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資料文件 

2014 年 10 月 30 日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交通及運輸小組 

文件第 03/2014 號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交通及運輸小組 

 

檢視大嶼山現時道路網絡及近年完成的大型道路工程 

 

目的 

  本文件目的在於向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下稱「委員會」)

轄下交通及運輸小組介紹大嶼山現時的道路網絡、近年完成的大型道

路工程，以及大嶼山的未來網絡發展。 

 

 

現有道路網絡 

 

2.  在 1997年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及其相關的道路及鐵路基建建

成以前，大嶼山居民主要分佈於梅窩、大澳及愉景灣，對外交通完全

依靠渡輪和街渡。由於大嶼山當時仍屬郊區，整個大嶼山的道路網有

別於市區，屬於鄉郊型設計，提供低流量的交通需求，因此運輸署將

整個大嶼山的道路列為封閉路段，只允許大嶼山居民及在此營商地人

士/機構使用車輛。當時主要公路包括愉景灣道、嶼南道、東涌道、

羗山道及大澳道。大嶼山亦主要依靠嶼南道、羗山道及大澳道作為貫

通南大嶼山的道路，連接梅窩至大澳及沿路的村落，而東涌的居民則

需經當時仍是在大部分路段約 3.5米闊單線雙程的東涌道連接至嶼南

道，再前往其他地區。大嶼山於 1995年的道路網絡請見附件 1，藍色

線為主要道路，粉紅色線為鄉郊小路。 

 

3.  隨著香港國際機場搬遷至北大嶼山，東涌新市鎮隨著落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9%E6%99%AF%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1%E8%BC%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97%E6%B8%A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4%89%E6%99%AF%E7%81%A3%E9%81%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6%BC%E5%8D%97%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6%8C%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97%E5%B1%B1%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6%BE%B3%E9%81%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97%E5%B1%B1%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6%BE%B3%E9%81%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9C%8B%E9%9A%9B%E6%A9%9F%E5%A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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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馬大橋（包括港鐵東涌線及機場快線）、汲水門大橋及北大嶼山公

路等亦相繼落成，將北大嶼山與香港市區以高速公路及鐵路連接，使

大嶼山得以陸續發展。過往十年，南大嶼交通網絡包括東涌道、嶼南

道、羗山道、大澳道、昂坪路及深屈道亦相繼逐漸改善，方便居民出

入梅窩、大澳等各村落 (見附件 2)。以下會較詳細介紹於過往十年新

機場落成後南大嶼山交通網絡曾進行的道路改善工程﹕ 

 東涌道改善工程 

 昂平路及昂坪巴士總站改善工程 

 大澳巴士站改善工程 

 沿羗山道及嶼南道的道路改善工程 

 

 

東涌道改善工程 

 

4.  東涌道改善工程於 2004 年 6 月展開，經改善後的東涌道於

2009年 2月全面開通。原有的一條在大部分路段約 3.5米闊單線雙程

道路，在改善工程完成後，成為一條 7.3 米闊供雙程行車的雙線道

路，。該公程提升了東涌道的容車量，而運輸署亦已因應東涌道的地

理環境，在各有關路段採取合適的措施，提昇其道路安全，當中包括

在沿路適當地方設置高防撞等級的安全護欄，適當道路標記，及讓車

處等。東涌道現時的走線及相關交通措施請見附件 3。龍井頭至長沙

一段東涌道的改善工程圖則請見附件 4。現時東涌道的總長度約為 8

公里，全年平均每日交通流量為 3,690架次。東涌道的車容量約為每

日 10,000架次，可見東涌道仍有剩餘容量應付行車需求。 

 

5.  自東涌道全面開通後，基於路面情況大為改善，運輸署已： 

 在 2009年決定放寬東涌道的車速限制，即由每小時 30公里提高

至每小時 50公里（北段：2009年 4月 9日，南段：2009年 7月

17日）； 

 在 2010 年 6 月撤銷部分東涌道禁區的限制，東涌道（石門甲道

以南）及嶼南的所有道路仍然維持為封閉道路，「大嶼山封閉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9%A6%AC%E5%A4%A7%E6%A9%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F%E9%90%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F%E9%90%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9%9F%E5%A0%B4%E5%BF%AB%E7%B6%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B2%E6%B0%B4%E9%96%80%E5%A4%A7%E6%A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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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行許可證」的持有人可按許可證所列的條件全日使用東涌

道；及 

 在 2011 年 4 月指定兩段舊有東涌道為禁區。 

 

6.  大嶼山南部一直被列為自然保育區。東涌道改善工程雖然已

完成，道路可容納較多的車輛，但在保育的理念下，運輸署仍維持《大

嶼山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的制度安排。有關細節請參閱文件 5/2014

「根據大嶼山現時規劃實施的交通運輸安排及措施：南大嶼的封閉道

路」。 

 

 

昂平路及昂坪巴士總站改善工程 

 

7.  昂平路原為鄉村通路，隨著大嶼山的發展，昂平路已改善至

7.3 米闊的雙線雙程不分隔車路，供旅遊巴士進出，接載乘客觀光。

昂平路段情況請見附件 5。 

 

8.  過往的昂坪巴士總站在寶蓮禪寺對開的空地，即當時昂坪墟

市。昂坪巴士總站曾於 1993 年在寶蓮禪寺大門牌匾外進行擴建。及

後，為配合興建昂坪 360 纜車及改善昂坪的旅遊設施而興建的昂坪公

共運輸交匯處於 2006 年完成，並為市民提供電單車、私家車、的士、

公共巴士及旅遊巴士泊位。昂坪公共運輸交匯處情況請見附件 6 至附

件 7。 

 

大澳巴士站改善工程 

 

