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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01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10－電腦化計劃－電腦化計劃－電腦化計劃－電腦化計劃

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

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 「 運輸資訊 系統」「 運輸資訊 系統」「 運輸資訊 系統」「 運輸資訊 系統」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8－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

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 「 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 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 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 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

請各委員批准－

( a ) 開立為數 6 , 36 0 萬 元的新承擔額，用 以推行運輸

資訊系統；以及

( b ) 開立為數 2 , 00 0 萬 元的新承擔額，用 以設立行車

時間顯示系統。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為持續滿足本港的 運輸需求，當局有 需要尋求方法，利 用資訊科

技，盡量提高現有 運輸系統的容量和 效能。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運輸署署長徵詢資 訊科技署署長的意 見後，建議設立運 輸資訊系

統，估計費用為 6 , 36 0 萬元，用以收 集、整理、分析和 發布全面的運

輸資訊，包括有關 交通情況、道路工 程進度、交通改道 措施、公共交

通服務和交通意外 等資料。運輸局局 長支持這項建議。



3 . 此 外 ， 運 輸 署 署 長 又 建 議 設 立 行 車 時 間 顯 示 系 統 ， 估 計 費 用 為

2 , 00 0 萬元， 用以 在主 要分流點 前的 路段 安裝數碼 顯示器 ，告知駕 駛

人士由該等地點前 往指定目的地所需 的平均行車時間。運輸局局長支

持這項建議。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4 . 現時，道路使用者 往往要到達現場，才知道該處發生交 通 意 外 ，

又或正進行道路工 程或實施改道措施，這樣可能會造成 不必要的交通

擠 塞 。 此 外 ， 由 於 現 時 的 交 通 資 訊 (例 如 有 關 公 共 交 通 路 線 和 服 務 的

資 料 )， 大 多 屬 文 字 記 錄 ， 又 或 存 放 在 獨 立 的 系 統 ， 因 此 不 能 以 電 子

方式發布或與其他 使用者共用。

5 . 隨 資訊和電訊科 技不斷發展，我們 可借助互聯網和即 將投用的

第 三 代 流 動 電 話 ， 改 善 交 通 管 理 工 作 和 運 輸 服 務 ， 並 推 出 創 新 的 措

施。

運輸資訊 系統運輸資訊 系統運輸資訊 系統運輸資訊 系統

6 . 運輸資訊系統是一 個電腦系統，能整 合交通運輸數據，使之成為

共通和結構化的格 式，讓使用者可適 時和有效率地共用 資訊並分析數

據。有了這個系統，運輸署可 加快提 供交通運輸統計資 料，以供回覆

查詢和進行分析；同時，亦可加強交 通管理工作。此外，這個系統能

適時為公眾提供準 確可靠的交通運輸 資訊，讓道路使用 者得知最新的

交通情況，從而可 因應本身的需要，作出明智的決定。再者，運輸資

訊 系 統 可 提 供 有 利 條 件 ， 有 助 私 營 機 構 在 本 港 拓 展 交 通 運 輸 增 值 服

務。根據系統的擬 議設計，所有交通 運輸數據將會數碼 化，並貯存在

一個中央數據倉，除運輸署轄下各辦 事處可共用有關資 料外，公眾亦

可經由互聯網或第 三代流動電話取得 最新的交通運輸資 訊。

7 . 發展運輸資訊系統 的計劃會分三期推 行。第一期計劃的 工作包括

設立數據倉、建立 智能道路網，以及 在運輸署總部設置 通訊網絡。要

建立智能道路網，我們必須先把交通 流向、車輛在道路 交界處的左右

轉向、停車限制、巴士專用線等交通 運輸資料全部數碼 化，然後再檢

核數碼化的網絡和 資料，以確定是否 準確。這是整項計 劃中最費時的

工作。此外，第一 期計劃的工作還包 括建立一個應用界 面，讓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的乘客 和駕車人士查詢公 共交通服務或交通 路線。



