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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香港網絡拓展

高鐵香港段
全長26公里
目標 
2018年第三季完工

大圍至紅磡段 
目標 2019年年中完工

紅磡至金鐘段 
目標 2021年完工

沙田至中環綫
全長17公里10個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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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和成就
我們拓展香港鐵路網絡，以達致加強交通連繫及滿足未來交通需求的目標。所有新鐵路項目，無論是
港鐵擁有的，抑或是政府委託港鐵進行的，都經過多年的精心策劃和積極執行，務求滿足社會大眾對
安全、效率及環境的期望。

繼觀塘綫延綫及南港島綫（東段）於2016年通車後，我們全力進行高鐵香港段及沙田至中環綫的建造
工程。這些項目規模龐大而複雜，因此特別具挑戰性。有見這些項目對香港非常重要並引起公眾廣泛
關注，我們與各界持份者進行公開、有效的溝通。這兩個項目正取得重大進展，向目標通車日期穩步
邁進。

我們繼續配合政府以鐵路作為發展本港公共運輸骨幹的策略。政府於《鐵路發展策略2014》中列出了
七個新鐵路項目。公司已向政府提交當中四條鐵路綫的項目建議書，並正在編製第五條鐵路綫的項目
建議書。

我們的挑戰
• 對所有列車和系統進行跨境測試和調試，並聯
繫內地當局，以完成法定檢查，確保高鐵香港
段如期通車

• 確保所有系統和列車平穩交接，使現有的西鐵
綫能通過新的沙田至中環綫無縫連接至現有的
馬鞍山綫

• 在建造項目各方面採用創新設計和技術。例
如，西九龍站在設計上，可以讓充足的陽光照
進大樓的不同區域

• 保留在施工過程中累積的知識和經驗，在未來
《鐵路發展策略2014》的發展機遇中得以應用

我們的策略
• 交付目標：
 執行良好的項目管理實務，確保政府委託的兩
個項目進度良好。高鐵香港段預期於2018年
第三季開通，沙田至中環綫大圍至紅磡段及紅
磡至金鐘段預期分別於2019年年中及2021年
開通

• 聯接工作的成效：
 加強公司內各部門以至與外部主要持份者的共
同協作。在移交鐵路延綫項目至營運鐵路時，
加強協調運作

• 增長和發展：
 創造一個動態的互動平台，為《鐵路發展策略

2014》帶來的新鐵路項目編製具效益的項目建
議書，並籌劃一系列香港未來的鐵路項目。把
握新項目所提供的機會，提升員工的能力，為
公司業務的多元化及長遠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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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香港網絡拓展

高鐵 
香港段

98.6%
完成

沙田至中環綫
大圍至紅磡段

93.9%
完成

紅磡至金鐘段

63.6%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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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2.0」涵蓋了公司近期的香港鐵路業務發展。

