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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小組討論文件  文件編號： 2006ES/7 
- 航運、物流及基礎建設  

 
 

《「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  
 

交通基建發展  
 

前言 

 本文是從政府及公營機構的角度初步分析「十一五」

規劃與香港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希望藉此引發社會各界的討

論，以便高峰會在未來數月制訂一份務實可行的「行動綱領」。 
 
目的  
 
2. 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國際間的經濟活動日益頻

繁，人流貨流亦隨之增長，對交通運輸基建的需求，亦日益增

加，完善的運輸網絡對提升城市的競爭力將扮演重要角色。國

家「十一五」規劃提出要積極提升和完善交通運輸基礎設施，

配合快速經濟發展需求。本文旨在探討香港如何能加强與內地

在交通基建規劃和建設方面的協調發展，以構建相互銜接、有

利於跨界客貨流的綜合交通運輸系統，繼續發揮在珠三角區域

城市群的帶動作用，承擔輻射內地及國際的功能，並鞏固香港

國際金融、貿易、航運等中心的地位。  
 
背景  
 
3. 國家「十一五」，亦肯定了香港國際金融、貿易、航運

等中心的地位，支持香港發展金融、物流、旅遊、資訊等服務

業。為配合規劃，及進一步發揮香港的國際橋樑作用，構建完

善的跨界交通運輸網絡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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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規劃下內地交通基建發展新形勢  
 
4. 國家「十一五」規劃並沒有以獨立的章節闡釋有關交

通基建的建議，而是將其納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加

快發展服務業」的章節 (附件一 )。在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

展及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主要目標的前提下，交通基建的作

用主要是支撐及帶動經濟發展，有關重點歸納如下 : 
 
(一 )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 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形成合理的空間格局。除要

加强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內各城市的分

工協作和優勢互補外，還應繼續發揮對周邊地區的

帶動和輻射作用。健全市場機制，打破行政區劃的

局限，促進生産要素在區域間自由流動，引導産業

轉移。在基礎設施方面，要建設出境、跨區鐵路和

加强跨省區公路運輸通道等。  
 

• 廣東省「十一五」規劃亦提出提升粵港澳合作水

平，按照“前瞻、全局、務實、互利＂的原則，發

揮粵港澳各自的優勢，全方位加强合作，加快跨境

基礎設施建設。此外，加强連接周邊省區及泛珠三

角區域出省高速公路的建設，重點建設出省鐵路。  
 
(二 ) 加快發展服務業  

 
• 拓展生産性服務業，以優先發展交通運輸業和大力

發展現代物流業作為支撐。  
 
• 透過統籌規劃、合理佈局交通基礎設施，做好各種

運輸方式相互銜接，發揮組合效率和整體優勢，建

設便捷、通暢、高效、安全的綜合運輸體系。  
 
• 公路方面，繼續完善國道、省道幹線公路網絡，打

通省際間通道，發揮路網整體效率 (圖一、圖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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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鐵路方面要加快發展，重點建設客運專綫 1和城際

軌道交通 (圖三、圖四 )。 
 

• 完善沿海沿江港口佈局，擴大港口吞吐能力，建設

珠江三角洲高等級航道網。廣東省「十一五」規劃

建議目標形成以深圳港、廣州港爲幹線港，重點建

設西江水運主通道和珠江三角洲 “三縱三橫 ” (圖
五 )。 

 
• 優化民用機場佈局，擴充大型機場，完善航線網

絡。廣東省「十一五」規劃提出以廣州新白雲國際

機場作爲樞紐，並擴建深圳機場。  
 

• 推進江海聯運，集裝箱多式聯運，以及加强鐵路集

裝箱運輸系統的建設。廣東省「十一五」規劃亦提

倡加快建設“三大系統＂，分別為集裝箱、能源和

民用航空運輸系統。在集裝箱運輸系統中，特別强

調與鐵路、公路相銜接。  
 

5. 在「九五」(1996-2000)至「十五」計劃 (2001-2005 年 )
期間，內地大力發展交通基建設施，其中新增的公路、鐵路

里程和港口泊位數目均十分顯著。同期，內地經濟展現了躍

進式發展 (附件二、三 )，印證了經濟發展和交通基建發展的密

切關係。  
 
香港與內地的聯繫  
 
6. 目前，香港和內地有三條公路通道，分別位於落馬

洲、文錦渡和沙頭角，經過深圳市的道路網絡接駁至內地主

要城市。即將建成的深港西部通道，可增加口岸通關能力。

當建設中的廣深沿江高速公路落成後，香港的跨界公路可更

直接通往廣州及其他城市。在鐵路方面，目前香港主要透過

東鐵與深圳的鐵路連接，上水至落馬洲支線於 2007 年落成

                                                 
1鐵道部於 2004 年制定的《中長期鐵路網規劃》提出，爲滿足快速增長的旅客運

輸需求，建立省會城市及大中城市間的快速客運通道，規劃“四縱四橫＂快速客

運專線以及三個城際快速客運系統，其中客運專線客車速度目標值達到每小時

200 公里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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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香港的鐵路網可更方便地連接深圳的地鐵線。在内河水

