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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推行海上形勢實時傳達系統推行海上形勢實時傳達系統推行海上形勢實時傳達系統推行海上形勢實時傳達系統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介紹香港警務處（下稱「警務處」）推行海上

形勢實時傳達系統（下稱「傳達系統」）的建議，整合警務處水警

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及警察船艇現時配備的各個偵測及保安系統

（詳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以提升警隊處理重大海上事故、嚴重海難或海上恐

怖主義活動的應變能力，以及更安全有效地執行日常巡邏，包括

堵截非法入境者等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自 1947 年起，警務處使用無線電通訊系統與民用船隻及

其他政府部門作為海上通訊渠道。直至 1984 年，警務處水警總

區、海事處、民航處及其它相關政府部門開始共同使用新發展的

聯合海事通訊系統，並於 2000 年全面數碼化，成為警務處專用的

水警總區通訊系統。現時，警務處水警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配備

了各個偵測及保安系統，透過屏幕偵測及識別香港特別行政區水

域內的船隻狀況，從而維持香港水域界線安全、防止及偵查罪案、

執行搜救行動以及其他相關日常運作的職務。  

 

3. 雖然水警總區的通訊系統不斷優化，但其功能仍局限於傳

送語音及有限的文字資料。現時，水警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只能

透過水警總區通訊系統及流動無線電話網絡與水警總區前線人員

以口頭通話傳遞信息和掌握現場情況。此做法較為耗時及有可能

出現錯漏，會直接影響警務處因應現場情況作即時應變的能力。

而經由相關陸上設施、躉船行動平台、警察船艇及其感應器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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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到的重要實時資訊例如影像及雷達資料等，因欠缺一個具備資

訊分享能力的平台／介體而不能即時分享共用。  

 

建議及理據建議及理據建議及理據建議及理據     

 

4. 鑑於上述情況，警務處建議在 141 艘警察船艇及 8 個陸上

指揮中心 1安裝傳達系統 2，讓船隻及指揮中心能夠互相傳遞實時資

訊，包括電郵、圖像、海圖、錄像、繪圖或其他圖形信息等及其

他由光電感應器系統、雷達及其他船上或陸上感應儀器所獲得的

現場資訊（包括雷達圖像和影像串流等）。  

 

5. 傳達系統可解決目前警隊在海事資訊互通及信息傳遞方

面的速度、準確性及資料覆蓋面或有不足的問題。新增的傳達系

統可與現時配備的各個偵測及保安系統並行互補，提升陸上指揮

官獲得即時、準確及詳盡資訊的能力，作出更佳決定，也能讓現

場的船艇為將執行的行動作充分準備，從而加強警隊的行動效

能。推行傳達系統能提升水警總區整體執行能力包括：  

 

(一 ) 自動收集、合併和管理各指揮中心及其他警察船艇的系

統，以大幅提升現場指揮官在形勢急速變化的重大海上事

故及日常警務行動中作出迅速決策的能力；  

 

(二 ) 解決現時個別系統覆蓋能力的問題，提升警察船艇整體的

偵測及識別能力；  

 

(三 ) 透過傳達系統整合現有系統所採集得到的數據，提供實時

及一體化顯示圖，以便更清楚地識別與犯罪活動有關的可

疑活動及模式，並更有效地調配資源以作行動上的回應； 

 

(四 ) 應用 4G 網絡或其他數據傳送方法，確保如船舶資料、氣

像及航海資訊、行動資訊等得以穩定傳送；  

                                                 
1
 包括保安局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水警總區指

揮及控制中心／海上事故指揮中心、位於新界北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的水警總

區後備指揮及控制中心、水警海港警區的區行動指揮室、水警港外警區的區行

動指揮室、小艇分區的行動指揮室及海事反恐怖活動快艇隊，以及特警隊行動

指揮室／訓示室。  

 
2
 包括 4G 網絡接收器、網路設備、顯示器、便携式接收器及平板電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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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加入數據儲存及重播功能，方便作行動後檢討之用；  

 

(六 ) 以加密方式存儲數碼證據免被刪改；以及  

 

(七 ) 傳達系統將可改善航行及人員安全，尤其在夜間、天氣惡

劣或發生涉及槍械或其他武器的嚴重罪案的時候。  

 

6. 以堵截非法入境活動為例，犯罪集團經常利用快艇偷運人

蛇以逃避警察追捕。在安裝傳達系統後，指揮中心或執勤的警察

船艇在發現可疑船隻出現時，可利用傳達系統標籤該船隻，即使

目標匿藏於海上交通繁忙的水域，仍能將之追蹤。與此同時，現

場的指揮人員及警察船艇亦可透過一體化顯示圖掌握各警察船艇

的位置及目標船隻的航跡，並共享現場的實時圖像和影像，令參

與人員同步了解事態發展，免卻口頭匯報可能產生的誤差。利用

這些實時資訊，便可作出更周詳的部署，亦提高追截船隻時警察

船艇的指揮及協調。  

 

7. 在警方打擊其他類型海上罪案的行動，包括應對恐佈主義

活動（例如劫持船隻事件），傳達系統都能發揮類似作用，增加警

方對海上現場情況的掌握和行動的能力。  

 

