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第III項議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17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開場發言稿 

 

（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發言為準） 

 

主席： 

 行政長官在上星期發表了2017年的《施政報告》，今

天我向各位議員簡介《施政報告》及2017年政府《施政綱領》

中有關陸路運輸的重點政策措施。 

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2. 公共交通服務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每天超過1 200

萬人次使用公共交通服務。交通費是市民日常生活一項必要

開支，對部分市民（特別是基層家庭）來說更是較重的負擔。

政府經過三個多月的積極研究，建議推出免入息審查的公共

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為每月公共交通開支較高的市民減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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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費用負擔。在計劃下，每月公共交通開支超出$400的市

民，不論年齡及入息水平，均可獲得交通費用補貼。補貼金

額為超出$400的實際開支的百分之二十五，補貼上限為每月

$300。初步估計會有超過200萬市民受惠，每年的補貼金額

約20億。 

3. 我們希望做到計劃簡單、易明，操作簡單，而市民

亦無須就計劃提出申請。市民每月透過八達通卡支付的公共

交通開支，包括港鐵、專營巴士、專線小巴、渡輪及電車的

費用，以及購買上述公共交通服務月票/日票的費用，均會納

入計劃下的每月公共交通開支之内。領取補貼的方法十分簡

單，市民只須每月在指定期間內，透過八達通手機應用程式

或到指定地點（包括港鐵站、八達通服務站），以八達通卡

在專設的八達通處理器拍卡領取上一個月的公共交通費用

補貼。為方便公眾了解計劃詳情，我們已印製了單張，當中

亦列舉一些具體例子說明補貼的計算方式。政府的目標是爭

取在今年年底前就計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並於通過撥款後

的一年内儘快落實計劃。 

4. 我們一直密切留意公眾對計劃的反應及意見。就

此，我們聽到有市民認爲計劃應涵蓋紅色小巴（紅巴）及提

供居民服務的巴士（俗稱邨巴），以惠及經常使用該兩種公

共交通工具出行的市民。政府現時建議的計劃並不包括紅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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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邨巴，原因是我們認為計劃所涵蓋的公共交通服務的票價

須有一定預知性，政府亦須對其票價調整有一定的參與。正

因如此，現時建議計劃下所涵蓋的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的票價

調整均受政府監管。就此，政府會繼續聆聽市民的訴求，並

小心考慮和研究。政府的目標是爭取在未來三個月就最後確

定的方案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並於通過撥款後的一年内儘快

落實計劃。 

運輸基建 

5. 因應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以及交通需求的變

化，我們正陸續推展運輸基建項目以完善本地的交通網絡。

我們希望立法會能盡早批准撥款，以建造中九龍幹線。同

時，我們會在本立法年度內就將軍澳跨灣連接路的建造工

程、以及大埔公路（沙田段）擴闊工程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以期儘快開展工程以應付全港不同地區的交通需求。 

6. 在鐵路基建方面，我們正全力推展沙田至中環線（沙

中線），預計「大圍至紅磡段」可於2019年年中通車，而「紅

磡至金鐘段」則維持以2021年為通車目標。屆時鐵路網絡會

涵蓋全港逾七成人口居住的地區。我們亦會有序地推展《鐵

路發展策略2014》建議的新鐵路項目。其中，我們會爭取於

2018年內就屯門南延線和北環線（及古洞站）的鐵路方案諮

詢公眾，並就東九龍線、東涌西延線（及東涌東站）和北港



–  4  – 

島線展開詳細規劃工作，以推動香港下一階段的鐵路發展。 

推動智慧出行 

7. 我們會積極推動「智慧出行」，透過不同的措施，讓

市民可以透過應用科技規劃行程和善用公共交通工具，以及

提高道路網絡的安全和效率，減少交通擠塞。我會簡介其中

一些措施。 

8. 為更有效管理交通、收集及提供交通數據和方便駕

駛人士繳付道路及隧道費等，運輸署現正進行在車輛安裝車

內裝置的初步研究，探討適合在香港使用的範圍，以及推廣

模式。我們會視乎初步研究的結果及與持分者的討論，盡快

探討如何向不同種類車輛的車主推廣自願安裝車內裝置。 

9. 現時運輸署透過網站及數個流動應用程式向公眾發

佈交通運輸資訊，以滿足不同道路使用者的需要。運輸署計

劃整合有關程式成一個綜合交通流動程式，並統一及優化用

戶介面，便利市民於一個平台上一站式搜尋步行、駕駛、公

共交通及實時交通資訊。運輸署估計整合工作可於2018年年

中完成，並會逐步增加供搜索的資訊。 

10. 此外，我們計劃爭取立法會的支持及撥款，由2019/20

年陸續更換現時於路旁停車位設置的收費錶，增加更多功

能。除了接受多種付費方式繳付泊車費（包括支援流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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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遙距付費）外，新一代收費錶會配備感應器以偵測停車