運方面，近年香港處理的內地貨運量有顯著的增長 2。而香港

港口和機場的發展，與內地的經濟發展尤為密切，華南地區、

特別是珠三角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為香港港口和機場的發

展提供了不可多得的機遇。  
 
7. 1997-2005 年，香港與內地跨界人流年均增長 9.5%，

車流年均增長 5.6%3(附件四 )，大部份跨界人流 (95%)4及車流

(99%)5的起訖點均為珠三角城市。隨著「十一五」期間區域

交通基建設施的改善和擴展，兩地在人流、車流和貨流方面

的連繫預料會持續加强，而跨界行程的出行目的亦隨社會經

濟的發展而轉變。  
 
機遇和挑戰  
 
機遇  
 
(一 ) 為區域協調發展造就環境  
  
8. 國家「九五」和「十五」計劃均有提及內地與香港的

關係，「十一五」規劃更明確支持香港發展物流業和維持航運

中心的地位，同時提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加强珠三角城市

群內各城市的分工協作和優勢互補。在交通基礎設施方面，

訂下了 “統籌規劃、合理佈局 ”的方針和目標，為區域的交通

基建合作提供了策略性的依據和方向。在此框架下，廣東省

「十一五」規劃強調提高粵港澳合作的水平，加快跨境基礎

設施建設，為粵港的進一步合作造就了良好的環境。  
 
9. 要加強粵港之間的進一步合作，地區之間需遵循各自

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發揮本身的比較優勢，互補合作。為

此，香港須把握「十一五」規劃帶來的機遇，以互惠互利的

原則與鄰近城市加强合作發展跨界交通基建設施，藉此拓展

                                                 
2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資料，1997-2001 年的年均增長為 7.6%，2001-2005 年的

年均增長為 9.7%。 
3 運輸署數字。 
4 2003 年跨界旅運統計調查，規劃署，2003 年 
5 跨界旅運統計調查 2004 年補充調查，規劃署，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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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腹地和鞏固香港在金融、貿易、物流、旅遊、資訊、專

業及工商支援服務等行業的領導地位。  
 
(二 ) 連接內地交通網絡有助鞏固香港樞紐地位  
 
10. 近年來，廣東省交通運輸系統的優化，特別是水運和

鐵路運輸加快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了大運量、低成本的交

通支撑體系。廣東省「十一五」規劃加强對交通運輸網絡的

規劃和建設，大大改善了省內交通運輸系統的通達性和承載

力。在省際聯繫方面，廣東銳意加强與周邊省區連接，特別

是與泛珠三角區域的聯繫。目前，  廣東省規劃了 12 條出省

高速公路 6和 12 條出省鐵路 7。  
 
11. 內地在交通運輸網絡佈局中特別强調運輸樞紐 (亦稱

為節點 )的功能，以發揮組合效率。例如在主要港口、鐵路和

機場所在地的城市，按照客運零換乘、貨運無縫銜接的概念，

規劃集多種運輸方式的有機銜接，使這些城市發展成為區域

性重要的客貨集散地和綜合交通樞紐。按照國家交通部編制

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公路水路交通基礎設施規劃綱要》，廣

州和深圳已被列為泛珠三角區域的重要綜合交通樞紐，而東

莞、佛山、中山和珠海亦被列為區域公路運輸樞紐城市 (附件

五 )。  
 
12. 隨著內地交通運輸網絡的優化，香港應改善跨界通道

和通關能力，以高效便捷的方式直接駁通鄰近的綜合交通樞

紐，促進區域內、外的經濟要素快速流動，拉近和內地的距

離，與全國各省市建立更緊密的聯繫。目前，香港公路的半

日交通圈 8基本可以覆蓋珠三角區域，預計在建議的省內及出

省高速公路建成後，半日交通圈將可擴闊至廣東省主要城

市，一日交通圈更可抵達廣東鄰近省份的主要城市。在鐵路

方面，隨著杭福深和武廣客運專線的落成，半日交通圈有機

會透過規劃中的廣深港高速鐵路，伸延至杭州和武漢等主要

                                                 
6
 廣東省高速公路網規劃(2004-2030)，廣東省交通廳，2004 年 

7 廣東省鐵路建設規劃建議，廣東省發改委，2004 年 
 
8
 按照《廣東省高速公路網規劃（2004-2030）》，“一日交通圈＂的定義是指兩個

城市之間可以實現當天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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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線城市，有助增強與內地主要經濟合作伙伴城市的連繫。

