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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部分  結論及建議  
 
 
第 8章   建議  
 
 
8.1 專責委員會根據其在第 3至 7章所載的調查結果及
結論，就政府日後可如何改善對鐵路項目建造工程的監管及

加強港鐵公司在推展鐵路項目方面的監控機制，提出下述

建議。  
 
 
建議 1：改善服務經營權模式下的架構安排  
 
8.2 專責委員會認為，雖然港鐵公司獲委託進行高鐵香港段

的設計、建造、測試和試行運作，以及交付該工程項目，但

路政署作為履行政府職責的專業部門，理應在監察該工程項目

的過程中擔當更主動和積極的角色，盡力確保該工程項目如期

完成及公共開支用得其所。專責委員會建議，倘若日後再次採

用服務經營權模式推展大型鐵路項目，政府有需要對該模式進

行重大及全面的檢討，而檢討工作既要從總體角度出發，亦要

詳盡細緻。為使公眾利益得到更妥善保障、公帑更用得其所，

政府作為有關項目的 終擁有者，必須擔當更主動和積極的

角色，在專業和獨立意見的協助下，更密切地監察項目的推行

情況。 (第 3.62、3.63、 7.7及 7.8段 ) 180 
 
8.3 政府選擇採用服務經營權模式，或許有其充分理據，

特別是用於一些不具備足夠商業效益但合乎公眾利益而推行

的項目。然而，政府應詳細檢討及研究方法以改善服務經營權

模式的運作機制，當中包括為進行有效監察和核證工作而設立

所需的架構安排、清楚界定相關各方的角色與責任、制訂量度

表現的客觀標準及介入和替代方法等事宜。舉例而言，為有效

進行監察和核證工作，政府應明確要求項目管理人制訂和備存

適當的管理工具，例如設有特定里程碑的綜合工程總綱計劃，

作為利便監察的基線。

                                            
180 委員曾就毛孟靜議員修訂第 8.2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毛孟靜議員
表決贊成；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及陳恒鑌議員表決反對。有關

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4日會議紀要第 64至
6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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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改善港鐵公司的企業管治  
 
8.4 專責委員會認為，董事局對該公司事務的管治有欠理

想。 (第 5.36、5.37、7.33及 7.34段 ) 專責委員會察悉，事實上政
府是港鐵公司的大股東，而港鐵公司是本港 重要的公共交通

服務營辦商之一，在鐵路運輸方面實際上佔有壟斷地位，而鐵

路運輸與本港很多市民的生活又息息相關。  
 
8.5 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董事委員會在第一份報告提出的

其中一項建議，是董事局應成立工程委員會，以便日後監察

任何涉及設計及建造的大型工程項目，至於大型工程項目的定

義則由董事局按其涉及的資本釐定。專責委員會支持此項建

議，並樂見港鐵公司已於 2014年 8月在其董事局之下增設了工
程委員會及風險委員會兩個新委員會，以便更深入及聚焦地監

察高鐵香港段項目的施工進度和港鐵公司的整體風險管理。此

外，專責委員會歡迎政府在 2015年施政報告中公布的措施，即
在發展鐵路的同時，政府會加強對港鐵公司的監管，確保港鐵

公司會維持整體高水平的企業管治。  
 
8.6 專責委員會建議港鐵公司本身亦理應確保能夠維持高

水平的企業管治，使其企業管治可以與具備如此規模和名聲的

公司相稱。港鐵公司在日後推展鐵路項目時，應制訂適當而有

效的內部機制，以便將在施工中的鐵路項目的重要事宜提請

有關各方注意，包括項目管理團隊；行政總裁；工程委員會、

風險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等相關監督委員會；以及 後是董事

局本身。港鐵公司亦應確保，對於有關公眾利益及／或需由公

帑撥款或以公共資源進行的工程項目的重要事宜，應適時、

全面及如實地向政府匯報。  
 
 
建議 3：加強與立法會及公眾的溝通  
 
8.7 專責委員會認為，在 2014年 4月之前的 7份半年度報告所
提供的資料不夠全面、精確或適時，因而未能向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全面反映該工程項目的進度。專責委員會認為，運輸及

