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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更換停車收費錶系統的計劃更換停車收費錶系統的計劃更換停車收費錶系統的計劃更換停車收費錶系統的計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當局就使用㆔種多用途儲值卡

作為路邊停車收費錶繳費卡的試驗效果，以及有關以可增值智

能卡操作的停車收費錶來取代現有停車收費錶的建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當局在㆒九九六年展開了對電子停車收費錶的研究，

以便更換以輔幣操作的過時機械式停車收費錶。當時，市場㆖

尚未有㆒類既安全又可靠的多用途儲值卡系統，因它們仍在發

展階段，亦無既定的規格。因此，我們在研究過不同的方案後，

決定初期採用不能循環使用的泊車專用卡系統。我們當時的整

體計劃，是待可增埴的智能卡於稍後測試成功後，逐步開放收

費錶系統使其可接受該類智能卡作繳費卡。因此，電子停車收

費錶的設計已確保有關軟件只需稍經修改，有關收費錶便可接

受可增值智能卡。而在㆒九九六年要求批准撥款購買電子泊車

設備的同時，我們亦已就收費錶進行㆒項可行性研究作出

預算，測試當時在市場㆖僅有的兩種電子貨幣的性能。

3. 八達通卡系統直至㆒九九七年底才面世，但該卡在

㆒九九八 /九九年期間迅速發展成為㆒張普及的交通繳費卡。
為確保所有在市場㆖使用的可增值智能卡都納入㆖述的可行

性研究內，我們於㆒九九九年取得撥款，測試在技術㆖是否可

以接受非接觸式的八達通卡作為停車收費錶的繳費卡。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4. 首批 接納運 輸署「 易泊卡 」的電子停 車 收費 錶在

㆒九九八年㆕月開始安裝。現時，這些電子收費錶已接近其使

用 年 限 。 隨 著 可 增 值 智 能 卡 的 最 新 發 展 ， 當 局 建 議 由

㆓零零㆓年底 /㆓零零㆔年初開始，將現有的收費錶更換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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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八達通卡的收費錶，而這些新收費錶會預設功能，以便將

來當局將收費錶加以修改後，便可同時接受其他可增值

智能卡，包括信用卡，作為停車收費錶的繳費卡。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當前的問題當前的問題當前的問題當前的問題

5. 以「易泊卡」操作的電子停車收費錶機件的使用年限估

計為五年。這些收費錶在保安及收費方面㆒般均堅固和可靠，

但它們已接近其使用年限。再者，現時的「易泊卡」不能循環

使用，並且需要很大的經常開支，以支付購買及處理「易泊卡」

的費用。此外，隨著可增值智能卡近年的迅速發展，現時已有

其他更具成本效益及更環保的繳費卡。鑑於㆖述原因，以及轉

用可增值智能卡後可節省「易泊卡」的製造成本，我們自㆓零

零零年起，就㆔種可增值智能卡進行了測試。

6. 另㆒方面，現時收費錶的外殼是承襲於前輔幣操作的

機械式停車收費錶。由於它們已使用超過 15 年及已達其使用
年限，外殼漸變得不足以保護收費錶內的電子機件，尤其是在

暴雨之後。因此，我們需要更換新的外殼，以配合以可增值智

能卡操作的新停車收費錶機件的規格要求。

就可增值智能卡進行的試驗計劃就可增值智能卡進行的試驗計劃就可增值智能卡進行的試驗計劃就可增值智能卡進行的試驗計劃

7. 在㆓零零零年㆔月至㆓零零㆒年九月期間，我們就獲

香港金融管理局認可的㆔種多用途儲值卡進行了試驗計劃﹕

a) 兩種貨幣智能卡﹕兩種貨幣智能卡﹕兩種貨幣智能卡﹕兩種貨幣智能卡﹕進行測試的兩種貨幣 智能卡為

「電子錢」和「Visa Cash」。 為了測試兩種智能卡受市
民接受的程度，和在戶外的環境㆘採用這些智能卡系統

的技術可行性，當局將 1,400 個位於灣仔及尖沙咀的停
車收費錶改裝為雙卡式收費錶，使其除了接納運輸署的

「易泊卡」外，亦可接納其㆗㆒種貨幣智能卡。這項試

驗計劃在㆓零零零年㆔月至㆓零零㆒年㆔ 月期間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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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八達通卡﹕八達通卡﹕八達通卡﹕八達通卡﹕由於八達通卡成為在公共交通方面越來越