然而，有關交通運輸系統若能在舒適及暢達度方面再進一步

改善，提供多元化的直通服務或便捷的轉乘設施，則可大大

提升服務水平。  
 
13. 內地交通運輸設施的改善亦有助加強香港機場和港

口的幅射能力。目前，粵港澳三方正積極推動港珠澳大橋的

興建，隨著大橋與珠江西岸交通基建的落成，將可加強兩地

在社會經濟各方面的融合，吸引更多的客、貨源利用香港機

場和港口往來世界各地。水路方面，香港港口亦將受惠於西

江水運主通道和珠三角 “三縱三橫 ”水路交通網的建成，增加

港口的貨源。   
 
挑戰  
 
(一 ) 區域競爭加劇  面對挑戰增加  
 
14. 國家及廣東省「十一五」規劃，均十分重視加强機場

和港口的發展，並規劃交通設施配合其運輸需要，作為支撐

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策略。廣東省「十一五」規劃提出，

到 2010 年港口吞吐能力達 12 億噸，其中集裝箱吞吐能力達

5,000 萬標準箱。珠三角集裝箱港口的建設以及交通配套的改

善，例如鐵路集裝箱運輸，增加了香港集裝箱港口的競爭壓

力。機場方面，廣州新白雲機場的落成及擴建為香港機場的

進一步增長造成了壓力。新白雲機場二期工程已被列為廣東

省「十一五」規劃的重點項目，由於其土地資源的限制較少，

在短時間內的擴容能力較大。  
 
15. 在鐵路方面，內地提出重點建設客運專線、城際快速

軌道及城市軌道交通網絡。香港的鐵路發展必須繼續加強接

合內地的鐵路網絡，並提升現有的服務水平，以配合內地不

斷改善及提速的鐵路服務，方便香港與內地商旅的往來；否

則，香港整體交通服務在區域內的競爭力將會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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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內地交通發展迅速  香港配合需時  
 
16. 兩地城市處於不同發展階段 :目前，內地尚處於急速發

展階段，現有交通基建設施還未能完全滿足經濟發展和市民

出行的要求，投放大量資源興建有關設施是必須的。值得指

出，香港的發展已達成熟階段，交通基建設施基本上可以配

合社會經濟發展及跨界旅運的需求，因此，兩地在交通基建

發展速度上有所差異是正常的 (附件六 )。香港應按本身的需

要，適時規劃及興建新的交通基建設施，並應積極探討如何

透過理念的創新和制度的完善來把握新的發展機遇。  
 
17. 交通基建發展理念有別 :內地採用 “優先發展交通運輸

業 ”9和 “適度超前發展基礎設施 ”10的概念，以基建帶動經濟發

展，並將之視為支撐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措施。同時，

政府會以行政手段保障重要交通基建項目的實施，例如由各

級政府資助興建或在政策上大力推動。香港方面大致遵循市

場運作的機制，個別項目的興建取決於短期可預見的需求是

否足夠，並需進行嚴格的成本效益分析。雖然按市場規律能

避免行政干預帶來的不確定性，確保有關設施不會重複興

建，造成資源浪費，但局限是未能對政策性因素的改變作出

適時的回應，可能出現未能適時提供交通基建設施的情况。

此外，若繼續依循過往啟動發展的機制，將可能削弱香港在

整體區域發展的競爭力。  
 
18. 兩地發展機制及程序不同 :內地的重要及區域性交通

基建項目均由各級發展及改革委員會 (發改委 )負責規劃和審

批，一般以產業發展的戰略來協調、銜接和平衡各主要行業

和交通基建設施的規劃，具有較強的統籌能力。香港方面，

不同的跨界基建由不同的政策局 /部門 /委員會負責，多以個別

項目作為規劃及興建的基礎，在制訂區域運輸發展策略和協

調不同項目的發展配合，尚有改善空間。在個別項目的發展

時間方面，香港需經過一定的法定程序，例如廣泛的公眾諮

詢等，由構思到落成需要十多年時間，變數較多 (附件七 )。此

外，雖然兩地的大型項目均需經過環境評估及徵用土地的程

                                                 
9  根據國家「十一五」規劃第十六章。  
10 根據廣東省「十一五」規劃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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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但內地在這兩個環節中所需的時間相對較少，而已被列

