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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摘要背景資料摘要背景資料摘要背景資料摘要

《《《《 2003 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 2003 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草案》是把安全帶法例引
伸至公共小巴後排座位的相關修訂，本文件闡述有關修訂的背

景資料。此外，本條例草案亦旨在將政務司司長委任交通審裁

處和委任交通審裁處小組成員的權力移轉給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局長。

安全帶法例引伸至適用於公共小巴後排座位安全帶法例引伸至適用於公共小巴後排座位安全帶法例引伸至適用於公共小巴後排座位安全帶法例引伸至適用於公共小巴後排座位

2.  為提高安全，減少司機和乘客的傷亡人數，我們在一九

八三年十月制定安全帶法例，規定私家車的司機和前排座位乘

客必須配用安全帶。其後，我們在一九八九年七月把這項法例

引伸至適用於的士和小型巴士的司機和前排座位乘客﹔一九九

零年一月，我們再把法例的適用範圍擴大至貨車的司機和前排

座位乘客。由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起，我們進一步把法例引伸

至在當日或以後登記的私家車的後排座位和前排中座，以及所

有在當日或以後登記的的士、小型巴士和貨車的前排中座。一

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我們把強制裝設和配用安全帶的規定引伸

至適用於巴士司機。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有關法例的適用

範圍引伸至在當日或以後登記的的士後排座位。在安全帶法例

實施後，司機和乘客在交通意外中的傷亡人數顯著下降。

3.  根據交通意外統計數字的分析，有關公共小巴的意外率

和引致後排座位乘客傷亡率在各類車輛中相對偏高；在二零零

三年，以每一千輛公共小巴計算，有關數字分別約為 221 和
145，而所有汽車的有關數字則分別約為 25 和 9。鑑於公共小
巴是市民常用的公共交通工具，我們認為有需要在公共小巴上

裝設保障乘客安全的裝備，包括安全帶和高靠背座椅，以進一

步保障乘客的安全。二零零一年一月，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對有關的建議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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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法例修訂相關的法例修訂相關的法例修訂相關的法例修訂

4.  我們需要就在公共小巴上裝設保障乘客安全的裝備的規

定在三方面進行修訂 :

(a)  修訂《道路交通 (安全裝備 )規例》及《道路交通 (車
輛保養及構造 )規例》以訂明在新登記公共小巴的後
排座位裝設及配用安全帶的規定﹔

(b)  修訂《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以
反映在有十五歲以下的前排座位乘客沒有穩妥繫上

安全帶的情況下駕駛公共小巴並不構成罪行﹔

(c)  修訂《道路交通條例》及《道路交通 (車輛保養及構
造 )規例》的附表二，將小型巴士的車輛總重限制由
四噸放寬至五點五噸。

5.  有關第 4(a)段，立法會已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通過《 2002
年道路交通 (安全裝備 )(修訂 )規例》及《 2002 年道路交通 (車輛
構造及保養 )(修訂 )(第 2 號 )規例》，訂明新登記的公共小巴的後
座必須裝設安全帶及高靠背座椅，而乘客須配用安全帶。

6.  有關第 4(b)段，考慮到公共小巴司機難以監察及確保乘
客在整段車程中遵守配用安全帶的規定，我們認為公平及較可

行的做法是要求乘客，而不是司機，承擔沒有配用安全帶的責

任。《 2002 年道路交通 (安全裝備 )(修訂 )規例》已訂明司機不需
要為有十五歲以下的前排座位乘客沒有穩妥繫上安全帶的情況

負上刑事責任。相反，乘客需要自行承擔沒有配用安全帶的責

任。我們須就《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作出相關修訂以反
映配用安全帶的責任問題的轉變。至於有關 15 歲以下的公共小
巴前排乘客的安全問題，我們想指出，現時所有公共小巴均不

設前座位置。我們會確保新的小巴亦將不設前座。我們已就有

關修訂提交決議案。立法會在五月十七日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

有關修訂，並對該決議案表示支持。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會

在本年六月九日動議通過有關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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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此外，我們亦須就《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規例》附表的表
格一作出類似的修訂。根據《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第十
一條，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已於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憲報上