9.  隨著大澳發展，市民對大澳區內的旅遊車泊車位需求日增。

有見及此，運輸署為了盡量配合並促進旅遊發展，運輸署在 2011 年

於大澳興建了一個停車場，供旅遊巴士及貨車停泊。該停車場能為市

民提供 9個旅遊巴士停泊位及 7 個貨車停泊位。停車場的圖則請見附

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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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羗山道及嶼南道的道路改善工程 

 

10.  根據本署記錄，羗山道約 4.4公里長，嶼南道約 15公里長，

羗山道及嶼南道的闊度為 6.8米; 介乎深屈路至大澳巴士總站的一段

羗山道的全年平均每日交通流量為 1,120架次，介乎深屈路至梅窩的

一段羗山道及嶼南道的全年平均每日交通流量約為 2,700架次。羗山

道及嶼南道的車容量為每日 8,000架次，可見羗山道及嶼南道仍有剩

餘容量應付行車需求。該兩段道路的交通意外率與本港一般道路相

約。 

 

11.  從上文可見現時的羗山道及嶼南道基本上滿足該區的交通需

求。雖然如此，過往數年，運輸署亦銳意改善南大嶼道路的行車狀況，

經研究後，已在嶼南道及羗山道等路段推行多個行車道路改善工程，

當中包括已完成擴闊 8個道路彎位，而現時還有彎位改善工程正在進

行或計劃中。羗山道及嶼南道的道路改善工程位置圖請見附件 9 及附

件 10。同時，在現場環境許可的情況下，會盡量為巴士站加設停車彎

位，以進一步提升路面行車的暢順程度。 

 

12.  近年有建議全面擴闊及拉直羗山道。由於整段羗山道兩邊都

是斜坡，路旁亦有不少樹木及地下設施阻礙，所以在設計及進行改善

工程時會遇到很多的技術問題，且當中所涉及不少工程皆屬於大嶼山

郊野公園的範圍，有關工程將會影響大量的樹木及當區原有的自然生

態。鑒於現時羗山道的車流量不高，及嶼南仍主要是一個保育區，現

階段似乎未有足夠理據支持羗山道的全面擴闊及拉直工程。運輸署會

繼續密切監察羗山道及嶼南道的使用情況，在有需要及可行的情况下

推出適當的計劃以進一步改善該道路的行車情況。 

 

未來網絡發展 

 

13.  大嶼山陸續發展，交通網絡會更趨完善。根據現時已知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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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大嶼山將會有下列主要發展﹕ 

 東涌新市鎮擴展 

 港珠澳大橋 

 大澳改善工程 

 梅窩改善工程 

  

東涌新市鎮擴展 

 

14.  大嶼山修訂發展概念計劃已於 2007年完成，計劃中的願景包

括將東涌發展成能容納約 22 萬人口的新市鎮。2012 年 1 月，規劃署

和土木工程拓展署合作展開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為擴展東涌新市鎮

成為更具規模的社區。 

 

15.  現時東涌東的新發展計劃包括沿北大嶼山公路北面興建一條

主要幹路，貫通東涌東新發展區及連接至東涌北市區。東涌東的新發

展區亦會有相應的道路網絡應付市民所需。東涌新市鎮發展將分別於

東涌東及東涌西興建新鐵路站，以更有效地接駁東涌新發展區的運輸

網絡。 

 

16.  東涌東及東涌西的建議發展大綱草圖請見附件 11 及附件 12。 

港珠澳大橋 

 

17.  擬建的港珠澳大橋位於珠江口伶仃洋海域，是連接香港特別

行政區、廣東省珠海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大型跨海通道，解決香港

與內地（特別是珠江西岸地區）及澳門三地之間的陸路客貨運輸要求。 

 

18.  於 2011年 12月 14日港珠澳大橋香港本地工程正式開展，其

餘相關工程合約亦陸續簽署。港珠澳大橋的圖則請見附件 13。與港珠

澳大橋有關的道路建設詳細情況將會於交通及運輸小組的第二次會

議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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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改善工程 

 

19.  為配合大澳的發展及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大澳改善工程正

在區內進行。其中，第二期第一階段工程包括公共交通總站及停車

場。第二期第二階段工程包括旅遊巴士停泊區。可行性研究報告建議

加設 37個私家車及 18個旅遊巴泊車位，相信屆時可改善區內泊車的

情況。 

 

梅窩改善工程 

 

20.  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07年 6月為翻新梅窩景貌改善工程進行

可行性研究，並已於 2009 年完成。第一期的道路工程已於 2012 年 5

月 4 日就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刊登憲報，並於同年 12 月獲

授權進行。第二期工程包括停車場的興建，應付居民所需。 

 

 

總結 

 

21.  大嶼山的道路網絡是根據 2007年 5月發表的「經修訂的大嶼

山發展概念計劃」發展，對外及對內交通現時均能應付因應規劃所產

生的交通需求。隨著未來港珠澳大橋的落成，大嶼山的進一步發展，

運輸署會繼續留意市民需要，採取適當的交通措施。若日後大嶼山發

展規劃有所改變，運輸署會作出相關的檢討。 

 

 

徵詢意見 

 

22.  請小組備悉以上文件。 

 

運輸署 

二零一四年十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F%E7%8F%A0%E6%BE%B3%E5%A4%A7%E6%A9%8B










 

 

附件 5 昂坪路近蓮坪路的相片 

 



 

 

附件 6 昂坪公共運輸交匯處的相片 1 

 



 

 

附件 7 昂坪公共運輸交匯處的相片 2 

 









 

 

附件 11 東涌東的建議發展大綱草圖 

 



 

 

附件 12 東涌西的建議發展大綱草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