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第十七題：物體定位系統技術 

＊＊＊＊＊＊＊＊＊＊＊＊＊＊＊＊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十七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劉慧卿議員的提問
和經濟發展及勞工局局長葉澍（在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缺席期
間）的書面答覆：  

問題：  

關於應用物體定位技術，行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民眾安全服務處、路政署及運輸署在應用該技術方面的現
況；  

(二) 借助該技術的消防處第三代調派系統的自動車輛定位系統及
香港警務處的第三代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是否能如期啟用；若不
能，原因為何，以及有何方法解決有關困難；  

(三) 香港物流發展局現正發展的數碼貿易運輸網絡系統有否借助
該技術；若否，原因為何；  

(四) 有否研究外國在發展及應用該技術方面有何正面和負面經
驗；若有研究，結果為何；  

(五) 有否研究應用該技術對本地的集體運輸系統、物流業及在紀
律部隊調派員工方面有甚麼好處；若有研究，結果為何；若否，
原因為何；及  

(六) 會否與民間機構合作，以全盤、多角度和更開放的思維去審
視應用該技術對本港的經濟發展和高科技行業有甚麼影響，以及
應用該技術將面對甚麼困難和有甚麼解決困難的方案；若會，詳
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女士：  

物體定位系統技術主要有兩大類，分別是應用星作全球定位系
統的技術和無線定位技術。該兩項技術均可應用於與實物追蹤有
關的用途。由於物體定位系統技術應用範圍廣泛，並涉及多個政
策局及部門，現綜合各有關政策局及部門提供的資料，回覆如
下：  

（一） 民眾安全服務處共有十部全球定位系統儀器，分發至有
關車輛應用，能有效確保隊員在行動中的安全，及在調配資源上
更靈活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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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政署現時使用全球定位系統技術於追蹤清潔車輛在快速公路上
之位置、工程測量控制及監察青馬大橋和汀九橋的移動數據。  

運輸署亦利用全球定位系統技術，配合其他技術，為行車時間顯
示系統提供數據，以方便駕駛者選擇行車路線。  

（二） 消防處的第三代調派系統是一個功能非常龐大而複雜的
系統，一共由二十二個子系統所組成。車輛位置定位系統是其中
一個關鍵性的系統，假若這個系統表現未如理想，便會嚴重影響
資源調派的效率。因此，系統功能及穩定性的測試非常嚴格，以
致特別需時。根據合約，承辦商應於二○○三年十二月完成系
統。但承辦商所提交的系統，在功能上及運作的穩定性方面未能
達致合約所要求的水平，及未能通過系統驗證測試，因此系統需
延遲啟用。目前，整個系統已在最後整合測試和調校階段。消防
處正全力配合承辦商，進行系統測試及驗收，確保系統的穩定性
及表現達到合約的要求。消防處亦要求承辦商投放更多資源，以
加快系統調校及加強測試的效率，務求整個系統盡快通過各項測
試，然後投入服務。  

就香港警務處的第三代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而言，雖然香港的地
形和大廈林立的情況對該項技術的應用是有一定的影響，但警方
採用輔助定位技術，例如地圖拼對，去彌補定位系統未能涵蓋的
地方。該系統將按計劃由本年底開始分階段推出。  

（三） 數碼貿易運輸網絡系統旨在提供一個中立且開放的電子
平台，方便供應鏈內相關行業交換資訊數據，提高資訊流通的效
率和可靠性並降低成本，進而提升香港物流業的整體競爭力。作
為促進物流發展的中立及共用的電子基建，數碼貿易運輸網絡系
統不應在提供增值服務（例如具有實物追蹤功能的服務）方面取
代私營的服務供應商或與之競爭。然而，在發展數碼貿易運輸網
絡系統時，當局會確保該系統能提供溝通介面，為增值服務的發
展提供有利條件。  

