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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第三跑道 ─ 如何達至社會共識？ 

 

香港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 

馮嘉耀、袁志樂、陳家欣 

 

 

本文以〈興建第三跑道─如何達至社會共識﹖〉為標題，刊於二 O一一年九月一

日的信報財經新聞 (第 P34 頁)  

 

前言 

 

《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的諮詢已進行了兩個多月，香港機場管理局(機

管局)期間舉辦了巡迴展覽、公眾論壇、專家小組和持份者會議等活動，以加強

公眾對規劃大綱的了解，並聽取大眾和持份者的意見。機管局及業界指出，興建

第三跑道，可增加香港國際機場的客貨運處理能力，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

紐的地位，從而為香港帶來龐大的經濟效益。可是，諮詢文件的內容，仍未能說

服部份持份者支持該方案。根據新聞媒體報導，一些持份者如環保團體、東涌居

民及政策關注小組等，提出不少批評：一、機場擴建是一項重要的基建項目，故

現時三個月諮詢期過短；二、機管局於諮詢開始時，並未有全面披露資料，如顧

問公司的研究報告；三、質疑諮詢文件內數據的準確性；四、並未進行全面環境

評估；五、諮詢文件側重計算第三跑道的經濟效益，但没有量化社會成本；六、

機場擴建的融資問題還沒有作深入討論。 

 

機管局的諮詢快將終結，其後便進入正式規劃階段。若是次諮詢不能令各持份者

滿意，他們的反對聲音和行動，可能令整個擴建工程延誤。可惜的是，經過兩個

多月的諮詢，機管局與部份持份者之間還未能建立起互信的基礎，而雙方的矛盾

和分歧仍然存在。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在本年五月，訪問法蘭克福機場及德國

航空航天中心(DLR)，以了解當地機場興建第四跑道的成功經驗(詳情請參考於二

零一一年八月十三日在信報財經新聞刊登的《本港機場擴建借鑑德國成功經

驗》)。總結該機場擴建的經驗，我們認為推行這類大型基建項目時，機場與持

份者須建立一個相互信任的關係基礎，保持持續的溝通，並進行公開和理性的討

論：一、要贏得各持份者的信任，機場須於諮詢初期，便主動盡量提供足夠資料

給持份者參考，並讓他們有充份的時間了解和表達意見；二、在諮詢過程中，機

場必須對持份者所提出的所有意見，進行跟進，並作出適當回應。如有需要，雙

方可繼續就質疑和意見，進行理性討論；三、諮詢完結後，機場亦可繼續與持份

者保持溝通，及讓持份者對其後的規劃和工程進行監察及提供意見。我們希望分

別從規劃與諮詢、施工期間及第三跑道運作這三個階段，討論機管局可如何增強

與持份者溝通及讓持份者共同參與，以令整個機場擴建計劃順利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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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規劃與諮詢 

 

機管局可於諮詢期開始時，便盡量公開有關擴建工程的研究報告，以令持份者詳

細了解當局就有關工程所進行的研究內容及其結果。若機管局選擇不公開部份研

究資料，他們有責任向持份者解釋原因，以作合理的交待。從法蘭克福機場的經

驗，要加強機管局與持份者的互信關係，及為以後的討論建立起一個公平及開放

的基礎，在諮詢過程中，對於持份者所提出的所有質疑和建議，機管局須作出跟

進和回覆。如持份者對回覆仍有不滿，討論應繼續進行。若有需要，機管局可考

慮委託獨立機構，進行一個彼此信服的研究。所有的質疑、建議、跟進、回覆和

研究報告，機管局都須妥善整理，並盡量公開，讓所有持份者和公眾了解整個討

論過程和內容，以作判斷。 

 

在這次諮詢過程中，部份持份者認為機管局應考慮各不同方案的效益和成本(包

括建築工程、市民健康、環境破壞等)。但是次機管局在評估第三跑道的貢獻時，

只強調第三跑道帶來的經濟效益，並沒有量化該方案對市民健康的影響和環境破

壞的成本，令公眾因資料不足而未能有全面的了解。根據一份對希斯路機場興建

第三跑道的研究報告，若把社會成本計算在內，該工程的成本將大於效益。機管

局可考慮委託獨立機構，商討如何把興建第三跑道的社會成本量化，持份者便可

根據更全面的效益和成本資料，與機管局進一步討論。 

 

