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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策略研究》中各項措施的推行進展之意見 

本組早在 2015 年運輸及房屋局展開《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時就已批評局方

忽視進行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的重要性，並且拒絕對目前支離破碎，缺乏大局觀

念的交通政策進行徹底的整理。而目前《研究》對此仍然未有回應，而只是繼續

就目前各項交通工具的分類小修小補，對改善目前香港交通情況的嚴峻局面毫無

幫助。 

 現時運房局對公共交通服務的監管標準，可謂只是根據監管的難度作出監管，

比如專利巴士，因為市場上營運者少，而所佔的市場份額較大，運輸署則相當對

其監管較多。反觀服務性質類似的專線小巴服務，雖在座位數目上有嚴格限制，

但不論是調整票價還是調整路線、班次等等，都是運輸署說了算，市民根本無法

有效監管其服務水平。 

 在公共交通服務資源緊絀，未能疏理目前本港的交通需求，運房局卻盲目以

鐵路發展為由，妨礙其他路面運輸工具的發展。更甚者，作為監管當局，亦盲目

要求追求減少路面車輛，減少路面交通服務資源，但無視香港市民的居住需求改

變而帶動的公共交通服務需求，將更多的市民推向選擇更個人化的交通工具，包

括私家車及的士。 

 從運房局以”豪華巴士”，在巴士上加裝 wifi 設備等作為”提昇專利巴士

競爭力”，反映當局根本未有正視到市民搭車難的問題的真正原因。無疑，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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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更舒適的旅程，但目前鐵路與巴士服務嚴重供不應求，才是問題的徵結。本

組對整份《公共交通策略研究》中，隻字不提檢討現時巴士服務重組的加強服務

指標(即最繁忙半小時達 100%；一小時達 85%載客量)，而且一個籠統的載客量

數字，對反映巴士服務需求亦不全面，而作為目前理順巴士服務的重要指標，運

房局竟絲毫未有調整指標的打算，反而花時間在豪華巴士或巴士加 wifi 等措施

上，謂之不務正業，實不為過。 

此外，《研究》在跨公司轉乘、開放數據平台等方面亦未見提出若何建議，

這又可見當局根本毫無整合各類交通工具，更無意作最低限度的梳理。不惟不肯

涉及各專利巴士公司之間利益分配，亦更不肯將其資訊發放與其他交通工具統合，

不但使乘客付出不少金錢成本，亦令他們在使用交通服務時遭受極大的不便，同

時也削弱了他們在選擇交通工具時的彈性。 

而有關優質的士的部分，本組留意到在《研究》中提出優質的士的牌照需要

以額外牌照加入市場，而且明言不認同業界中部分人提出的「只應透過讓部分普

通的士牌照轉換成專營的士經營權施行」，這本是值得嘉許的做法。但在最近當

局向立法會遞交的文件中，上述句子，或說相關要求改動的士牌限額的說法卻失

去蹤影。本組擔心，當局是否因業界壓力，而聽從了不正確的意見，從而作出讓

步？針對這點，本組希望當局能夠澄清。 

至於部分與會人士提出將的士亦納入所謂的專用公共交通走廊(換言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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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寬的士行走目前不得使用的巴士專線)，提出此舉可以便利更多乘客，本組

亦難以認同這種說法。以目前可見的數據，的士在主要幹道及交匯點上平均僅接

載 1.1-1.6 人不等，與私家車的承載人數相差不遠。在這種情況下，將目前最少

也有 10 人以上的專利巴士所用的專線也開放給的士，無疑對道路資源是種嚴重

的浪費，而且也失去了公交優先的原意，我們實在難以苟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