（四） 全球定位系統技術早在八十年代已在美國積極發展，初
期主要作軍事用途，直至一九九三年，美國政府首先將有關系統
應用在民事上，推出民用系統。經過十多年的發展，該技術已臻
成熟，而有關使用全球定位系統的產品在市場上已有眾多選擇，
準確度在五至五十米之間。  

由於香港市區高樓林立，建築物結構複雜，四面八方的強大干擾
大大削弱了全球定位系統的準確性及表現。為了解決這個技術問
題，多個輔助定位系統巳發展完成，當中較常用的包括：  

＊ 推測領航：根據傳感器（如里程錶）顯示有關速度和方向的
過往記錄數據而估計位置。  

＊ 地圖拼對：根據地圖上所提供的資料，例如高度和運輸網組
合等，估計物件（例如某車輛）的位置。  

＊ 差位全球定位系統：利用星定位參考站及主動控制系統提
供的信號，提高全球定位系統的準確度。現時此技術主要作測量
用途。  

 



政府部門及私人機構均有參考外國的經驗，在不同範疇應用全球
定位系統技術，發展不同的服務或產品，例如路政署、運輸署、
紀律部門等都有把相關系統與產品應用到其服務上。私人機構方
面，土地測量師、地理信息系統軟件公司、資訊服務公司亦有應
用全球定位系統技術，研究發展出不同的產品，應用在測量、提
供資訊、車隊管理等方面。目前，全球定位系統已在不同範疇廣
泛應用，但在商業上的廣泛應用，涉及商業考慮，包括成本和應
用項目的性質等因素。  

至於無線定位技術的開發則較遲，廠商在近年才開始研發有關技
術。政府已透過創新及科技基金，支持相關的科研項目，期望有
關技術能進一步發展。  

（五） 本港的數間主要專營巴士公司，都有委託不同的服務公
司，研究及試驗應用物體定位技術來協助提高車隊管理的效率，
並向乘客提供更多資訊（如向乘客提供巴士到站時間），從而提
升服務質素。由於香港大廈林立，而且車輛數目眾多，專營巴士
公司現時仍就有關技術進行試驗。運輸署會監察其試驗結果，和
留意外地的有關發展。在物流方面，服務供應商可利用物體定位
技術提供增值服務（如多式聯運整合方案、配貨及運輸管理方
案、庫存管理方案等）。  

物體定位技術可提升消防處的行動效率。如能夠準確測定可供調
派的消防及救護資源的實時位置，便可更快捷地指派最適當的消
防或救護車輛及人員前赴事故現場進行救援。要達致準確的資源
調派，車輛定位系統便需要與地理資訊系統一併使用。後者除了
可提供及顯示道路和建築物名稱外，更有交通流向的資料。調派
系統可即時將意外事故的位置、消防資源的位置和道路網絡的因
素一併考慮，然後決定調派最適當的資源。車輛定位系統及地理
資訊系統可使消防處通訊中心人員在電腦屏幕上實時監控所有消
防及救護車的動態，以便作出更有效及更靈活的調派決定。  

自二○○二年起，政府飛行服務隊已開始將其定翼機及直升機之
全球定位系統數據傳送到政府飛行服務隊總部的指揮及控制中
心。政府飛行服務隊會利用這些數據將飛機的高度及位置顯示於
控制中心的電子地圖上，作為調配飛機之用。另外，警方亦有應
用該項技術以加強指揮、控制及調派方面的效率。  

（六） 政府一直有留意物體定位技術的發展，並透過創新及科
技基金，支持科研機構進行相關的科研項目，以協助解決一些應
用該技術面對的困難，從而讓有關技術能進一步發展，並可作廣
泛的商業用途。例如，政府已透過創新及科技基金，資助香港浸
會大學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開發一項以手提電話為本的定位系統
作為補充技術。系統利用手機接收眾多本地網絡營運商發射站的
信號強度，並結合發射站的資料以估量手機位置。該項目現已大
致完成，並由香港無線科技商會向本地網絡營運商推介，期望在
不久的將來可推出應用。  

完  

二○○四年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