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意見書 
本地渡輪業的持續發展 

 

 

在香港鐵路網絡不斷擴展的同時，本地渡輪業在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中所擔

當的角色越趨次要，長遠的發展策略及規劃欠奉，令本地渡輪業的持續發展

一直流於紙上談兵。然而，本地渡輪服務在香港不少缺乏陸路連接或須繞道

前往市區的島嶼來說，讓渡輪業可持續發展卻是必須的，否則，居於該等島

嶼的市民便會面對被隔離化的後果。 

 

要讓本地渡輪業可持續發展，作為目前經營三條離島航線(計有：中環往來

長洲，中環往來梅窩及橫水渡(穿梭坪洲、梅窩、芝蔴灣及長洲)航線)，以

及兩條港內航線(北角往來紅磡和北角往來九龍城航線)，並一條特別航線

(北角往來西貢大廟灣，只在天后誕提供服務)的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

司(下稱「新渡輪」)，有以下之意見。 

 

首先，水面工作從業員的供應必須有其持續性。然而，當下本地渡輪業的所

有營辦者，均同時面對著人手嚴重短缺的問題。 

 

以新渡輪而言，公司目前超過六成的船員的年齡均在 55 歲或以上。以日前

新渡輪一艘船隻有船員落海成功救起一名乘客的個案為例，新渡輪一方面既

為兩位英勇跳入海中盡忠職守的水手感到驕傲，但同時亦不無擔心，因為那

兩位水手分別已為 56 歲及 64 歲。由此可見，在缺乏新人入行下，這行人手

老化的問題明顯嚴重。同時，新渡輪按牌照既定所提供的渡輪服務應有 63

名全職船長(包括後備的)在編制當中。但目前卻欠缺 13 名全職船長，故此，

人手的調配已是極度緊張，要額外提供加班，基本上亦只可在假日總體航班

數量較平日為少的情況才可作出安排。同時，在嚴重欠缺從業員的供應限制

下，以一艘船隻基本須配備 13 名船員(包括當值及備用)計算，縱然新渡輪

考慮添置新船以改善服務，亦無法招攬到額外的人手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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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目前水面行業受僱的船長超越 65歲甚至達 70歲亦比比皆是。但是， 

整個行業的人手空缺率仍超過 15%，市場上根本沒有任何有資歷合資格的人 

力資源可以給本地渡輪營辦商補充人手。而這個已達至水深火熱之人手荒的

問題，水面業界於四年前已向政府當局反映，但多年未獲全面性的正視直至 

今年下半年方開始有所跟進。然而，以訓練一個船長為例，除考取及必須持

有 3 大牌、7 小牌外，實務上仍必須通過最少 6 年的時間於船上培訓，方可

有充足經驗駕駛多款本地載客渡輪的船隻，故現在開始作跟進亦已太遲。而

倘若要合資格駕駛較大型如行走港澳線 River Trade 的高速船 (諸如：新渡

輪的「新輪二」號) 的船長，更需要考取更高規格的「類型級別證書」並獲

得以國際海員為標準的合格健康證明書。更甚是在資歷訓練方面，政府對本

地水面行業所提供的資源嚴重匱乏，本地唯一有提供專業認可海事訓練的

「海事訓練學院」每年定期開辦並向公眾招生的常規培訓課程一直只有針對

遠洋船船員的培訓，多年來均沒有對本地船舶行業提供及開辦任何常規的培

訓課程。及至近才安排本地船員的培訓課程，但卻是以「打遊擊」方式不定

期不定時推出及沒有公開招生，成效極不顯著。同時,政府至今既沒有就本

地海事訓練課程制定任何長遠的人力資源及教育目標，亦沒有落實安排相關

教育機構開辦有關海事的課程予年青一代(如在職專文憑、毅進文憑等課程

上開辦)，令業界無法獲得新血舒緩人手短缺的問題。 

 

再者，硬件的配套對渡輪服務的持續性亦有關鍵的作用，其中又以碼頭最為

重要。可惜綜觀目前於香港的大部份離島碼頭，均欠缺適時的更新，部分甚

至多年來均欠缺應有的基本設備，如坪洲碼頭上蓋失修多年，電力供應不足 

；南丫島北角村碼頭面積細，船隻靠泊須以船頭泊岸，並欠缺無障礙設施，

對使用該等碼頭的乘客構成嚴重的安全威脅。 

 

以長洲碼頭為例，長洲碼頭是目前全港最短及最細的渡輪碼頭，雖然經過 70

年代中及 80 年代初兩次擴建，但卻繼續保留於 50 年代只有 2 個泊位及單層

候船室的設計(目前除九龍城碼頭外，絶大部份的渡輪碼頭均為兩層設計，

分別設有上層及下層候船室)，雖然在 2015 年進行翻新，但有關工程只集中

於粉飾設計，不論候船室的空間或泊位均沒有任何結構性的擴充，故此在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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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限的候船室空間下，遇上人流暢旺或節慶假日時不少乘客仍需繼續在碼

