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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二零一四年十二月十五日會議  

資料文件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  

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三號報告書  

第 4 章－航空交通管制及相關服務的管理的聆訊  

 

更換民航處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統  

 

目的  

 

 審計署就航空交通管制及相關服務的管理進行了衡工量值

式審查工作。第 63號報告書第四章中提及民航處新空管系統項目的

管理。本文件旨在向政府帳目委員會提供民航處更換航空交通管制

系統 (空管系統 )的相關資料，以供委員參閱。  

 

 

背景  

 

2. 為了提升香港的航空交通管理處理能力，以應付香港國際機

場的航空交通增長，民航處於2007年5月獲得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

撥款15.6億，更換空管系統。及後，民航處在2007年得到立法會財務

委員會同意及撥款後，開設了一名民航處助理處長 (航空交通系統計

劃 )的職位 (該職位已於 2013年終止 )，負責領導民航處成立的專責小

組，監察和統籌新空管系統計劃，包括更換空管系統及興建新民航

處總部大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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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航處在採購新空管系統的每一個階段都嚴格遵守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發出的《物料供應及採購規例》（《規例》），及《世界貿

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協定》）的有關規則。招標工作於 2009年

進行，有關的合約於 2012年或之前批出。  

 

4. 航空安全一直為特區政府首要的準則。在新空管系統啓用

前，民航處必須先確定其運作可靠、安全及穩定，並符合嚴格的國

際空管要求。  

 

 

新空管系統的招標文件  

 

5. 採購新空管系統的招標文件由民航處根據《規例》制定。

招標文件詳細列出新系統技術方面的要求，包括穩妥及可靠的系統

架構、強化的航班資料和數據處理能力、自動化及先進的安全警告

功能，及精密的飛機航跡計算功能等。這些要求，是按照國際間就

空管系統採用的最新技術、運作及安全準則，以及參考現時民航處

空管系統的運作經驗所制定，目的是使新空管系統的處理能力及功

能更為優勝，並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最新要求。招標文件並經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政府物流服務署等代表組成的政府中央投標

委員會審批。  

 

6. 民航處在制定招標文件前，對空管系統進行了全面的市場

研究，並曾視察多個海外的大型空管中心，與當地人員交流，參考

有關運作空管系統方面的意見及使用經驗，從而加深對國際間有關

空管系統的最新技術、運作及安全準則的了解，以便在制定新空管

系統的招標文件時，將最新技術及安全要求納入招標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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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航處曾就更換空管系統的計劃諮詢航空業界，其中包括國

際航空運輸協會及香港航空交通管制協會，以及立法會經濟事務委

員會。民航處亦於 2007年起就新系統工程的籌備、系統功能、人機

界面、運作流程、實施及過渡等不同範疇與該處現職的空管人員作

出討論及收集意見，以確保新系統更符合運作要求及需要，並將意

見納入招標文件內。  

 

 

新空管系統的功能  

 

8. 民航處經詳細研究後，決定將 2007年 5月向立法會財務委員

會申請撥款的文件內建議設置的18項新空管系統及設備，分為八個部

分進行投標，詳列如下﹕  

 

( i) 航空交通管理系統  

( i i) 航空交通服務數據管理系統  

( i i i) 航空資訊管理系統  

( iv) 航空訊息系統  

(v) 主幹網絡  

(vi)  通訊及記錄系統  

(vii) 搬遷並擴建航空交通服務訊息處理系統  

(viii) 附屬系統及技術支援系統  

 

以上八個部分所包含的詳細系統及設備，載於附件一。  

 

9. 民航處在招標文件內訂出各項技術要求，包括新空管系統每

天可處理8000份航空計劃書的資料，約為目前民航處空管中心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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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倍，以及新系統可同時監察 1500個空中或地面目標，是現有系統

的1.5倍等。   

 

10. 此外，民航處亦要求新系統必須配備最先進的功能，包括自

動顯示重要飛行數據供空管人員使用、分析航空交通情況，以及計算

航機的最合適抵港序列和降落時間等。這些科技對維持空管服務的效

率尤為重要，亦有助提升與其他地區空管系統互通的能力，以應付香

港國際機場的航空交通增長。  

 

更換空管系統的最新進展  

 

11. 現時整個新空管系統的落實情況，與於 2007年 2月向立法會

經濟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內所述的時間表及項目的支出比較，分別列

於附件二及附件三，以供參閱。  

 

12. 整個新空管系統 8個項目當中 7個 (見第 8(ii)至 (viii)段 )的工作

已大致如期完成，其中2個項目的系統已自2013年起啟用。其他5個項

目的系統也將於2015年開始分階段啟用。民航處正全力與合約商合作

為餘下的航空交通管理系統 (見第 8(i)段 )進行測試。根據該系統現時

的測試及修正的進展，整個新空管系統預計可於2015年完成以供空管

人員進行為期 9至 12個月的運作培訓。待所有培訓工作結束，並確定

整個新空管系統符合所有安全要求後，新空管中心預計於2016年上半

年啟用。  

 

13. 民航處在2012年六月至七月，為新空管系統內的航空交通管

理系統進行工廠驗收測試，期間錄得約 200項跟進事項，而其當中超

過90%的事項已在2013年六月獲得修正及核實。事實上，民航處在驗

收測試新系統期間發現跟進事項，並不代表新空管系統的功能欠佳或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附件三，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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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安全。以嚴謹的要求為複雜而精密的空管系統進行驗收測試，過程

