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推行智能運輸系統的最新進展報告  

 
 
引言  
 
 本文件匯報智能運輸系統自二零零三年三月以來在香港的發展

及推行情況。  
 
 
背景  
 
2 .  據運輸署在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進行的《智能運輸系統策略檢討

研究》建議，當局應設立中央運輸資訊系統，以及採用更全面的交通

管理架構，以增加交通流量並提高本港道路網的安全。我們分別在二

零零二年五月和二零零三年三月向議員匯報上述檢討建議核心項目的

最新進展。其後，當局繼續着力推行各項措施。  
 
3 .  在二零零五年五月九日發生嚴重交通擠塞事故後，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局長委任專責小組，檢討緊急交通事故協調工作並建議改善措

施。專責小組已完成檢討，並提出 5 6項建議，其中有關智能運輸系統
的建議載於附件。  
 
4 .  我們其後對智能運輸系統策略作出檢討。下文說明各個項目的推

行情況以及我們與私營機構合作推行增值服務的最新進展。  
 
 
運輸資訊系統  
 
5 .  運輸資訊系統是一個中央數據庫，用作收集、處理和發放全面的

交通資料。該系統主要提供智能道路網及公眾運輸資訊這兩項資料服

務。  
 
6 .  智能道路網提供有關行車方向、路口轉彎方向及停車限制等最新

資料。智能道路網完成後，私營機構的增值服務供應商，包括電訊公

司、車隊及貨運服務營辦商、物流及資訊科技機構等，都可利用這些

資料來發展有關運輸資訊系統的應用服務，例如車內導向系統、車隊

管理系統，以及為市民提供的個人化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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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公眾運輸資訊服務是計劃在互聯網上提供的服務，可以為公共交

通工具的乘客及駕車人士提供交通運輸方面的資訊，方便他們在出發

前計劃所選用的路線。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可按距離、車資和轉車次

數搜尋最佳路線，而駕車人士則可按距離或收費在數碼地圖上搜尋最

佳行車路線。  
 
8 .  當局在二零零三月五月批出實施運輸資訊系統的合約，該項目原

定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完成。不過，運輸署與承辦商在實施該項目的

過程中遇上問題，導致工程嚴重延誤。合約最終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初

終止。  
 
9 .  運輸署現正安排運輸資訊系統新合約的招標工作。正如專責小組

建議，地理信息系統是收集和發放即時交通資訊及處理事故的重要平

台，因此，我們計劃盡早推行智能道路網。我們預期在二零零六年年

初批出新合約，並在二零零七年年底完成有關項目。  
 
1 0 .  近年，公共交通機構、學術機構和私營機構發展出一些提供類似

公眾運輸資訊服務的產品。我們現正與這些機構聯絡，探討可否以合

作方式，以最迅速和具成本效益的安排提供公眾運輸資訊服務。  
 
 
交通管理架構  
 
11 .  交通管理架構包括區域交通控制系統、在重要道路裝設的交通管

制及監察設施、行車時間顯示系統和相關的交通控制中心。  
 
區域交通控制系統  
 
1 2 .  區域交通控制系統由電腦控制，可以按不斷轉變的交通情況控制

和操作區內的交通燈號。這套系統可更有效地管理交通燈控制路口，

從而善用道路容車量，並減少行車時間、延誤和停車次數。  
 
1 3 .  現時，這個系統用於市區以及荃灣、葵青、沙田及馬鞍山等新市

鎮。我們已進行多個工程項目，在其他新市鎮增設區域交通控制系統，

並更換行將過時的現有系統。  
 
1 4 .  把 該 系 統 擴 展 至 大 埔 和 北 區 的 工 程 預 期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完

成。屆時，全港逾 75 %的交通燈控制路口會由區域交通控制系統控制。 
 
1 5 .  我們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取得撥款將該系統擴展至屯門和元朗。建

造工程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展開，預期二零零八年十月完成。工程完

成後，全港逾 90 %的交通燈控制路口均會由區域交通控制系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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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港島區域交通控制系統的更換工程進展順利，預期可在二零零六