入五年規劃或近期規劃的重點建設項目，更會以行政措施爭

取項目盡快實施。由此可見，兩地的制度各有優劣，但若比

較規劃及興建的流程，內地機制所需的時間相對較少。  
 
19. 需與內地加強前期規劃研究 :目前粵港之間有關跨界

交通基建的協調機制，主要是以項目為基礎，即當粵港雙方

就有關項目達成共識後，才對工程和技術問題作出跟進研

究。在跨界交通基建的整體規劃方面，必定要與內地加強合

作，使雙方能就共同關心的課題以及影響區域發展的事項盡

早進行深入討論和研究。此外，內地納入五年規劃的重點建

設項目一般已完成前期研究及論證工作，因此在規劃公佈

後，有關項目已進入全速推進的階段，往往形成香港未能適

時配合發展。再者，在「一國兩制」的方針下，內地單位對

於提供仍未公開的資料或邀請香港參與規劃的前期討論亦有

制肘。由於香港未能有效掌握鄰近城市重要交通基建項目的

最新資訊以及作出適時的回應，容易使外界產生香港欠缺主

動的誤解。  
 

政府及業界的回應 /行動  
 
20. 在跨界交通基建發展上，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一直通

過粵港合作聯席會議等組織與內地保持聯繫，以期能進一步

推進有關項目的實施。目前，興建及規劃中的跨界交通基建

項目 (圖六、圖七 )包括：  
 
 (一 ) 深港西部通道  
 

深港西部通道作為第四條跨界行車通道，不但可紓緩目

前跨界公路口岸的交通情況，更可應付未來的需求。目

前，香港段的工程已完成，深圳灣口岸工程正在進行中，

粵港雙方會推動該通道於 2007 年通車。  
 
 (二 ) 上水至落馬洲支線  
 

上水至落馬洲支線是為了應付不斷增長的跨界客運需求

量而建。該線由上水以北的現有東鐵分支，通往接近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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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新落馬洲總站，由行人天橋連接至深圳福田口岸，

跨界乘客可轉乘深圳地下鐵路前往深圳各處。粵港雙方

將於 2007 年上半年開通有關口岸。  
 
 (三 ) 北環線  

北環線將由現有西鐵錦上路站伸延至興建中的落馬洲支

線總站，並與落馬洲支線在新田洲頭交匯，乘客可在該

站轉乘東鐵列車。九廣鐵路公司會就北環線和廣深港高

速鐵路香港段以綜合形式作進一步的規劃。項目完成

後，該線不但可方便新界東西流向，同時可為新界西的

居民提供更便捷的跨界鐵路服務，以便轉乘深圳地鐵。  

 (四 ) 港珠澳大橋  
 

三地政府已成立了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協調

並推展前期工作。在剛舉行的粵港合作聯席會議第九次

會議，有關各方均贊同在口岸設置和查驗模式上，採用

「三地三檢」 11的方案，並同意委託設計單位中交公路

規劃設計院盡快開展「三地三檢」模式下具體口岸設置

方案及選址安排的各項論證，與此同時對大橋的投融資

方案繼續抓緊研究和論證。有關方案經論證可行並上報

中央政府批准後，即啟動大橋建設工程。大橋除縮短香

港與珠江西岸城市的距離，擴闊客貨源外，更能幫助帶

動內地中西部地區發展。  
 
 (五 ) 廣深港高速鐵路  
 

廣深港高速鐵路將會經深圳龍華站連接香港與廣州石壁

新客站，組成國家快速鐵路網絡的一部分。經該城際鐵

路通道，往來廣州與香港的行車時間可由現時的一百分

鐘縮短至一小時以內。有關鐵路的香港段將由建議的西

九龍總站延伸至落馬洲邊界，與內地段連接。廣州石壁

至深圳龍華段建設工程已於去年 12 月正式開展；香港段

方面，廣深港高速鐵路及北環線已於今年 2 月獲批准，

以綜合形式作進一步規劃。項目的建設配合國家「十一

                                                 
11「三地三檢」模式下，香港、珠海及澳門會各自在境內，設置口岸和查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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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規劃加快發展鐵路運輸，可加強與珠三角及東部城

市的聯繫。  
 

(六 ) 東部通道 (蓮塘 /香園圍口岸 ) 
 

香港和深圳已就東部通道 (蓮塘 /香園圍口岸 )的建設，成

立聯合研究小組，共同探討興建蓮塘 /香園圍口岸的需

求、功能及效益，致力在最短時間內完成發展東部通道

(蓮塘 /香園圍口岸 )所需的評估及規劃研究。香港將繼續

透過研究小組，與深圳共同尋求一個最有效的方案，以

改善深港之間東面的跨界交通及提供一條通往粵東的便

捷通道。  
 
21. 除以上項目外，香港與內地亦就跨界發展及交通基建

進行前期研究，例如《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

究》和《泛珠江三角洲區域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合作專項規劃

研究》 : 
  
 (一 )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  
 

粵港城市規劃及發展專責小組於 2006 年初開展了《大

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旨在以具前瞻

性的視野考慮和分析大珠三角的發展路向，藉此制訂

區域發展策略，有利區域的整合和協調發展。有關研

究預計於 2008 年完成。  
 
 (二 ) 《泛珠江三角洲區域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合作專項

規劃研究》  
 

香港、澳門與泛珠三角九省區政府共同委托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綜合運輸研究所，開展《泛珠江三角洲

區域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合作專項規劃研究》。目前泛珠

三角行政首長聯席會議已原則通過有關《綱要》，並要

求廣東省發改委作為牽頭單位，完善《綱要》技術問

題，印發各方共同實施，加快構建泛珠三角區域綜合

交通運輸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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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討論重點範圍  
 
22. 作爲國家未來五年發展的藍圖，「十一五」規劃在産

業升級、發展服務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提出多項發

展目標，並肯定了香港的優勢地位，更首次表明了對香港在

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因應國家及廣東省「十

一五」規劃的建議，政府應與各界人士，特別是運輸業和與

內地有業務往來的人士，就未來跨界交通基建發展的理念和

運作措施作出討論，集思廣益，以促進區域發展和互惠共贏，

並有利於實現國家「十一五」規劃的發展目標。為方便討論，

本文嘗試提出一些初步構思，以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23. 請各專家成員就以下的建議提供意見以及推薦其他

