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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務委員會  
 

有關檢討調整巴士票價的考慮因素的背景資料摘要  
 
 
目的  
 
  此文件載述檢討調整巴士票價的考慮因素的背景資料，並綜

述議員以往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  

 
 
背景  
 
2.  減低公共交通收費是市民一直以來不斷提出的訴求。政府當

局指出他們已透過鼓勵公共交通營辦商在顧及各自營運環境及社會和

經濟情況之下，盡量減低收費或提供優惠，協助減低市民的交通費開

支，對市民的此項訴求作出回應。  
 
3.  過往數年，本港兩間鐵路公司、主要的專營巴士營辦商和多

個渡輪、公共小型巴士及非專利巴士營辦商，均已主動推出不同的優

惠措施。  
 
4.  雖然公共交通營辦商已提供不同的優惠措施，但該等營辦商

不願長期減價。政府當局指出，現行的巴士專營權協議只訂明政府當

局在評估巴士調整車費申請時會考慮的相關因素，但巴士營辦商沒有

責任申請減價。此外，鑒於營辦商過往在申請加費方面遇到重重困難，

故營辦商寧願提供優惠而不減價，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政府當局

認為有需要因應經濟情況的轉變，以及市場可能出現的變動檢討現行

的車費調整程序及機制。現行各項公共交通工具的票價調整程序的詳

情綜述於附件 1。  
 
5.  政府當局在 2002年年底展開一項研究，以檢討目前的市場和
營運情況，並探討為調整鐵路和巴士票價制訂一個更客觀和透明度更

高的程序。  
 
6.  該項研究的目的是解決：⎯⎯ 
 

(a) 公眾關注交通票價應訂在他們可以負擔的水平，並且應
可加可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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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共交通營辦商關注票價一旦調低，即使日後經濟好
轉，亦有機會因公眾壓力而令他們難以調高票價；及  

 
(c) 公共交通營辦商和政府的共同關注，即票價調整不應被

政治化，因為這對促進效率及社會和諧並無幫助。  
 

7.  這項研究以鐵路及專營巴士為重點，因為香港以這兩類公共

交通工具的乘客量最多，共佔本港公共交通總乘客量七成以上。  
 
8.  在 2003年 8月，政府當局就政府的計劃向交通事務委員會作出
簡報。有關計劃旨在改善現行的巴士票價調整機制，以加入一個方程

式的元素，讓有關機制可以更客觀地反映當時的經濟情況及巴士公司

的營運成本。新機制容許巴士收費可加亦可減，並引入一個具有更高

透明度的調整程序。  
 
9.  政府當局在 2003年 8月建議採用的價格上限模式的主要特點
如下：  
 

(a) 根據建議的價格上限公式，即 p’=w’ – k x t’，p’是票價變
動，w’是營辦商成本價格的變動，t’是營辦商生產力的增
幅，而 k則是介乎 0與 1之間的一個預定數字。此方法讓受
規管的營辦商將部分因生產力提升而獲得的利益回饋乘

客，其餘則歸營辦商所有，以鼓勵他們創新。  
 
(b) 在設立客觀的啟動機制後，票價水平將定期作出檢討，

例如每年檢討一次，或當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自上次票價

調整以來的累積變動已高於某一百分比時。在每年的票

價檢討中，如得出的票價調整率低於某一百分比，該年

度的票價水平會維持不變，以避免作出輕微票價調整所

帶來的實際困難。所得出的票價調整率會納入下次檢討

中一併計算。  
 
(c) 為避免公共交通票價水平變動過急，每年的最高票價調

整率可設定以某一百分比作為上限，以緩和票價調整所

帶來的影響。根據此項安排，如得出的票價調整率高於

票價調整率上限，額外的比率會納入下次票價檢討中一

併計算。  
 
(d) 經選定的票價調整公式會每數年檢討一次。此做法可在

有關的期間內為乘客和營辦商提供明確依據，並可讓營

辦商有充分時間提高其效率和生產力。  
 
(e) 由於必須維持兩間鐵路公司在釐定票價方面的自主權，

經選定的票價調整公式應作為一項指引，成為兩間鐵路

公司董事局審議票價調整事宜時的考慮因素之一。至於

專利巴士公司，有關公式可成為當局根據 “經修訂的考慮
多方面因素做法 ”評估巴士票價調整率，並向行政長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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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政會議作出建議時的另一參考因素。有關 “經修訂的
考慮多方面因素做法 ”的進一步詳情載於附件 2。  