年六月完成。我們亦打算更換九龍、荃灣和沙田的系統，並把系統擴

展至將軍澳。如獲撥款，我們預期可於二零一零年完成這項工程計劃。 
 
重要道路上的交通管制及監察設施  
 
1 7 .  重要道路網絡上的交通管制及監察設施包括閉路電視攝影機、事

故偵察器、可變信息顯示屏及行車線管制燈號。這些設施可有助運輸

署監察交通情況、偵測交通事故、為駕車人士提供重要交通資訊和安

排改道以改善交通管理。  
 
1 8 .  在竹篙灣通往迪士尼樂園的引路安裝交通管制及監察設施的工

程，已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完成。我們打算在二零零六至零九年間，在

深港西部通道、后海灣幹線、八號幹線及粉嶺／吐露港公路等主要快

速公路上裝設這些設施。  
 
1 9 .  除區域交通控制系統覆蓋的地區外，我們已沿屯門公路、西九龍

快速公路、北大嶼山公路等重要道路網絡及通往陸路過境通道、葵涌

貨櫃碼頭和屯門內河貨運碼頭的引路安裝閉路電視攝影機。馬料水至

大埔之間一段吐露港公路新裝設的攝影機亦已於二零零四年啟用。此

外，我們會在二零零七年前在東區走廊、元朗公路、東涌道、沙田 T3
路和荃灣九號幹線伸延路段安裝閉路電視攝影機，以加強交通管理。  
 
2 0 .  我們已因應專責小組的建議，檢討現有的閉路電視系統，並已特

別在交通敏感路線和公共交通敏感路線沿路找出系統的“盲點”。我

們計劃增設大約 70- 8 0部攝影機，以擴大閉路電視系統在重要地點的覆
蓋範圍。此外，我們亦會研究可否調動流動閉路電視，在發生交通事

故時加強訊息蒐集，並計劃在重要地點增設可變訊息顯示屏，以便發

放訊息。  
 

行車時間顯示系統  

 

2 1 .   行車時間顯示系統的作用，是讓駕車人士得知取道三條過海隧道
往九龍估計所需的行車時間。這個系統會追踪裝有全球衞星定位系統

的巴士車隊的位置，記錄這些巴士的平均車速，並輔以在重要地點裝

設的攝影機攝得的影像，以顯示行車時間。在二零零三年，我們在告

士打道東行線近稅務大樓、堅拿道天橋北行線近香港仔隧道出口以及

東區走廊西行線近城市花園的位置安裝行車時間顯示系統，讓駕車人

士可根據最新交通情況，選用合適的路線。在這些地點安裝的系統均

運作順暢。  
 
2 2 .  除數碼顯示器外，運輸署最近在互聯網上展示港島區通往三條過

海隧道的引路的行車速度地圖，讓市民能在出發前計劃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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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我 們 計 劃 在 九 龍 區 通 往 海 底 隧 道 的 引 路 (如 加 士 居 道 、 漆 咸 道
北、公主道等 )增設行車時間顯示系統，為駕車人士提供更多訊息。  

 

交通控制中心與交通管理及資訊中心  

 

2 4 .  設於運輸署總部的交通控制中心在二零零三年八月啟用。該中心

內設有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 (協調中心 )及新界的區域交通控制系統
和閉路電視系統。至於港島和九龍區的區域交通控制系統，則設於其

