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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於2002年向
中央政府提出興建港珠
澳大橋的建議，翌年國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特區政府共同完成
《香港與珠江西岸交通聯繫研究》，研究結
果表明港珠澳大橋最具迫切性和必要性，國
務院正式批准三地政府開展港珠澳大橋前期
工作，並同意粵、港、澳三地成立「港珠澳
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
2004年2月，協調小組委聘中交公路規劃

設計院就港珠澳大橋進行可行性研究。該項
研究涵蓋的專題範疇廣泛，包括航道淨空、
水文、環境、交通、經濟效益和財務可行性
等。其後舉行了多次專家評審會議，以蒐集
內地、香港及澳門專家的意見，工程可行性
研究內的各項專題研究在2005年大致上完
成。
立法會財委會分別於2005年及2008年批
准撥款，以支付特區政府就港珠澳大橋的概

念設計及進一步技術研究所需承擔的費用、
委聘顧問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進行勘測及
初步設計工作，及支付本港就港珠澳大橋施
工前工作所需承擔的費用。
2009年12月15日，港珠澳大橋工程開工

儀式盛大舉行，正式展開施工。工程內容包
括海中橋隧工程，香港、珠海和澳門三地口
岸，以及香港、珠海、澳門三地連接線。香
港口岸設於機場東面的人工島，相關填海工
程於2010年展開，翌年西、東人工島主體的
結構工程相繼完成。大橋的橋樑工程於2012
年全面展開，包括建造九洲港航道橋、江海
航道橋及青洲航道橋合共3座斜拉橋。
今年2月，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正式完成
交工驗收，確認具備通車試營運條件。三地
政府於上月進行聯合試運，確保各口岸運作
順利。雖然正式通車日仍未公佈，但大橋開
通儀式已定於下周二在珠海舉行，相信通車
指日可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港珠澳大橋香港
口岸坐落大嶼山，地理位置上毗鄰的香港國際機
場，將成為粵港澳三地的交匯點。特區政府預期
大橋會發揮促進珠三角西部，以至大灣區內人
員、資金、技術等流動的重要作用。
政府2008年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指，大橋項

目的直接經濟效益包括節省的交通費用、旅客節
省的時間值、大橋項目為三地帶來的交通量及陸
路貨運減省的時間值。文件指出，港珠澳大橋啟
用後，香港與珠三角西部的相關行車時間會大幅
縮減，取道大橋往來珠海與葵涌貨櫃碼頭，可節
省逾60%行車時間；往來珠海與香港國際機場的
行車時間更節省逾80%。

跨境貨運量料2035達9300萬公噸
間接經濟效益方面，政府預計珠三角西部與香

港之間的經濟活動會轉趨頻繁，客貨運輸會顯著
增長。文件引述中交公路規劃設計院的評估，指
每年珠海、江門和中山往來香港的跨境貨運量將

由2005年的1,600萬公噸，增至2035年的9,300
萬公噸。
文件指，珠三角西部有待開發的土地資源亦相

對較為充裕，工資和資源均較便宜，發展潛力優
厚，港珠澳大橋正好提供必需的基礎設施，連接
香港與這個發展潛力巨大的地區，本港投資者在
發展步伐較慢的珠三角西部投資應會得益。
而本港出入境的航空旅客亦會增加，香港因而

受惠；飛機乘客抵達香港國際機場後，可取道大
橋經香港往來內地，十分方便。港珠澳大橋也把
珠海機場的內地航線網絡連接到香港國際機場完
善的國際航線網絡，為兩機場產生協同效應。
運輸及房屋局今年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指出，

粵港澳三地聘請的顧問曾進行中長期大橋車流
量的估算，預測於2030年及2037年每日
分別會有約29,100架次及約42,000
架次行經大橋，每日客流量則
分別為 126,000 人次及
175,000人次不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香港運
輸物流學會前會長梁剛銳表示，香港
國際機場的貨運量已連續多年位居世
界第一位，吞吐量亦不斷增加。在大
灣區的發展下，珠三角西部的經濟增
長甚至比中部高，大橋既促進西部到
港的物流，並利用青馬幹線連接機
場，將可加強機場的樞紐角色，發揮
香港空運優勢。他建議在法例上設法
配合，參照海天客運碼頭的做法，令
香港口岸至機場的路亦列為禁區，
「貨櫃不需要入關再出關，更添效率
及競爭力。」
他續說，香港的設備及冷鏈技術成
熟，可吸引不同企業來港建立地區配
送中心，例如貴價產品、鮮活貨品及
冷藏貨品均可空運至全球各地，陸運
輻射粵港澳大灣區，在物流上亦充分
發揮「超級連繫人」的角色。他分

析，大橋開通對海運的效益較少，但
相信前往葵涌碼頭的珠三角貨櫃仍會
選用內河船。
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主席蔣志偉形

