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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        大嶼山發展及諮詢委員會大嶼山發展及諮詢委員會大嶼山發展及諮詢委員會大嶼山發展及諮詢委員會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交通及運輸小組交通及運輸小組交通及運輸小組交通及運輸小組    

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 12121212/2015/2015/2015/2015 號號號號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交通及運輸小組交通及運輸小組交通及運輸小組交通及運輸小組    

「「「「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保育概念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保育概念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保育概念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保育概念－－－－策略性運輸基建初步構想策略性運輸基建初步構想策略性運輸基建初步構想策略性運輸基建初步構想」」」」    

及及及及「「「「大嶼山社會發展策略大嶼山社會發展策略大嶼山社會發展策略大嶼山社會發展策略－－－－完善交通建議完善交通建議完善交通建議完善交通建議」」」」    

1.1.1.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1 規劃及保育小組與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在2015年 9月 10日的聯

席會議上，通過了「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保育概念」(詳情請

參閱規劃及保育小組文件第 04/2015 號)及「大嶼山社會發展策

略」」」」(詳情請參閱經濟及社會發展小組文件第 07/2015 號)。該兩

份文件當中分別建議了多項完善大嶼山對外策略性交通基建的

構思和在大嶼山區內外的交通措施建議。本文旨在向小組委員

介紹該兩份文件中有關交通及運輸的各項建議。    

2.2.2.2. 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保育概念保育概念保育概念保育概念

2.1 擬議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保育概念佈局的重點如下(圖圖圖圖一一一一)： 

(一) 北大嶼山走廊北大嶼山走廊北大嶼山走廊北大嶼山走廊集中發展策略性經濟及房屋； 

(二) 東北大嶼東北大嶼東北大嶼東北大嶼發展休閒、娛樂及旅遊； 

(三) 「東大嶼都會東大嶼都會東大嶼都會東大嶼都會」作長遠策略性增長區； 

(四) 其餘地區尋找適合的發展空間，善用政府土地善用政府土地善用政府土地善用政府土地，例如整

 合懲教設施及探討發展岩洞及地下空間； 

(五) 整體策略性交通基建交通基建交通基建交通基建； 

(六) 大嶼山大部分地區大嶼山大部分地區大嶼山大部分地區大嶼山大部分地區在加強生態及文化保育的前提下，發

 展康樂消閒、文化及綠色旅遊；及 

(七) 基礎建設基礎建設基礎建設基礎建設配合大嶼山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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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策略性交通基建策略性交通基建策略性交通基建策略性交通基建    

    

3.1 大嶼山現有道路交通主要依賴北大嶼山公路及青馬大橋來往市

區。鐵路方面有港鐵東涌線、機場快線和迪士尼線。為配合大

嶼山各項策略性發展、香港整體的發展需要，以及加強深圳、

新界西北，以至大嶼山及機場主要經濟增長帶的連繫，以達至

更大的協同效益，有需要為大嶼山規劃全面的交通網絡，提供

策略性交通基建，包括鐵路、道路系統，並輔以適當的水上交

通。因應整體空間規劃及保育概念而提出的策略性交通基建網

絡見圖圖圖圖二二二二。有關各項概念性基建的需求及初步可行性應與相關

建議發展一併研究。在確定需求及可行後，它們的落實時序將

會按相關發展的優次及資源分配情況，循序漸進的施行。 

 

(A) 鐵路系統 

3.2 基於大嶼山北岸及「東大嶼都會」的規模及發展定位，建議以鐵

路系統為骨幹，連接大嶼山主要的增長區與市區及新界的鐵路

網絡，增強整體鐵路網絡的連繫，形成一條貫通新界西北－大

嶼山－都會區的鐵路走廊： 

 

� 東涌西延線及東涌東站：除了在《鐵路發展策略 2014》建議

的東涌西延線及東涌西站外，現時由規劃署和土木工程拓

展署共同進行的「東涌餘下發展計劃的規劃及工程研究 - 

可行性研究」亦建議增設一個東涌東站，以配合東涌東的發

展規劃。日後若確定有此需要，我們會進行詳細研究以進

一步探討其可行性。 

 

� 香港口岸人工島鐵路系統：因應口岸人工島上蓋將來大規

模的商業活動及機場島上北商業區和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發

展，建議進一步研究口岸人工島與北大嶼的鐵路連接，及

北大嶼與未來的「東大嶼都會」的連接性。香港口岸人工島

與機場島的連接方案亦正研究中1。  

     

� 「東大嶼都會」鐵路系統：由於「東大嶼都會」的規模人口

達數十萬，將等同新市鎮的發展規模，而建議的第三個核

心商業區亦有相當的就業機會，以集體運輸系統接駁現有

市區，包括傳統商業中心區，甚為關鍵。建議可研究以鐵

                                                      
1  香港口岸人工島與機場島的連接方案包括研究高效的行人系統，確實方案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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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為骨幹，內部連接「東大嶼都會」，對外連接至港島西、