值得研究的課題。  
 
(一 ) 如何以新思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24. 國家及廣東省「十一五」規劃為香港未來交通基建的

發展帶來了挑戰和機遇，顯示出香港與廣東省，尤其是珠三

角城市之間，既有競爭亦有合作的關係。內地提倡以交通基

建帶動經濟發展的策略，加劇了區域內城市之間的競爭。在

合作方面，國家「十一五」規劃提出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

打破行政區劃的局限，廣東省「十一五」規劃亦提出積極推

進粵港澳在物流和口岸通關等領域的合作，加快跨境基礎設

施建設等，均為區域的進一步合作締造良好的環境。  
 
25. 因應「十一五」規劃的新機遇，香港在跨界交通基建

發展上，是否需要調較以需求帶動的發展模式 ?如何更有效地

採取前瞻角度配合區域發展，以促進區域發展的思維來落實

跨界交通運輸項目 ?如何加快跨界交通基建的發展，以避免出

現未能適時配合的情況，影響香港整體的競爭力 ?我們是否需

要考慮建立一個高層次的跨部門統籌協調機制，確保不同部

門提供有效的支援，其工作範圍可包括 : 
 
 定期從宏觀的角度討論跨界基建的發展，加強研究工

作，並廣邀業界參與討論，以便制訂跨界基建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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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 
 
 在不同跨界交通基建項目上，擔當統籌和協調的角

色，讓各政府部門 /業界人士作出配合和跟進 ; 
 
 除改善硬件設施外，對現時有關跨界交通運輸的制

度、程序以及政策等進行更深入的研究，探討如何透

過管理體制的創新和資訊科技的運用等，進一步提高

人流、車流和貨流的效率。  
 
26. 「十一五」期間，區域合作將逐步加强，預計內地不

同地區和城市之間對交通基建的規劃會進行更多的磋商和協

調。為了落實與內地加強聯繫的各種可行方案，香港應如何

更積極地與內地進行更多、更深入和更廣泛的研討和合作 ?除
繼續與廣東省完善高層次的統籌和協調機制外，可考慮與內

地有關交通基建的部委如交通部、鐵道部和發改委等加強溝

通和交流，爭取機會了解內地重要交通基建的前期研究及論

證工作，務求香港能掌握最新資訊和作出適時回應，確保兩

地交通基建的發展能相互配合，發揮最大的協同效益。  
 
(二 ) 如何優化跨界交通網絡  提升香港競爭力  
 
27. 內地交通運輸網絡的完善為香港帶來了新的契機，香

港若以連繫區域為目標，改善與鄰近綜合交通樞紐的銜接，

便可有效促進區域內、外的經濟要素快速流動，拉近和全國

各省市的距離，拓闊香港的經濟腹地，為香港金融、貿易、

物流、旅遊、資訊、專業及工商支援服務等行業的發展提供

新的動力，同時亦有助促進及支援內地有關行業的發展。因

此，為完善跨界交通設施，可從多方面考慮，包括 : 
 
 加强與內地綜合交通樞紐的連接，香港可因應各種交

通工具的功能與服務範圍，考慮是否需要重新檢視各

項跨界交通基建設施的定位和分工，包括公路、鐵路

和水路，以充分發揮各種運輸方式的功能，改善相互

之間的銜接和增加互補性，形成層次清晰、功能明確

的綜合交通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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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如何更有效地與深圳東部通道連接，為香港通往

粵東提供更快捷的通道。此外，由於香港的土地資源

有限，難以應付大幅增加的跨界車流，長遠來說，除

增加公路網的聯繫外，香港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下，

如何加強與內地其他大運量交通運輸方式的銜接？  
 
 以暢順、快速和舒適為大原則，研究如何加強與內地

鐵路網絡的銜接及與內地有關城市就鐵路口岸設置

及配套設施的規劃作出交流，務求將來兩地的鐵路網

絡可以無縫接駁。除了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採用

「共用通道」 12方案外，香港仍會因應策略發展的需

要，繼續研究以「專用通道」方式接駁國家高速鐵路

網絡。此外，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香港應否考慮與

內地主要城市之間開拓更多點到點的跨界直通鐵路

服務？  
 
 如何以交通運輸網絡促進機場和港口的發展，加强和

鄰近城市及貨物集散地的水、陸交通聯繫，促進客、

貨的便捷流通，並不斷擴大航空網絡？  
 
 建 議 香 港 進 一 步 了 解 內 地 港 口 鐵 路 多 式 聯 運 的 構

思、實際發展情况以及推行時間表，以便决定跟進研

究和下一步工作，使香港能更有效承接內地貨源。此

外，隨著西江水運主通道和珠三角 “三縱三橫 ”的建

設，水路交通將會加強，探討如何更有效地吸納珠三

角的水路貨源。  
 
 因應深港西部通道口岸和落馬洲鐵路口岸啓用後的

新形勢，研究如何進一步優化口岸的資源運用及功能

分工。  
 

                                                 
12 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的「共用通道」方案是指與現有的西鐵、擬建的北環線

及現正施工的九龍南線共用路軌，「專用通道」方案則是指鋪設一條通往邊界的

專用路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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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專家成員意見  
 