中難免會發現一些跟進事項，而其目的是確保這些由海外大型空管商

製造的空管系統能適應本地航空交通的實際及獨特情況，讓系統日後

能安全、穩定及可靠地運作。在系統驗收測試期間發現跟進事項，綜

觀世界各地空管中心更換系統，以至現時香港國際機場空管系統啟用

時的經驗，並不罕見。  

 

14. 民航處一直希望能早日讓新空管系統投入服務。然而，新

空管系統內的航空交通管理系統是一個非常複雜而精密的系統，需

要比預期更長的時間來進行不同類型的測試，包括工廠驗收測試、

實地驗收測試、系統整合測試等，以至整個更換空管系統的項目有

所延誤。有關責任問題，我們會審慎根據合約有關條款作出相應處

理。另外，航空安全是民航處的首要宗旨，因此必須確保整個新空

管系統的安全、可靠和穩定性，方可投入運作。在預計系統採購及

測試所需時間方面，民航處承認有關的時間表過於進取。根據海外

經驗，更換同樣的大型空管系統，從合約批出至完工所需時間大約 6

年。例如，新加坡在更換其空管中心部份時，項目總共用了大約 6

年，其中延誤約 3年。而位於英國 Swanwick，處理南部空域，包括

希斯羅等機場的空管中心，在更換空管中心項目大約花了 11年，其

中延誤約 6年。  

 

15. 民航處會繼續敦促航空交通管理系統的承辦商加快處理新

系統仍待修正的問題及加強監督合約內未完成的工作，以減低對項

目的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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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統的採購  

 

16. 民航處採購新空管系統整個過程的所有步驟，均嚴格按照

《規例》和《協定》進行。  

 

17. 就航空交通管理系統 (見第8(i)段 )，其合約批出流程，載於附

件四。民航處根據《規例》要求，為該系統的投標設立了由十一位具

備多年工程及空管經驗的人員組成的評審委員會 (評審委員會 )，負責

評審標書。評審委員會包括一名領導委員會的總電子工程師，及一名

高級電子工程師、三名電子工程師、一名高級評估主任、兩名高級航

空交通管制主任、兩名航空交通管制主任及一名技術支援主任。  

 

18. 評審委員會根據《規例》訂明的評分制度評審標書，即分別

以技術和價格兩部分評分。技術部分的評分項目，是依照民航處於招

標文件內訂明的各項技術要求評分。這些評分準則，適用於所有投標

者，而且事前得到政府中央投標委員會批淮。民航處在招標文件上已

清楚列明以上的評審準則，供各有意投標者參閱。在評審過程中，評

審委員會先評核各標書的建議是否符合已列明的技術要求，並計算各

標書的技術分數。政府物流服務署在評審委員會完成標書的技術評分

後，才提供標書的價格資料予評審委員會計算標書的價格分數，以確

保評審過程公平公正。此外，在收到投標者的標書後，民航處在標

書評審時，亦會因應情況，按標書條文到訪已符合基本資格的投標

者的廠房進行評審。  

 

19. 評審委員會在評審完成後將總分最高的標書提交給由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主持，並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政

府物流服務署的代表所組成的政府中央投標委員會作最後審批及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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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美國雷神公司（Raytheon Company）提交的第三代航空交通管制

系統（Autotrac3）的標書所得的總分最高，因此獲得政府中央投標委

員會批出航空交通管理系統的合約。合約於2011年年初由政府物流服

務署及美國雷神公司簽訂。  

 

 

航空交通管理系統的合約更改  

 

20. 民航處經深入研究後，決定分別於2012及2013年建議更改合

約以優化新空管系統內航空交通管理系統的部分。有關優化項目包括

增強空中交通流量管理及人機介面的相關功能、增加模擬機訓練席位

的數目等。民航處進行上述的合約更改，是嚴格按照《規例》的規定，

詳細列出優化項目的細節及費用，並提交給政府物流服務署作審核及

批准。民航處更換整個空管系統的工程  ，包括當中的航空交通管理

系統所涉及的兩次合約更改，所涉及的總開支並沒有超出所批預算的

上限。  

 

21. 於2012年更改合約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隨著項目發展，民航

處在航空交通管理系統的合約批出後，認為仍有空間為該系統引進更

新及更先進的功能，以配合香港國際機場整體空管運作的最新要求

(包括不斷演變中的抵港航班排序要求 )，以及符合國際間航空交通管

理標準的不斷提升。當然，若民航處在開始制定航空交通管理系統的

招標文件時已能將這些要求及預計的發展納入文件內，情況確實會更

為理想。另一方面，由於《國際民航組織》於2012年 11月「全球空中

航行計劃」內提出最新空管要求，而這項要求在事前是無法預計的，

故此有需要在2013年為航空交通管理系統加入優化項目以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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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空管系統的運作  

 

22. 由2011年開始，民航處與現有系統供應商及維修服務供應商

緊密合作，逐步實施一系列的維護措施，務求使現有的空管系統可以

持續可靠及有效率地運作。面對新空管系統項目的延遲，民航處於本

年進一步加強對現有空管系統的維護，並計劃於本年內完成主要工

作，包括升級相關的監察數據顯示電腦和優化雷達訊號輸入以減少系

統負荷等。根據民航處的評估，在以上措施的配合下，現有系統應可

維持安全及可靠運作，以應付香港的航空交通量。  

 

23. 民航處一直非常重視審計報告內提及有關現有空管系統的

問題，例如個別崗位監測數據顯示出現如畫面不動或停止運作等情

況。這些情況不會對航空交通管理帶來實質影響，民航處已採取即時

及果斷的措施應對，改善有關系統的性能。  

 

 

 

民航處  

2014年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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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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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由財委會撥款至合約批出的流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