除了兩個施工中的新鐵路項目外，該計劃還包括現

有鐵路網絡的大型升級和更換工程，以及透過科技

提升顧客體驗的多項措施。除了「鐵路2.0」以外，

《鐵路發展策略2014》以鐵路作為公共交通骨幹，其

涵蓋的項目將可能為香港鐵路網絡再增加35公里，

而長遠來說，政府的「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

道策略性研究」或會帶來更多的鐵路發展。

「鐵路2.0」正在興建的新鐵路綫
香港鐵路網絡長達230.9公里。在未來數年，正在

興建中的兩個「鐵路2.0」鐵路項目，即廣深港高速

鐵路香港段（「高鐵香港段」）及沙田至中環綫，將為

香港整體鐵路網絡增加43公里。

高鐵香港段
全長26公里的高鐵香港段，將提供跨境高速鐵路服

務，連接香港與深圳、廣州以至中國內地的高速鐵

路網絡。香港段的列車將由西九龍站開出。西九龍

站的可用樓面面積約為400,000平方米，是世界上

最大的地下高速鐵路車站之一。港鐵獲政府委託管

理高鐵香港段的建造工程。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該重點項目整體上已完成

98.6%，其中西九龍站土木工程已完成97.8%，隧

道內的軌道鋪設工程已全部完成，架空電纜亦已通

電。消防處已於2017年5月對該站展開法定檢測，

其他法定檢測亦已陸續進行。香港段及內地段的鐵

路綫之信號及通訊系統已於2017年7月5日接通。

車站入口大樓設計具地標性的屋頂玻璃嵌板安裝工

程已於2017年7月完成。

西九龍站結構工程已大致完成。屋宇裝配及裝修

工程以及屋宇設備工程正在進行中。當中，海關、 

出入境及檢疫設施範圍內屬於港鐵管轄的工程正按

計劃進行，但按時完成所有海關、出入境及檢疫設

施仍然至關重要。

該新鐵路綫的所有九列列車均已於2017年8月從青

島車廠運抵香港，並於2017年12月完成跨境動態

測試。為讓市民率先體驗高鐵列車，我們於2017年

10月在石崗列車停放處舉行高鐵列車開放日，讓訪

客參與導賞團進入列車車廂參觀體驗。

高鐵香港段的目標通車日期仍為2018年第三季，試

營運預期於第二季展開。公司正就該路綫未來的營

運和維修安排與政府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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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歡迎政府於2017年7月25日就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

安排所作的公布。有關安排將令高鐵服務為乘客帶來最大

的便利，充分發揮高鐵香港段的運輸、社會及經濟效益。

根據「一地兩檢」安排的「三步走」程序，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於2017年11月18日與廣東省人民政府簽署了《內地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共同推進落實高鐵

香港段的通關程序的相關工作。其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亦已於2017年12月27日批准《合作安排》。我

們歡迎此兩步程序，並期望能完成第三及最後一步，即香

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立法會」）立法通過所需法案。

沙田至中環綫
由政府委託港鐵進行的沙田至中環綫全長17公里，設有十

個車站，將為香港的交通創建重要的新聯繫，這條策略性

鐵路亦將會連接及拓展現有的鐵路網絡。沙田至中環綫第

一期為大圍至紅磡段，全長11公里，第二期為紅磡至金鐘

段，全長6公里。當大圍至紅磡段完成後，現有的馬鞍山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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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從大圍經六個站延伸至西鐵綫，成為「東西走廊」。當紅

磡至金鐘段完成後，現有的東鐵綫將經紅磡延伸過海至會

展站和金鐘站，成為「南北走廊」。

沙田至中環綫項目完成後，將連接多條現有鐵路綫，加強

整個香港鐵路網絡的交通聯繫。新界北、九龍和香港之間

的車程將大大縮短。新增的鐵路綫除了為乘客提供更多選

擇，亦讓乘客可以選乘其他鐵路綫，將有助疏導繁忙的荃

灣綫過海段及東鐵綫大圍至九龍塘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該項目整體上已完成約81.2%，

其中大圍至紅磡段及紅磡至金鐘段分別完成約 93.9%及

63.6%。

大圍至紅磡段方面，軌道鋪設工程以及最後兩個新車站，

即土瓜灣站（前稱馬頭圍站）及宋皇臺站（前稱土瓜灣站）的

結構工程均已完成。這標誌著此路段的所有土木及結構工

程已大致完成。古物古蹟辦事處於2017年6月接納了宋皇

臺站工地考古工作的最終報告。目前，各車站的機電工程

及內部裝修工程正穩步邁進。由於新路段將連接現有的西

鐵綫及馬鞍山綫，鐵路走廊的試運和測試工作極為複雜，

涉及不同範疇的聯接工程，並需與營運中鐵路的各種新舊

系統相結合。為確保現有鐵路綫的正常運行不受影響，包

括動態測試在內的部分必要工序已安排在夜間非行車時段 

進行。

紅磡至金鐘段的所有隧道鑽挖工程現已完成。至於連接紅

磡站與銅鑼灣地區的過海鐵路隧道，維多利亞港海床上將

安裝11個沉管式組件，截至2018年2月，其中九個已經完

成安裝。

會展站工程受工地延遲移交、其他各方未完成之委託工

程、及不利的地質條件影響，截至 2017年年底已完成

54.8%。會展站垂直隔牆的建造工程已大致完成，現正進

行車站的全面挖掘工程。由於灣仔北地盤空間有限，會

議道、菲林明道及博覽道現正分階段實施臨時交通管理措

施，以擴展工地範圍，同時盡量減少對道路使用者的影響。 

金鐘站將會成為沙田至中環綫、港島綫、荃灣綫及南港島

綫的主要轉綫中心。為配合沙田至中環綫，金鐘站擴建部

分的結構工程及屋宇裝備工程正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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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紅磡至金鐘段的一部分，現有的東鐵綫將會更換信號