28. 我們誠意邀請專家成員提出意見  : 
 
(i) 上文就完善交通基建對提升國家和香港的國際競爭力的

分析是否充分全面及深入 ?有哪些須補充的地方？  

 

(ii) 上文就交通基建發展策略在國家「十一五」規劃中的機

遇與挑戰的分析是否充分全面及深入 ?有哪些須補充的

地方？  

 
(iii) 上文就交通基建發展策略在廣東省「十一五」規劃中的

機遇與挑戰的分析是否充分全面及深入 ?有哪些須補充

的地方？  

 
(iv) 上文就進一步發展香港交通基建所提出的一系列回應措

施是否對題？有哪些策略方向須加以調整？  

 

(v) 上文就進一步發展香港交通基建所提出須進一步研究及

考慮的課題是否恰當？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2006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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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清單  
 
(一 ) 國家及廣東省「十一五」規劃有關香港定位及發展交

通基礎設施方面的內容  
 
(二 ) 國家及廣東省五年規劃 /計劃期間交通建設情況  
 
(三 ) 1995 年至 2005 期間香港及內地 GDP 增長率比較  
 
(四 ) 1995 年至 2005 期間香港跨界人流、車流增長情況  
 
(五 )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公路水路交通基礎設施規劃綱

要》所確定的區域公路運輸樞紐佈局方案  
 
(六 ) 香港與內地人均 GDP 比較  
 
(七 ) 香港、內地大型交通基建發展主要程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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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家及廣東省「十一五」規劃有關香港定位及發展交通基礎

設施方面的內容  
 
全國「十一五」規劃  
 

全國「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支援香港發展金融、物流、旅

遊、資訊等服務業，保持香港國際金融、貿易、航運等中心

的地位，加強內地和港澳在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合作。在促進

城鎮群發展方面，特別提出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形成的

城市群，要加強城市群內各城市的分工協作和優勢互補，增

強每一個區域的整體競爭力，繼續發揮對周邊地區的帶動和

輻射作用。  

 

在優先發展交通運輸業方面，全國「十一五」規劃提出了以下建

議 : 

 統籌規劃、合理佈局交通基礎設施，做好各種運

輸方式相互銜接，發揮組合效率和整體優勢，建

設便捷、通暢、高效、安全的綜合運輸體系。  

 加快發展鐵路運輸。重點建設客運專線、城際軌

道交通，初步形成快速客運網絡。  

 進一步完善公路網絡。打通省際間通道，發揮路

網整體效率。  

 積極發展水路運輸。完善沿海沿江港口佈局，擴

大港口吞吐能力。建設珠江三角洲高等級航道

網。推進江海聯運。  

 優化民用機場佈局。擴充大型機場。完善航線網

絡。  

 優化運輸資源配置。強化樞紐銜接和集疏運配

套，促進運輸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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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十一五」規劃  
 
廣東「十一五」規劃提出按照 “前瞻、全局、務實、互利 ”的原

則，進一步落實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發揮粵港澳各自的優勢，全方位加強合作 ,提升粵港澳

合作水平。積極推進粵港澳在物流、旅遊、金融、仲介諮詢、

科技、教育、文化、衛生、資訊、環保和口岸通關等各領域的

合作。加快跨境基礎設施建設。  
 
另外 , 廣東「十一五」規劃提出推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創新

合作機制，制定和實施合作規劃，以落實合作專案和消除行政

壁壘為重點，整體推進、分步實施，共同推動泛珠三角區域內

各方合作。完善區域綜合交通網絡，重點推進區域內高速公

路、鐵路幹線、沿海港口、內河航道和機場建設，進一步提高

區域綜合運輸能力。逐步消除影響區域合作的障礙，建立公平

開放的區域市場 . 

 

廣東「十一五」規劃具體列出了廣東省內的交通基礎設施規

劃。「十一五」期間，廣東將繼續完善交通運輸網路，重點

加強高速公路及縣鄉公路網、軌道交通網、高等級航道網、

集裝箱運輸系統、能源運輸系統和民用航空運輸系統等“三

大網路、三大系統＂的建設。到 2010 年，全省公路通車里

程達 14 萬公里，其中，高速公路達 5000 公里左右；公路密

度達到 78 公里 /百平方公里。鐵路營運里程達約 2900 公里，

地鐵達到 300 公里以上。民航機場旅客吞吐能力達到 9000
多萬人。港口吞吐能力達 12 億噸，其中集裝箱吞吐能力達

50 00 萬標箱。  

 
廣東「十一五」規劃提出建設綜合運輸重大專案 62 項，估算

總投資約 5500 億元，“十一五＂期間投資約 432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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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十一五」規劃與香港有關的交通基礎設施重點工程  
 