容，港珠澳大橋通車對業界而言是很
大的機遇，因為過去連接澳門及西部
的路程較長，陸路運輸收費會較水路
貴大約60%，故主要物流訂單被水路
內河船運壟斷，「用船一定不可以即
日到，而陸運實際上可以做到即日，
故以往很趕急的單才會選用陸運。」

稱前景不俗勉港青投身
他指出，大橋通車後陸運最快3小時
便可完成，競爭力較以往大大增加，
即使內河船日後調整價格，他相信陸
運亦有很大的空間，預計在大橋開通
後半年可展現實際效益，「始終是一
件好事，對我們來說是生財道路。」

他並指，任何經濟環節亦會為運輸業
帶來機會，故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配合
大橋的通車，促進人流及物流，對業
界而言是雙贏。他直言，業界前景不
俗，鼓勵年輕人可以投身行業。
港粵運輸業聯會主席謝浪坦言，港珠

澳大橋的真正意義在於把粵港澳連接於
一起，令大灣區經濟帶城市來往交通愈
來愈便利，為各行各業創造條件。他
指，廣東一帶過去工業發展蓬勃，不少
貨品透過香港轉口至其他地方，隨着大
橋通車，以往珠江西岸以水路來港的高
貨值品，如手機、電腦、高級玩具，將
可改由陸路貨運至毗鄰的機場，「沒有
以前轉車、轉船那麼轉折，亦可避免貨
品受碰撞而損毀。」
他認為大橋通車無疑對業界有好

處，預計至少每天增加數百車次，而
業界亦已作出相應準備。

陸運競爭力增 物流界讚雙贏 2002年拍板去馬 廣泛研究規劃

港珠路程激減 省逾六成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商
界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指出，粵港澳
大灣區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切入
口，將來大灣區規劃出台時，必須
有硬件和軟件配合，港珠澳大橋便
是重要的硬性之一。他解釋，港珠
澳大橋開通，加上廣深港高鐵日前
已通車，將拉近香港與大灣區其他
地區的距離，大幅提升香港與內地
在人流、物流方面的互聯互通，並
協助打通資金流和信息流。
他認為，內地人對有關香港各方

面投資的興趣與日俱增，相信大橋
落成通車將為香港金融業帶來商
機。同時，憑藉香港金融界克服過
多次的環球金融危機及對國際金融
市場風險管理、金融危機的認知與
良好的企業管治經驗，將能為內地
投資者提供專業服務。
他並指，日後大橋除方便現時在

內地工作的港人外，相信亦能夠為
有意到內地工作、讀書及退休的港
人提供交通上的誘因，吸引港人到
大灣區發展，讓他們的生活模式有
更多選擇，為年輕人帶來更大的發
展機遇和空間。他期望社會各界同
心協力，將九市二區拼湊成一幅互
容互補的發展藍圖，共同將大灣區
打造為國際一流灣區。

盧文端：增外商港投資意慾
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
長盧文端表示，港珠澳大橋落成
後，將全面深化大灣區跨境交通基
建聯繫，由於陸路車程大大縮短，
大橋為商貿來往、投資者及市民帶
來便利，免卻虎門大橋的塞車之
苦，進一步實現「一小時生活
圈」，為深化區域融合發展提供重
要基礎，同時提高粵港澳大灣區的
國際競爭力。
他形容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相繼開通是「雙喜臨門」，
加快大灣區城市間人流、物流來往
及發展，並帶來連鎖經濟效益，一
方面灣區城市可互相尋找商機，發
展各自的優勢產業，另一方面大橋
於世界馳名，交通便利將提升外商
到香港的投資意慾，對香港而言絕
對是一件好事。

港珠澳大橋由2009年12月動工，至今正式建成、通車在即，歷時9年。這條

長29.6公里、擁有世界上最長的沉管隧道及世界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

將成為跨越粵、港、澳三地、連接珠江東西兩岸的陸路運輸新通道，促進粵港澳

大灣區的融合發展，可謂大灣區的標誌性基建。大橋通車在即，物流貨運界及工

商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指大橋開通後將帶動香港物流業的發展，

而粵港澳大灣區的運輸網絡將更趨完善，促進人流、物流、信息流及資金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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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時間大幅縮減行車時間大幅縮減

起點—目的地

珠海—葵涌貨櫃碼頭

珠海—香港國際機場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現時路程及
行車時間

約200公里、
約3.5小時

超過200公里、
大約4小時

取道大橋路程及
行車時間

約65公里、
約75分鐘

約40公里、
約45分鐘

路程及
時間減幅

>60%

>80%

■■各界均指大橋開通後粵港澳大灣區的運輸網絡將更趨完善各界均指大橋開通後粵港澳大灣區的運輸網絡將更趨完善，，促進人流促進人流、、物流物流、、信息流及資金流信息流及資金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