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六年一月五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為香港警務處水警總區購置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  

 

目的  

 

 香港警務處建議為轄下水警總區購置第二艘流動應變

及指揮平台，以加強其處理海上救援行動和海上執法的能

力。本文件諮詢委員會對該項建議的意見。  

 

背景  

 

2. 警方於 2012 年展開一項檢討，探討如何維持並提升

本身的能力，藉以應付香港現時和將來所面對的海事挑戰。

警方因應是次檢討，推行一項既能配合警方行動需要，亦能

符合成本效益的警輪更換及購置計劃。  

 

3. 上述計劃的首要重點是解決警方更換日趨老化、作為

較深水域巡邏、搜索及救援行動的骨幹的船隻的急切需要，

以維持警方現時的服務水平。就此，警方在 2014 年 5 月就

更換 18 艘警輪的建議諮詢委員會，當中包括以一艘流動應

變及指揮平台（即第一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替代水警總

區訓練船。下一個重點是針對改善現時的不足之處，以及提

升警方整體的海上行動能力，以應付未來威脅香港海上保安

的挑戰。作為有關措施的其中一部分，警方在 2015 年 2 月

就購置一艘供派駐沙頭角海及附近水域的躉船行動平台的建

議諮詢委員會。委員會原則上支持上述兩項更換及購置船隻

的建議。  

 

4. 本文件所建議購置的第二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是

上述措施的另一個主要組成部分。該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

將可大大加強警方在跨部門海上救援行動及反恐行動中作現

場指揮、搜索、救援及應變的能力。在執法方面，該第二艘

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可顯著提升警方打擊香港偏遠水域內的

海上走私及非法入境活動的行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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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的功能   

 

5. 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是一艘專門設計的大型船隻，用

作海上重要行動的現場指揮及行動中心，並可發揮海上前線

行動基地的功能，調派船隻執行職務，特別是快速攔截艇。

該等行動包括跨部門救援及救災行動，以及反恐和打擊犯罪

行動。最近的經驗顯示，在最接近事故現場的水域設置中央

指揮及控制平台，是行動成功的關鍵。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

的主要功能和特點如下－  

 

(i) 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長約 40 米，排水量約為

300 公噸。船上可容納超過 100 人，甲板空間足

夠放置先進的大型專門設備、設置指揮室，以及

設立供專門隊伍使用的訓示區和候派區等。流動

應變及指揮平台亦會配備不同種類的較小型支援

船隻，供執行各類任務時使用。  

 

(ii) 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可在跨部門海上救援行動中

提供重大協助，在海上事故地點或附近被用作中

央傷者集合點和分流站。醫療及救護人員可登上

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在劃定作相關用途的區域

內，為傷者及受影響人士進行初步治理。流動應

變及指揮平台上亦設有醫療設備，供合資格人員

使用。  

 

(iii) 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是較小型支援船隻和攔截船

隻的前線行動基地或母船。在進行救援行動時，

該等較小型的船隻可立即將傷者從遇事船隻運送

往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作初步醫療護理。其

後，快速船隻可將傷者送往岸上，以便轉送醫

院。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亦可在該等情況下支援

直升機行動。在執法行動方面，例如反走私和反

非法入境行動，較小型的支援船隻可從流動應變

及指揮平台出發，前往淺水水域、海灘和前濱區

域進行攔截、逮捕和檢取行動等。  

 

(iv) 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的雙體或多船體設計，可在

海面大浪的情況下透過其動態定位功能維持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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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這對於處理不能走動的傷者來說至為重要。

初步的醫療護理及其他行動，便可在安全穩定的

環境下進行。  

 

(v) 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的最高航速為 25 節，能適

時到達事發地點。此外，該平台設有飲食、休息

和其他支援設施，是一艘設計用作執行長時間任

務的船隻。只要有充足物資，該平台能持續停留

在海上，直至救援及善後工作完成為止。因警隊

現有快艇的航程和續航力限制而目前不能執行的

長時間打擊犯罪行動，將在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

投入服務後變得可行。另外，由於該平台能長時

間在香港的偏遠水域駐守，警隊快艇可從該平台

出勤，用更多時間在偏遠水域巡邏，省下目前往

來陸上基地的時間，從而加強海上保安和阻遏罪

行。  

 

(vi) 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將配備先進的熱能顯像、雷

達、夜視和導航設備，讓指揮官得以根據實時資

訊，在掌握相關資料的情況下適時作出決定。該

平台的現代化操控和導航設備，令行動效能大大

提升，而無需增加船員人數。現場的視像片段和

數據資料，可視乎情況需要傳送至岸上設施，供

陸上的指揮官使用。  

 

(vii) 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的駕駛台、指揮室和容易受

襲的地方，均配備防彈裝置。  

 

購置第二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的理據和效益  

 

6. 本文件建議購置第二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理據和

效益如下－  

 