九龍西及北大嶼，接駁現有及未來的鐵路系統。 

    

�  連接大嶼山與新界西鐵路系統：為了與新界西有更高效率

的連接，讓新界西北的勞動人口可以更便捷到大嶼山就

業，在興建中的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之外，建議考慮興建

一條連接港珠澳大橋口岸人工島至屯門南的鐵路，更可考

慮接駁建議的屯門南延線，以達致形成一條接通新界西－

大嶼山－都會區的鐵路走廊。 

 

� 研究於小蠔灣增設鐵路站以配合小蠔灣填海及其車廠上蓋

及周邊發展。 

 

  (B) 道路系統    

3.3 建議透過策略性的道路系統將大嶼山北岸及「東大嶼都會」與香

港市區及新界的道路網絡連接，形成一條貫通新界西-大嶼山-

都會區的環型道路走廊；再通過港珠澳大橋、屯門至赤鱲角連

接路、港深西部公路及深圳灣公路大橋連接深圳及珠三角地

區，以至廣東西部，促進人流、物流及經濟活動： 

 

� P1 路(由東涌東至欣澳)：隨著北大嶼各發展區的落成，有

需要研究興建 P1 路，加強大嶼山北岸的主幹道連繫，連接

東涌東、小蠔灣及欣澳重點發展項目，以促進大嶼山北岸的

發展及其協同效應。 

 

� 「東大嶼都會」道路系統：建議東接香港島西，北接大嶼東

北，並進一步研究透過新道路，連接新界西北。日後便能經

東大嶼都會貫通新界西北與香港島西。此外，「東大嶼都會」

可經梅窩連接至大嶼山北岸，如小蠔灣，再接駁屯門至赤鱲

角連接路，並接駁至其他地點。 

 

  (C) 水上交通 

3.4 大嶼山現時共有六條常規渡輪航線服務連接至屯門、中環及周

邊離島2。另外，由機場管理局擁有及管理的海天客運碼頭位於

香港國際機場的機場限制區內，為中轉旅客提供便捷的空海聯

                                                      
2  六條渡輪航線包括：(1) 橫水渡 (坪洲–梅窩– 芝麻灣–長洲)；(2) 梅窩 - 中環； (3) 大澳 - 沙螺灣 - 東涌 - 屯

門；(4) 愉景灣 -中環；(5)愉景灣 -梅窩；(6) 愉景灣 - 坪洲。兩個渡輪碼頭包括：東涌發展碼頭、梅窩渡輪碼頭。

七個公眾碼頭包括：沙螺灣碼頭 、大澳公眾碼頭 、東涌公眾碼頭、大水坑碼頭、芝麻灣碼頭、白芒碼頭、東涌發展碼

頭[公眾用] 。另沿岸有其他碼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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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快船服務，往來香港與珠三角地區。而大嶼山北部與南部主

要依靠東涌道連接，加上東涌道（石門甲道以南）及嶼南的所有

道路為封閉道路，因此建議加強大嶼山的水上交通。增加水上

交通，一方面輔助陸路交通，疏導假日繁忙的交通，尤其南大

嶼；另一方面，可為大嶼山的居民及旅客提供相對休閒的另類

交通選擇，對於大嶼山旅遊發展有推動作用。水上交通的可行

性、營運規模及模式有待研究，初步構思主要建議包括： 

 

� 欣澳設碼頭設施：配合欣澳作為東北大嶼旅遊大門的定位，

建議研究在未來欣澳填海區／欣澳灣增設碼頭設施及遊艇停

泊處，提供休閒的水上交通，與東涌新市鎮擴展區的擬議遊

艇停泊處及碼頭設施、香港迪士尼樂園碼頭設施，以及大嶼

山周邊及離島的碼頭設施連成網絡。 

    

� 連接「東大嶼都會」及其他外島：研究在其他地方，例如「東

大嶼都會」，大嶼南的塘福、石壁及分流及擬議發展水療渡

假村的索罟群島設置碼頭，除可加強各地點的連繫外，亦可

作為另類的旅遊觀光活動。 

 

3.5 除策略性交通基建外，大嶼山的區內外交通安排亦有需要改善

之處，有關的交通建議已在下段的「社會發展策略」中考慮。 

    

    

4.4.4.4. 大嶼山的社會發展策略大嶼山的社會發展策略大嶼山的社會發展策略大嶼山的社會發展策略    ----    交通措施交通措施交通措施交通措施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4.1 我們期待大嶼山能夠發展成為一個宜居、宜業及宜樂的地方。發

展的目標須包含： 

� 促進香港整體社會及大嶼山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 改善地區的生活環境；及 

� 提供充足和均衡的社區設施。 

 

4.2 為達致以上目標，大嶼山的社會發展策略主要可訂為： 

� 致力吸引人才，以促進大嶼山經濟及就業均衡發展； 

� 配合發展需要，提供適當的區內外交通，利便居民宜居宜業；

及 

� 顧及大嶼山鄉郊及偏遠地區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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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提供適當的區內外交通方面，我們建議詳細社會發展策略為： 