刊登《 2004 年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修訂 )規例》，並會在六月二
日把修訂規例提交立法會，進行不表反對即予通過的程序。

8.  有關第 4(c)段，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二條和《道路
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規例》附表二的規定，小型巴士的車輛
最高總重量為四噸。裝設高靠背座椅和安全帶的規定，會增加

公共小巴的重量，並超出目前小型巴士最高總重量的限制。有

見及此，我們已在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向立法會提交《 2003
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草案》。有關草案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權力的移轉權力的移轉權力的移轉權力的移轉

9. 本條例草案亦旨在將政務司司長委任交通審裁處和委任

交通審裁處小組成員的權力移轉給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有

關建議是因應問責制實施的檢討結果提出的，並將適用於所有

決策局及部門。有關建議的理據載於立法會 CB(2)331/03-04(10)
號文件，副本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實施日期實施日期實施日期實施日期

10. 我們建議採取與現行安全帶法例一致的做法，即規定在

指定日期或之後登記的所有新公共小巴才須裝設高靠背座椅和

安全帶，現有車輛無需補裝這類設施。我們建議在二零零四年

八月一日起，所有新登記公共小巴必須裝設高靠背座椅和安全

帶，而公共小巴乘客亦須配用安全帶，而所有有關安全帶規定

的法例修訂均會在同日生效。至於有關移轉權力的修訂，我們

建議在有關的條例刊登憲報的當日生效。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政府總部

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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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草案 

 

旨在 

 

 

修訂《道路交通條例》及《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2003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 

 

(2) 第 2、5、6 及 7 條自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

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2 條現予修訂，在“小型巴士”的

定義中，廢除“許可車輛總重不超過 4 公噸、”。 

 

 

3. 交通審裁處小組 

 

第 16(2)及(4)條現予修訂，廢除“政務司司”而代以“環境運輸及

工務局局”。 

 

 

4. 交通審裁處的委任 

 

第 17(1)及(2)(a)條現予修訂，廢除“政務司司”而代以“環境運

輸及工務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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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 

 

 

5. 修訂附表 2 

 

《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374 章，附屬法例 A)附表

2 現予修訂，在第 I 部中，廢除“4.0”而代以“5.5”。 

 

 

相應修訂 

 

 

《汽車(首次登記稅)條例》 

 

 

6. 釋義 

 

《汽車(首次登記稅)條例》(第 330 章)第 2(1)條現予修訂，在“小

型巴士”的定義中，廢除“許可車輛總重不超過 4 公噸、”。 

 

 

《行車隧道(政府)規例》 

 

 

7. 釋義 

 

《行車隧道(政府)規例》(第 368 章，附屬法例 A)第 2(1)條現予修

訂，在“小型巴士”的定義中，廢除“許可車輛總重不超逾 4 公噸、”。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條

例”)以 — 

 

(a) 將小型巴士的最高車輛總重由 4.0 公噸提高至 5.5 公

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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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將政務司司長委任交通審裁處小組及交通審裁處的權

力移轉給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局長”)。 

 

2. 草案第 2 條修訂條例第 2 條，將“小型巴士”的定義中關於車輛總

重的限制刪除。 

 

3. 草案第 3 條修訂條例第 16(2)條，將政務司司長委任交通審裁處小

組的權力移轉給局長。此外，草案第 3 條亦修訂條例第 16(4)條，使該小

組的成員可將辭去其成員職位的通知交予局長。 

 

4. 草案第 4 條修訂條例第 17(1)及(2)(a)條，將政務司司長委任交通

審裁處及交通審裁處主席的權力移轉給局長。 

 

5. 草案第 5 條修訂《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374 章，

附屬法例 A)附表 2，將小型巴士的最高車輛總重由 4.0 公噸提高至 5.5 公

噸。 

 

6. 草案第 6 及 7 條廢除在其他成文法則中對小型巴士的許可車輛總重

的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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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轉移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的法定權力和職能  