頭外輪候的同時，船隻進出的流量及數量均有極大限制。目前，長洲碼頭只 

有 2個泊位可同時泊船，但卻需要同時處理兩條航線的三類船隻包括中環往 

來長洲航線的普通渡輪、中環往來長洲航線的高速船，以及橫水渡渡輪服務 

，因此碼頭的泊位亦已經完全飽和。加上長洲碼頭與其他碼頭不同，其設計 

是設於避風塘內，因此航速是受法例所限。故此，在目前的環境下，恆常增 

加「高速船」航班或以更多的高速船取代普通渡輪，是不可能的。除非新建

一個每邊碼頭可處理並容許不少於 4 艘船隻同時靠泊讓乘客安全上落的新碼

頭，才可恰當地處理到相關的乘客量及需求。事實上，在目前碼頭泊位嚴重

不足下， 普通渡輪更有其存在的重要性，由於三層普通渡輪的載客量是高

速船的三倍，對疏導人流起著極大的幫助，尤其是在節假日需要短時間內疏

散乘客，至為重要。同時，普通渡輪及高速船不論在票價或空間上都可以為

乘客提供不同的選擇，讓各取所需。 

 

與此同時，長洲碼頭長度及供乘客上落的吊橋水平可調較的高度，亦不合乎

標準，根本無法讓長度超過 41 米的載客量超過 450 位的大型高速船靠泊。

如若需要把長度超過 41 米的大型高速船改裝或以特別的設計遷就以致可安

全靠泊長洲碼頭，肯定需要犠牲船上大量座位，此舉既令資源浪費，對改善

渡輪服務亦無補於事。加上現時長洲避風塘航道及出入口根本無法安全地供

大型高速船持續進出，長洲避風塘航道及出入口亦必須擴闊方足以應付航班

加密的需求。 

 

還有，穩定的營運環境亦是確保本地渡輪服務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提供本

地渡輪服務的營辦者一直希望以公司的資源及用者自付原則以穩定的票價提

供服務。然而，營運環境的不理想及客源的不穩定(備註：離島區的渡輪服

務客源除居民外，不少是遊客，但遊客的多寡卻受不同因素影響而有所變動 

。以新渡輪為例，2016 年首半年的客量與 2015 年同期比較，便出現約 4%的

跌幅)，會令營辦者須以較高的票價才可維持服務，而政府當局為了降低相

關票價，則需要推出特別協助措施補助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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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渡輪的營運環境一向處於窘局中，當中油價對營運成本的影響固然重要 

。油價的變化一直為營運環境帶來不確定性。早年，油價的急升為營運成本 

帶來的沉重壓力顯然而見，但油價的急跌亦不會令有為油價作出穩定性的措

施(如對沖)的營辦者受惠。因此，對提供本地渡輪服務的營辦商而言，由政 

府當局推出穩定油價基金誠是一個對改善本地渡輪服務營運環境的方案。而

除油價外，如上述所言，人手短缺對營運環境的穩定性亦有極大影響。近年 

，本地渡輪業既要面對勞動人口老化，出現退休潮和未能吸引新血入行等問

題，而大型海事基建的上馬（如：港珠澳大橋建造工程及即將展開的機場第

三條跑道計劃）更令缺乏人力資料補充的人手荒問題更趨嚴峻。與此同時，

海事處在面對培訓不足及人手荒的情況下近年亦要持續向行內的從業員招手

挖角， 令人手短缺的問題百上加斤。因此，近數年本地渡輪服務營辦商必

須以更多的資源吸引新人入行及挽留人手。為保持競爭力，新渡輪在這方面

的單一開支需要逐年遞增，並已攀升至佔營運成本超過 4 成，故此，縱然在

油價下跌的情況下，此方面在營運成本中卻出現了此消彼長的情況。 

 

總的來說，上述三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大大窒礙了本地渡輪服務的持續性，

若問題無法以短期的特別補助措施以減低票價的提升，以及在長期方面當局

可積極針對問題解決，這不僅會令渡輪服務營辦商在改善航班班次方面帶來

舉步維艱，更甚是縱然可調整票價，亦難以維持基本的本地渡輪服務。 

 

日前，一條只經營了半年多的本地渡輪航線，便因為經營的地方欠缺完善配

套和設施，在看不到營運前景加上營運成本高昂的情況下決定放棄經營。此

恐怕會是不少本地渡輪服務營辦商尤其是小本經營者在不久將來的寫照。 

 

當然，要維持本地渡輪的持續性，自身服務的改善亦是十分重要的，而服務

性行業往往因為接受服務者的需求之轉變而存在著改善空間。 

 

雖然，在種種結構性的問題限制下，新渡輪相信仍有空間改善中環往來長洲

航線服務。在航班班次問題上，因著過去數年繁忙時段的總體乘客數目大體

相近，只是出行時間出現變化，故此，較短時間可實行而有效的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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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因應乘客出行時間而對航班時間表作出更新，以改善目前高速船與普通

渡輪航班的剛性需求欠平衡的情況，故此新渡輪已數度向運輸署表達在此事 

上的重要性。同時，新渡輪對於由運輸署統籌為長洲居民設立特別通過的實

行方式及方法，會繼續保持開放態度，並作出適切配合。而長遠而言，人手 

短缺和強化培訓，以及改善硬件配套等問題必須要切實的跟進才能夠針對問

題根本解決過來。至於相關的服務問題，新渡輪理解乘客的訴求亦會在可行

的範圍內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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