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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隧分流見效 紅隧車龍減逾1公里
早晚繁忙時段明顯縮短 西隧成最繁忙隧道

經民聯花車行大運 冀樓市撤辣減印花稅

香港特區政府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階段的「分時段收

費」於去年12月17日起實施。運輸及物流局昨日在社

交網站上發帖表示，自「分時段收費」實施以來，已見

成效，整體車龍和塞車情況已有所紓緩。初步數據顯

示，尤其是在早晚繁忙時段，三隧整體車龍縮短，尤

以紅隧和東隧的成效顯著，其車龍普遍分別減少超過1

公里和0.5公里，而在繁忙時段以外的時間，三隧的交

通整體暢順。根據運輸署向香港文匯報提供的數據顯

示，在剔除受冬至、聖誕節及新年假期所影響的日子

後，三隧平日總過海交通流量與實施前相若，其中上

月平日平均每日使用紅隧及東隧的車流分別減少

11.5%及9%，西隧則上升約10.6%，並且已取代紅隧

成為最繁忙隧道（見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三隧「分時段收費」實施前後概況
◆分時段收費實施前、後的平日每日過海隧道交通流量

分時段收費實施前
(2023年12月7日)

分時段收費實施後
(2023年12月)

分時段收費實施後
(2024年1月)

◆按車種劃分的平日每日平均流量（架次）

分時段收費實施前
(2023年12月7日)

分時段收費實施後
(2023年12月)

分時段收費實施後
(2024年1月)

註：已剔除受冬至、聖誕節及新年假期所影響的日子。 資料來源：運輸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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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物流局根據初步數據指出，在「分時段收費」實施
後，尤其在早晚繁忙時段，三隧整體車龍縮短；即使佔全

日近80%時間的非繁忙時段，三隧包括以往經常出現擠塞的紅
隧，整體交通亦暢順，鄰近隧道口的非過海交通亦有所改善。
局方表示，西隧收費整體下調吸引部分駕駛者轉用西隧符合
政府的預期，政府的目的是更有效地利用三隧的容量，理順過
往因價格差距而出現分配不均的交通情況。
局方提醒，三隧的收費隨時段而變化，駕駛者可更靈活地選
擇出行時間和隧道，節省時間同時減少耗油耗電，保護環境。

紅隧車流減少11.5%
運輸署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自「分時段收費」實
施以來，一直密切監察過海交通狀況，初步顯示紅隧和東隧交
通情況有所改善，西隧在繁忙時段的交通亦維持相若水平，整
體過海交通大致暢順。
根據「分時段收費」實施後的初步觀察，剔除受冬至、聖誕節及
新年等假期影響的日子後，平日總過海交通流量與實施前相若，1
月份平日日均車流量為26.5萬架次，較實施「分時段收費」前輕微
減少1萬架次。其中西隧車流上升約10.6%至98,300架次，紅隧及
東隧車流分別減少11.5%及9%至94,400架次及72,600架次。
若按車種劃分，可見「其他商用車」由紅隧轉用西隧的情況
最明顯，同期間西隧平日日均流量由 16,200 架次大幅增至
25,500架次，紅隧則由34,600架次減至21,800架次，東隧則變
化輕微（見表）。不過，使用西隧及東隧的的士則分別減少17.5%
及12.3%，紅隧卻增加15.4%。

繁忙時段過海車流平均減約4%
運輸署亦觀察到，繁忙時段的整體過海車流平均減少約4%，
而緊接繁忙時段前或後約半小時，整體過海車流則平均上升約
3%，相信或與部分駕駛者選擇改於繁忙時段以外時間出行，以
較低隧道費過海有關。
署方強調，由於「分時段收費」是一個新收費安排，駕駛者
需要時間適應，包括調整出行模式、出行時間、路線選擇等習
慣，因此初期的過海交通狀況會有所反覆，預計一段時間後才
漸趨穩定。運輸署會繼續密切監察情況，並根據交通需要考慮
作出進一步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由「文化
藝術盛事基金」資助的「Chubby Hearts
Hong Kong」巨型飄浮紅心，從2月 14
日情人節起至元宵節於中環皇后像廣場
花園展出。有舉辦本地遊的旅遊業人士
建議，特區政府舉行盛事時，應推出一
系列活動和周邊體驗，以豐富盛事的內
容。
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委員伍婉婷昨日
接受電台節目時表示，「Chubby Hearts
Hong Kong」活動吸引了很多旅客、情
侶，以及市民帶同寵物「打卡」，為市
面帶來開心及正面氣氛，對帶動經濟及
旅遊業發展有幫助，能吸引旅客訪港。
同時，活動有助帶動中外交流，讓文化

落區，與各區市民共同參與。
被問及盛事基金贊助的準則，伍婉婷
表示，委員會會考慮活動的規模可否吸
引旅客，主辦者本身是否具有大型活動
的策展能力，以及項目可為港帶來的意
義。她以今次「Chubby Hearts」為例，
設計師具知名度，本次亦是首次在亞洲
展示，裝置面積較英國展示的大4倍，相
信有足夠吸引力。
經濟學者徐家健直言，有關活動未必
能在短時間內量化經濟效益，但仍可以
用大量數據去分析，例如社交媒體的搜
尋度，亦可以成為績效指標之一，即活
動愈多人討論和關注，就愈有機會產生
經濟效益。

他認同，是次活動或能達到盛事的水
平，「因為傳統盛事可能是購票入場，
不是所有人都可參與，但今次飄浮紅心
可以容許全民參與，又有本地與國際交
流的元素，是很有趣的項目。」
活現香港創辦人陳智遠認為，旅客很

