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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立法會道 1 號  
立法會綜合大樓  
立法會  
小組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羅英偉先生 )  
 
羅先生：  

 
 

《〈 2012 年道路交通 (修訂 )條例〉 (生效日期 )公告》  
小組委員會  

 
2014 年 9 月 16 日會議跟進事宜  

 
 小組委員會在 2014 年 9 月 16 日的會議上討論上

述公告，並要求當局提供補充資料，我們的回覆如下。 
 
(a)  要求當局考慮延遲〈 2012 年道路交通 (修訂 )條例〉

第四部的生效日期（現時定為 2015 年 6 月 1 日） 
 
 我們明白小巴業界關注職前課程對專線小巴營辦

商聘請司機的影響，但市民及立法會亦十分關注公共小

巴的營運安全及服務質素。另一方面，審計署在 2013
年 3 月公佈的第六十號衡工量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曾

就道路安全措施的施行情況作出審查，指出運輸署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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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籌備職前課程的工作。其後，政府帳目委員會於

2013 年 7 月 10 日立法會會議席上提交政府帳目委員會

第六十號報告書，當中也曾提及道路安全措施。故此，

運輸署認為須盡早推行職前課程，以達致審計署和政府

帳目委員會的期望。  
 
(b)  提供團體代表意見及政府回應的摘要  
 
 團體代表的意見主要是關於職前課程對業界聘請

新司機的影響。有關摘要詳載於附件一。  
 
(c)  就當局向區議會及地區人士建議放寬紅色小巴限

制區上落乘客時遇到的因難提供補充資料  
 
 對 紅 色 小 巴 業 界 放 寬 禁 區 和 上 落 客 限 制 區 的 要

求，運輸署會按照有關路段的實際情況，審慎考慮業界

有關要求。運輸署過往已放寬或取消禁區和禁止停車上

落客限制區，其中包括撤銷西九龍走廊的禁區，以及放

寬駛入東區走廊的限制等。另外，運輸署亦有設置紅色

小巴站及上落乘客的地點，以配合紅色小巴的運作。然

而，運輸署就建議放寬紅色小巴限制區諮詢區議會及地

區人士時，議員及地區人士不時會有所保留。他們擔心

如放寬限制區，或將限制區改為紅色小巴站或上落客點

時，增加的上落乘客會阻礙行人路人流，令人流更擁

擠，新增的車輛流量亦會影響交通；而車輛停靠活動增

加 (加設公共小巴站或上落客點後 )，亦會帶來廢氣和噪

音等，影響居民及 /或商户等。運輸署在過往數年實施

放寬紅色公共小巴限制區及增設公共小巴站的地點，以

及就建議放寬紅色小巴限制區時收到區議會或地區人

士反對意見的個案分別列載於附件二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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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 2009 至 2013 年涉及公共小巴的交通意外統

計資料，進一步分析專線小巴與紅色小巴何者更

容易發生交通意外  
 
 根據 2009 至 2013 年涉及專線小巴及紅色小巴的

交通意外統計資料顯示（附件四），專線小巴涉及交通

意外的車輛數目、致命和嚴重傷亡交通意外宗數、以及

傷亡者的數字，整體高於紅色小巴，這可能是因為專線

小巴佔公共小巴車隊的數目較紅色小巴為多。另一方

面，在 2009 至 2013 年間，按每千輛公共小巴涉及交通

意外的車輛數目作比較（附件五），紅色小巴則整體高

於專線小巴。由於專線小巴和紅色小巴的營運模式不

同，前者按固定路線和班次營運，而後者則不然，單憑

所得的統計數據，實難以作出何者更容易發生交通意外

的結論。運輸署會繼續透過不同措施提升公共小巴的安

全表現，如規定公共小巴安裝安全帶及黑盒等。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惠平         代行 )  

 
 
 
副本送：  
運輸署署長  (經辦人：蘇祐安先生；黃志光先生 )  
 (傳真號碼﹕ 2824 0433； 2381 3799) 
 
 
2014 年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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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業界意見及政府回應 
 

 

  業界意見 政府回應 

 

