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速船諮詢委員會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領港事務諮詢委員會 

港口行動事務委員會 

 

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香港接線 

及 

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 

 

 

目的 

 

1.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介紹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香港接線及屯門至赤鱲角連接

路這三項基建項目的建議走線及佈局，及邀請委員就對海事運作產生的任何潛在影響

提出意見。有關工程之整體佈局見附圖一。 

 

背景資料 

 

2. 港珠澳大橋對促進香港、澳門和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區經濟上的進一步發展有非

常重要的策略價值。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連同屯門西繞道），可以提供一條直接的

通道，連接深圳灣口岸、新界西北、香港國際機場和東涌。 

 

3. 2003 年，廣東、香港特別行政區和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成立港珠澳大橋前期工

作協調小組（協調小組），以便開展大橋項目的準備工作。2004 年，協調小組委託中

交公路規劃設計院（公規院）進行大橋項目可行性研究。與此同時，香港特別行政區

政府亦於 2004 年 3 月委聘顧問公司為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及北大嶼山公路連接路進行

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當時港珠澳大橋乃按照“一地三檢＂（即三地的口岸設施將共

同設於香港邊界以外之人工島）上的模式設計。研究就多個連接港珠澳大橋主橋段至

香港的交通道路網絡的走線方案作出探討。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及北大嶼山公路連

接路之走線最終於 2005 年得到通過。而根據此走線所進行的海事影響評估研究的初步

結果亦已於 2006 年 1 月 27 日透過港口行動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1/06 號諮詢其委員

的意見，及於 2006 年 3 月 3 日透過臨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1/2006 號諮詢

其委員的意見。 

 

4. 2007年，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成立港珠澳大橋專責小組（專

責小組），以便推展該項目。專責小組由國家發改委領導，成員包括交通部、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 以及香港、廣東和澳門政府的代表。在2007年1月7日的會議上，專

責小組建議三地政府各自在境內設置口岸，實施三地三檢。因應專責小組的三地三檢

建議， 路政署在2007年5月展開香港口岸選址研究，並在2008年年初完成。研究審視了

多個可行選址，最後， 研究建議機場島東北對開水域為香港口岸的首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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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8年2月28日，協調小組在廣州舉行第八次會議。與會各方就大橋項目的融資

安排達成共識，當中包括：三地政府各自負責境內口岸及接線的建造、營運和維修。

大橋主橋是一條長 29.6 公里、採用橋隧結構的雙程三線分隔車道，包括一條長約 6.7 

公里的海底隧道，並以拱北和澳門對開的人工島為起點，至粵港分界線以西的東人工

島，大橋主橋佈局見附圖二。。因此，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需建造一連接路以連接大

橋主橋及香港口岸，而原來的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及北大嶼山公路連接路亦相應被

香港接線所取代。 

 

6. 於 2008 年 7 月路政署委聘顧問公司為香港口岸進行勘測研究，此研究亦從宏觀

及策略性發展效益方面進一步確認口岸選址研究所推薦的機場島東北水域方案的結

論。 

 

7. 根據運輸署進行的新界西北交通及運輸基建檢討，結果顯示隨着跨境交通流量

的増加、新界西北及北大嶼山的發展，屯門路、汀九橋、青嶼幹線和北大嶼山公路將

會 2016 年達至飽和。因此，建議興建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及屯門西繞道，以應付未來

的交通需要。 

 

8. 於 2008 年 5 月路政署委聘顧問公司為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進行勘測研究及初步

設計。擬議的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為雙線雙程分隔車道，總長約 9 公里，在北面連接

屯門西繞道，在南面連接擬建的香港口岸及北大嶼山。為配合擬設於機場島東北水域

之香港口岸選址，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的隧道南面着陸點將設於香港口岸的東面，以

減少整體填海範圍。 

 

9. 2008 年 9 月開始，我們進行了多次公眾諮詢活動，當中包括諮詢了多個界別及

大嶼山地區居民對香港口岸、香港接線及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整體佈局的意見，包括

口岸選址及香港接線和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的走線。 

 

10. 在 2009 年 4 月 17 日，我們就香港接線、香港口岸及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三項

工程的走線及佈局諮詢了離島區議會，區議會支持實行項目。而在 2009 年 5 月 5 日，

我們就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的走線諮詢了屯門區議會，並獲得支持。 

 

香港接線的建議走線 

 

11. 香港接線全長約 12 公里，雙程三線行車，連接粵港分界線的港珠澳大橋主橋與

擬設於機場島東北面的香港口岸。香港接線的整體走線詳見附圖三。 

 

12. 從粵港分界線至觀景山的一段香港接線與 2005 所通過的走線大致相同。此路段

採用高架橋形式於粵港分界線連接主橋段，途經沙螺灣西北面及機場水道至觀景山。

高架橋總長約 9.4 公里。此方案將跨越機場島西面水域及機場水道，橋下提供之通航

孔寬度及高度與 2006 年諮詢港口行動事務委員會及臨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時所顯示

的布置相同。 

 

13. 至於由觀景山至機場島東北面的香港口岸的路段，將應居民對高架橋的關注，

由以往的高架橋形式改為採用隧道及位於機場島東岸的新填海區上的地面道路的混合



方案，以減低其景觀及噪音影響。此段香港接線會以長約 1 公里的隧道穿越觀景山及

現有的機場路和機場快線之下，其東面之隧道出口將設置在機場島東面的新填海區之

上；接著以一條長約 1.6 公里的地面道路連接香港口岸。此走線設計可減少香港接線

對東涌居民的景觀影響。此隧道及地面道路混合方案之整體佈局詳見附圖四。工程動

工日期暫定為 2011 年，並在 2015/16 年完工。 

 

