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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十年，香港國際機場的客、貨運量平均每年增長 8%

和 5%。飛機起降量上升近 65%至去年的 391 000 架次。目前

香港每日有約 1 100 航班往來全球（包括內地）約 180 個地

點，令香港躋身國際及區域航空樞紐之一，對貿易、物流和

旅遊業的發展起莫大作用。 

 

  現時雙跑道系統的實際最高容量為每小時 68 架次，若

空中交通持續增長，機場在未來兩年內便會達至飽和。區域

內其他國際機場，特別是新加坡、韓國和上海，以及珠三角

的廣州和深圳等，均在積極進行擴建。面對競爭，香港若不

欲放棄得來不易的航空樞紐地位，削弱整體經濟競爭力，便

得早日興建第三跑道。 

 

所以，建「三跑」已迫在眉睫，不是「應否」(whether)

和「何時」(when)的問題，而是「如何」(how)的問題。 

 



  機管局去年已完成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環評），涵蓋

12 個範疇，計有飛機噪音、空氣質素、海洋生態、對公眾的

健康影響等。就公眾和環境諮詢委員會的關注和意見，機管

局在環評報告內已承諾推行 250 項緩解和改善措施，當中包

括設立香港歷來規模最大、面積達 2 400 公頃的海岸公園，

以及斥資推行海洋生態保育計劃。   

 

  環境保護署署長在去年 11 月就「三跑」計劃發出有條

件的環境許可證。機管局全面採納有關的附帶條件，會做好

「邊建設、邊保育」，以期將香港國際機場發展成為全球最

環保機場之一。 

 

  財務安排方面，機管局提出以「共同承擔」為原則的自

資方案，以三跑道於 2023 年完工計，估算建造成本（按付

款日價格）約為 1,415 億元。融資來源為：(一) 憑藉機管局

超卓的 AAA 信貸評級，向市場舉債；(二) 保留未來十年的

溢利盈餘，不派發股息；(三) 把現時向航空公司徵收的費

用，調整回復至 2000 年之前的水平，將來按通脹調整；(四) 

向離港的海外和本地(除過境客)旅客徵收機場建設費。 



 

  政府支持「共同承擔」的融資方式。向巿場籌集資金，

巿場自會審慎評估有關擴建方案的商業可行性。至於徵收機

場建設費作為機場擴建的集資方法，在海外及內地也有使用。

不過，我們認為，機管局應增大舉債額，使能將機場建設費

定於較低水平。而在釐訂對航空公司收費時，應考慮如何促

使善用現有機場設施，包括鼓勵航空公司多些使用廣體飛

機。 

 

  一個機場在國際安全標準下可處理多少航空交通量，取

決於空域的範圍和管理效能。自 2000 年代起，香港和周邊

珠三角地區的空域交通迅速擴張，成為全中國最繁忙的空域

區之一。為了優化珠三角空域的使用和管理，國家民航局、

香港民航處及澳門民航局在2004年組成三方工作組，於2007

年共同制訂了《珠江三角空中交通管理規劃與實施方案》

（2007 年方案），同意藉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程序，

善用珠三角空域資源；並在 2020 年前分階段落實各項優化

措施。機管局提出三跑道系統可達至每小時 102 架次飛機升

降量(即每年 620 000 架次)的容量目標，便是基於 2007 年方



案。這方案亦已考慮了廣州將有五條跑道及深圳會有三條跑

道。 

 

  民航處一直與內地空管當局聯繫，以推展落實 2007 年

方案，其中有一些措施經已實施。中央有關部委(包括國家民

航局)一向支持香港發展三跑道系統，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

空樞紐的地位。我們會繼續與國家民航局就落實 2007 年方

案進一步商討技術細節，以妥善照顧各方的需要，達致互利

共嬴。 

 

   因應政府的意見，機管局會檢視其財務安排建議和設計

方案，作出所需調整，制定適當的規劃應變措施，做好成本

控制，以確保三跑道系統融資方法公平合理，合乎經濟效益、

資本投資得當。 

 

   有反對三跑道計劃的人士引述 1992 年一份為臨時機場管

理局擬備的《新機場總綱規劃》報告，認為在雙跑道系統下，

仍可把現時每小時 68 架次的最高容量增至 86 架次。有關意

見乃基於錯誤的理解。當年報告提出新機場雙跑道總容量，



視乎不同的條件和制約，可達至由每小時 52 至 86 不等的架

次；但報告總結也清楚指出，因受到周邊大嶼山的高山阻礙，

要達到較高容量，並不可能符合國際民航組織有關飛行程序

的標準，既不安全也不切實際。[詳見運輸及房屋局網頁 

www.thb.gov.hk「三跑道系統  ‐  常見問題解答」] 

 

  民航處在 1994 年委託顧問已確認，雙跑道系統的最高

容量不多於每小時 63 架次。2008 年，英國的國家航空交通

服務公司於全面檢視香港國際機場的容量後總結，若實施一

系列改善措施，再加上最新的航空交通管制技術，雙跑道系

統最高容量可增至每小時 68 架次。這就是目前的情況，就

算擴建客貨運設施，也無法消除雙跑道總容量的樽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