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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6666岁老太告停港珠澳大桥

岁老太告停港珠澳大桥
内地开工年余香港没有动静

珠港澳大桥内地段已经开工经年，

其中人工岛挖泥工程已完成近九成。反

观大桥香港段，原定于去年初动工，至今

仍未有动静。阻碍大桥施工的正是家住

香港东涌富东邨的居民——66岁老太朱

绮华。

声称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的朱绮

华，去年通过法律援助，向香港高等法院

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环保署2009年

10月通过的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段及香

港接线段的两份环评报告。朱绮华在司

法复核中指出，环保署署长批准港珠澳

大桥的两份环评报告，没有评估臭氧、二

氧化硫及悬浮微粒的影响，是不合理也

是不合法的，因而要求推翻有关决定。

今年3月，司法复核在香港高等法院开

庭进行。4月18日下午，香港高院正式

裁定港珠澳大桥香港段环评报告不合规

格，要求环保署署长撤销环境许可证。

法官霍兆刚的判词指出，环保署署

长批核的环评报告，欠缺关于空气质素

的独立评估，未能符合港珠澳大桥研究

概要及技术备忘录的要求。有关环评报

告只提出兴建两段道路后对空气造成的

影响，而对于不兴建两段路的空气情况

则没有给出数据，所以缺乏基础作出判

断。

高院判词指出，如新环评报告可提

供工程相关的环境影响，环保署署长届

时可决定是否批准工程再动工。同时，

败诉的环保署需支付朱绮华1/3诉讼费，

其余诉讼费则由法律援助按规定支付。

港珠澳大桥
连接香港大屿山、广东省珠海市和

澳门的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

长的跨海大桥。主体工程全长约 29.6

公里，海底隧道长6余公里。主体建造

工程于 2009 年 12 月 15 日开工，预计

2015年至2016年完成，大桥投资超700

亿元。这座跨海大桥建成后使用寿命

长达120年，可以抗击8级地震，施工难

度号称世界第一，在促进香港、澳门和

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区经济上的进一步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港珠澳大桥是中

国首座涉及“一国两制”三地的世界级

跨海大桥，围绕这座大桥的争议持续了

26 年，协调难度前所未有，大桥着陆

点、桥型线位、口岸模式、融资安排等成

为三方博弈的四大焦点。

朱绮华的代理律师之一黄鹤鸣获知

胜诉后，表示欢迎法庭裁决。黄鹤鸣表

示，根据《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中研究概

要及技术备忘录的要求，环评报告应包

括指出、预计及评估有关工程对环境的

影响，让环保署长及市民能了解影响。

若环评报告未能符合研究概要及技术备

忘录的要求，环保署长应该否决该报告。

黄鹤鸣强调，理解港珠澳大桥对三

地经济发展和区域融合的重要性，“但政

府不应因为经济利益和加速区域融合，

而放弃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比如通过

环境评估保护生态和公众利益。”

有工程界人士担心，由于大桥香港

段迟迟未能动工，预计工程造价将上涨

5%。即使当局弃上诉补做环评，亦需半

年至两年，2016年通车无望，造价亦升

30%至40%，单计大桥主体工程，港方或

因而多付68.2亿至91.1亿港元。香港立

法会议员何钟泰表示，政府如果要赶上

与大桥内地段同步通车，应该提前进行

工程招标，分阶段批出土地分阶段施工，

通过精确的工程管理或可赶上工期。

就高等法院对港珠澳大桥环评司法

复核案件所作出的裁决，香港运输及房

屋局表示，会研究判词及其影响，再决定

如何根据法例的要求，尽快处理有关的

程序问题。

这位发言人表示，港珠澳大桥是一项

规划已久的跨境运输基建项目，对香港与

内地的经济进一步融合和发展，有非常重

要的策略性意义。项目开通后，将为香港

与内地的交通联系开创新局面，为香港长

远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对香港旅游、

金融、贸易、商业和物流等各主要行业均

会带来新机遇。大桥主桥工程已经展开，

接下来除推展香港段工程的前期工作外，

还会研究在工程上应怎样推进，如分期进

行工程、分期落成等。

若大桥工程延误造价或增5%

对于18日法院判决，香港运输及房

屋局局长郑汝桦表示，政府会研究法院

判词，再决定如何根据法例要求尽快处

理这个问题。她重申，大桥主桥工程已

经展开，会研究是否分期实施工程、分期

落成等。“政府仍然争取实现大桥2016

年完工通车的目标。”

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据了解，港珠

澳大桥香港段工程由香港接线、香港口岸、

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及屯门西绕道等组

成，规划进度及动工日期各异，但完工目标

均是2016年。现在，除大桥香港段受到司

法挑战，能否如期落成存在变数，屯门至赤

鱲角连接路及屯门西绕道也因地区咨询时

间太长，估计难以于2016年通车。

港府：争取2016年完工如期通车

老太：不为私利
家住香港东涌的66岁婆婆朱

绮华，作为本次司法复核的申请人，

身份神秘一直没有露面。朱绮华三

名代表律师之一的黄鹤鸣对记者表

示，朱绮华之所以申请司法复核，并

非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东涌及香港

市民的健康着想。“一旦大桥开工引

发空气污染，东涌居民乃至整个香

港居民会受影响，政府应该详细进

行环保评估，这也是朱绮华申请司

法复核的初衷。”

有质疑声音认为朱绮华胜诉不

能让大桥停建，只会起到拖延效果，

反而会导致大桥造价激增，增加社

会内耗。黄鹤鸣认为，司法复核的

目的不是要求大桥停建，而是希望

政府不要在经济利益面前放弃原

则，让环保报告草草了事。“港珠澳

大桥对三地经济发展、区域融合意

义重大，我是支持大桥建设的。但

建桥的同时，政府不能放弃行之有

效的环评原则，而置公众利益于不

顾。”

黄鹤鸣指出，司法复核和法律

援助的机制，让小市民获得伸张正

义的机会，这正是香港司法机构的

价值所在。“司法复核让基层市民可

以通过制度挑战政府决定，从而避

免了居民上街抗争爆发更严重的冲

突。”

在黄鹤鸣看来，法律援助的存

在，则让市民有能力进行成本高昂

的司法复核。“只要满足收入审查，

香港居民均可向民政局申请法律援

助，而朱绮华成功申请法援，也证明

香港法援制度的独立性。”黄鹤鸣估

计，这次港珠澳大桥的司法复核，朱

绮华聘用三位代表律师，诉讼费用

起码超过百万港元，“没有法援，小

市民不可能承担诉讼费。”

综合《南方都市报》、《齐鲁

晚报》等

全长近 50 公里、工程造价逾 700 亿

港元的港珠澳大桥，竟被一位家住香港东涌的66岁老

太，通过法律途径挡住建设步伐，计划2016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

香港段工程或许无法如期完工。

香港东涌66岁的老太朱绮华认为港珠澳大桥工程没有评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悬浮微

粒的影响，因而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于去年通过申请法律援助入禀香港高等法院，就大桥香港段环

评报告申请司法复核。4月18日下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香港环保署2009年完成的环保报告无效，败诉的环保署更

需支付朱绮华1/3诉讼费。环保署表示，会研究高等法院的判词，并就下一步行动征询法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