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行總監會管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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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網絡

兩鐵合併後，現有鐵路網由91公里增加132%至
211.6公里。加上承諾建造和未來發展的鐵路項目，
網絡總長將由211.6公里增加28%至271.6公里

一以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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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鐵合併、政府表態支持優先發展多個鐵路基建項目，加

上公司繼續推行資產提升及更換計劃，令2007年成為公司

新鐵路項目的一個里程年。踏入2008年，公司在設計和規

劃未來鐵路綫方面將會特別忙碌。

網絡拓展

香港行政長官在其2007年10月的施政報告中表明政府對發

展香港鐵路網絡作為客運系統骨幹的長遠承諾，並將三條

新鐵路綫列為優先的基建項目，包括南港島綫（東段）、廣

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高速鐵路），以及沙田至中環綫。此

外，西港島綫及九龍南綫的工程正在進行，而公司早前已

向政府提交觀塘綫延綫的計劃。由於需要設計這些新拓展

項目及繼續推行現有的拓展項目，2008年將是公司特別活

躍的一年。

進行中項目

西港島綫

作為新拓展項目的第一個，西港島綫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這條建議中的港島支綫包括三個地下車站，分別位於西營

盤、大學及堅尼地城。該項目已於2007年10月根據鐵路條

例刊憲。在2008年，我們將繼續與政府緊密合作，解決西

港島綫的主要技術及財政問題。

南港島綫（東段）將連接金鐘站和鴨脷洲，途經海洋公園、黃竹坑和利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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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南綫

鑽挖隧道

1.6公里(76%)
將軍澳南

為於日出康城的車站鋪設

3.3公里新路軌
西港島綫

2007年10月

行政會議決定
進行進一步規劃和詳細設計

2007年10月
根據鐵路條例

西港島綫計劃刊憲
2007年12月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通過撥款
南港島綫（東段）

2007年12月

行政會議決定
進行初步規劃和設計

沙田至中環綫和觀塘綫延綫

2008年3月

行政會議決定
進行進一步規劃和設計

全長3公里的西港島綫造價估計約89億港元，政府將分兩

階段以撥款的方式提供資助，估計約為60億港元。已批出

的首階段撥款為4億港元，將用作項目設計。次階段即資助

餘額須待香港立法會（立法會）進一步通過。我們與政府已

於2008年2月6日就項目的詳細設計訂立初步的項目協議。

預期西港島綫可於2013年年底或2014年年初竣工。

九龍南綫

九龍南綫為兩鐵合併的一部分，將連接現時東鐵綫尖東站

與西鐵綫南昌站。該條新鐵路綫全長3.8公里，預期於2009

年下旬啟用，將為西鐵綫及東鐵綫乘客提供直接通道，並

將於西九龍設立中途站。九龍南綫所有資金成本將由九鐵

公司支付，而通車後該伸延路綫將歸入服務經營權之內，

據此九鐵公司將擁有該路綫而我們將負責營運及維修。通

車後應付的服務經營權費用只會是根據兩鐵合併所訂明的

結構而支付的每年非定額款項，毋須對年度固定款項或最

初款項作出調整。作為兩鐵合併的一部分，我們與九鐵公

司簽訂項目管理合約，收取監督興建九龍南綫的費用。

擬建的西港島綫是港島綫的延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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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項目