房屋局和港鐵公司理應以更具透明度的方式，更全面和更適時

地向立法會匯報各鐵路項目的進度，以期讓立法會議員知悉

鐵路建造工程的 新情況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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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政府亦應以更具透明度的方式與公眾溝通，以便及早

回應公眾的任何關注事宜。 181 
 
8.9 專責委員會察悉，運輸及房屋局已加強向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匯報該工程項目的 新進展。自 2014年第四季起，運輸
及房屋局就該工程項目的進展和財務狀況向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已由每半年呈交一次改為每季度呈交。

此外，這些季度報告亦夾附港鐵公司就該工程項目的進度

報告。專責委員會建議政府應在其他鐵路項目採取同樣的匯報

安排，以利便立法會更好地履行其角色及職能。  
 
 
建議 4：在政府工程合約強調簽署各方應有合作和互信的精神  
 
8.10 專責委員會察悉，按《第二份委託協議》所規定，港鐵

公司應當向政府提供與該工程項目有關的所有必需資料，例如

財務狀況和開支預測。然而，專責委員會觀察到，路政署及嘉科

在向港鐵公司索取資料時均遇到困難，即使多次提出要求，也

是不得要領。舉例而言，港鐵公司並沒有向項目監管委員會提

供就該工程項目全盤進度的準確預測。此外，嘉科在這方面亦

遇到困難，未能適時取得第一手資料及部分文件。 (第 4.59及
6.30(iii)段 ) 
 
8.11 就此，專責委員會贊同前路政署署長韋志成先生的

意見，即各持份者之間缺乏合作和互信可能是導致該工程延誤

的原因之一。專責委員會建議日後的政府合約應強調簽署各方

應有合作和互信的精神。 (第 3.61段 ) 
 

                                            
181 委員曾就毛孟靜議員修訂本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毛孟靜議員、
范國威議員及陳恒鑌議員表決贊成；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及

易志明議員表決反對。鑒於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主席按專責

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及程序第 8段，行使其決定性表決權，表決
反對。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4日會議
紀要第 73至 75段 )。  



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  127  - 

建議 5：招聘專業人員／專家及在政府內培訓專業人員  
 
8.12 專責委員會認為，政府人員缺乏推展鐵路項目的實際

經驗，或許影響了路政署／鐵路拓展處人員在履行其對港鐵

公司工作的監察角色的信心。專責委員會建議，在日後推展鐵

路項目時，政府應考慮招聘在建造鐵路方面的本地和海外專業

人員及專家，以協助其進行監察工作。 (第 3.64及 7.9段 )  
 
8.13 鑒於政府內可能缺乏具備建造鐵路經驗的人員，專責

委員會亦建議政府考慮在其內部培訓專業人員，透過借調職員

或 "旋轉門 "的安排，吸引人才，讓他們汲取經驗和知識，以提
升政府在監察鐵路項目方面的能力。  
 
 
建議 6：確保在日後鐵路項目推展期間人手供應保持穩定  
 
8.14 正如本報告第 5.83及 7.28段觀察所得，勞工短缺是導致
該工程項目出現延誤的原因之一。  
 
8.15 專責委員會建議政府應嘗試均衡和有序地推展鐵路

項目及其他大型工務工程的時間表，避免在短時間內同時推行

多項大型工程項目。政府日後應加強協調，確保本港建造業的

勞工供應能大致上配合大型工務工程對勞工的需求，同時又密

切留意私營市場的需求情況。  
 
8.16 專責委員會亦建議政府日後推展新鐵路項目時，應仔細

和全面考慮推展各個項目所需的人力資源，尤其是要維持有足

夠的熟練和富經驗的工人核心團隊及前線監督人員的供應。政

府亦應制訂有效措施，以確保在建造項目施工期間，公、私營

市場的勞工供應均保持穩定。 (第 5.84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