 
10.  此後，政府一直與專營巴士營辦商就建議的票價調整機制進

行討論。有關專營巴士營辦商的資料載於附件 3。  
 
11.  關於鐵路服務，政府當局指出，採用一個更客觀及透明度更

高的票價調整機制，是政府就地鐵有限公司及九廣鐵路公司商議合併

所設定的主要範疇之一。政府當局正與兩間鐵路公司詳細商討有關問

題，以期可盡快達成共識。  
 
12.  政府當局將於 2005年 11月向委員簡報檢討調整巴士票價的考
慮因素的結果。  
 
 
議員在以往的會議上表達的意見 

 
13.  立法會一直以來均關注公共交通票價的問題。部分議員認

為，政府當局應鼓勵公共交通營辦商調低票價或提供票價優惠。他們

亦籲請政府當局引入新的巴士票價調整機制，以減輕乘客的負擔。部

分其他議員則認為，在沒有考慮各公共交通營辦商營運環境的情況

下，要求該等交通營辦商全部採取劃一的票價減幅，這是不切實際的

做法。為維護自由營商的原則及精神，政府或立法會不適宜強制公共

交通營辦商減價或提供優惠，因為這事應由個別營辦商自行決定。  
 
14.  在 2001年 11月 14日，立法會通過以下議案：  
 

“鑒於香港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高達 5.3%，同時消費物價指
數已連續 3年下滑，通縮日益惡化，而本港各類公共交通服務
的收費依然高企，交通費佔了市民生活開支一個甚大的比

例，本會促請政府與各公共交通機構磋商，鼓勵各機構因應

其個別營運情況，調低收費或提供優惠給乘客，以減輕市民

負擔。 ” 
 

15.  在 2002年 10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就一項關於調低交通費的議
案進行辯論時，部分議員重申他們的關注，就是政府有需要與各公共

交通機構磋商，盡快調低各類交通服務收費及要求這些機構進一步提

供優惠，包括：  
 

(a) 九廣鐵路公司和地鐵有限公司帶頭減低票價；  
 
(b) 各機構合作提供聯營優惠；  
 
(c) 巴士公司改善各條循環線、過海線、特快線及空調巴士

線的收費結構中不合理之處，並在長程路線增設更多的

分段收費；  
 
(d) 設立及推廣一日、一周行車證計劃及月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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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恢復學生車船半價優惠；及  
 
(f) 為長者提供全面的票務優惠；  

 
並同時設立票價調整機制，以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  
 
16.  在 2003年 11月 12日，立法會通過另一項關於 “改善公共交通收
費制度 ”的議案。有關的議案措辭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盡快與各公共交通機構磋商，全面調低收費一
成，恢復學生車船半價優惠，以及鼓勵各交通機構合作提供

更多聯營優惠，並就公共交通收費制度：  
 
(a) 與各間專營巴士公司磋商如何改善現時的車費結構，盡

快修訂《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的車費等級表，重新釐定

現有收費指引，並在不加重長途乘客負擔的前提下，研

究按車程距離釐定各條巴士路線的全程及分段收費水

平，使車費結構趨於透明和合理，令每名乘客所付出的

車費盡量公平；及   
 
(b) 與各間公共交通機構研究發出通用於各機構的一日、一

周和每月乘車證的可行性，以方便經常需要乘搭各種公

共交通工具的本地乘客及遊客，並同時減輕他們在交通

費上的負擔。 ” 
 
17.  在 2003年 8月，當局就價格上限模式徵詢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意
見時，委員表達了以下的關注：  
 

(a) 新的票價調整機制應同時適用於鐵路公司及專營巴士公
司；  

 
(b) 透過新的票價機制推行的任何巴士減價措施，均應適用

於由同一專營巴士公司營辦的所有路線；  
 
(c) 建議的價格上限公式應適當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  
 
(d) 公共交通營辦商在提升其營運效率時，不應令就業機會

及僱員福利受到不良影響。  
 

18.  在過往的商議過程中，議員亦曾促請政府當局鼓勵公共交通

營辦商提供長者票價特別優惠的服務，尤其是在星期日和公眾假期，

並採取協助殘疾人士的適當措施，包括為殘疾人士提供半費優惠。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11月 16日  



