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6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下一個 3年牌照期(2017-2020年)的特別協

助措施》提交的意見書 

 

目前，全港共有 14 條離島渡輪航線，當中有 6 條為主要航線（中環—長洲、渡

水渡、中環—梅窩、中環—坪洲、中環—榕樹灣、中環—索罟灣），由兩間渡輪

營辦商即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新渡輪），及港九小輪控股有限公

司（下稱港九小輪）營運。政府於 2011 年開始為六條航線提供特別協助措施，

三年一檢，配合為期三年的渡輪服務牌照。政府建議於下一個三年牌照期撥 4.1

億元，減輕票價的加幅。由於現行的機制未能製造誘因，誘使船公司提升其服

務質素，因此公民黨建議政府研究為協助措施引入懲罰機制，藉以改善服務質

素。 

 

長洲渡輪需求大增 坪洲服務每況愈下 

現有 6 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中，以《中環---長洲》乘客量最高，平均載客量由

2009 年每日的 20458 人次，急增至 2015 年每日的 26315 人次。面對假日長洲

人山人海，對當地居民生活帶來嚴重的不便，郭家麒議員曾協助居民爭取設立

居民通道，但遺憾運輸署與新渡輪最近只提出設立「月票通道」，導致長洲居民

未能人人受惠。早前，公民黨亦接獲不少居民投訴，指脫班問題嚴重，高速船

經常滿載（尤其早上班次）。在服務質素每況愈下，政府仍批准航線加價近

4%，居民的不滿亦不難理解。 

 

同時，有坪洲居民反映對票價、班次、船上衛生及服務質素等不滿。居民亦非

常關注未來船公司改用單一船種後的運作模式（由現時普通船和高速船混合行

走，改為以高速船行走）。在現有補助措施下，船公司的確未有誘因改善其服務

質素。 

 

因此，公民黨建議署方考慮加入服務質素等作為牌照條款，並為協助措施引入

罰則，如服務表現、班次等未能達標，將扣減相關措施的資助額。同時，政府

及新渡輪應盡快設立居民通道，及推行「多程票」計劃（類似港鐵「都會票」

的方式），以相宜的價格發售，三十日內任搭若干的程數，為月票計劃引進彈

性。 

 

政府長遠應研究購置船隻 減輕市民負擔 

在今次的特別協助項目當中，政府建議加入一千六百萬的折舊開支補助，以鼓

勵營辦商引入新船或優化，但維修保養的補助金額上限則由 2014-17 年度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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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急增兩倍至 2017-20 年度的 2 千 4 百萬，遠較折舊開支的補助為多。在此

安排下，政府除指出「引入兩艘新船隻及進行一系列提升船隊項目」，則未有交

代目前有多少船公司承諾會引進新船及更先進的設備。長遠而言，政府需解決

經營困難、提升渡輪服務質素、降低廢氣排放量，及吸引更多營辦商參與投

標。公民黨建議政府應研究購置船隻，以開放經營權及管理權予營辦商的可行

性，評估此舉能否降低營運成本及收費，及於突發情況時調動應急的船隻。 

 

政府應協助其餘八條航線 

早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六條主要航線的根本問題是客量不足，

若要維持船公司的營運有可持續性，而又不大幅加價，公帑的介入是難以避

免。可是，以上六條的主要航線均在過去牌照期錄得盈利，今年更受惠於國際

油價下跌，要啟動利潤分享機制；反之，另外的八條航線中，其中四條正面對

虧損、客量不足等問題。按局長說法，政府亦應為其餘的航線提供額外的協助

措施，提升渡輪的服務質素。早前，有馬灣居民表示政府應制定政策鼓勵遊人

乘搭來往馬灣的渡輪。雖然部分航線的航點，未必以渡輪作為單一的交通工

具，但公民黨認為，即使有其他替代交通方案，維持渡輪服務及提升其服務質

素，可達致分流作用。 

 

最後，公民黨重申： 

1. 署方應加入服務質素等作為牌照條款； 

2. 研究為其協助措施引入罰則，如服務表現、班次等未能達標，將扣減相關措

施的資助額； 

3. 盡快設立長洲居民通道，及研究推行「多程票」計劃； 

4. 長遠而言，政府應研究購置船隻，以開放經營權及管理權予營辦商的可行

性，評估能否降低營運成本及收費，減輕居民的交通費支出； 

5. 協助其餘八條航線，以維持渡輪服務及提升其服務質素。 

 

公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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