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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策略研究—專營巴士服務意見書 

政府將展開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檢討鐵路、巴士與小巴的角色。盲目以鐵路為主，新

鐵路站開通，就把居民主要的交通工具—巴士，轉為提供鐵路接駁服務，結果只會製

造出不符合居民需要的巴士路線，運載空氣。 

 

1.  鐵路為主 巴士及小巴提供接駁鐵路服務 不適用於未興建鐵路站的華富 

西港島線一開通，運輸署以為居民就會一窩蜂改搭地鐵到目的地，結果，完全計錯數。

華富邨尚未興建地鐵，就已經削了一條由華富直達中環的巴士線 M47。運輸署與巴士

公司，削了不是與地鐵服務重疊的路線，令到居民無故要花多了錢和時間去轉車。 

以前乘搭 M47巴士，華富居民只需要付$5.1，就可以由華富去到中環。但若先付 5.3

搭新開的 43M巴士往堅尼地城站，再轉地鐵還要付$5,加起來要付$10.3，車費貴一倍

有多，才可以去到中環。既浪費錢，又浪費時間。 

所以，拜託運輸署和巴士公司，不要再搞另一條華富直出中環的 4號巴士線。這條巴

士路線由開邨就服務邨民。居民尤其是長者搭 4號巴士去瑪麗醫院覆診、上環、咸魚

欄、正街，同埋西營盤。根本他們的目的地就不是中環。削了他們的巴士服務，只會

引起民憤。 

 

從這個新鮮的例子可見，對仍未開設地鐵站的居民而言，是以巴士為主，鐵路、小巴

為輔。鐵路站開前，運輸署搞不清楚居民既搭車習慣、目的地，以急偏好，就只會削

錯巴士服務。以及開設邨邨通，卻有好多位拿來載空氣的巴士路線。既不能吸引乘客

轉搭新巴士線，更吸引不到他們搭車再轉地鐵。用這麼多錢興建鐵路，居民卻無法享

用。 

 

2.政府與港鐵應向巴士及小巴乘客提供轉乘優惠 

我建議政府巴士公司，給予更多優惠乘客，吸引他們由更接近華富的香港大學站，直

接出去中環。由香港大學站到中環要$5。如果那程巴士不是很便宜，政府都很難吸引

到居民轉巴士去搭地鐵。 

 

3.根據八達通拍卡紀錄 研究乘客乘車習慣 

這次我發現政府不但未能掌握乘客搭車習慣，而且在西港島線開通後，亦無法很快掌

握哪條巴士、小巴路線的乘客，改為在地鐵站轉車，以節省時間。政府沒有調查紀錄，

要花錢花時間，另外去做調查。我建議政府在日後研究乘客的搭車習慣時，以八達通

拍卡紀錄為依歸，既方便，又快捷，而且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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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更準時 可靠的巴士服務才可以留客 

政府與巴士公司開了 43M 新巴士線，搭的人少了很多。反而 23 號小巴，因為班次密

而越做越旺。其實，一開堅尼地城站，我去訪問過乘客，了解他們的目的地是哪裏，

以及會不會轉乘地鐵。結果是大部份的乘客，只是前往瑪麗醫院、置富。只有很少人

轉搭地鐵。少數想去搭地鐵的乘客，等 43M等到煩躁，都不知何時有車到。 

巴士公司想留客，應該提供更準時、可靠既巴士服務。若果是 15 分鐘才來一班車的

巴士,就固定開出，好讓想搭的乘客預留時間去車站。 

5. 政府與巴士營辦商合作建立巴士管理系統 

我建議政府與巴士公司合作，善用新科技，建立巴士管理系統，管理裝了 GPS的巴士，

向乘客提供更準時、可靠的巴士服務。並透過電子顯示屏、智能手機應用程成、及網

站，向乘客提供巴士實際到站時間。此舉既有效查核、調配巴士，在繁忙時間，以及

重大事故時,有效調配巴士去補車。用準確的數據去管理車隊，有效減少巴士脫班。

班次越準，乘客自然喜歡乘搭。當主要幹道塞車時，調配巴士，亦有助舒緩交通擠塞。 

 

6 巴士公司無心經營的路線  放出專營權 

最後，若巴士公司無心去經營的路線，又或者認為太少客的路線，請放出專營權，來

讓其他巴士公司競投，開放專營權，甚至讓小巴公司經營。政府要重新為小巴定位，

可以幫小巴加到 20 個座位，來接這些路線來做。 

 

總結，政府應該乘這次公共交通策略研究，修正以鐵路為主的政策。於西港島線及南

港島線(東段)相繼啟用前，做好乘客搭車習慣的調查。並待鐵路站啟用後，乘客改變

搭車模式已穩定下來，再去調配巴士及小巴。莫重蹈堅尼地城站及香港大學站啟用時

誤判乘客需求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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