二、 施工期間 

 

興建第三跑道的工程會涉及大規模的填海和建設，從而破壞鄰近環境(其中包括

海洋生態)。機管局雖已就興建第三跑道作初步的環境評估，但環保團體認為機

管局並未提供全面及準確的資料。同時，這些團體認為，機管局應在現階段作更

詳細的環境評估。我們亦認同機管局有責任讓持份者清楚知道，興建第三跑道將

會對環境帶來什麼程度的影響，讓機管局和持份者一起共同討論，如何在成本、

經濟效益和環境破壞之間進行取捨。 

 

在正式施工前，機管局可與持份者，特別是環保團體及相關專家，一起討論施工

程序、方法、環保標準要求(如在施工期間的污染物濃度)、違反標準要求的罰則

等，以及研究如何補救及補償因工程而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施工期間，機管局

亦可透過不同的途徑，定期向外公佈工程的進展及影響狀況。同時亦可邀請環保

團體一起監察整個施工過程，確保工程是在符合大家協議的環保標準進行。這些

安排，不但可增加雙方的互信，亦能利用持份者的專業知識，對施工方法及修補

因工程造成的環境破壞，提供不同方案。另一方面，這亦可盡量減少持份者因不

滿工程，而作出激烈的行動，引致工程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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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跑道運作 

 

第三跑道投入運作後，飛機航班升降次數將會變得更為頻繁，額外的航班將會為

鄰近地區帶來更多的噪音和空氣污染，以及更多的碳排放。根據傳媒報導，東涌

居民認為在技術報告中所採用的飛機噪音量度方法，並未能反映噪音對居民的實

際影響。此外，機管局雖在報告中表示關注，及已開始進行多項措施來減低碳排

放，但因第三跑道而額外帶來的碳排放的數據則未有公佈。 

 

在第三跑道正式投入運作前，機管局可邀請業界、環保團體、受影響的居民團體，

及其他相關持份者一起討論未來環保目標(如最高可承受的飛機噪音水平，及碳

排放上限)和執行方法，以及如何補償額外航班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當第三跑

道正式投入運作後，機管局可定期向外公佈有關噪音、空氣污染及碳排放的數

據，讓市民知道實況，並可邀請環保團體和居民團體，共同監察機場的實際營運

情況是按照先前訂立的目標進行。 

 

結論 

 

《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的諮詢期即將完結，我們預計第三跑道為香港

帶來龐大的經濟效益，令支持興建第三跑道成為主要的諮詢結論。但於諮詢期

間，仍有部份持份者提出不少的質疑和建議。若這些持份者的不滿和質疑未能妥

善處理，即使機管局能夠獲得立法會的撥款，展開其機場擴建計劃，將來仍有可

能出現反對聲音和行動，不但令工程延誤，更可能造成龐大社會資源浪費。 

 

其實，諮詢期的終結，可以是機管局和各持份者進行持續理性討論的開始。要達

至這個目標，機管局需要面對及處理在諮詢期內，持份者所提出的問題和建議：

一、機管局可抱著開放的態度，與持份者重新建立互信基礎和合作關係，讓持份

者參與規劃過程和監察整個擴建工程；二、機管局汲取是次諮詢的教訓，在往後

盡可能公開所有資料，讓持份者掌握足夠資料進行理性討論；三、對於持份者所

提出的所有質疑和建議，機管局須作出跟進和回覆。如持份者對回覆仍有不滿，

討論應繼續進行。若有需要，機管局可考慮委託獨立機構，進行一個彼此信服的

研究。所有的質疑、建議、跟進、回覆和研究報告，機管局都須要妥善處理，並

盡量公開，讓所有持份者和公眾了解整個討論過程和內容，以作出判斷。本中心

支持興建第三跑道，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紐的地位。可是，第三跑道為香

港近年最大型的基建工程，正如機管局主席張建東所言，只有在社會達至共識的

情況下，機場擴建工程才能順利進行。然而，要凝聚真正的社會共識，機管局須

要更努力與持份者保持持續溝通，及進行理性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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