8 .  第一期計劃會在 2 003 年年初完成。 屆時，公眾可從互聯 網取得

各種公共交通服務 的資料，享用一站 式資訊服務。系統 除提供路線和

票價方面的資料外，還會按票價、行 車 時 間、是否需要 轉車等考慮因

素作出有關路線和 服務的建議，讓公 眾選擇。駕車人士 則可利用系統

的另一項功能，搜 尋合適的交通路線，又可接達相關資 料庫，瀏覽有

關停車場或加油站 位置的資料。這項 服務可讓公眾和駕 車人士在出門

之前，先行選定交 通工具或交通路線，使他們更能善用 公共交通服務

和運輸設施。

9 . 第二期計劃的工作 是歸納運輸署現有 的數據系統。第三 期計劃則

會進行數據統一轉 換工作，以及與運 輸資訊系統的其他 使用者，包括

政府內部 (例如路 政署、消防處和香港 警務處 )和 外界 (例 如 公共交通機

構 和 停 車 場 營 辦 商 )可 能 會 應 用 交 通 資 訊 的 使 用 者 連 網 ， 並 建 立 合 適

的界面。第二期和 第三期計劃分別會 在 2 003 年 年中和 20 03 年 年 底完

成。

1 0 . 推行運輸資訊系統 的其中一個目標， 是在 2003 年 年中或 之前，

為政府部門提供即 時的交通資訊，方 便他們規劃和管理 部門內與交通

運輸有關的工作。屆時，警方可更有 效地實施交通管制 ／改道措施，

而路政署和公用事 業機構則可更妥善 協調和管理各項道 路工程。對消

防處和警務處而言，若能掌握即時的 交通資訊，在調動 緊急服務車輛

時，可指示車輛避 免駛經交通擠塞的 地方。

1 1 . 交通服務營辦商， 包括專利巴士公司 、鐵路公司、隧道 營辦商、

商用車輛營辦商等，在透過運輸資訊 系統取得所需資料 後，可迅速因

應交通情況的轉變 調整業務運作。此 外，公共交通機構 除推行車隊管

理系統外，亦可進 一步發展乘客資訊 系統以加強服務，為公眾提供預

定 班 次 時 間 表 、 即 時 行 車 編 排 資 料 和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 例 如 巴 士 的 位