設施類別  國家「十一五」規劃  廣東省「十一五」規劃  
(A) 高速

公路  
- 北京至香港（澳門）高速  
- 瀋陽至海口高速  
- 包頭至茂名高速  
- 廣州至昆明高速  

- 廣深沿江高速  
- 珠三角外環高速  

(B) 鐵路  - 北京至廣州至深圳 (客運專線 )
- 上海至寧波至深圳 (客運專線 )
- 廣州至珠海線 (城際軌道 ) 

- 武廣客運專線  
- 廈深沿海鐵路  
- 廣州—珠海、廣州—深圳的

珠江三角洲城際快速軌道交

通主軸線廣州、深圳地鐵  
- 廣深四線  

(C) 港口  - 建設大連、唐山、天津、青島、上

海、寧波—舟山、福州、廈門、深

圳、廣州、湛江及防城等沿海港口

的煤炭、進口油氣、進口鐵礦石中

轉運輸系統和集裝箱運輸系統。 

- 重點建設廣州、深圳、珠海、

湛江、汕头等 5 個主樞紐港

的集装箱、油氣、鐵礦石等

專業化碼頭，以沿海主樞紐

港為重點，形成以深圳港、

廣州港為幹綫港，珠海、虎

門、湛江、汕頭等港為支綫

港，中山等其它港口為喂给

港，並與鐵路、公路集装箱

運输相銜接的集装箱運输系

統。加强樞紐港内集疏運系

统的銜接配套，推動多式聯

運的發展。  
(D) 航道  - 珠江口出海及珠江水系航道

整治工程  
 

- 建設由西江水運主通道和珠

江三角洲“三縱三橫＂三級

及以上骨幹航道組成的高等

級航道網  
- 疏浚主樞紐港出海航道及整

治千噸級及以上骨幹內河航

道  
(E) 航空  - 擴建廣州機場  

- 擴建深圳機場  
- 廣州新白雲國際機場二期工

程  
- 深圳機場擴建  
- 建設潮汕民用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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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家及廣東省五年規劃 /計劃期間交通建設情況  

全國 廣東省 

“九五＂期間 “十五＂期間 “十一五＂規劃 “九五＂期間 “十五＂期間 

“十一五＂規

劃 

  1995-2000 2000-20005 2006-2010 1995-2000 2000-2005 2006-2010 
新增公路

通車里程 
24 萬公里 25 萬公里 38 萬公里* 1.8 萬公里 1.3 萬公里 2.5 萬公里*

其中：新增

高速公路

通車里程 
1.3 萬公里 2.5 萬公里 2.4 萬公里* 828 公里 1954 公里 2000 公里 

新增鐵路

營運里程 
5600 公里 6500 公里 1.7 萬公里 401 公里 414 公里 1100 公里 

其中：新增

客運專線

里程 
  7000 公里    

新增沿海

港口萬噸

級以上碼

頭泊位 

130 個 196 個 N.A 33 個 65 個 150 個* 

資料來源： 
*來自新聞報道，未正式公佈 
1.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年規劃綱要  
2. 交通部:2005 年公路水路交通行業發展統計公報 
3. 國家統計局：“十五＂期間交通運輸業取得長足發展——“十五＂時期我國社

會經濟發展回顧系列報告 
4. 鐵道部：鐵路第十個五年計劃 
5. 交通部:關於印發公路水路交通十五發展計劃的通知 
6. 廣東省綜合運輸體系“十五＂計劃 
7. 廣東省統計局:“十五＂時期廣東交通郵電業發展情況回顧 
8. 廣東省統計局:“九五＂廣東基礎設施建設回眸 
9. 廣東省統計局:"九五"期間廣東交通運輸和郵電發展情況回顧 
10. 南方日報 2006-01-27“十一五＂廣東交通新藍圖 計劃新增 25000 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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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995 年至 2005 期間香港及內地 GDP 增長率比較  

 

-10%

-5%

0%

5%

10%

15%

20%

香港 7% 11% 11% -5% -2% 4% -1% -2% -3% 5% 7%

廣東省 15% 11% 8% 9% 9% 11% 10% 11% 14% 14% 13%

中國 10% 10% 9% 8% 7% 8% 7% 8% 9% 10% 1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資料來源： 
1.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05 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1990-2005) 
2. 廣東省政府工作報告 (2000-2006) 
3. 廣東統計年鑒 (1991-2000) 
4. 香港統計年刋(199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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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995 年至 2005 期間香港跨界人流、車流增長情況  

1995 年至 2005 期間香港跨界人流增長情況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450,000

日均跨境人次  163,449 177,951  204,767  235,490 272,526 304,236 319,485 351,792 340,238 401,611  421,918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1995 年至 2005 期間香港跨界車流增長情況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日均架次 23,193  24,413  26,050 26,758 28,288 28,288 31,035 33,822 35,783 39,429  40,413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资料来源: 
香港運输署網頁资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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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公路水路交通基礎設施規劃綱要》所確