引言  

 政府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報告，就着轉

移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的法定權力和職能給有關局長，我們已完

成一項內部檢討。有關轉移權力及職能的建議，旨在更恰當地反映在

問責制實施下這些局長的政策範疇和職責。本文件載述這次檢討的一

般原則及指引，以供委員參閱。  

背景  

2 .  在討論問責制的過程中，政府承諾檢討賦予政務司司長和財政

司司長的法定權力和職能，以探討應否繼續把某些職能賦予他們，抑

或轉移予負責相關政策範疇的局長。政府已藉二零零三年七月向立法

會發出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實施一年後報告”，告知委員我們已完成

有關檢討。  

內部檢討  

3 .  經諮詢各局，政府內部檢討賦予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的法

定權力和職能，以決定應否根據問責制把某些權力和職責轉移給有關

局長。是次檢討並不影響賦予行政長官或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重

要法定權力和職能。就此，行政長官有權因應實際需要，決定將個別

法定權力和職能授權予負責的主要官員。  

4 .  依據二零零二年七月推行的問責制，各局局長由行政長官直接

委任，並須就其政策範疇的工作向行政長官負責。進行是次檢討時，

考慮將某些法定權力或職能轉移的基本原則，是該項權力和職能需完

全及明確地屬於某局長的政策範疇，並屬有關局長有效地執行其職務

所必要的。換句話說，這些轉移是讓該局長在履行其法定職能和政策

範疇的職責時，肩負全部責任和行使全面權力。根據這一項基本原

則，我們經諮詢各局後，制定了一套一般指引，確保各局採納的模式

能連貫一致。適用於有關檢討的一般指引見下文第 5 至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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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務司司長轉移給各局局長的權力  

5 .  在一般情況下，除屬於行政長官或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重

要權力外，凡明確屬於某決策局局長政策和職責範疇的法定權力和職

能，便應考慮轉移給該局長。例子包括︰  

( a )  例行、程序或行政上的職能，例如證明政府管理局或委員

會的非官方成員身份；把有關局長政策範疇的法定委員會

的帳目和年報提交立法會；  

( b )  除重要的管理局或委員會、或當有關決策局局長可能出現

利益衝突的情況以外 (見下文第 6 ( d )段 )，任命小組或審裁
處成員，就涉及某決策局局長轄下政策範疇的日常運作事

宜提出的投訴作出裁決；或  

( c )  除決策局局長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外，裁決針對局長

轄下部門首長的決定所提出的上訴，例如就有關署長拒絕

批給許可證在郊野公園出售商品、或發出遊樂船隻牌照而

提出的上訴。  

政務司司長保留的權力  

6 .  政務司司長應繼續保留以下性質的法定權力和職能，以便各局

之間更有效協調或執行工作，或反映有關事務是由政府的適當階層處

理︰  

( a )  涉及特權、豁免權或國際層面的職能，例如涉及領事人員

及領事館或國際組織的事宜；  

( b )  不屬於任何指定局長但反映政府整體立場的職能，例如涉

及行政與立法關係的事宜；  

( c )  跨越多過一個局或部門工作的職能，例如根據與環境有關

的法例，就個別部門違反污染管制規定接收報告；或  

( d )  為免利益衝突或為確保政府決策公正無私而不應由局長本

人履行的職能，例如裁決針對局長本人作出的決定而提出

的上訴。  

財政司司長的權力  

7 .  在一般情下，財政司司長不會將下列法定權力和職能轉移給決

策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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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關乎政府周年預算案，例如擬備周年收支預算和年內對預

算作出更改；  

( b )  與政府的收益和資產有關；  

( c )  對政府收支有重大影響，例如主要公帑資助機構的財政事

宜；  

( d )  為確保政策一致推行，例如撇帳和附加費，或為提供某些

中央服務，例如公帑投資與財政司司長法團有關的事宜，

而須集中行使的權力；或  

( e )  與 財 政 司 司 長 處 理 貨 幣 、 金 融 體 系 及 外 滙 基 金 有 關 的 職

能。  

8 .  凡不屬於以上類別但隸屬決策局局長的政策和職責範疇的法定

權力和職能，皆會轉移給局長。例子包括管理局和委員會成員的酬

金、監管公用事業和機構，以及某些項目的收費。  

未來路向  

9 .  各局局長現正與律政司定出最合適的立法途徑和立法時間表，

根據上述的一般指引，跟進轉移權力的程序。各局局長會在提交其立

法建議前，向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講解轉移權力的建議和實施時

間表。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