位是否已被佔用，提供實時資訊協助駕駛者尋找空置泊車

位。 

公共交通服務 

11. 在公共交通方面，我們正積極落實2017年6月完成

《公共交通策略研究》的建議措施，令市民可以享用更高

效、便捷和多元的公共交通服務。當中，我們已於2017年7

月刊憲落實將小巴座位數目上限由16個增加至19個，提升小

巴的整體載客量，應付尤其是繁忙時段的乘客需求。同時，

我們正籌備推出專營的士，以回應社會上對個人化點對點公

共服務的新需求。我們亦正與專營巴士公司籌備推出試驗計

劃，試辦長途巴士新型服務及中型單層巴士服務，為乘客提

供更多元選擇，配合社區不同需求。此外，我們會繼續提升

普通的士的服務質素及經營環境。與此同時，我們會為包括

專營巴士、小巴、的士在內的公共交通業界各持份者，[於2018

年]舉辦一個多方交流會，讓各持份者深入商議如何理順不同

業界的角色，以改善公共交通的生態。 

12. 此外，上月深水埗發生了一宗專營巴士交通意外，

導致多人受傷甚至死亡。政府對意外深感難過，亦非常關注

專營巴士司機工時問題。運輸署已展開對現行巴士車長作息

指引的檢討，進一步加強專營巴士營運安全。我們會與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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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真檢視現行安排，謀求早日取得進展。 

13. 為乘客提供更完善且與時並進的公共交通配套設

施，營造一個方便和舒適的等候環境，對提升公共交通服務

水平十分重要。就此，政府會繼續推動巴士路線重組、資助

專營巴士安裝實時到站資訊顯示屏及座椅、推展改善公共運

輸交匯處及渡輪碼頭的試點項目，以及資助電車公司以新技

術更換主要路段的電車軌道。與此同時，為推動無障礙運

輸，政府現正積極與相關小巴營運商商討可供輪椅上落的低

地台小巴試驗計劃的落實細節，並就新車款的規格及裝置進

行檢驗及審批，預計可於今年第四季於三條醫院路線分階段

開展。 

14. 政府知悉港鐵系統於繁忙時間的擠迫情況，港鐵公

司亦一直採取各項措施疏導繁忙時間人流，包括增加列車班

次及加強人流管理。為進一步紓緩此情況，政府要求港鐵公

司繼續提升鐵路可載客量、適時發布車站／月台人流訊息提

醒公眾，以及研究其他可行方案，以分流繁忙時間的人流。 

紓緩道路交通擠塞 

15. 在紓緩道路交通擠塞方面，政府會繼續推行不同措

施，包括研究三條過海隧道及三條連接九龍和沙田的陸上隧

道的交通流量的合理分布、開展商用車輛泊車位顧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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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會採取一系列短期及中長期措施，因應各區的情況增加泊

車位供應以紓緩泊車位不足情況，以及為中環及其鄰近地區

推行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進行可行性研究，利用科技的協

助，盡快籌備在中環及其鄰近地區推行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

劃，改善交通。 

繼續推動「易行」及「單車友善」環境 

16. 在繼續優化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務及紓緩交通擠塞的

同時，政府亦致力推動「易行」環境，讓步行成為香港作為

可持續發展城市的重要部分。我們會繼續推行「香港好•易行」

計劃，循四個主題方向提升香港的整體易行度，鼓勵市民「以

步當車」。措施包括研究加強灣仔和上環之間的連繫度、繼

續在部分連接公共交通設施的行人通道加裝上蓋等。運輸署

亦將於2017年年底展開「提升香港易行度顧問研究」，並會

在2018年起就顧問研究的重點項目提出初步建議，以及諮詢

公眾。 

17. 政府會繼續在「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為現有行人

通道提供無障礙通道設施。路政署已於2017年9月大致完成

邀請18區區議會選出下一階段的推展項目，並將就這些項目

展開可行性研究及設計工作。另一方面，運輸署亦會於今年

年底展開研究以檢討及改善有關機制，用以評審上坡地區自

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項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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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們會繼續建設「單車友善」的新市鎮及新發展區，

減少車輛交通的碳放量，包括繼續分階段改善新市鎮單車徑

網絡及停泊設施。第一批涉及約100個地點的改善工程已經

分階段開展，預計可於2018年年底之前完成，當中會提供約

1 000個額外單車泊位。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一七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