定的區域公路運輸樞紐佈局方案  
 
泛珠江三角洲區域公路運輸樞紐是依託區域高速公路網，位於

重要節點城市，與其他運輸方式有機銜接，具有重要經濟意義

的公路運輸中心，由國家公路運輸樞紐和重要的區域性公路運

輸樞紐城市構成，共計 65 個。  

區域公路運輸樞紐城市佈局方案表  

省份 城市 
廣東 廣州  佛山  東莞  深圳  汕頭  湛江  珠海  茂名  梅州  江

門  韶關 肇慶  惠州  中山 
福建 福州  廈門  泉州  漳州  南平  龍岩  三明 
海南 海口  三亞 
廣西 南寧  柳州  防城港  桂林  百色  河池  梧州  北海  崇左  

貴港 
貴州 貴陽  遵義  六盤水 
湖南 長沙  株州  衡陽  岳陽  常德  邵陽  懷化  湘潭  張家界 
江西 南昌  鷹潭  贑州  宜春  九江  上饒  吉安 
雲南 昆明  曲靖  大理  景洪  瑞麗  開遠 
四川 成都  宜賓  內江  南充  綿陽  樂山  瀘州 
 
 
對主要港口、重要鐵路樞紐、樞紐機場所在地的區域公路運輸

樞紐城市，要統籌規劃集多種運輸方式為一體的樞紐港站，按

照客運零距離換乘、貨運無縫銜接的先進理念，實現 3種以上

運輸方式轉換，使這些城市發展成為區域性重要的綜合交通樞

紐。區域重要綜合交通樞紐是區域綜合運輸網路的重要節點，

是泛珠江三角洲對內、對外主要的客貨集散地，對泛珠江三角

洲區域合作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泛珠江三角洲區域重

要的綜合交通樞紐包括：廣州、深圳、福州、湛江、廈門、汕

頭、岳陽、長沙、南昌、南寧、成都、昆明、貴陽、柳州、桂

林、海口等 16 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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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統籌路站、同步發展，突出重點、引導方向，以點帶面、

逐步成網＂的總體原則，儘快開展樞紐城市公路運輸樞紐總體

規劃，在規劃基礎上，以構建省際快速客貨運輸系統、國際集

裝箱向內陸延伸的運輸保障系統、旅遊客運服務網路以及區域

城際、城市、城鄉交通一體化的客貨運輸系統為方向，2010 年
前重點建設：  
 
（ 1）  以9省區省域中心城市為重點的綜合客運樞紐，結合主要

港口和重要鐵路樞紐佈局的綜合貨運樞紐。  
（ 2）  結合集裝箱幹線港及鐵路集裝箱節點站建設集裝箱中

轉站。  
（ 3）主要公路口岸城市的口岸貨運站。  
（ 4）重要旅遊城市具有旅遊集散功能的綜合客運站。  
（ 5）高速公路沿線重要的配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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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香港與內地人均 GDP 比較  

香港與內地人均 GDP 比較（ 2005 年）  

單位：美元 
 

25,622

5,594
2,882 1,707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1

香港

珠江三角洲*

廣東省

中國

 
*珠江三角洲爲 2004 年數字,2005 年數字有待廣東省統計局公佈。 
資料來源： 
1. 中國統計摘要 2006 
2. 2006 廣東省政府工作報告  
3. 2006 香港統計數字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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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香港、內地大型交通基建發展主要程序比較  

香港 內地 
 程序    審批部門 程序     審批部門

           

             

 

全港發展策略、交通

基建網路規劃 
   

主管政策局 /行
政會議 

   

五年規劃、交通專

項規劃 
    

各級人大 /
發改委 /交
通主管部門

                           
             

 
確定工程需要 

   

主管政策局 /行
政會議 

   
项目建議書 

    
各級發改委

                       
             

 
工程可行性研究 

   
主管政策局 

   
工程可研報告 

    
各級發改委

                     
            

 
確定工程計劃 

    

工程主管部門 
   

初步設計 
    

                   

各級交通主

管部門 

                        
 政府投資  私人投資     政府投資  私人投資   
                        
        

立法會財務委

員會(適用於政

府投資项目) 

             
 進行環境評估          進行環境評估      
                       
 進行收地         徵用土地      
                         
             

 
批准建設 

    
工程主管部門 

   
批准建設 

     

各級交通主

管部門 

                                   
資料來源: 
1. Project Management for the Public Works Programme, Hong Kong Government 
2. 《關於更新改造措施與基本建設劃分的暫行規定》，原國家計委、原國家

經委、國家統計局，1983 年 
3. 《國家計委關於重申嚴格執行基本建設程序和審批規定的通知》，原國家

計委，1999 年 
4. 《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國務院，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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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清單 

 

圖一 國家高速公路網佈局方案 

圖二 廣東省高速公路網 

圖三 國家中長期客運專線網 

圖四 廣東省鐵路網 

圖五 廣東省主要航道及港口分佈 

圖六 香港跨界高速公路網 

圖七 香港跨界鐵路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