普及的多用途儲值卡，因此我們在㆓零零零年十㆒月就

只接納八達通卡的收費錶展開試驗。在試驗㆗，當局在

銅鑼灣及旺角的 200 個停車位㆖，分別安裝了由五個不
同供應商所研製的收費錶。參與試驗的收費錶包括單泊

位、雙泊位和多泊位的收費錶。該項試驗計劃在

㆓零零㆒年九月結束。

8. 整體來說，㆖述㆔種可增值智能卡在戶外、離線及無㆟

看管的環境㆘應用於停車收費錶㆖，在技術㆖都是可行的，

並且表現良好。但是，兩種貨幣智能卡在雙卡式收費錶的使用

率非常低，只佔試驗計劃㆗的雙卡式收費錶的交易總數約

2%。這主要是因為這兩種貨幣智能卡的流通量低 (每種卡只有
約 20 萬張在市面流通 )。至於八達通卡收費錶則普遍受到市民
的歡迎，使用率與在試驗計劃進行前在相同㆞點的「易泊卡」

收費錶非常接近（82%）。

9. 我們曾在㆖述試驗計劃完成後，邀請提供可增值智能卡

的服務供應商提交意向書，說明假如將來的停車收費錶接納其

智 能 卡 ， 他 們 是 否 有 興 趣 提 供 結 算 及 相 關 的 服 務 。

到㆓零零㆒年十月十五日的截止日期為止，只有八達通卡有限

公司作出正面回覆，而兩間貨幣智能卡服務供應商並沒有表示

有興趣。同時，㆒些貨幣智能卡服務商已作出宣佈，由本年

第㆒季開始終止這些貨幣智能卡的服務。

將來的停車收費錶將來的停車收費錶將來的停車收費錶將來的停車收費錶

10. 考慮到試驗計劃的效果和在試驗期間進行的使用者意

見調查結果，我們建議接納八達通卡為新㆒代停車收費錶的繳

費卡。另外由於貨幣智能卡服務供應商沒有興趣，並且可能逐

步停止提供貨幣智能卡服務，我們不建議在新停車收費錶的設

計㆖加入接納貨幣智能卡的功能。

11. 同時，我們注意到，有㆒些信用卡現正發展離線零售繳

費的設施 (交易金額㆖限每次約為港幣 200 元 )。根據初步資料
顯示，這些信用卡具有發展潛力，可成為新㆒代停車收費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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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的㆒種繳費卡：

a) 這些信用卡與貨幣智能卡㆒樣，可在離線的情
況㆘操作，毋需輸入個㆟密碼或簽署授權﹔

b) 在技術㆖可被接納用於路邊停車收費錶；
c) 這些信用卡的流通量高﹔
d) 政府毋需負擔信用卡的開發費用﹔
e) 能夠以高效率完成繳費程序﹔以及
f) 有可 靠 的保 安 系統 以 保障路 邊停車 收 費 錶
的收入。

12. 就現時「易泊卡」、建議的單卡式 (只接納八達通 )和雙卡
式 (同時接納八達通和信用卡 )㆔種停車收費錶的建設成本和
經常性開支的比較，詳列如㆘：

「易泊卡」

（百萬元）

單卡式

(只接納八達通 )

（百萬元）

雙卡式

(同時接納八達
通和信用卡 )

（百萬元）

建設成本 75 90 114
每年運作費用 61.2 52.8 53.4
每年節省款項淨額

(與以「易泊卡」運
作模式比較 )

-- 8.4 7.8

13. 我們留意到雙卡式系統的成本較高，最重要的另㆒個考

慮，是現時只有㆒種信用卡 (即VISA免簽結帳 )可使用這種離線

繳費設施，亦只有㆔個商戶 (即兩間連鎖快餐店和㆒個戲院集

團 )接受這類信用卡繳費方式。現時，這種繳費服務的長遠發

展和市民接受程度仍未明確，是以在現階段我們暫未能落實建

議接納信用卡，作為新㆒代收費錶的繳費卡。

14. 有鑑於現有的收費錶已接近其使用年限，而且在環保概

念㆖，應該以可增值智能卡取代不能循環使用的泊車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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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當全面轉用可增值智能卡的停車收費錶後所能夠節省

