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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關注三隧分流對紓緩本港交通擠塞的作用」

-書面回覆 

 

1. 西隧在建議調整後的收費仍屬最昂貴，不少人對分流

紅隧車輛的作用存疑。請問部門如何有信心達到這個

目標？ 

 

答：西隧是以「建造、營運及移交」模式建造的隧道，

現時由私營的西隧公司擁有並營運，直至 2023 年 8

月 1 日專營權屆滿為止。根據《西區海底隧道條例》

(第 436 章)，西隧專營公司只要符合該條例所訂明

的條件，便可調高法定隧道費最多六次
1
，直至專營

權屆滿為止。西隧公司現時就各類車輛收取優惠隧

道費，以私家車為例每程為 70 元。西隧公司可基於

商業考慮，全權決定隨時把優惠隧道費調高至法定

隧道費水平(現時私家車為 240 元)，政府沒有法定

權力否決或押後。 

 

現時西隧的收費與紅隧(私家車為 20 元)及東隧(私

家車為 25 元)有相當差距，假如不實施「三隧分流」

方案，將來差距很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在「三隧分流」

方案建議，西隧和紅隧及東隧私家車、電單車和的

士的收費差距將大幅拉近，有關車輛類別的西隧使

用費亦會下調並鎖定，可以使部份紅隧及東隧的交

通需求有效及持久分流至西隧。 

 

建議的指定隧道費水平是建基於具科學基礎及數據

分析的交通數值模型。在研究過程中，顧問公司仔
                                                      
1西隧公司只可每年增加一次法定隧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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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測試了不同隧道收費組合的相互效應，以計算出

不同隧道收費組合的交通流量預測並作深入比較，

從而建議最佳的分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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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時早上繁忙時段有不少車輛經西隧過海，如將紅隧

部份車輛分流至西隧，變相增加了西隧的負荷。請問

部門是否考慮到西隧的承受量？ 

 

答：「三隧分流」方案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善用西隧剩餘設

計容車量，以紓緩過海交通擠塞。現時，西隧平日

早上和傍晚的交通需求較設計容車量分別少 10%及

14%。 

 

在「三隧分流」方案於 2020 年 1 月 1 日實施時，中

環灣仔繞道與東區走廊連接路已經啟用，西隧連接

路的交通狀況將會隨之而改善，使我們可利用西隧

的剩餘容車量。根據研究分析，在實施「三隧分流」

方案後，西隧會於短暫的繁忙時段超過設計容車量

而出現車龍，但不會影響其連接路上的交通分流點

和非過海交通，而且其他時間不會出現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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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界地區例如上水、粉嶺等車輛，一般經由獅子山隧

道往紅隧過海，或經由大老山隧道往東隧過海。如想

進一步達到三隧分流，部門是否應一併考慮將大欖隧

道減價，吸引上述地區駕駛者經大欖隧道、3 號幹線而

使用西隧過海？ 

 

答：根據運輸署 2017 年所進行的評估，來往沙田及港島

的車輛是構成過海交通的重要部分，駕駛者會把三

條過海隧道和三條陸上隧道(即大老山隧道、獅子山

隧道和尖山及沙田嶺隧道)配對使用。因此，運輸署

是次研究將這六條隧道的收費及交通分流作整體考

慮。 

 

大欖隧道是以「建造、營運及移交」模式建造的收

費隧道，其收費水平主要影響隧道本身和非收費的

屯門公路的交通流量，對現時三條過海隧道交通的

分流作用影響非常輕微，因此研究範圍並沒有包括

大欖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