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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月 17日立法會會議上 

通過的「完善新界交通網絡，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議案 

 

進度報告 

 

目的 

 

 在 2023年 5月 1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由劉業強議員

動議，經陳月明議員和陸頌雄議員修正的「完善新界交通網

絡，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議案獲得通過。已獲通過的議案

全文見附件。 

 

2. 本文件旨在匯報相關工作之進度。 

 

進度 

 

3. 北部都會區涵蓋元朗和北區約三萬公頃的土地，包括

天水圍、元朗和粉嶺／上水等新市鎮、洪水橋／厦村、古洞

北／粉嶺北等新發展區，以及相鄰的鄉郊地區。北部都會區

具策略性意義，是香港未來發展的新引擎，為香港注入新經

濟動力，尤其是透過提供大量新土地作創科發展用途，可助

力香港於「南金融、北創科」的新產業布局下，發展成國際

化的創科中心。地理上，北部都會區靠近深圳發展動力最強

的都市核心區和創科基地，而且擁有七個口岸的地利，所以

北部都會區讓香港把握大灣區急速發展帶來的眾多機遇，有

助香港與大灣區進行高質素的經濟合作。政府會對接國家

《十四五規劃綱要》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策

略，以及把握這些政策帶來的發展動力，與其他大灣區城市

攜手推動更全面的合作，謀劃和營造更佳的發展潛力及機

遇，強化協同效應，以推動大灣區高水平合作和高質量發展。 

 

4. 政府一直提倡以「基建先行」及「創造容量」的規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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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推動運輸基建項目，以釋放主要運輸基建沿線新發展區的

發展潛力。政府會針對交通瓶頸完善運輸網絡，增加市民出

行選擇及縮短行程時間，並前瞻性地配合長遠發展及跨界融

合的運輸和物流需求。為落實基建先行，當各土地發展項目

尚在早期醞釀階段，政府已預先按初步規劃意向檢視該區所

需的主要運輸基建，並會爭取於主要新增人口遷入新發展區

階段及相關運輸需求出現前適時啓用有關策略性運輸基建。 

 

5. 政府目前正為北部都會區積極有序地推進多個大型運

輸基建項目，鐵路項目包括古洞站及北環線主線、北環線支

線、洪水橋站，以及交椅洲人工島的港島西至洪水橋鐵路等，

而主要幹道項目則包括十一號幹線（元朗至北大嶼山段）、青

衣至大嶼山連接路、屯門繞道、元朗公路（藍地至唐人新村

段）擴闊工程、粉嶺繞道、粉嶺公路擴闊工程，以及交椅洲

人工島的港島西至大嶼山東北連接路等。此外，《跨越 203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下稱《策略性研究》）亦

初步建議推展四項與北部都會區相關的項目，包括港深西部

鐵路（洪水橋至前海）、中鐵線、北都公路及沙田繞道。 

 

6. 在跨境鐵路項目方面，為進一步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基

礎設施互聯互通，港深政府已成立「港深跨界軌道基礎設施

建設專班」（「專班」），共同構建「軌道上的大灣區」。港深政

府已透過「專班」及其「技術小組」展開港深西部鐵路（洪

水橋至前海）項目的研究，首階段研究已於 2022 年年底完

成，確立了項目的策略價值和必要性，並擬定項目的初步可

行方案。項目將連接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至前海，加強香

港北部都會區與廣深科技創新走廊的銜接，配合公路網絡，

使兩區聯合成為珠江東岸交通走廊的策略性樞紐。港深西部

鐵路（洪水橋至前海）項目的次階段研究已展開，就鐵路方

案的規劃、初步工程可行性、效益、環境影響，以及建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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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安排等進行研究，預計於 2024年年中完成。 

 

7. 隨着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和皇崗口岸的重建，北環線主

線連同北環線支線將會為北部都會區和新皇崗口岸提供直

接鐵路連接，加強北部都會區與大灣區的連接。擬議的北環

線支線全長約 5.8 公里，走線由北環線主線的新田站出發，

途經新田科技城，以及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接入深圳的新皇崗口岸，除有助加強跨境聯繫外，亦可加強

河套區與市區的交通聯繫，為往來大灣區的市民及旅客提供

多一個出行的選擇。政府正透過「專班」與內地當局，以及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推展相關工作，並預計於 2024 年內與內

地當局就北環線支線深圳段的推展安排達成共識，並就項目

展開詳細規劃及設計。 

 

