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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929/01-02(03)

各位為民請命既立法會議員，好多謝俾機會我向各位講述我 專線小巴行業經

營困難與司機既苦況。

專線小巴與大巴受到政府同㆒樣既管制，但每輛小巴座位數目只得專利巴士六

份之㆒。為養妻活兒，身為家庭支柱既專線小巴司機好多被迫要求開工半（13 小時），

安全收工亦冇精神教養子女及處理家庭生活，難以完成特首提倡之親子關係。現在正

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我 好樂意及支持政府倡議之提高小巴質素及改善服務，我 多年前建議提供

老㆟及傷殘㆟士乘車優惠及數年不加價，但只為巧婦難為無米炊，我 如果唔求關心

市民生活既立法會議員，求邊個呢。

我期望立法會能夠設㆒工作小組，更希望關心市民生活既政黨亦派議員參與研

究，我 樂意提供更多資料。

本㆟在深圳亦有經營專線小巴，深圳運輸局作出調查；到香港考察及到我公司

討論改善方案。深圳運輸局既實事求事面對現實，將專線小巴由 18 座改為 21 座，及

營辦商視乎需要可改為 28 座（參閱附件㆒）。所以深圳小巴質素在短期內大大提高，

服務方面改善得很成功。

去年十月前交諮會主席梁志強教授做 ㆒個研究報告，請作參考（參閱附件

㆓）。

現時法例凡 17 座位或以㆖的就是大巴士，請各議員討論呢個戰前訂立的法例是

否過時。專線小巴座位數目應該為多少才配合真正需求，可為改善的誘因。

多謝各議員既關心！多謝！

持牌㆟協會主席 黃文傑

2002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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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㆓

公共小型巴士營運模式及公共小型巴士營運模式及公共小型巴士營運模式及公共小型巴士營運模式及

改善服務研究報告改善服務研究報告改善服務研究報告改善服務研究報告

梁志強教授

2001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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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小型巴士營運模式及改善服務研究報告公共小型巴士營運模式及改善服務研究報告公共小型巴士營運模式及改善服務研究報告公共小型巴士營運模式及改善服務研究報告

行政摘要行政摘要行政摘要行政摘要

此項研究報告調查旨在探討及分析香港公共小型巴士（㆘稱「小巴」）的營運模

式及如何改善小巴服務。為此進行了㆔項調查：(1)小巴交通流量調查；(2)乘客調查；

(3)營運商調查。報告就小巴業成立的緣由、營運狀況及各種限制作出了分析，並集㆗

探討了採用什麼可行的方案來回應市民及政府對改善小巴服務的期盼，以及柴油小巴

轉用石油氣以切合環保的需求。

在㆒九六零年以前，由於當時為市民服務的公共交通工具出現供不應求的情

況，小巴應時而生，滿足了當時市民對公共運輸服務的需要，並隨後作為主要接駁工

具而成為香港公共運輸系統㆗不可缺少的㆒環。香港成功推行小巴服務，還導致多個

城市及國家隨之而引入同類型接駁服務。

小巴交通流量調查證實，九龍、新界及港島區均對小巴服務存在很大的需求。

此外，在班次已非常頻密及載客量已經很高的情況㆘，超過五成的調查路線在繁忙時

間仍然出現嚴重的排隊候車情況。

對小巴乘客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大部份小巴乘客均是屬於較年輕、較低收入

及從事文書及服務性行業㆟士。此類相對較便宜、短距離及班次頻密的小巴服務正好

切合以㆖類別乘客的需要。

雖然現行交通條例限制小巴的營運模式（包括車輛數目及行走路線），小巴每日

的平均載客量仍維持在㆒百五十七萬㆟次，是香港第㆔最高載客量的公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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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具；就載客量利用率而言，小巴亦被證實是具有最高利用率的陸㆖交通工具。但

是，在面對各樣限制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迅速發展的情況㆘，小巴在整體運輸市場㆗

的佔有率已由 1980 年的 23%收縮至現時的 15%。研究同時發現，小巴業正出現整合

現象，此趨勢將令小巴營運商能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進㆒步改善營運及管理水平。

公眾及政府要求小巴改善服務的聲音為小巴業界帶來很大的壓力，為切合環保

需求，各界促使小巴改用較潔淨的燃料，如石油氣等。為分析小巴業界由於改善服務

和引用其他環保燃料而面對的經濟損失，本調查探討多個可行解決的方案，當㆗包括

政府資助、增加小巴車輛數目、提高收費等等，可惜所有方案均被認為不可行或不能

接受。主要針對小巴轉用石油氣所帶來的營運損失，本調查就最後唯㆒未被否決的解

決方案，即增加小巴座位數目，進行深入探討。透過對小巴經營成本及收益的分析，

證實若引入石油氣小巴，將會為業界帶來根本無法承擔的嚴重成本㆖漲問題。

研究更進㆒步探討增加小巴座位對各方面的影響。基於政府進行的「整體交通

運輸研究」(Comprehensive Transport Study)㆗對公共陸㆖交通工具載客數量的預計，

本研究對增加小巴座位後第㆒年的載客量假設了低、㆗和高㆔個平均增長率，即

1.25%、2.5%及 5%。研究探討了增加座位的㆕種可能：(1)增加兩個座位；(2)增加㆕

個座位；(3)增加六個座位；(4)增加八個座位，並與維持現時十六座位情況進行比較及

評估。結果顯示，增加座位不會為小巴業界帶來想象㆗的高額利潤，只會輕微提高各

小巴營運者的毛利率。相對維持現時十六座位，若座位數目增加兩個至總數十八座，

則毛利率的平均增長率為 3.8%；增加座位八個至總數㆓十㆕座，毛利率的平均增長只

有 8.6%。研究更顯示，增加座位數目對乘客、整體交通情況及專營巴士均不會構成任

何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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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其他可行及可以接受方案的情況㆘，增加小巴座位不需改變路面車輛數

目，無需政府資助，小巴乘客亦不需繳付額外車資，又不會為業界帶來驚㆟利潤，本

研究建議政府應為此方案作慎重考慮。據估計，增加小巴座位數目將有助改善整體小

巴服務及協助業界盡快轉用石油氣。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