附件 A 

 

 

各種公共交通服務票價的調整機制  

 

 

鐵路  

 

 根據按《地下鐵路條例》 (第 556 章 )第 4(2)條制定的《營

運協議》，地鐵有限公司在考慮公眾對建議票價調整的接受程度

（以進行乘客調查的結果為依歸），並徵詢交通諮詢委員會及立

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後，可經董事局議決通過調整收費。 

 

2. 根據《九廣鐵路公司條例》（第 372 章）第 4(2)(e)條，九

廣鐵路公司有權釐定車費。提出調整票價時，該公司一般會考慮

公眾的意見，並諮詢交通諮詢委員會及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專營巴士  

 

3.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230 章 )第 13(1)條，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可釐定任何指明路線或任何一組指明路線運載

乘客、行李及貨品可收取的車費的等級表。至於暫時改變指明路

線或新辦的暫時路線，該條例第 13(2)條則訂明運輸署署長 (署長 )

須根據按第 13(1)條釐定的適當車費等級表，釐定這些路線的車

費。該條例第 13(4)條規定，除非獲署長事先准許，否則專營巴

士公司向乘客收取的車費，不得超逾釐定的車費，亦不得低於如

此釐定的車費。  

 

4. 調整車費等級表須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在調整

巴士車費方面，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二

日通過經修訂的考慮多方面因素做法。按照這個做法，政府評估

巴士調整車費申請時會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自上次調整車費

以來經營成本和收益的變動；未來成本、收益和回報的預測；巴

士公司需要得到合理的回報率；市民的接受程度和負擔能力以及

服務的質量，然後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有關釐定巴士車

費的建議。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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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小型巴士 (公共小巴 ) 

5. 本港現有兩類公共小巴，分別為專線小巴和紅色小巴。根

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 )第 29(1)條，署長可在他指明的條

件所規限下發出營辦專線小巴服務的客運營業證，當中包括有關

所收取的車費的條件。如要修改某項專線小巴服務客運營業證的

條件 (包括調整車費 )，一律須得到署長批准。至於紅色小巴的車

費則由服務營辦商考慮經營環境和市場需求等因素後釐定。  

專營渡輪  

6. 根據《渡輪服務條例》 (第 104 章 )第 19(1)(a)條和 (6)條，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命令釐定就任何專營服務中乘客的

運載可收取的最高船費，以及因應乘客的類別、專營服務的經營

時間及渡輪艙室的水準，釐定船費。專營渡輪公司收取的船費不

得超過最高船費，除非獲署長事先准許，否則亦不得收取並非如

此釐定的車費。如要調高最高船費，須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通過。  

領牌渡輪  

7. 根據《渡輪服務條例》(第 104 章 )第 33 條，署長可藉憲報

公告，釐定就領牌服務中乘客的運載可收取的最高船費。持牌人

不得收取較最高船費為高的船費。因此，如要調高經署長藉憲報

指明的渡輪服務船費，須經署長批准。  

的士  

8. 《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規例》 (第 374 章附屬法例 D)

載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釐定的的士收費率。該規例第 47(2)

條訂明的士營辦商所收取的的士租用費，不得超過適當的收費

率。如要調整的士收費，須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修訂法例方

可實行。  

香港電車  

9. 根據《電車條例》(第 107 章 )第 51 條，經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同意，電車公司可修訂當時已獲批准的電車軌道全程或任



 - 3 - 

何部分路程的車費率。任何有關修訂須在憲報刊登後一個月或按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命令在憲報刊登後的較短期間內開始

生效。  

山頂纜車  

10. 根據《山頂纜車條例》(第 265 章 )第 22 條，山頂纜車有限

公司可就纜車的使用，收取由公司不時訂定的車費。  

 

 

 



附件 2  
 
 

“經修訂的考慮多方面因素做法 ”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 2000年 12月 12日決定，政府當局應
採用 “經修訂的考慮多方面因素做法 ”，審核調整巴士票價的申請，並
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建議。詳情如下：  
 