8. 北環線項目包括於現有東鐵線落馬洲支線上增建古洞

站，以及在現有屯馬線錦上路站與古洞站之間興建一條約

10.7公里長的主線，並於凹頭、牛潭尾和新田增設三個中途

站。完成後的北環線與現有的東鐵線及屯馬線，將會形成一

個貫通新界和九龍市區的環狀鐵路，不但改善現有鐵路網絡

的連接，服務古洞北新發展區及新田科技城，更可釋放凹頭、

牛潭尾及新田一帶的土地潛力，帶動有關地區的發展。因應

北環線沿線的發展步伐，政府會先在東鐵線落馬洲支線上開

始興建古洞站，然後陸續展開主線工程。 

 

9. 政府正積極推動北環線的建設。古洞站的詳細設計已

大致完成，預計於今年動工，並會於 2027年竣工，以配合古

洞北新發展區內主要新增居民的遷入時間。至於北環線主

線，按工程的複雜性，考慮到項目的詳細規劃及設計所需的

時間，建造工程預計於 2025年展開，並會在 2034年竣工。

因應新田科技城的目標發展時間表（即 2024 年第 4 季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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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用地的土地平整工程，首批居民於 2031年開始遷入，首

批企業甚至更早），政府會密切監察工程進度，務求讓項目早

日落成提供服務。在北環線落成之前，有關部門將會協調公

共交通營辦商，並因應遷入人口的交通需求，提供足夠的公

共交通服務。另外，政府亦計劃於明年開展洪水橋站的工程，

目標於 2030年竣工。 

 

10. 主要幹道方面，因應新界西北陸續發展所產生的交通

需求，政府正推展一系列道路基建項目，以加強區內區外的

連繫，並透過提升道路基礎建設，進一步加強交匯道路及區

內道路網絡的承受能力，增強周邊發展的連繫，有效釋放相

關區域的發展潛力。連接市區方面，政府正推展十一號幹線

(元朗至北大嶼山段)、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以及元朗公路

(藍地至唐人新村段)擴闊工程。連接機場及大嶼山方面，政府

正推展連接藍地至屯門第 40 區及屯門－赤鱲角隧道的屯門

繞道。十一號幹線及屯門繞道的勘查研究已分別於 2021年 9

月及 2022 年 3 月展開，而元朗公路擴闊工程及青衣至大嶼

山連接路的勘查研究及詳細設計工作亦分別於 2022年 10月

及 2023年 5月展開。政府爭取於 2033年或以前分階段開通

上述道路項目。 

 

11. 同時，政府在構思交椅洲人工島時，建議了一組策略性

運輸基建，當中包括港島西至洪水橋鐵路及港島西至大嶼山

東北連接路。港島西至洪水橋鐵路將途經港島西、交椅洲人

工島、欣澳、屯門東，達至北部都會區的洪水橋，接駁規劃

中的港深西部鐵路。政府亦會把握重新規劃屯門西的契機，

研究此鐵路從屯門東延至屯門西的可行性。港島西至大嶼山

東北連接路方面，其北段的初步設計會連接交椅洲人工島至

正在規劃中的十一號幹線及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利用這條

連接路，北部都會區將可無需途經九龍而往來港島。這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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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可加強北部都會區、交椅洲人工島，以及香港島的連繫，

從而更有效地提升北部都會區與維港都會區的通達性。 

 

12. 隨着包括北環線、十一號幹線、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

交椅洲人工島的港島西至洪水橋鐵路及港島西至大嶼山東

北連接路等正推展及規劃中的鐵路及主要幹道項目相繼落

成，加上透過購置列車及提升信號系統將現有鐵路網絡提升

至最高載運量，政府預期本港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網絡大致能

滿足直至 2041 年的運輸需求，而且大部分現時及預期出現

的交通瓶頸將得以紓緩。 

 

13. 長遠而言，就北部都會區內的東西連接，以及北部都會

區與維港都會區的南北連接的運輸需求仍然十分殷切。因

此，政府計劃推展《策略性研究》初步建議興建的四項與北

部都會區相關的項目，包括港深西部鐵路（洪水橋至前海）、

中鐵線、北都公路及沙田繞道，藉此加強北部都會區內的東

西連接、北部都會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跨境融合，以及與

維港都會區的南北連接。《策略性研究》的公眾諮詢期已於

2023年 3月底結束。政府正仔細研究議員及市民所提出的意

見，包括有關不同走線的意見，優化建議的走線並進行初步

工程技術性評估，以期於 2023年第四季構建香港未來的「主

要運輸基建發展藍圖」，作為推展主要運輸基建項目及發展

項目時的參考。 

 