少因某件盛事到香港，除舉辦盛事之
外，香港要豐富本地文化氛圍，令城市
本身足夠吸引。
他表示，全世界旅遊模式轉型，不再

着重消費，惟本港應對速度較慢，舉辦
「打卡」活動長遠難以吸引旅客，建議
本港舉行盛事要聯繫城市生活體驗，加
強社區參與，令旅客有系統地掌握各區
活動資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鼎煌）香港浸會大學昨日舉行新春傳媒
午宴，校長衞炳江指，因應當今科技的急速發展，傳統文理分科
已過時，校方致力設立跨學科課程及研究中心，以提升學生學習
應用能力。他又透露，鑑於浸大九龍塘校園較細小、空間緊張，
大學有意因應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大學教育城發展，把
全部或部分校園搬遷至「北都區」，並已向相關部門表達意願，
校方對具體安排及現時校園處置方案持開放態度。
衞炳江昨日表示，近年如Chat 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對大

學教學與科研帶來巨大影響，為此浸大早前已開啟課程改革與學
術框架重整，陸續推出四個跨學科本科課程，涵蓋藝術科技、全
球娛樂管理、醫療社會健康、文理科技等領域。同時，該校成立
了包括「生命科學成像中心」、「視覺化研究中心」，以及香港
乃至大灣區最大的「動作捕捉與可視化實驗室」，促進大學跨學
科學習與科研。
浸大的學術架構亦有所調節。他說，校方去年已整合商學院轄
下學系，而有關文學院及社會科學院的合併方案已於早前在教務
議會獲得通過，下月將於校董會審議，預計今年可落實。

料二十三條立法無礙海外學者來港意慾
特區政府現正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展開諮詢，衞炳江強
調，二十三條立法不會影響香港學術自由及海外學者來港的意
慾，又表示自己曾留美多年，留意到當地的國安法例較香港更
「辣」。
大灣區教育交流互動是當前熱門焦點，浸大更早在2005年已於
珠海聯合創辦了北師港浸大聯合國際學院（UIC），是第一所進軍
內地設分校的香港院校。浸大副校長（教與學）及署理文學院院
長周偉立分享道，校方正加強香港、珠海兩地校園的協作，包括
於去年推出「大灣區延伸學習計劃」，讓兩地學生可進行一學期
或一學年的交流學習，且學分互通。同時，浸大亦積極擔任聯繫
世界的「橋樑」角色，去年10月起讓每位來到浸大的海外交換
生，可選擇同時到訪大灣區內地城市，於UIC住宿和感受大灣區
文化，計劃共吸引來自40個國家及地區的180名交換生參加。
浸大行政副校長暨秘書長鄒靄雲則透露，該校新興建的賽馬會
創意校園將於今年中至年底逐步開放，當中由4座住宿書院組成，
可提供超過1,700個宿位，而新校園中的「賽馬會點子坊」，則為
學生提供如白盒實驗室、大型配音錄音室等設施，成為創意媒體
與音樂學院的創意基地。

巨心「打卡」人氣旺 旅界倡增推系列活動豐富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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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藍松山）經民
聯昨日舉行新春花車巡遊團拜活動，經
民聯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等，乘坐賀年
花車途經港九新界多區向街坊拜年，祝
願全港市民龍年行大運，各行各業鯉躍
龍門，香港經濟民生開創新氣象。經民
聯主席盧偉國表示，他們已就即將發表
的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向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反映業界意見和街坊心聲，期望政府
為樓市「撤辣」、為股市減印花稅，加
強投資者信心，着力招商引才，加快疫
後經濟復甦。
經民聯榮譽主席、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主席盧偉國，副主席梁美芬和林
健鋒，立法會議員陸瀚民等在九龍塘出
席了花車巡遊啟動儀式。梁君彥祝香港
經濟龍飛鳳舞，市民行好運；盧偉國化
身財神爺，祝福全港市民六六大順，出
入平安；林健鋒祝願市民龍年行大運，
各行各業鯉躍龍門，梁美芬祝香港搞活
經濟、市民荷包「脹卜卜」；陸瀚民希
望經濟復甦。之後，各立法會議員、區
議員、青委會和地區成員一行數十人乘
坐新春賀年花車，前往各區向市民和遊

客拜年，以及慶祝國慶75周年。
盧偉國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因應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將於本月底發表，經
民聯已於上月提出多項提振經濟、改善
民生的建議，期望特區政府吸納民意，
包括為樓市「撤辣」，續減股票印花稅
等，積極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加
強投資者信心，着力招商引才，進一步
增強「興」的動能，加快疫後經濟復

甦，讓更多市民受惠，切實增加市民的
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出席花車巡遊的還包括經民聯深水埗

區議員林家輝，大埔區議員陳灶良、李
華光，南區區議員趙式浩、賴家智，九
龍城區議員左滙雄、何華漢，油尖旺區
議員黃舒明、陳少棠、黃建新、李思
敏，北區區議員周天意，葵青區議員劉
興華，以及一眾青委會和地區成員等。

◆衞炳江（右六）昨日與多名浸大管理層成員和各學院代表出席
新春傳媒午宴。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鼎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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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2月三隧實施「分時段收費」後，紅隧的車龍普遍減少超過1公里。
圖為紅隧往港島入口，平日傍晚繁忙時間交通暢順。 資料圖片

◆西隧今年1月平日日均過海車流量為98,300架次，較去年12月實施
三隧「分階段收費」前增加約10.6%。圖為西隧往港島入口。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