(a) 當局日後審核調整巴士票價的申請時，將會考慮以下各項因素：  
 

․  自上次調整票價以來經營成本及收益的變動；  
․  未來成本、收益及回報的預測；  
․  有需要為營辦商提供合理的回報率；  
․  市民的接受程度和負擔能力；及  
․  所提供服務的質素和數量。  

 
(b) 在考慮市民對車費的調整幅度的接受程度這個因素時，將會參考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  
 
(c) 假如一家巴士公司在某年獲得的回報超過專利巴士服務業按固定

資產平均淨值計算的平均回報率 (即固定資產平均淨值的 13%)，其
高於平均的回報應由有關營辦商與乘客均分，雙方各佔一半。換

言之，政府當局審核營辦商票價調整申請時，會把有關營辦商高

於平均的回報的 50%當作其日後的收益，目的旨在協助紓緩未來巴
士加價的壓力。  

 
2.  在 2003年 7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將適用於考慮巴
士票價調整申請的 “經修訂的考慮多方面因素做法 ”中所訂的專營巴士
公司高於平均的回報中 50%的用途擴大，以使這 50%的回報 (如有的話 )
可用作促成推行新的巴士減費措施 (即個別專營巴士營辦商因推出與政
府當局協定的減價新措施而令其收益蒙受損失時，有關損失可以該營

辦商此 50%的回報作抵銷 )。



附件 3  
 
 

有關專營巴士營辦商的資料  
 

香港共有 5間專營巴士公司⎯⎯ 
 
(a) 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  
(b)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c) 城巴  
(d)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e) 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  

 
2.  其專營權分别屆滿的日期為  
 

專營巴士公司 

 

專營權期限 

(a) 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  
 

1997年 9月 1日至 2007年
7月 31日  
 

(b)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
司  

 

2003年 8月 1日至 2013年
7月 1日  

(c1) 城巴  ⎯⎯ 香港島及過海巴
士網絡專營權  

 

1996年 9月 1日至 2006年
6月 30日  

(c2) 城巴⎯⎯  機場及北大嶼山
巴士網絡專營權  

 

2003年 6月 1日至 2013年
5月 1日  

(d)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2003年 6月 1日至 2013年
5月 1日  
 

(e) 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
司  

1997年 4月 1日至 2007年
3月 31日  
 

 
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 (下稱 “九巴 ”) 

3.  九巴在九龍和新界區經營約 324條巴士路線和 63條過海路
線。九龍市區各線巴士收費由 2.4元至 11.2元不等；而新界路線的巴士
收費則由 1.6元至 38元不等。  

4.  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九巴已領有牌照的巴士共 4 191輛 (大部
分是雙層巴士 )，是東南亞規模最大的陸路客運營辦商之一。該公司所
有車輛於 2004年每日平均載客量約為 2 910 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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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下稱 “新巴 ”) 
 
5.  新巴經營約 55條港島路線、 10條九龍和將軍澳路線，以及 33
條過海路線。港島路線的收費由 3元至 11.6元不等；九龍及將軍澳線的
收費由 3.2元至 7.5元不等。在 2004年，新巴擁有已領牌照巴士 695輛，
每日平均載客量約為 504 000人次。  
 
城巴  
 
6.  城巴是港島其中一個專營巴士營辦商，經營 112條巴士路線，
包括 65條港島路線、 31條過海路線及 16條服務東涌／機場的巴士路
線。港島線收費由 2.5元至 11.9元不等；接駁對外和機場的巴士線收費
則由 3.5元至 45元不等。在 2004年，城巴擁有已領牌照巴士 911輛，每日
平均載客量約為 576 000人次。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7.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為北大嶼山及機場提供巴士服務。龍運巴

士有限公司現時經營 15條巴士路線，整個車隊共有 144輛空調巴士，在
2004年內每日平均載客量約為 61 000人次。收費由 3.5元至 28元不等。  
 
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  
 
8.  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在大嶼山經營 24條路線，收費由
2.5元至 40元不等。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該公司的車隊共有 86輛單層
巴士，平均每日載客量為 33 000人次。在夏季、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期間，
由於遊客眾多，大嶼山的交通最繁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