1.  職前課程提高入職

門檻，令有意入行

人士卻步 

 引入公共小巴司機職前課程的目的是為

了提升新入職公共小巴司機的駕駛態

度，及讓他們在入職前能掌握提供公共小

巴服務的基本知識和技巧，以提升公共小

巴的安全和服務質素。職前課程的內容充

實，涵蓋小巴司機入行必須認識的營運法

規、小巴機械原理、安全駕駛及應變常

識，以及如何提供優質服務的知識。透過

職前課程，公共小巴駕駛執照申請人可更

了解該等課題，這不但有助他們日後從事

公共小巴司機的工作，亦可減輕公共小巴

營辦商在營運方面的工作量(如處理乘客

投訴)和財政負擔(如承擔交通意外的賠

償和車輛保險費)。 

 

 政府明白小巴業界關注職前課程對專線

小巴營辦商聘請司機的影響，並已採取以

下措施以協助業界: 

 

(a) 為減輕對新入職公共小巴司機的財

政負擔，職前課程已納入再培訓局的

新技能提升計劃，視乎學員的入息水

平，學員修習再培訓局的培訓機構提

供的職前課程後，可申請豁免全部或

七成的課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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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意見 政府回應 

 

(b) 為讓修讀職前課程的學員不用花費

太多時間上課，課程內容已盡量精

簡。課程可於兩個全日或四個半日內

完成。 

 

(c) 現時持有公共小巴駕駛執照人士，其

駕駛公共小巴的資格，不會受實施職

前課程的規定所影響。 

 

(d) 就公共小巴業界在招聘司機時遇到

困難，運輸署已聯絡勞工處，並協調

公共小巴營辦商參與由勞工處籌辦

的招聘會，及透過該處提供的互動就

業服務網站聘請全職及兼職司機，有

助紓解業界面對司機人手不足的問

題。另外，運輸署向專線小巴營辦商

及紅色小巴商會，提供懲教署「愛心

僱主」及政府資助的非牟利少數族裔

人士支援服務機構的資訊，並鼓勵他

們為更生人士及少數族裔人士提供

工作機會之餘，亦協助他們聘請合適

的公共小巴司機。運輸署會繼續加強

這方面的工作，以協助業界聘請公共

小巴司機。 

 

2.  小巴行業經營困

難，業界難以用較

高工資聘請司機 

 政府明白公共小巴業界面對的困難。運輸

署一直密切留意專線小巴的經營及人手

情況。若專線小巴營辦商因成本(包括薪

金成本)增加而須提出加價申請，運輸署

會按個別申請的情況作出考慮。運輸署近

年已加快處理專綫小巴加價申請，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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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意見 政府回應 

 

業界的財政狀況。部份專線小巴營辦商已

調高司機人工，或靈活調派人手和聘請兼

職司機以應付特別是繁忙時段的服務需

求。 

 

 另外，運輸署一直實施各項措施，協助小

巴業界改善經營環境，以紓緩加價壓力。

營辦商可與運輸署商討優化路線及服

務，以控制經營成本。運輸署會因應情

況，在有需要時與營辦商研究更改和重組

小巴路線、推出短程或輔助路線、調整車

輛分配，以及修訂服務時間表等，令小巴

路線更具競爭力及有效率，以改善其財政

狀況。運輸署亦為公共小巴業界在新發展

地區及有乘客需求地區提供營運機會，運

輸署在 2014 年推出 6 組共 8 條專線小巴

路線供有興趣人士申請營運。此外，運輸

署亦鼓勵業界開拓非車費的收入來源（如

車身、車廂及多媒體廣告），以增加收入。

 

 至於紅色公共小巴，他們則可自訂車費，

以反映實際的營運開支。而運輸署會按個

別地點的實際情況放寬或取消紅色小巴

上落乘客的限制區及禁區，包括撤銷西九

龍走廊的禁區，以及放寬駛入東區走廊的

限制等。 

3.  政府應引入先聘

請，後培訓機制，

提供薪金資助及津

貼予小巴司機報讀

有關課程 

 引入公共小巴司機職前課程的目的是為

了提升新入職公共小巴司機的駕駛態

度，及讓他們在入職前能掌握提供公共小

巴服務的基本知識和技巧，以提升公共小

巴的安全和服務質素。因此，業界提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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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意見 政府回應 

 