的支出淨額，我們建議首先將現有的收費錶更換為接受八達通

卡的停車收費錶系統，同時，這些收費錶會預設功能，以便將

來當局將收費錶加以修改後，便可同時接受其他可增值智能

卡，包括信用卡，作為停車收費錶的繳費卡。我們會視乎這種

備有離線繳費設施的信用卡將來的供應情 和使用率，再進㆒

步檢討採用信用卡作為停車收費錶其㆗㆒種繳費卡。

15. 為了達致更高的成本效益和減少路旁的設施，我們建議

採用可控制兩個停車位的雙泊位停車收費錶為新㆒代的收費

錶。試驗計劃㆗顯示，無論從收費錶的體積、市民接受程度、

執法及收費錶收入保安的觀點來看，雙泊位收費錶都較多泊位

收費錶更為理想。建議新收費錶的主要設計特點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新收費錶機件及外殼的使用年限分別為 7 年及 14 年。

16. 新收費錶的實際設計將視乎招標結果，然而，我們會要

求供應商在新停車收費錶㆖預留㆒個供信用卡、其他磁帶卡或

晶片卡使用的插卡槽。我們並會要求供應商在新收費錶的基本

設計加入可提升功能，只需在硬件和軟件㆖作出所需的修改

後，便可接納以其他接觸式繳費卡，使用同㆒個插卡槽繳費。

財政影響財政影響財政影響財政影響

非經常開支非經常開支非經常開支非經常開支

17. 我們預計，全面實施新系統所需的建設成本為 9,000 萬
元，詳列如㆘：

安裝只接納八達通的停車安裝只接納八達通的停車安裝只接納八達通的停車安裝只接納八達通的停車

收費錶收費錶收費錶收費錶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總成本總成本總成本總成本

(元元元元 )
(a) 雙泊位收費錶：
外殼、機件以及八達通

閱卡器，包括 10%的
備用零件

11,000 69,300,000

(b) 流動資料檢索器，包括
10%的備用零件

80 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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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終端電腦系統連軟件 3 6,000,000
(d) 雜項 --- 600,000
(e) 機電工程營運基金 --- 6,500,000
(f) 應急費用 ((a)至 (d)項的

5%)
--- 3,955,000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89,555,000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 90,000,000

18. 關於第 17(a)項，該筆 6,930 萬元的支出是用以購買八達
通閱卡器、收費錶機件及外殼，並包括運作系統的軟件和應用

系統發展工具等的費用。

19. 關於第 17(b)項，該筆 320 萬元的支出是用以購買資料
檢索器的費用。資料檢索器是用以讀取路旁停車收費錶內有關

泊車交易及管理資料的記錄，及其後將這些記錄㆖載往㆗央電

腦作分析處理。這些資料檢索器亦可用來校準收費錶的收費水

平及運作時間等的資料。

20. 關於第 17(c)項，該筆 600 萬元的費用是用以購買㆔套
電腦系統，分別裝設於管理公司的兩個廠房和運輸署總部內。

21. 關於第 17(d)項，該筆 60 萬元的雜項支出是用以支付在
廠驗收測試新收費錶系統和儀器、訓練員工管理和操作有關系

統等的費用。

22. 關於第 17(e)項，該筆 650 萬元的費用是用以支付機電
工程署營運基金的工程顧問費。

23. 機電工程署將須派員監督有關工程，包括界定新收費錶

所需的硬件及軟件、擬訂工程計劃、招標、監督類型測檢、

測試及安裝，以及監察收費錶的表現和處理初步安裝後所出現

的任何維修問題，直至㆓零零五 /零六年年底。鑑於當局推行

資 源 增 值 計 劃 ， 機 電 工 程 營 運 基 金 已 調 整 費 用 ，

就計算得來的費用已減約 5%。與私㆟顧問公司就同類工程所
收取的顧問費用相比，我們認為機電工程署收取的費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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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現金流量預計如㆘：

2002/03 年： 900 萬元
2003/04 年： 4,600 萬元
2004/05 年： 3,000 萬元
2005/06 年： 500 萬元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9,00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節省的成本節省的成本節省的成本節省的成本

25. 如㆖文第 12 段所述，建議的八達通操作的停車收費錶
系統估計每年的經常開支為 5,280 萬元，預計在全面轉用以
八達通操作的停車收費錶後，每年可節省款項淨額約 840 萬
元，這主要是由於可省回生產「易泊卡」的費用。有關經常開

支及節省款項淨額的分項數字，表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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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經常開支每年經常開支每年經常開支每年經常開支
接納接納接納接納「易泊卡」「易泊卡」「易泊卡」「易泊卡」

的停車收費錶的停車收費錶的停車收費錶的停車收費錶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A)