8. 另外，在發生海上意外的時候，傳達系統可有效提升拯救

工作的效率。目前，在事故現場的警察船艇只可通過水警總區通

訊系統或無線電話向指揮中心提供現場資料，但訊息零碎而缺乏

完整性，有時亦因現場情況多變而未能對事件作全面的描述。同

時，當多艘警察船艇同時使用水警總區通訊系統時更可能令無線

電網絡擠塞，加大指揮中心了解和評估形勢的難度。在有了傳達

系統後，指揮中心及現場指揮人員可直接獲取所需的實時現場資

訊，令形勢評估更快捷準確，從而作出最適切的資源調配。除此

以外，指揮人員更可以遙控警察船艇上的攝影機監控現場，使工

作更有效率。  

 

9. 當事故升級並需要陸上單位配合時，亦可即時在相關的指

揮中心啟動傳達系統，為陸上單位的指揮人員提供實時現場資訊

協助他們了解海上整體的實時形勢，例如正在運送傷者的警察船

艇的實時位置及預計到達時間，遇難船隻的現場視像，以及不同

水域的實時海面交通情況等，從而作出更佳的指揮、協調及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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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概念認證／試驗系統概念認證／試驗系統概念認證／試驗系統概念認證／試驗     

 

10. 警務處曾邀請供應商進行「概念認證」，以確定市場上是

否有合適科技支援傳達系統，及後證明相關技術可行，並能以 4G

網絡及其他數據傳輸方法以提供警隊所需的功能。  

 

11. 警務處隨後在 2015-16 及 2016-17 兩個財政年度進行試驗

及籌備工作。試驗計劃確定了中型巡邏警輪及水警總區指揮及控

制中心透過 4G 網絡及其他數據傳輸方法共享資訊在技術及功能

上的可行性。警務處現時正蒐集更多數據為日後系統在不同行動

的應用作參考之用。  

    

考考考考 慮慮慮慮 其他選擇其他選擇其他選擇其他選擇     

 

12. 警務處曾考慮及評估其他方案，包括嘗試利用3G無線上網

技術，但礙於頻寬的限制，無法達到實時傳遞串流影像。警務處

認為，把4G網絡連結成為一個系統通訊平台，即傳達系統，是目

前唯一的可行方案。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非經常性開支非經常性開支非經常性開支非經常性開支     

 

13. 警務處估計，推行傳達系統所需的非經常性開支總額為

186,335,000
3元。有關分項數字載列如下﹕  

  （千元）

(一 ) 系統硬件及軟件   12,000 

(二 ) 8個陸上指揮中心及警察船艇的硬件及軟件   58,475 

(三 )  通訊設備、便携式接收器及平板電腦   20,070 

(四 ) 推行及支援服務   52,800 

(五 ) 爲警察船艇和 8 個指揮中心進行場地準備

工程  

 11,800 

                                                 
3 這個項目下的金額包括在 8 個陸上指揮中心、第一批及第二批共 113 艘警察船

艇上安裝傳達系統。第三批 28 艘警察船艇屬新建船艇，建造費用已包括在 2015

年度基本工程外的非經常開支中，當中包括有關通訊系統 (如傳達系統 )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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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通訊網絡   10,000 

(七 ) 初期所需的備件及消耗品   4,250 

(八 ) 應急費用〔上述 (一 )至 (七 )項的 10%〕   16,940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186,335 

14. 估計所需的現金流如下：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千元）

2017 - 18  1,000 

2018 - 19  12,000 

2019 - 20  94,000 

2020 - 21   60,000 

2021 - 22  10,335 

2022 - 23   9,000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186,335 

    

經常性開支經常性開支經常性開支經常性開支     

 

15. 警務處估計，傳達系統在 2020-21 年度所需的經常性開支

爲 8,270,000 元，並將逐步增至 2022-23 年度起的每年 17,531,000

元。這項開支涵蓋硬件及軟件的維修保養、日常支援服務、通訊

網絡、消耗品及其他費用。     

    

推行時間表推行時間表推行時間表推行時間表     

 

16. 視乎委員對此項目的意見，我們會根據既定程序向立法會

申請撥款。如能在 2017 年第二季內獲得撥款，傳達系統可望在

2020 年起分階段投入服務。推行時間表如下﹕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預計完成日期預計完成日期預計完成日期預計完成日期     

(一 ) 擬備招標文件  2018 年 1 月  

(二 ) 場地準備、招標及批出合約  2018 年 9 月  

(三 ) 交付及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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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個陸上指揮中心及第一批共 56艘警

察船艇  

2020 年 3 月  

 - 第二批共 57 艘警察船艇  2021 年 9 月  

 - 第三批共 28 艘警察船艇 4
 2022 年 4 月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7. 請各委員就上文所述的建議提供意見。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  

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  

2017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4
 見註腳 3。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水警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及水警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及水警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及水警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及     

警警警警 察察察察 船船船船 艇艇艇艇 按需要配備的偵測及保安系統按需要配備的偵測及保安系統按需要配備的偵測及保安系統按需要配備的偵測及保安系統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詳情詳情詳情詳情     

中央指揮系統中央指揮系統中央指揮系統中央指揮系統  沿海的陸上日光攝影機及夜間熱能顯像

機以助瞭望離岸水域  

 

數碼雷達保安系統數碼雷達保安系統數碼雷達保安系統數碼雷達保安系統  轉化沿海雷達站取得的原始雷達數據為

電子圖像資料  

 

船隻自動識別系統船隻自動識別系統船隻自動識別系統船隻自動識別系統  透過無線電通訊追蹤識別及確定船舶的

位置  

 

自動追蹤船艇位置自動追蹤船艇位置自動追蹤船艇位置自動追蹤船艇位置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透過全球定位系統確定警察船艇位置  

 

光電感應器系統光電感應器系統光電感應器系統光電感應器系統  船上觀測系統，包括攝影機及熱能探測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