他政府辦事處。  
 
2 5 .  我們原先建議成立一個交通管理及資訊中心，直接控制所有區域

交通控制系統和交通管制及監察設施，並透過運輸資訊系統為傳媒和

市民提供即時的交通資訊。隨着通訊技術不斷發展，加上運輸署運作

交通控制中心所得的經驗，我們已修訂交通管理及資訊中心的實施計

劃。原來的構思是把所有交通控制設施集中於一個中心，我們現打算

設立兩個獨立的中心 (即加強設備的協調中心和區域交通控制中心 )，
各自執行不同的職能。  
 
2 6 .  加強設備的協調中心以現時的交通控制中心為藍本，專責處理緊

急交通事故，包括發放事故資訊。區域交通控制中心則設有全港所有

交通控制設施，並監控這些設施的日常運作。兩個中心的設施連接互

通，以充分發揮它們的功能。設立兩個中心的好處是，假設日後其中

一個中心因發生緊急事故或災難 (如火災、遭到破壞等 )而無法運作，
仍有另一個中心可作後備，提供支援。  
 
 
增值服務  

 
2 7 .  駕車人士如能在出發前掌握即時交通情況，就可以避免前往擠塞

的地區，從而提高道路網的使用率，保持行車暢順。  
 
2 8 .  目前，我們把閉路電視攝影機拍攝有關交通情況的畫面，提供給

電視台播放，並上載互聯網以供免費瀏覽。運輸署網頁上顯示閉路電

視畫面的數目，已由一九九九年的 43個增至二零零四年的 11 7個。我們
現正與電訊服務供應商商討安排，向流動電話用戶直播閉路電視系統

取得的即時交通資訊。  
 
2 9 .  為改善向在路上的市民發放資訊的安排，運輸署已推出個人數碼

助理版的新網頁，讓市民利用個人數碼助理瀏覽特別交通消息、運輸

服務和隧道交通情況。運輸署亦正研究如何安排以無線應用系統規程

格式為流動電話用戶提供即時特別交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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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智能運輸系統／技術  
 
3 0 .  除上文提及的系統和技術外，緊急交通事故協調工作專責小組亦

建議採用其他先進的技術，以改善部門間的溝通和處理事故的能力。

這些技術包括：  
 

( a )  電腦輔助調派 系統以 記錄事故的情況及調動設備和人 手 的
狀況；  

 
( b )  以專家 系統為本的事故管理系統以監察 事故和協助 選擇和

推行預設的改道計劃；以及  
 
( c )  交通事故自動偵察技術以有效偵察事故。  

 
3 1 .  我們會就運作、技術、法律及財務方面的事宜作出研究，探討有

關技術的供應及應用問題，並且研究這些技術能否與各部門現有的系

統兼容配合。如研究結果可行，且資源許可，我們會發展一套綜合事

故管理系統，以收集、共用和發放交通訊息。  
 
 
徵詢意見  

 
3 2 .  請議員備悉本文的內容。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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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附件  

 

緊急交通事故協調工作專責小組  

有關智能運輸系統的建議  

 

1. 探討利用埋於道路下面的線圈檢測器蒐集即時的交通資訊的可行性。  

 

2. 改善閉路電視系統的覆蓋範圍，特別是交通敏感路線或公共交通敏感

路線沿路安裝的閉路電視系統。  

 

3. 研究安裝流動閉路電視是否可行，使資料蒐集的工作更具成效。  

 

4. 探討調配設有探測設備的車隊 (主要是設有全球衞星定位系統的巴士

以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測量道路網行車時間及車速是否可行。  

 

5. 研究可否以地理訊息系統為基礎，發展一套以行車速度或車龍地圖顯

示即時交通訊息的系統，及早偵察事故，擬訂改道及燈號管制計劃，

並向公眾發放各道路交通情況的訊息。  

 

6. 發展一個共用的即時電腦輔助調派系統。  

 

7. 考慮設計一套以電腦化專家系統為本的事故管理系統的可行性。這樣

的系統有助參考過往事故的應變情況以及所得經驗而擬備預設燈號控

制策略或改道計劃。  

 

8. 利用區域交通控制系統調節交通燈號，以便有效管理及疏導車龍。  

 

9. 改善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的設施，尤其應該添置有更強部門連接功

能並內置地理訊息系統的先進電腦系統，以監察交通情況。  

 

10. 更新智能運輸系統策略，盡早實行各項建議。  

 

如有資源可供運用，善用先進科技 (例如新的閉路電視系統、自動事故

偵測技術、全球衞星定位系統以及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 )，加強處理緊

急事故的能力。  

 
在重要地點及路口安裝可變訊息顯示屏。沒有固定可變訊息顯示屏的

路段，亦可使用流動的顯示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