南港島綫（東段）

南港島綫（東段）預計為一個中等容量的鐵路系統，連接金鐘

站和鴨綫洲的海怡半島，途經海洋公園、黃竹坑及利東。

公司已於2007年6月向政府提交修訂項目建議書，當中載

有經更新的財務數據及經改善的金鐘站至現有路綫及未來

沙田至中環綫的轉乘按排。政府其後決定就全長7公里的南

港島綫（東段）進行項目的初步規劃及設計，估計造價逾70

億港元。在香港賽馬會表達意見後，政府要求公司進一步

探討興建跑馬地站的方案。公司將繼續與政府商討該路綫

的具體範圍、執行方案及財務安排。目前的意向是該綫將

會以「鐵路和物業綜合發展經營」模式來填補資金的差額。

該鐵路伸延路綫預期於2011年動工，並於2015年竣工。

沙田至中環綫

政府於2008年3月11日宣布由公司就沙田至中環綫作進

一步的規劃及設計。全長17公里的沙田至中環綫，路綫以

公司於兩鐵合併所提出的方案為基礎，由大圍至港島，連

接多條鐵路，為乘客提供更便捷的鐵路服務。大圍至紅磡

段，接駁馬鞍山綫到西鐵綫，預計於2015年完成。另一段

是將現時的東鐵綫由紅磡伸延過海至港島，預計於2019年

完成。公司會繼續與政府磋商以服務經營權的方式營運沙

田至中環綫。

觀塘綫延綫

政府於2008年3月11日宣布由公司就觀塘綫延綫作進一步

的規劃及設計。全長3公里的觀塘綫延綫，將由現時的油麻

地站途經何文田至黃埔，預計於2015年完成。公司將以擁

有者的方式與政府磋商該項目的實施細節，並已建議以前

山谷道邨的土地物業發展權，來填補資金的差額。

高速鐵路

在2006年2月，政府邀請九鐵公司就北環綫及高速鐵路作

為一個合併項目展開規劃。由公司與九鐵公司共同管理的

綜合研究團隊所進行的可行性研究已於2007年完成。該26

公里長的高速鐵路將提供高速的過境列車服務連接香港和

深圳、廣州以至中國內地的高速全國城際鐵路網。高速鐵

路的西九龍總站計劃成為通往內地的其中一個主要門戶，

其與鄰近發展項目，如西九龍文化區及九龍站和九龍西站

上蓋發展項目均有完善的連接。

北環綫為西鐵綫提供過境連接。透過連接西鐵綫及東鐵綫

的北段，北環綫將於新界東北及西北之間提供一條新的鐵

路走廊。北環綫的進一步計劃將取决於政府就發展新界西

北地區及關於邊境禁區計劃的檢討。

在2007年，公司繼續與政府商討，爭取於2008年年底完

成高速鐵路的初步設計，務求令該鐵路計劃盡快刊憲。

九龍南綫正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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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項目的融資模式

新鐵路項目將採用切合本身情況的不同融資模式。一如以

往，公司將為其投資項目尋求高於資本成本而與項目風險

相稱的商業回報。對西港島綫，政府已表示會採用撥款模

式，據此政府向公司撥付一筆現時估計為60億港元的款

項，使項目具有財務可行性。公司會負責餘下的資本費用

和所有營運、維修及資產置換費用。南港島綫（東段）則可

能採用公司傳統的「鐵路和物業綜合發展經營」模式，將物

業發展權授予公司。未來鐵路發展可用的第三種模式，是

兩鐵合併所採用的服務經營權模式，即由政府（或政府全資

擁有的九鐵公司）支付鐵路綫初期的建造成本，而公司則負

責經營並每年支付經營權費用，同時負責鐵路的保養及改

善工程；九龍南綫已採用此發展模式。公司與政府仍在商

討用於高速鐵路的融資模式。

項目完成

位於日出康城（在將軍澳南）的新站之土木及結構工程已於

2007年10月大致完工。而路軌鋪設亦於2007年12月大致

完成。機電系統設計已經完成，而安裝工程將按進度預期

於2009年竣工。

行人隧道及行人通道

行人隧道及行人通道可擴大公司的集客範圍，將鐵路的裨

益和客戶服務帶給更多市民。

就連接尖沙咀站大堂及鄰近彌敦道63號重建項目地庫的兩

個地下入口工程預期於2008年4月展開。

長荔街行人隧道已於2007年8月動工，將荔枝角站與荔枝

角道南側的新發展項目連接，並將於2009年年底完工。發

展商亦已於2007年年初展開連接佐敦谷至九龍灣站的工

程，並將於2008年年底完工。公司正考慮太子站的行人通

道項目，而葵興、奧運及彩虹站的設計亦在進行中。

擬建的沙田至中環綫的紅磡站電腦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