聘請，後培訓機制未能符合上述目的。 

 

 新法例規定修習和完成職前課程為發出

公共小巴正式駕駛執照的先決條件。這項

規定，類似申請人須通過駕駛考試的規

定，成為領取正式駕駛執照的先決條件重

要的一環。按照用者自付原則，申請人有

責任繳付駕駛學習課程的費用，包括私人

或駕駛學校的授課及職前課程。 

 

 因應小巴業界及立法會議員就可否為學

員提供學費資助的要求，公共小巴司機職

前課程已納入僱員再培訓局的新技能提

升計劃。若學員報讀由僱員再培訓局所指

定培訓機構舉辦的職前課程，可按入息水

平申請豁免全部或七成的費用。 
 

4.  如果報讀課程的人

數少，課程會否如

期開班 

公共小巴司機職前課程並沒有訓練名額限

制。職前訓練學校會因應報讀課程的人數而

增減開班數目。每間指定職前訓練學校每兩

個月至少開設一班職前課程。 

 

5.  報讀課程前是否需

要向運輸署申請及

購買路票。如學員

不合格，是否需要

另買路票 

 駕駛考試表格用以報考運輸署舉辦的公

共小巴路試，因此報讀職前課程無須購買

考試表格。職前課程已包括考試，報讀職

前課程的人士只需繳交學費。 

 

 如學員在修讀該課程的成績被評為不及

格，會有兩次免費補考機會，若仍不及

格，則須重新報讀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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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意見 政府回應 

 

6.  課程的收費為何 運輸署現訂定公共小巴司機職前課程的最

高收費為 1,500 元。視乎報讀職前課程的人

士的入息水平，該人士修習再培訓局的培訓

機構提供的職前課程後，可申請豁免全部或

七成的課程費用，詳情如下: 

 

學員每月收入 學費 

9,000 元或以下 全免 

9,001 元至 19,500 元 課程成本的三成 

(即減免七成) 

超過 19,500 元 課程成本 
 

 

7.  職前訓練課程只限

於小巴業界，駕駛

其他公共車輛（巴

士及的士）的職業

司機置身事外 

 專營巴士公司及鐵路公司已為新入職的

員工提供職前課程。 

 

 為加強公共小巴的營運安全，當局推行了

多項改善措施(例如強制公共小巴安裝車

速顯示器)。然而，公共小巴的意外率和

傷亡率仍然偏高，而 2009 年 6 月和 7 月

更先後發生了兩宗涉及專線小巴的致命

意外，令公眾更加關注公共小巴的安全。

因此，當局在 2011 年建議推行一系列改

善措施，其中包括強制公共小巴駕駛執照

申請人士修讀及完成職前課程才可獲發

公共小巴駕駛執照。有關建議在 2012 年

獲立法會通過。 

 

 公共小巴營辦商的規模一般較小，營運模

式及財務狀況各有不同，未必有足夠的資

源為每名新入職員工提供有關的職前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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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意見 政府回應 

 

程。規定新入職的公共小巴司機修習職前

課程，可以提升新入職公共小巴司機的駕

駛態度，及讓他們在入職前能掌握提供公

共小巴服務的基本知識和技巧，以提升公

共小巴的安全和服務質素。 

 

 實施職前課程後，當局會檢討該措施對提

升公共小巴的營運安全和服務質素的成

效，因應實際情況考慮是否有需要將有關

措施擴展至其他載客取酬的車輛。當局作

出任何建議前，必會先充分諮詢有關業界

及聽取立法會的意見。 

 

8.  職前課程和電子數

據紀錄儀可進一步

減少香港小巴交通

意外，改善司機的

駕駛態度及提升公

共小巴的安全及服

務質素，保障乘客

安全，是極有幫助 

 政府一直與業界擕手進一步改善道路交

全。在 2011 年，政府經諮詢業界後建議

推行一系列改善措施以加強公共小巴的

營運安全，在立法會經過詳細討論後，通

過《2012 年道路交通(修訂)條例》，當中

包括規定公共小巴須裝配認可的電子數

據紀錄儀及強制公共小巴駕駛執照申請

人士修讀及完成職前課程的規定。 

 