(i) 香港水域範圍非常廣闊，走私和非法入境等犯罪

活動或海上事故，可以而且確會在境內水域不同

位置同時發生。近期的海外恐襲事件，說明這類

暴行可能會被特別策劃在不同地點同步進行。為

有效覆蓋整個香港水域，並確保全年準備就緒，



-  4 - 

隨時進行緊急和救援行動，備有兩艘流動應變及

指揮平台實屬最低要求。該兩艘平台可分開調配

至香港水域的不同策略性位置維持海上保安，並

擴闊覆蓋範圍以能適時到達事發地點，亦可在重

大事故發生時一起調配。第二艘流動應變及指揮

平台，可覆蓋第一艘平台在同一時間未能兼顧的

部分香港水域。倘若境內水域不同位置同時發生

重大事故，這點便尤其重要。此外，第二艘平台

可讓警方在兩個不同地點，同步進行反走私和其

他行動。  

 

(ii) 香港和海外近期發生的事故顯示，海上事故中的

傷者可以為數眾多。所有受影響人士均須即時被

救援、醫治及作進一步處理，因此船隻的甲板須

有廣闊的空間。每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可容納

超過 100 人，若然兩艘同時調派出動，則可提供

更大空間，以供容納大量傷者和救援人員及處理

傷者。更多的甲板空間，亦可提升處理傷者的效

率。第二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將可使容納空間

倍增，並可提升大規模且可能為時甚久的單一海

上救援行動的效率。  

 

(iii) 第二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配備先進的通訊、指

揮及控制和導航設備。有關設備可讓人員準確掌

握當前形勢及進行通訊，有效處理生死攸關的情

況。在這些情況下，有效管理可供調配的資源，

能顯著減少傷亡人數。該項設備亦能傳送海上行

動或事故的實時資訊、圖象和視像，以供警方在

海上的指揮官或岸上指揮中心的指揮官決定採取

何種行動、進行訓示及向公眾發布資料。目前，

在事故現場船上的警務人員只可通過對講機向警

方指揮官提供現場資料。上述的綜合資訊解決方

案，可提供更全面的資料作決策之用，大為加強

處理海上事故的指揮能力，從而顯著加強海上行

動的效率、成效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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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我們預期，與其他大型巡邏船一樣，每一艘流動

應變及指揮平台均須在船塢進行保養、檢修及維

修，每年可能有多至兩個月的時間因此而無法使

用。若只備有一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則表示

每年約有兩個月的時間沒有任何平台可供調配。

第二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因而是必需的，以確

保警方全年均可作行動調配。  

 

7. 第二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與第一艘的大小及基本

船體形狀大致相同，可在現時的水警行動基地內運作。就設

備而言，第二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將配備上述的綜合資訊

系統，並會採用其他系統的先進技術，例如導航系統、動態

定位系統，以及船上放出及收回小艇系統，從而配合其擬議

發揮的日常功能及重大海上事故的應變職能。  

 

8. 香港是一個主要國際港口。我們需要第二艘流動應變

及指揮平台，藉此加強警方在執行海上救援行動的能力、維

持穩健的海上執法能力，以及防止香港水域受到犯罪活動及

恐怖主義的威脅。要強調的一點，是警方會在跨部門救援、

救災及執法等行動，調派兩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出動。這

些行動可涉及消防處、香港海關、入境事務處、海事處及政

府飛行服務隊等。政府在處理海上事故的整體能力將會因而

得以大大提高。  

 

對財政的影響  

 

非經常開支  

 

9. 警方估計，購置第二艘流動應變及指揮平台及相關小

型支援船隻的非經常開支總額為 144,385,000 元。該筆款項

將會在相關年度的預算中反映。  

 

10. 估計所需的現金流量如下－  

 

年度  千元  

2016-17 6,500 

2017-18 34,470 

2018-19 2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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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27,576 

2020-21 41,369 

2021-22   6,894 

  總額：144,385 

 

經常性開支  

 

11. 警方估計，由 2020-21 年度起，第二艘流動應變及指

揮 平 台 及 相 關 小 型 支 援 船 隻 每 年 的 經 常 性 開 支 為

7,287,000 元。所需的經常性開支將會在相關年度的預算中反

映。  

 

實施計劃  

 

12. 視乎委員對這項建議的意見，我們暫定的實施計劃如

下－  

項目  工作  

 

預計完成日期  

 

(a)  進行詳細的設計研究及擬

定主要系統的布局  

 

2016年8月  

(b)  擬備招標文件  

 

2016年12月  

(c)  招標、評審及批核標書  2017年7月  

(d)  批出合約  

 

2017年8月  

(e)  驗收及交付   

 

2020年7月／8月  

 

(f)  培訓人員及投入服務  

 

2020年9月  

徵詢意見  

 

13. 請委員就上述建議提出意見。  

 

保安局  

香港警務處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