置、巴士站資料、 載客率和交通情況 等。

1 2 . 另一方面，私營的 服務供應商可利用 運輸資訊系統提供 的基本資

訊和智能道路網，為公眾開發增值服 務的應用系統。舉 例來說，車輛

製 造 商 可 利 用 這 個 系 統 ， 研 製 車 內 路 線 顯 示 器 ， 為 駕 車 人 士 帶 來 方

便 ； 停 車 場 營 辦 商 則 可 發 展 停 車 位 管 理 系 統 ， 透 過 路 旁 可 變 信 息 標

誌、收音機、互聯 網、車內導向儀或 流動電話，提供有 關可用停車位

的資料；此外，也 可研究能否提供預 留停車位服務。除 運輸業外，其

他行業亦可利用運 輸資訊系統，設計 迎合顧客需要的特 定服務。舉例

來說，利用系統提 供的資料，酒店可 為客人設計特定的 觀光行程，而

食肆亦可為客人提 供路線指示和預留 停車位。



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

1 3 . 除設立運輸資訊系 統外，我們亦計劃 推行行車時間顯示 系統，為

道路上的駕車人士 提供最新的交通資 訊。設立這個系統 的目的，是讓

駕車人士即時得知 各條由港島至九龍 的過海路線的交通 情況，使他們

在抵達各主要分流 點之前，可根據最 新的交通情況，選 定合適的過海

路線。

1 4 . 發展行車時間顯示系統的計劃會分期推行。第一期計劃會在 2003 年

年初完成，有關工 作是在三條海底隧 道的港島入口和引 路裝設數碼顯

示器，安裝地點暫 定在堅拿道天橋北 行線、告士打道東 行線和東區走

廊西行線。

1 5 . 假如第一期計劃取 得成效，我們會把 系統擴展至九龍區 的主要引

路，日後並會推行 其他計劃，把系統 擴展至其他隧道和 相關的引路。

擬設系統的效益擬設系統的效益擬設系統的效益擬設系統的效益

16 . 透 過 運 輸 資 訊 系 統 設 立 綜 合 中 央 數 據 庫 ， 並 把 運 輸 資 訊 數 碼 化

後，運輸署便可在 無須增加人手的情 況下，為公眾提供 更準 確 可 靠的

資訊，更快回答有 關數據和其他公共 服務的查詢。如不 設立這個系統

而要提供相類服務 並取得同樣的效能，該署便須增加人 手，估計每年

所需的經常開支約 為 5,90 0 萬元。再 者，由於擬設系統 某些功能是不

能以人手替代，如 不設立系統，該署 的服務質素便會大 受影響。

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

1 7 . 設立運輸資訊系統 可帶來的經濟效益 總額約達 2 億 8 ,000 萬 元 。

目前，每個周日的 私家車行車量為 134 萬 架次，其中 93 萬 架 次屬非

固定行程。路線指 示服務推出後，估 計 5 % 非 固定行程 每程的行車時

間可縮短五分鐘。 根據 1999 年完成 的《第三次整體運輸 研 究 》 調查

所得的時間值計算 ，縮短上述行車時 間，每年可節省約 1 億 元 。

1 8 . 公 共 交 通 方 面 ， 每 個 周 日 的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士 除 外 )乘 客 量 為

9 8 9 萬人次，其中 43 3 萬人次屬非固 定乘客。設立運輸 資訊系統提供

公共交通查詢服務 後，估計 5% 非固 定乘客每程的行車 時間可縮短三

分鐘，即每年可節 省 1 億 8,000 萬元 。



1 9 . 至於每天在繁忙時 間由港島過海往九 龍的乘客量約為 26 0  0 00 人

次。設立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後，估計 5% 乘 客每程的行 車時間可縮短

三分鐘，即每年可 節省約 1 ,10 0 萬元 。

其他效益其他效益其他效益其他效益

2 0 . 除縮短行車時間外 ，協助公眾選用交 通路線亦有助提高 運輸系統

的效率，帶來其他 間接的效益，例如 行車成本因避免駛 經交通擠塞地

區而降低、行車更 加安全、車輛廢氣 的總排放量減少、停車設施的使

用情況更理想，以 及香港運輸系統的 形象得以改善。

2 1 . 其他政府部門可透 過聯機設施，取得 運輸資訊系統貯存 的最新或

即時資訊，這點有 助促進各部門間的 協調工作。舉例來 說，有關道路

維修計劃和重要工 程項目的事宜，可 與路政署協調處理；遇有重大事

故或特別事件時， 警務處和消防處可 互相協調，採取配 合行動。

2 2 . 運輸資訊系統基礎 設施投入服務後，私營機構可在 該 系 統的基礎

上開發和提供智能 運輸系統的各類應 用程式，例如車內 導航、停車位

管理、車隊和貨運 管理，以及即時交 通情況報告服務。這樣，本港的

智能運輸系統應用 程式便可倚賴私營 機構的資金發展，政府僅需承擔

最起碼的開發和維 修保養費用。

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

附件 1 和

附件 2

2 3 . 運 輸 資 訊 系 統 和 行 車 時 間 顯 示 系 統 的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分 別 載 於

附件 1 和附件 2。分析顯示，單在節省行車時間方面，這兩個系統已

可 帶來可 觀的經濟效益。運輸資訊系統和行車時間顯示系統將分別在

2004-05 年度和 2 0 05- 06 年度達到成本 和經濟效益相抵。

2 4 . 此外，運輸署可透 過這兩個系統向公 眾適時發布交通運 輸資訊，

紓緩交通擠塞和廢 氣污染情況，間接 對社會和環境帶來 莫大裨益。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非經常費 用非經常費 用非經常費 用非經常費 用

運輸資訊 系統運輸資訊 系統運輸資訊 系統運輸資訊 系統

2 5 . 估計推行運輸資訊 系統所需的非經常 費用總額為 69 ,4 30 , 00 0 元 。

各項費用和現金流 量的分項數字如下 －

2 0 01 -0 2 2 0 02 -0 3 2 0 03 -0 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非經常開 支非經常開 支非經常開 支非經常開 支

( a ) 電 腦 硬 件 、 軟 件 和 網

絡設備 0 1 , 87 8 7 , 51 2 9 , 39 0
( b ) 系統推行服務 3 6 0 3 0 ,2 76 1 4 ,7 74 4 5 ,4 10
( c ) 雜項 5 0 0 1 , 50 0 1 , 00 0 3 , 00 0
( d ) 應急費用 8 6 3 , 38 5 2 , 32 9 5 , 80 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 4 6 3 7 ,0 39 2 5 ,6 15 6 3 ,6 00