 當局認為實施上述職前課程和電子數據

紀錄儀的條例，與訂定公共小巴最高車速

及強制安裝車速限制器等措施相輔相

成，有助提升公共小巴的營運安全。 

 

9.  職前課程合共只是

16 小時，學員在兩

日或四個半日便完

成 

職前課程的目的是要提升新公共小巴司機

的駕駛態度，及讓他們在入職前能掌握提供

公共小巴服務的基本知識和技巧，以提升公

共小巴的安全和服務質素。課程涵蓋小巴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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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意見 政府回應 

 

機入行必須認識的營運法規、小巴機械原

理、安全駕駛及應變常識，以及如何提供優

質服務的知識，內容已十分精要，亦不用花

太多時間上課。課程內容分為六個單元，詳

情如下： 

單元一：公共小巴的營運  

單元二：職業健康  

單元三：公共小巴結構的簡介  

單元四：駕駛安全及道路安全  

單元五：交通意外主要成因及應急

工作  

單元六：客户服務及投訴的處理  

 
 運輸署亦會鼓勵職前訓練學校提供多種

上課模式，包括兩天或四個半天課程，以

配合報讀有關課程人士不同的需要。 
 



附件二 
 

放寬公共小巴禁區／限制區和增設公共小巴站的措施 
 

公共小巴限制區  
／新公共小巴站  

措施詳情  生效日期  

港島  
1. 花園道近其與下亞厘畢

道交界處的一段北行線

的上午 7 時至午夜 12 時

限制區 (中區政府合署與

聖約翰座堂之間的路段 ) 
 

予以撤銷  2010 年 3 月  

2. 筲箕灣道西行線 388 至

414 號的上午 7 時至午夜

12 時限制區 (近愛民街 ) 
 

放 寛 予 公 共 小 巴

停車上落客  
2010 年 9 月  

3. 於東勝道近其與西安街

交界處的西面路旁行車

線增設公共小巴站  
 

-- 2012 年 5 月  

4. 於堅拿道西以西的駱克

道西行線 414 至 430 號外

增設公共小巴站，服務時

間為晚上 7 時至凌晨 5
時。  

 

-- 2012 年 9 月  

九龍  
5. 觀塘巧明街的限制區  放寛予公共小巴

停車上落客  
2010 年 7 月  

6. 佐敦道西行線由其與上

海街交界處至渡船街的

24 小時限制區  
 

予以撤銷  2011 年 1 月  

7. 彌敦道和西洋菜南街之

間的弼街公共小巴禁區

(原於上午 7 時至 10 時及

下午 5 時至晚上 9 時實

施 ) 
 

下午實施時間縮

短 1 小時由下午 6
時開始  

2011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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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小巴限制區  
／新公共小巴站  

措施詳情  生效日期  

8. 牛頭角道南行線 (牛頭角

上邨外 )的的士站  
 

取消的士站供各

類車輛 (包括公共

小巴 )停車上落客

2011 年 3 月  

9. 秀茂坪道北行線近曉光

街的限制區  
 
 

開放部分路段供

公共小巴上落客  
2011 年 7 月  

10. 廣東道近西貢街的上午 7
時至午夜 12 時限制區  

 

予以撤銷  2011 年 11 月  

11. 於九龍油塘里近迴旋處

增設公共小巴站  
 

-- 2011 年 3 月  

12. 於清水灣道坪石邨紅石

樓外增設公共小巴站  
 

-- 2012 年 3 月  

13. 將旺角弼街 68 至 72 號的

公眾上落客貨灣改為公

共小巴站  
 

-- 2012 年 12 月  

新界  
14. 青 山 公 路 (元 朗 段 )近 其

與攸田東路交界處一段

西行線的 24 小時限制區

 

限 制 區 的 實 施 時

間 縮 短 至 上 午 7
時至午夜 12 時  

2010 年 1 月  

15. 青 山 公 路 (元 朗 段 )近 其

與元朗東成里路交界處

一段東行線的 24 小時限

制區  
 

限 制 區 的 實 施 時

間 縮 短 至 上 午 7
時至午夜 12 時  

2013 年 5 月  
 

16. 大埔太和路南行線近大

埔  舊墟遊樂場的巴士停

車灣的上午 7 時至晚上 7
時限制區  

 

