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與鄰近地區綠色運輸系統可行性研究  

研究結果及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與鄰近地區      

綠色運輸系統 1可行性研究」的研究結果及建議。 
 
 

背景 

 
2.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將發展為香港新一代新市鎮，新發展區

內已規劃一條集綠色運輸系統、行人道和單車徑於一體的環保運輸走

廊，以推廣綠色運輸。綠色運輸系統高效便捷，將連接新發展區內不

同的住宅區、商業區、就業中心及主要社區設施，為市民提供快速運

輸服務。綠色運輸系統亦將提供方便快捷的接駁至其他公共運輸模式，

包括屯馬線和輕鐵，並連接新發展區與元朗南發展。除了加強新發展

區內及對外的連接性，綠色運輸系統將帶來社會和經濟效益，包括促

進就業、締造更環保和宜居的環境，以及推動地區經濟發展。 
 
3. 本可行性研究分兩個階段進行。我們已完成第一階段研究的工

作，並在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進行了公眾諮詢活動，聽取相關

持份者包括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區議會、鄉事委員會和交通諮詢

委員會，以及公眾人士的意見。 
  
4. 上述公眾諮詢活動收集到的公眾意見明確支持在洪水橋／厦村

新發展區及元朗南發展推展綠色運輸系統，以推廣綠色出行，並就綠

色運輸系統表達以下主要關注和期望： 
 

(i) 創新靈活  
緊貼最新的技術發展、具有路線靈活性，以及可延伸至鄰

1 「環保運輸服務」已易名為「綠色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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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區； 
 

(ii) 方便快捷 
快捷及方便上落，以及能方便轉乘其他公共交通模式； 

 
(iii) 融合環境 

與周邊環境融合和運作寧靜，以及減低對其他交通的影

響；以及 
 

(iv) 經濟實惠、早日啟用 
合理建造成本和票價水平，並早日推展和啟用綠色運輸系

統，以供市民使用。 
 
 

研究結果及建議 

 
環保路面模式 
 
5. 本研究考慮了上述公眾諮詢活動所收集的意見，並按五項主要

考慮因素，即路線靈活性、車站可達性、視覺影響、整體行程時間和

建造成本，比較了環保路面模式（例如環保巴士系統及無軌電車）和

環保軌道模式（例如自動捷運系統及有軌現代化電車）。 
 
6. 環保路面模式於道路行駛，無需實體軌道，例子包括環保巴士系

統及無軌電車。相比環保軌道模式，該模式的路線靈活性較高，可靈

活調整路線及班次，配合新發展區的分階段發展和不同時段的實際交

通運載需求。環保路面模式將使用綠色能源作為動力來源：現時普遍

為電能，而氫能亦開始更廣泛被使用。環保路面模式的車站主要設於

地面，與高架環保軌道模式（即自動捷運系統）相比，其車站的可達

性較高和視覺影響較低，更可與新發展區的環境融合。環保路面模式

的整體行程時間亦與環保軌道模式相若 2，建造成本較環保軌道模式  
低。環保路面模式可採用車外收費系統和低地台設計，令上落方便快

捷。在主要路口，我們建議綠色運輸系統與其他道路交通分層分隔，

達致整體交通暢順。 
 

7. 綜合上述環保路面模式的優勢，本研究建議洪水橋／厦村新發

2 已考慮如採用高架環保軌道模式，乘客由地面行人道往返車站月台的步行時間，以及如採用
環保路面模式通過非主要路口所需的時間。  



展區和元朗南發展的綠色運輸系統採用環保路面模式（見附件一）。 
 
走線 
 
8. 綠色運輸系統的建議走線全長約 16 公里（見附件二）3，將貫通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和元朗南發展，並連接屯馬線洪水橋站和天水

圍站、輕鐵頌富站和泥圍站，以及新建和現有的公共運輸交匯處。單

車泊位將設置於綠色運輸系統車站附近，方便綠色轉乘。與此同時，

本研究亦已檢視綠色運輸系統與現有天影路的配合和安排，並確認兩

者可産生協同效應，因此，我們建議保留現有天影路，從而可預留彈

性配合將來發展需要。 
 
 

未來路向 

 
9. 為了配合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及元朗南發展的分階段發展，

綠色運輸系統將分階段投入服務。運輸及物流局／運輸署會參考本研

究的研究結果及建議，展開綠色運輸系統的相關推展工作，土木工程

拓展署亦會適時完成相關的道路工程，以配合推展綠色運輸系統。  
 
 

備悉 

 
10. 請委員備悉上述的研究結果及建議 4，並歡迎提出意見。 
 

附件 

附件一   建議環保路面模式例子 
附件二   建議綠色運輸系統走線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23 年 8 月  

3 部分走線會於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餘下發展階段檢討。  
4 研究結果及建議已上載至本研究網站（www.hskhtgts.hk）。  



附件一   建議環保路面模式例子 
 
 
 
環保巴士系統  (例如鉸接巴士)  
  

 
 
 
無軌電車  
  

 
 



附件二   建議綠色運輸系統走線 

 
 

 

 
  

本圖只表達示意性概念，綠色運輸系統走線會因應有關發展 
項目的推展情況及環境限制於詳細設計階段有所修改。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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