 

� 在討論大嶼山社會發展策略的過程中，很多委員多次提及交

通與社會發展及就業的關係，這一點值得特別留意。 

 

� 運輸署正着力改善機場島對外的交通連接，當中已推行數項

措施(載於附件一)。機管局和其他在機場島上的僱主如有意申

請增設僱員服務路線，運輸署會繼續提供協助。當屯門至赤

鱲角連接路通車後，將吸引更多新界西北部的居民到機場或

東涌就業；運輸署會繼續監察及按需求檢討東涌/機場島與新

界西北的巴士服務，以方便市民往返大嶼山。 

 

� 運輸署會繼續密切監察及按需求改善大嶼山的公共交通服

務，適時要求公共交通營辦商增加服務；並和營辦商適時制

訂巴士路線計劃，配合預計新增的交通需求。 

 

� 運輸署正就放寬南大嶼山封閉道路的交通管制及發放大嶼山

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的建議諮詢持份者。若有關建議落實，

除可吸引遊客或非大嶼山居民到大嶼山遊玩，亦會便利居於

大嶼山北面的居民到訪大嶼山南面、大澳及梅窩。除此之外，

運輸署正研究在南大嶼增設泊車位及增發大嶼山的士牌照，

以改善大嶼山的交通配套，並會與環保署共同評估電池電動

巴士在大嶼山試驗行駛的實際運作效能、表現和可行性。 

 

� 為改善羗山道及嶼南道的行車狀況，路政署已分別在 2014年

及 2015年完成改善 10個及 1個路彎，現正着力完成餘下的 5

個路彎改善工程；此外，亦有 5 個路彎改善工程正在研究當

中。 

 

� 政府將繼續研究改善大嶼山區內外的道路及交通設施，按現

時工作計劃，各北部地區的詳細交通規劃及連接將會納入各

項目研究之中，包括東涌新市鎮擴展、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上蓋商業發展、小蠔灣和欣澳填海及「東大嶼都會」等，就

整體策略性交通基建的初步構想，可參閱上文第 3.1 至 3.4

段。另外，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正進行中的由昂坪延伸至大澳

的纜車系統及長沙與索罟群島的水療度假村發展的初步可行

性研究，以及發展局就大嶼山的康樂及旅遊發展策略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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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都會初步檢討有關項目對交通的影響及建議所需的

配套。 

 

� 各項改善工作已在進行中。運輸署、路政署和各推動改善工

作的相關部門會緊密合作，確保有合適的交通設施配套和公

共運輸服務，以配合各項社會發展與服務的規劃及推展。我

們建議民政事務總署可作為溝通橋樑，加強協調部門的工

作，以更切合地區居民的需求。 

 

 

5.5.5.5.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5.1 在聽取小組委員對上述有關大嶼山各項交通及運輸建議的意見

後，如有需要，規劃署及發展局會綜合及整理收集到的意見，

並會在「大嶼山整體空間規劃及保育概念」及「大嶼山社會發展

策略」作出適當的反映或修改。  

 

 

 

 

發展局發展局發展局發展局 

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圖一：大嶼山空間規劃概念 



圖二：策略性交通基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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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正在推行中的改善機場島對外交通連接措施正在推行中的改善機場島對外交通連接措施正在推行中的改善機場島對外交通連接措施正在推行中的改善機場島對外交通連接措施 

 

(i) 分拆巴士路線，令路線更直接，包括：2014年 12月起全日分拆第

E34號為 E34A號(天水圍市中心 — 機場)及 E34B號(元朗 — 機

場)；及在 2015年 2月起早上繁忙時間分拆 S64號為 S64X號(東

涌逸東邨 — 機場(客運大樓)) 及 S64C號(東涌逸東邨 — 機場

(貨運及航膳區))。 

 

(ii) 增加車輛及加密班次，包括：E32號(葵芳站 — 亞洲國際博覽

館)、E33P號(屯門兆康(南)站 — 機場(地面運輸中心))、E34A

號、E34B號、E34P號(天水圍市中心 — 東涌(逸東邨))及 S56號

(東涌站巴士總站 — 機場客運大樓)。 

 

(iii) 延長機場員工乘車優惠，包括：N30號、N30P號及 N42號的機場

員工乘車票價優惠已延長至 2016年 5月。 

 

(iv) 提供四條通宵特快巴士服務，已於 2015年 7月 23日起試辦 3個

月，由機場巴士總站開出(不繞經機場島)分別前往旺角/大角咀、

深水埗/黄大仙/觀塘/將軍澳、屯門及元朗/天水圍。 

 

(v) 機管局及其他在機場島的相關僱主於 2015 年 7 月 23 日開辦一條

連接機場島主要地區的深宵僱員服務路線，以配合以上笫 (iv) 

項所述的四條通宵特快巴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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