非經常員 工開支非經常員 工開支非經常員 工開支非經常員 工開支

( e ) 運輸署員工開支 3 3 8 1 , 35 7 3 , 55 9 5 , 25 4
( f ) 資訊科技署員工開 支 7 2 2 8 8 2 1 6 5 7 6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4 1 0 1 , 64 5 3 , 77 5 5 , 83 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 , 35 6 3 8 ,6 84 2 9 ,3 90 6 9 ,4 30

2 6 . 關於第 25 段 ( a )項， 9,39 0 , 00 0 元的費 用是用以購置電腦 硬件、軟

件、網絡設備、數 據通訊線路和運作 復原設施。

2 7 . 關於第 25 段 ( b )項 ， 45 ,41 0 , 00 0 元的 費用是用以僱用專 業服務，

以協助進行招標、系統發展和推行的 工作，包括管理工 程計劃、設計

和推行系統、設立 數據庫，以及提供 數據標準化和通訊 服務。

2 8 . 關於第 25 段 ( c )項， 3,00 0 , 00 0 元的費 用是用以進行電腦 場地準備

工程、購置系統推 行初期所需的消耗 品，以及培訓運輸 署員工使用新

系統。

2 9 . 關於第 25 段 ( d )項， 5 ,800 ,0 00 元的費 用是應急費用，款 額相等於

第 25 段 ( a )至 ( c )項 開支的 10%。



3 0 . 關於第 25 段 ( e )項 ， 5,25 4 , 00 0 元的費 用是運輸署 66 個 人 工作月

的員工開支，有關 人員負責協助進行 招標和系統推行的 工作。所需人

手包括運輸署助理 署長一個人工作月、總工程師三個人 工作月、高級

工程師十個人工作 月、工程師 16 個 人工作月、高級技術 主任六個人

工作月和技術主任 30 個人工作月。 運輸署會調配現有人 手，以應所

需。

3 1 . 關於第 25 段 ( f )項， 576 , 00 0 元的費用 是資訊科技署一名 高級系統

經理四個人工作月 的 員工開支。該名 人員負責在招標、系統發展和推

行期間提供技術和 資訊科技政策方面 的意見。資訊科技 署會調配現有

人手，以應所需。

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

3 2 . 估計推行行車時間顯示系統所需的非經常開支總額為 2,000 萬元，

分項數字如下－

2 0 01 -0 2
千元

2 0 02 -0 3
千元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千元

( a ) 電子和機電設備 7 5 0 1 1 ,3 50 1 2 ,1 00
- 交通監察站 0 4 ,800 4 ,800
- 電腦硬件和軟件 500 3 ,000 3 ,500
- 行車時間顯示器 0 2 ,000 2 ,000
- 控制台 0 700 700
- 電纜和配件 250 850 1 ,100

( b ) 相 關 的 土 木 和 屋 宇 裝 備

工程 3 0 0 3 , 50 0 3 , 80 0

( c ) 機 電 工 程 營 運 基 金 的 工

程計劃管理費 1 , 25 0 1 , 25 0 2 , 50 0

( d ) 應急費用 1 0 0 1 , 50 0 1 , 60 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 , 40 0 1 7 ,6 00 2 0 ,0 00



3 3 . 由於推行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所需的非 經常員工開支為數 極少，故