香港口岸的建議方案 

 

14. 建議的香港口岸位於機場島東北面水域，填海面積約 130 公頃（不包括屯門至

赤鱲角連接路南端隧道口所需的約 19.1 公頃填海用地）（其整體佈置詳見附圖五）。

香港口岸的填海工程將提供土地予港珠澳大橋的旅客過關、貨物清關的設施，及一些

與口岸服務有關的政府部門的辦公大樓及設施。除填海工程外，其他工程範圍還包括

鋪築道路以連接香港口岸至香港接線及機場，及延展現有的機場旅客捷運系統隧道以

連接機場客運大樓至香港口岸。由於擬建之旅客捷運系統隧道會影響現時位於機場島

東面的消防碼頭，此消防碼頭亦因此將需重置於機場島的東北角。香港口岸的填海部

分與機場島的東北面之間將形成一個內港，以提供足夠的航道予位於該處的海事設

施，如海天客運碼頭，海運貨物碼頭，擬建的渡輪碼頭，及消防處的消防碼頭。工程

動工日期暫定為 2010 年，並在 2015/16 年完工。 

 

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的建議走線 

 

15. 擬建的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及屯門西繞道將提供一條直接的通道，連接新界西

北和北大嶼山，接駁港深西部通道、新界西北的港口後勤用地、屯門內河碼頭、屯門

38 區的環保園、香港口岸、香港國際機場、港珠澳大橋及北大嶼山的發展。這新的通

道可大大縮短港深西部通道和新界西北及北大嶼山之間的行車時間。屯門至赤鱲角連

接路亦可在現有的青嶼幹線及北大嶼山公路之外，提供一條通往香港國際機場的替代

道路。 

 

16. 擬議的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為雙線雙程分隔車道，總長度約 9 公里，在北面連

接屯門西繞道，在南面連接擬建的香港口岸及北大嶼山，包括一段長約 5 公里的海底

隧道，在海床以下約 14 米的位置，穿過龍鼓水道。為了讓隧道以一個合適的斜度接駁

至地面道路，因此需要在隧道兩端進行填海，以保護隧道伸出海床面的部分。北面的

填海擬建在屯門 40 區內河碼頭的東面，面積約 16.5 公頃。南面的填海在香港口岸的東

面，面積約 19.1 公頃。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亦包括長約 1.6 公里的橋樑，連接隧道南

端的填海及北大嶼山公路。（見附圖六）工程動工日期暫定為 2011 年，並在 2016 年

完工。 

 

建議的通航孔橋 

 
機場島西面的通航孔橋 
 

17. 機場島西面的通航孔橋的布置跟港口行動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1/06 號及臨時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1/2006 號中所顯示的大致相同。採用雙橋跨布置，每



跨為 150 米長，橋下可提供兩條各 100 米闊的單向船航道；此外，在該雙橋跨中間再

設置多一個 150 米長的橋跨（建議的機場島西面的通航孔橋見附圖七）。通航淨空高

度最小為 41 米，除了一些大型本地吊臂躉船外，此通航高度能滿足大部分本地船隻經

過該水域的通航要求。（那些通航淨空高於 41 米的大型吊臂躉船只佔本地船隻總數約

為 1%） 

 
機場水道的通航孔橋 

 

18. 機場水道的通航孔橋的布置跟港口行動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1/06 號及臨時本

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1/2006 號中所顯示的大致相同。因走線與航道斜交及機

場高度限制，該通航孔橋受到頗大的限制。橋樑跨度為 180 米，航道淨寬及淨空分別

為 46 米及 10.55 米（建議的通航孔橋見附圖八）。我們已諮詢過有關許可駛入該水道

的使用者，包括香港機場管理局、消防處、港鐵公司、土木工程拓展署及高速船渡輪

公司，他們均表示所提供的通航寬度及高度能符合到他們的運作要求。我們也在 2005

年 6 月 2 日及 2005 年 10 月 17 日諮詢過離島區議會，他們亦對建議的走線和通航孔橋

沒有提出任何負面意見。 

 

機場島東部 -南高架橋 
 

19. 這一段的高架橋將從香港口岸的東面跨過現有東涌航道。橋樑跨度建議為 160

米，航道闊 100 米，高 21.3 米（建議橋樑跨度見附圖九）。除了橋樑跨度稍作改動

外，航道設計跟 2006 年提交的港口行動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1/06 號及臨時本地船隻

諮詢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1/2006 號所顯示大致相同。航道足以為經常使用這航道和未來

東涌發展工程相關的船隻提供雙向海上進出的需求。 

 

航行安全評估 

 

20. 在工程完成後，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的北面填海區與龍鼓水道之間的航道將有

足夠的空間供船隻航行。 

 

21. 有關工程對航行安全、船隻碰撞及雷逹的影響會在海事影響評估中反映。 

 

意見徵詢 

 

22. 歡迎委員就此工程項目對海事運作產生的任何潛在影響提出意見。 

 

 

港珠澳大橋香港工程管理處 

路政署 

 

2009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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