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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氣行動對七號幹線的意見爭氣行動對七號幹線的意見爭氣行動對七號幹線的意見爭氣行動對七號幹線的意見

爭氣行動反對當局在尚有污染程度較低及效率較高的運輸工具可供選

擇時，興建新的公路。政府建議在港島西岸興建四線或六線行車的七

號幹線，實與其經常提出，有關減低對路面交通的需求而改為推廣鐵

路的運輸政策背道而馳。

根據 1999年進行的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鐵路將會成為未來客運網絡
的骨幹 ”。

行政長官在 2000年施政報告中指出， “假如車輛數目不斷增長，便會抵
銷緩解措施的效益。因此，我們的運輸策略和土地規劃，必須符合可

持續發展的原則。 ”

興建新的公路難免會令道路使用者的數目增加，因而造成更嚴重的空

氣污染及噪音問題。預計使用七號幹線的車輛大多為私家車及的士。

此公路將會影響社會上最脆弱的一 ，因為受影響地區建有不少醫

院、學校、老人院及住宅。他們將須承受空氣污染對身體健康帶來的

更多不必要影響。

如政府重視空氣污染問題，便須解決其長遠及策略性運輸規劃對空氣

質素造成影響的問題。一方面斥資 14億港元，以便採取技術措施改善
個別車輛造成的空氣污染問題，另一方面卻興建更多道路，鼓勵人們

更多使用車輛，實屬毫無意義的做法。

當局必須正視這個問題。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的策略性環境評估顯

示，由於車輛數目增加，全港各區的車輛廢氣問題將日趨嚴重。在最

惡劣的情況下，大部分地區的每年平均二氧化氮含量及可吸入懸浮粒

子含量均預計會有所增加，其中以新界西北、沙田及西九龍受到的影

響最為嚴重。新界西北的空氣質素料將惡化，因為跨境 (往返中國內地 )
及本地交通均會有所增加。我們必須強調，廣為建造新的公路基礎設

施，亦是造成上述情況的有關原因。即使採用嚴格的車輛廢氣排放標

準，車輛仍是許多地區的重要污染來源。

與其坐待空氣質素因建造新的公路而無可避免地惡化，一個積極的政

府應在問題出現前預先採取行動，研究更多可為香港居民提供更大交

通方便的可持續發展方案。

儘管途經香港仔、鴨 洲及華富的主要居民集中地的鐵路最初會耗用

較高建設成本，但就更高效率的運輸系統而言卻可帶來長遠的效益，

並可避免付出健康代價、為居民及訪客提供前往南區各休憩設施的更

利便途徑，以及減輕對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我們促請政府研究七號

幹線的長遠影響，並及早研究所有可行的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