巴 士 停 車 灣 楔 形

路 段 的 限 制 區 予

以撤銷  

2014 年 1 月  

 



附件三 
 
就建議放寬紅色小巴限制區收到區議會及地區人士反對意見的個案 
 

 地區 放寬紅色小巴

限制區建議的

詳情 

諮詢詳情 就建議諮詢區議

會或地區人士時

遇到的困難 

結果 

1 中西區 於修打蘭街設

置紅色小巴站 
運輸署於 2010
年 11月透過中

西區民政事務

處進行公眾諮

詢。 

三名區議員反映

區內市民的保留

意見，指即使擴

闊行人路以設置

小巴站，小巴站

亦會阻礙人流及

造成擁擠。 
 

該處行人路

將有擴闊工

程進行，待工

程完成後，運

輸署將考慮

就修打蘭街

設置紅色小

巴站的建議

進行諮詢。 
 

2 灣仔 於軒尼詩道西

行 156 至 162 號

外，近灣仔站

A4 出入口外劃

設一個車位的

紅色小巴站（運

作時間每天下

午七時至翌日

上午五時） 
 

3  於駱克道西行

線介乎堅拿道

東及波斯富街

（462-476 號）

設置一個兩個

車位的紅色小

巴站（運作時間

每天晚上七時

至翌日上午五

時） 
 

運輸署於 2011
年 8 月透過灣

仔區民政事務

署收集灣仔區

議 會 屬 下 發

展、規劃及交

通委員會成員

的意見及進行

地區諮詢 。 

一名議員及五名

地區人士反對，

原因為設置小巴

站會阻礙人流，

造成交通擠塞，

減少其他車上落

的位置，及帶來

廢氣等。 

因地區人士

反對，建議未

能實施。 



 
 

2 
 

 地區 放寬紅色小巴

限制區建議的

詳情 

諮詢詳情 就建議諮詢區議

會或地區人士時

遇到的困難 

結果 

4 油尖旺 於西洋菜南街

西面路旁（近港

鐵旺角站 D3 出

口及亞皆老街

交界）設置紅色

小巴上落客點

（運作時間每

天午夜至上午

七時） 
 

運輸署於 2012
年 2 月透過油

尖旺區民政事

務處收集區議

員及居民的意

見 

有區議員轉達居

民意見表示，上

落客點會帶來環

境滋擾（包括噪

音和廢氣）。 

因地區人士

反對，建議未

能實施。 

5 九龍城 於九龍城獅子

石道介乎賈炳

達道及衙前圍

道設置紅色小

巴站 

運輸署由 2012 年 4 月起，先後收

到由申訴專員公署及立法會議員

轉介居民的投訴，不滿在獅子石

道一般上落客貨灣位上落客的紅

色小巴帶來環境滋擾，並要求禁

止所有紅色小巴在該處上落客。 
 

因地區人士

反對，建議未

能實施。 

6 觀塘 於九龍灣宏泰

道（近國際交易

中心）設紅色小

巴站或上落客

點 

運輸署於 2013
年 2 月透過觀

塘區民政事務

處收集區議員

及 居 民 的 意

見。 

諮詢期間，運輸

署 收 到 反 對 意

見，國際交易中

心的商戶反映公

共小巴站會阻礙

人流及交通。 
 

因地區人士

反對，建議未

能實施。 

 
 

 
 