接納八達通接納八達通接納八達通接納八達通

卡的停車收卡的停車收卡的停車收卡的停車收

費錶費錶費錶費錶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B)

每年節省的每年節省的每年節省的每年節省的

經常開支經常開支經常開支經常開支

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A) – (B)
運輸署合約管理的

行政費用

1.8 1.8 --

管理承辦商費用 47.4 47.4 --
生產繳費卡的費用 12 -- --
繳費卡服務供應商

的服務費用（備註）

-- 3.6 --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61.2 52.8 8.4

（備註）： 用以支付繳費卡服務供應商為提供結算及相關服務的

費用。

26. 除因為使用接受八達通卡的停車收費錶而節省㆖述每

年經常開支外，當局並可節省㆒筆㆒次過的 6,590 萬元費用，
原因是若當局不轉用新㆒代的停車收費錶，將須支付這筆費

用，以便由㆓零零㆔ /零㆕年度起，逐步替換已達使用年限的
現有收費錶機件和外殼。㆖述計劃在未來十年的成本效益分析

表列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實施計劃實施計劃實施計劃實施計劃

27. 我們預計在㆓零零㆓年底 /㆓零零㆔年初安裝首批新
㆒代的停車收費錶，並會在㆓零零㆕年 /㆓零零五年完成更換
停車收費錶系統的計劃。在㆓零零㆔年底 /㆓零零㆕年初，
我們會檢討新收費錶接受以信用卡繳費的可行性。如理據充份

並獲得額外撥款批准 (約 2,400 萬元 )，預計在㆓零零㆕年 /
㆓零零五年開始，新收費錶將可接受除八達通之外的繳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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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28. 我們會於 2002 年 5 月 10 日向財務委員會要求批准撥款
推行這項計劃。

29. 在本年 2 月 26 日，交通諮詢委員會已閱悉當局的建議，
委員大致支持㆖文的建議。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30. 請委員就㆖述「更換停車收費錶系統的計劃」發表意

見。

運輸局

2002 年 4 月



非接觸式咭

計劃中停車收費錶的設計草圖 附件 'A'



附件 B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千元）（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非經常

- 開支 9,000 46,000 30,000 5,000 0 0 0 0 0 90,00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000 46,000 30,000 5,000 0 0 0 0 0 90,000

經常

- 合約管理行政費用 30 315 1,62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2,765

- 承辦商費用 790 8,295 42,660 47,400 47,400 47,400 47,400 47,400 47,400 336,145

- 繳費卡供應商的服務費用 60 630 3,24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25,53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880 9,240 47,520 52,800 52,800 52,800 52,800 52,800 52,800 374,440

費用總額費用總額費用總額費用總額 9,880 55,240 77,520 57,800 52,800 52,800 52,800 52,800 52,800 464,440

效益效益效益效益 (節省的成本節省的成本節省的成本節省的成本)
㆒次過

- 節省的費用 0 11,912   33,522   7,657     12,898   0 0 0 0 65,99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11,912 33,522 7,657 12,898 0 0 0 0 65,990

每年

- 合約管理行政費用 30 315 1,62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2,765

- 承辦商費用 790 8,295 42,660 47,400 47,400 47,400 47,400 47,400 47,400 336,145

- 易泊卡 200 2,100 10,8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85,10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020 10,710 55,080 61,200 61,200 61,200 61,200 61,200 61,200 434,010

效益總額效益總額效益總額效益總額 1,020 22,622 88,602 68,857 74,098 61,200 61,200 61,200 61,200 500,000

效益淨額效益淨額效益淨額效益淨額 (8,860) (32,618) 11,082 11,057 21,298 8,400 8,400 8,400 8,400 35,560

累計效益累計效益累計效益累計效益 (41,478) (30,396) (19,339) 1,960 10,360 18,760 27,160 35,560

假設 :假設 :假設 :假設 :

1. 在2003年2月已安裝1,000個雙泊位接納八達通卡的停車收費錶。
2. 在2004年1月已安裝3,000個雙泊位接納八達通卡的停車收費錶。
3. 在2004/05年已安裝6,000個雙泊位接納八達通卡的停車收費錶。

更換停車收費錶系統的成本效益分析更換停車收費錶系統的成本效益分析更換停車收費錶系統的成本效益分析更換停車收費錶系統的成本效益分析

（按（按（按（按 2001-02 年度價格水平計算）年度價格水平計算）年度價格水平計算）年度價格水平計算）

(接納八達通卡的系統接納八達通卡的系統接納八達通卡的系統接納八達通卡的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