14. 至於新界北新市鎮及羅湖／文錦渡，以及流浮山、尖鼻

咀及白泥地區的運輸基建方面，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現

正就上述地區進行研究。運輸及物流局聯同路政署和運輸署

一直與規劃及工程研究團隊緊密合作，訂定就土地用途規劃

所需要的主要交通運輸基建項目，目標是同步敲定土地規劃

用途及建議的運輸基建走線。由於規劃及工程研究正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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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府會繼續檢視及調整相關運輸基建規劃方案，以提供

最適合、便捷及通達的交通服務，並適時公布有關運輸基建

的規劃詳情。 

 

15. 沙頭角地區方面，在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下主要建議

作生態康樂旅遊用途，視乎日後具體的發展建議，政府會探

討推動相關發展的運輸及物流需求，務求以最有效方式滿足

交通需要。 

 

16. 政府正從多方面精簡法定和行政程序，提速提效，加快

完成規劃中的大型運輸基建項目。同時，加上採用新的合約

採購模式，例如讓承建商提早參與工程設計、應用最新科技，

以及同步進行前期工程和詳細設計等方法，以期加快推展大

型運輸基建項目。每個工程項目皆有其獨特性，例如工程規

模及範圍，因此可減省的時間不一。政府正檢視在全面落實

精簡法定和行政程序後，規劃中的運輸基建項目的推展時間

表。 

 

17. 至於地區及鄉郊道路方面，政府十分重視加強鄉郊的

基建設施，以改善鄉郊地區環境。在北部都會區各個發展項

目的工程及規劃研究中，項目團隊會充分考慮發展項目的運

輸及物流需要，以及項目對鄰近地區交通的潛在影響，並會

建議合適的措施，以透過發展項目改善該些地區的整體交通

運輸網絡。這些工程除了滿足新發展所帶來的交通需要，同

時亦可改善區內的交通狀況。舉例來說，在推展古洞北／粉

嶺北新發展區時，政府除了興建粉嶺繞道外，也改善了現有

寶石湖及掃管埔迴旋處。在元朗南第一期發展下，除區內新

建道路外，亦一併重建唐人新村交匯處，改善十八鄉交匯處

及公庵路部分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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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政府亦一直有提升現有地區道路，同時透過民政事務

總署的鄉郊小型工程計劃，為鄉郊地區進行行車通道改善工

程，方便居民出入。除此之外，在推展北部都會區的新發展

區時，項目團隊會諮詢相關政策局、部門及地區人士的意見，

在適當的情況下會改善鄰近的鄉郊地區的交通連繫。舉例來

說，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內的新建道路利便了毗鄰的河

上鄉村，而元朗南發展亦改善現有黃泥墩村路、僑興路及朗

漢路部分路段等鄉郊道路。 

 

總結 

 

19. 政府會根據新發展區的最新規劃資料，全盤考慮並有

序地推進各項交通運輸基建項目，繼續以「基建先行」及「創

造容量」的規劃方式應付北部都會區長遠發展的運輸需求，

以及改善地區和鄉郊的基建設施。 

 

 

 

運輸及物流局 

發展局 

2023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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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年 5月 17日立法會會議上 

通過的「完善新界交通網絡，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議案 

 

根據資料顯示，北部都會區涵蓋新界多個地區，包括元朗、

天水圍、粉嶺/上水等新市鎮、打鼓嶺區、沙頭角區及相鄰鄉

郊地區，覆蓋由西至東的深港口岸經濟帶及更縱深的腹地，

是促進港深融合發展和連繫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最重要

的地區；然而，現時新界交通網絡並不完善，部分鄉郊地區

更缺乏道路連接，難以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窒礙本港把握

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就此，本會促請特區政府完善新界的交

通網絡，積極拓展鄉郊道路網，以貫徹‘基建先行’的發展理

念，其中北都公路的走線需要伸延至打鼓嶺、蓮塘/香園圍口

岸和沙頭角口岸，貫通整個北部都會區東西兩邊，並加強北

部都會區及維港都會區的交通聯繫，以及擴大港深的連接 

面，將深港之間 7個陸路口岸以鐵路貫通，讓香港更好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本會亦促請特區政府積極拓展新界鐵路網

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