用面積的計算方法  
 
 
 
1. 實體避風泊位範圍是指該範圍內高潮位線所圍繞的面積。  
 
2.  實體避風泊位的實用面積是指由以下界線所圍繞的水域：   

(a) 任何“海灘類”海岸線的海圖基準面 0.0 米等高線；以及／或  

(b) 任何防波堤、斜坡海堤構築物或岩岸與海牀接合處對出 9.15 米的

界線；以及／或  

(c) 凡屬低於海圖基準面 -1.52 米的直牆式海堤構築物，指其邊線；

凡 屬 高 於 海 圖 基 準 面 -1.52 米 的 此 類 海 堤 ， 則 指 其 邊 線 對

出 9.15 米的界線；以及／或  

(d) 任何其他障礙物（例如碼頭、垃圾傾倒處、船排等）對出 9.15 米

的界線。  
 
3.  根據上文第 2 段的原則所計算的面積，如涵蓋下列一種或多種例外事

項，則須從中扣除例外事項所佔面積：  

(a) 靠近避風泊位入口的水域直接受強風巨浪影響。  

(b) 部分水域靠近明渠或溪流，或很可能會因明渠、溪流排洪而受影

響。  

(c) 部分水域位於海牀上或毗鄰海堤，而該海牀或海堤不宜供船隻安

全繫泊。  

(d) 避風泊位內的水域，因其位置受當地地形影響，以致該水域受到

不尋常的強風吹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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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2014 年避風塘、避風碇泊處及遊艇會位置圖  

 
 

避風碇泊處 

清水灣鄉村俱樂部
遊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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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至第 III 類別船隻和內地訪港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  
 
 

 

 
實際數字   
（公頃）   

預測數字  
（公頃）   

 2014  2020 2025 2030  
 I. 避風塘   

香港仔西  
 

 34.2   34.2 34.2 34.2  
銅鑼灣 ( 1 )   3.2    4.2 4.3 4.3  

長洲  
 
 

 50.0   50.0 50.0 50.0  
喜靈洲  
 

 76.6   76.6 76.6 76.6  
觀塘   33.8   33.8 33.8 33.8  
新油麻地   64.6   64.6 64.6 64.6  
藍巴勒海峽   12.9   12.9 12.9 12.9  
三家村    1.9   1.9 1.9 1.9  
筲箕灣  
 

 17.2   17.2 17.2 17.2  
船灣  
 

 10.3   10.3 10.3 10.3  
土瓜灣  
 

 14.8   14.8 14.8 14.8  
屯門  
 

 56.8   56.8 56.8 56.8  
鹽田仔    9.2   9.2 9.2 9.2  

小計 ( 2 )   381.3   382.3 382.4 382.4  

II.  避風碇泊處    
   

柴灣貨物裝卸灣   11.2   11.2 11.2 11.2  
吉澳    1.6   1.6 1.6 1.6  
沙頭角    0.6    0.6  0.6  0.6  
大澳    4.0    4.0  4.0  4.0  
荃灣    3.7    3.7  3.7  3.7  
灣仔貨物裝卸灣 ( 1 ) ( 3 )    -   2.0  2.0  2.0  
小計   21.1   23.1 23.1 23.1  

總計 ( 2 )  402.4   405.4 405.5 405.5  

 
註：  (1)  供應量因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項目與沙田至中環線項目而有所變

化。  

 (2)  已扣除避風塘內政府浮泡所佔的 4.2 公頃。  

 (3)  在公眾的支持下，灣仔北及北角海濱城市設計研究建議將灣仔貨物裝卸灣用

作公眾水上活動及康樂用途。但在進行是次評估時，該項城市設計研究仍在

進行中，尚待完成，因此灣仔貨物裝卸灣的避風泊位供應面積或會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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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類別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供應  
 
 

 

 
實際數字   
（公頃）   

預測數字  
（公頃）   

 2014  2020 2025 2030  
 I .  避風塘    
銅鑼灣 ( 1 )   7.4    9.6 9.9 9.9  
香港仔南   26.1   26.1 26.1 26.1  
小計   33.5   35.7 36.0 36.0  

II.  避風碇泊處    
   

長沙欄 ( 2 )   -    6.7 6.7 6.7  
熨波洲    6.9    6.9  6.9  6.9  
稔樹灣 ( 2 )   -    2.3 2.3 2.3  
白沙灣   84.0   84.0 84.0 84.0  
西貢 ( 3 )    4.3    4.3 7.5 7.5  
船灣海 ( 2 )   -    26.0 26.0 26.0  
聖士提反灣   1.3    1.3  1.3  1.3  
大美督   12.3   12.3 12.3 12.3  
大潭港    5.7    5.7  5.7  5.7  
汀九   0.7   0.7 0.7 0.7  
斬竹灣   7.5   7.5 7.5 7.5  
小計   122.7   157.7 160.9 160.9  

III.  遊艇會    
   

清水灣鄉村俱樂部遊艇會  7.4   7.4 7.4 7.4  
匡湖遊艇會   10.0   10.0 10.0 10.0  
愉景灣遊艇會   8.5   8.5 8.5 8.5  
黃金海岸鄉村俱樂部遊艇會  4.8   4.8 4.8 4.8  
東涌 ( 4 )   -    -  -  3.3  

小計   30.7   30.7 30.7 34.0  

總計  186.9   224.1 227.6 230.9  
 
註：  (1)  供應量因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項目與沙田至中環線項目而有所變

化。  

 (2)  由 2016 年起計入避風泊位供應面積。  

 (3)  假設西貢避風碇泊處可於 2025 年擴大 3.2 公頃，當中已把進行與搬遷西貢

污水處理廠有關的潛在填海工程考慮在內。  

 (4)  假設東涌擬建遊艇會設施的避風泊位面積約為 3.3 公頃，並於 2030 年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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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船隻避風泊位面積的需求與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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