系統。新信號系統的動態測試，已連同東鐵綫列車於非行

車時間內在東鐵綫全綫全速進行，預計該工程將於2019年

年中完工。

儘管施工進度符合預期，但正如之前多次公布，沙田至中

環綫的通車計劃受到幾項重要的外在因素影響。大圍至紅

磡段宋皇臺站工地的考古發現，原本令致工程延誤11個

月，但憑著有關團隊的努力及成功實行多項追回落後進度

措施，確定可追回部分延誤，此段的完工日期預期提前六

個月至2019年年中。至於紅磡至金鐘段，公司早前已公布

六個月的工程延誤是由幾項外在因素造成，包括第三方對

會展站部分工地的延遲移交。由於灣仔北另一處工地上有

第三方承辦商移交的委託工程尚未完成，令此段的完工期

出現額外三個月的延誤（即預期延誤合共九個月）。然而，

紅磡至金鐘段的完工期仍以2021年為目標。

公司的工程團隊一直就大圍至紅磡段及紅磡至金鐘段工程

努力不懈，探討及採取適當措施以改善進度，並追回因外

在因素及第三方而引致的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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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就2011年有關沙田至中環綫的前期工程委託協議（「沙

中綫前期工程委託協議」）內的前期工程，獲得政府73.5億港

元撥款。於2017年1月，政府向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申

請額外撥款以應付超出政府原先保留的撥款金額的部分，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於2017年6月批准額外撥款8.48億港元。 

公司就2012年有關沙田至中環綫工程及通車試行的委託

協議（「沙中綫委託協議」）內的主要建造工程，獲得政府

708.27億港元撥款。公司之前已公布，由於持續面對外在

因素帶來的挑戰及與香港其他主要基建工程面對的共同困

難，沙田至中環綫造價將需要顯著上調。

公司完成對有關沙中綫委託協議下主要建造工程造價估算

的詳細評估，最新估算已於2017年12月5日提交政府審

核。考慮到若干因素（包括考古發現、政府對附加工程範圍

的要求、延遲移交工地或移交的工地上有工程尚未完成等

問題），公司已把沙中綫主要建造工程的最新造價估算上調

165.01億港元，由708.27億港元增至873.28億港元，比原

來的主體工程造價上升23%。根據我們的評估，外在因素

佔扣除應急費用後的額外工程開支約70%，包括宋皇臺站

工地的考古發現、灣仔北一帶延遲或未能完整交接工地、

以及未納入工程開支的額外工程，當中包括為會展站日後

車站上蓋發展而進行的地基工程。

「鐵路2.0」以外的新鐵路項目
除了正在興建的兩個「鐵路2.0」新項目外，政府在《鐵路發

展策略2014》中建議進行七個新鐵路項目，並已邀請我們

為其中五個提交建議書，分別為屯門南延綫、北環綫（及古

洞站）、東九龍綫、東涌西延綫（及東涌東站）和北港島綫。

目前，我們正就多個已提交的項目建議書與政府進行磋

商，包括屯門南延綫、北環綫（及古洞站），以及東九龍

綫。我們亦已提交了東涌西延綫（及東涌東站）的項目建議

書，而北港島綫的項目建議書將於2018年下半年提交。我

們正在等待政府就餘下兩個項目（即洪水橋站和南港島綫

（西段））向我們發出邀請。

政府正在進行《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

略》規劃研究，以探討香港未來的發展。為滿足較長遠的交

通需求並以鐵路為公共交通骨幹，政府正計劃於2018年進

行「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探討包括

鐵路在內的策略交通基建網絡，以符合2030年後的交通需

求，當中包括來自東大嶼都會和新界北兩個策略性增長地

區的交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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