 附件四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2009年

專綫小巴

涉及交通意外的車輛數目 62 55 65 71 62 62 47 65 65 50 52 68 724

交通意外宗數 : 致命 3 0 1 1 0 2 4 1 0 0 0 1 13

               嚴重 6 11 8 15 4 8 8 5 10 12 7 12 106

傷亡者數字 : 死亡 3 0 1 1 0 3 7 1 0 0 0 1 17

             重傷 6 12 9 16 4 12 19 5 10 12 7 14 126

紅色小巴

涉及交通意外的車輛數目 41 21 35 40 43 29 25 28 35 26 31 32 386

交通意外宗數 : 致命 0 0 0 2 0 0 0 1 1 0 0 1 5

               嚴重 5 4 4 4 7 7 2 3 5 5 9 7 62

傷亡者數字 : 死亡 0 0 0 2 0 0 0 1 1 0 0 1 5

             重傷 6 4 4 4 7 7 2 3 5 5 9 7 63

2010年

專綫小巴

涉及交通意外的車輛數目 65 54 77 49 59 70 70 58 68 58 64 68 760

交通意外宗數 : 致命 2 1 3 0 1 0 0 1 1 2 1 0 12

               嚴重 11 9 7 8 11 7 10 5 8 5 4 10 95

傷亡者數字 : 死亡 2 1 3 0 1 0 0 1 1 2 1 0 12

             重傷 12 9 8 8 15 7 12 5 8 5 4 10 103

紅色小巴

涉及交通意外的車輛數目 40 35 29 38 32 32 23 36 29 35 27 30 386

交通意外宗數 : 致命 0 1 1 1 1 1 0 0 0 2 1 2 10

               嚴重 11 4 2 4 3 3 2 5 2 1 2 7 46

傷亡者數字 : 死亡 0 1 1 1 1 1 0 0 0 2 1 2 10

             重傷 11 4 2 4 3 4 2 5 2 1 2 8 48

2011年

專綫小巴

涉及交通意外的車輛數目 61 54 64 58 56 76 70 52 64 50 67 61 733

交通意外宗數 : 致命 0 0 0 1 2 0 1 1 3 3 1 0 12

               嚴重 8 4 10 8 7 9 9 7 7 7 13 2 91

傷亡者數字 : 死亡 0 0 0 1 2 0 1 1 3 3 1 0 12

             重傷 8 4 11 9 7 9 9 7 7 7 13 2 93

2009至2013年涉及公共小巴的交通意外統計數字

1



 附件四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紅色小巴

涉及交通意外的車輛數目 38 33 39 31 33 30 28 30 41 35 29 42 409

交通意外宗數 : 致命 0 0 1 0 1 1 0 1 1 0 0 1 6

               嚴重 8 4 4 7 4 5 7 3 9 5 4 5 65

傷亡者數字 : 死亡 0 0 1 0 1 1 0 1 1 0 0 1 6

             重傷 8 4 4 8 4 6 9 3 10 6 4 9 75

2012年

專綫小巴

涉及交通意外的車輛數目 46 59 74 60 80 59 69 61 51 62 65 69 755

交通意外宗數 : 致命 0 1 1 0 0 2 1 0 2 2 1 1 11

               嚴重 9 9 12 9 13 9 9 9 6 7 7 13 112

傷亡者數字 : 死亡 0 1 1 0 0 2 1 0 2 2 1 1 11

             重傷 9 9 15 9 13 12 11 9 7 7 9 14 124

涉及交通意外的車輛數目 30 29 32 25 22 27 23 21 23 33 27 20 312

交通意外宗數 : 致命 0 0 0 1 0 0 2 1 0 1 1 0 6

               嚴重 5 8 6 8 3 4 6 6 8 3 0 1 58

傷亡者數字 : 死亡 0 0 0 1 0 0 2 1 0 1 1 0 6

             重傷 5 8 17 10 3 4 7 6 8 3 0 1 72

2013年

專綫小巴

涉及交通意外的車輛數目 71 60 57 59 66 61 73 65 72 61 60 65 770

交通意外宗數 : 致命 0 1 1 1 1 0 0 2 3 0 0 2 11

               嚴重 8 6 8 11 10 12 8 8 9 18 9 6 113

傷亡者數字 : 死亡 0 1 1 1 1 0 0 2 3 0 0 2 11

             重傷 8 7 9 13 10 16 8 9 12 19 9 6 126

涉及交通意外的車輛數目 30 29 26 23 22 31 28 31 37 29 37 35 358

交通意外宗數 : 致命 0 0 1 0 0 1 0 1 0 0 0 1 4

               嚴重 6 8 8 5 4 4 6 7 4 7 5 5 69

傷亡者數字 : 死亡 0 0 1 0 0 1 0 1 0 0 0 1 4

             重傷 7 8 8 5 4 4 6 7 4 7 5 5 70

紅色小巴

紅色小巴

2



附件五 

 

2009至 2013年按每千領牌公共小巴的涉及意外車輛數目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專線小巴 247 255 241 246 250 

紅色小巴 273 284 313 245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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