會由運輸署自行承 擔。

3 4 . 關於上文第 32 段 ( a )項，12 ,1 00 ,0 00 元 的費用是用以購置、安裝、

測試和試行運作新 系統的各項設施，包括監察交通情況 的車輛探測儀

器、電腦硬件和軟 件、輔助數據通訊 設備、顯示行車時 間的數碼顯示

器，以及控制台。

3 5 . 關於上文第 32 段 ( b )項， 3 ,800 ,0 00 元 的費用是用以進行 相關的土

木工程，例如敷設 導線管道、裝置承 托行車時間顯示器 和相關固定標

誌的座架，以及進 行必需的屋宇裝備 工程，以便在控制 中心安裝電腦

硬件和設置控制台 。

3 6 . 關於上文第 32 段 ( c )項， 2 ,50 0 , 00 0 元 的費用是用以支付 機電工程

營運基金的工程管 理費和系統設計費，這 些 費用約佔安 裝設備及進行

土木和屋宇裝備工 程所需費用的 16%。

3 7 . 關於上文第 32 段 ( d )項， 1 ,600 ,0 00 元 的費用為應急費用，款額相

等於上文第 32 段 ( a )和 (b )項開支的 10 %。

經常費用經常費用經常費用經常費用

運輸資訊 系統運輸資訊 系統運輸資訊 系統運輸資訊 系統

3 8 . 估計維修保養和支 援運輸資訊系統所 需的經常開支如下 —

2 0 03 -0 4
千元

2 0 04 -0 5
和以後和以後和以後和以後

每個年度每個年度每個年度每個年度

千元

( a ) 系統和技術支援服 務 - 5 , 00 0
( b ) 硬件、系統和應用 軟件的維修保養 1 , 00 0 2 , 52 0
( c ) 培訓和雜項 1 , 30 0 1 , 30 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 , 30 0 8 , 82 0
( d ) 運輸署員工開支 8 , 77 1 8 , 77 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 1 ,0 71 1 7 ,5 91



3 9 . 關於第 38 段 ( a )項， 5,00 0 , 00 0 元的開 支是用以外判系統、數據庫

管理、網絡和通訊 系統的日常技術支 援服務，以及系統 性能管理和系

統運作復原的支援 服務。

4 0 . 關於第 38 段 ( b )項， 2,520 ,0 00 元的開 支是用以維修保養 硬件、系

統和應用軟件及網 絡設備。

4 1 . 關於第 38 段 ( c )項， 1,30 0 , 00 0 元的開 支是用以培訓運輸 署新聘員

工運用擬設系統、支付設施和通訊線 路 租用費，以及購 置磁帶、磁碟

和打印機色粉等消 耗品。

4 2 . 關於第 38 段 ( d )項， 8,771 ,0 00 元的開 支是運輸署就設立 系統需付

的員工開支。所需 人手包括運輸署助 理署長一個人工作 月、總工程師

四個人工作月、高 級工程師 13 個人 工作月、工程師 27 個 人 工作月、

高級技術主任 27 個人工作月、一級 運輸主任 12 個 人工作月和技術主

任 (交通 )2 7 個人工 作月。這些人員負 責署內事務、應用 系統的發展與

檢定，以及系統的 日常操作與維修保 養。運輸署會調配 現有人手，以

應所需。

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

4 3 . 估計維修保養和支 援行車時間顯示 系 統所需的經常開支 如下－

2 0 03 -0 4
和以後和以後和以後和以後

每個年度每個年度每個年度每個年度

千元

( a ) 通訊線路租用費 3 0 0

( b ) 系統維修保養 1 , 00 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 , 30 0

4 4 . 由 於 維 修 保 養 和 支 援 行 車 時 間 顯 示 系 統 所 需 的 經 常 員 工 開 支 為

數極少，故會由運 輸署自行承擔。



4 5 . 關於上文第 43 段 ( a )項，300 , 00 0 元的 開支是用以僱用電 訊網絡營

辦 商 提 供 固 定 數 據 服 務 ， 以 便 交 通 監 察 站 和 中 央 電 腦 系 統 能 互 通 數

據。

46 . 關 於 上 文 第 43 段 ( b )項 ， 1 ,000 ,0 00 元 的開 支是 用 以 維 修 保養 硬

件、軟件和通訊網 絡設備。

推行計劃推行計劃推行計劃推行計劃

4 7 . 我們計劃分期推行 擬設的運輸資訊系 統，詳情如下－

預定完成 日期預定完成 日期預定完成 日期預定完成 日期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第第第第 I 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 I I 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 I I I 期期期期

( a ) 運輸資訊系統招標 工作 2001 年 12 月

( b ) 系統分析與設計 2002 年 6 月

( c ) 系統發展與推行 2003 年 3 月 2003 年 6 月 2003 年 9 月

( d ) 測試系統和培訓使 用者 2003 年 6 月 2003 年 9 月 2003 年 12 月

( e ) 實際運作 2003 年 6 月 2003 年 9 月 2003 年 12 月

( f ) 系統護理 2003 年 9 月 2003 年 12 月 2004 年 6 月

4 8 . 行車時間顯示系統 的推行計劃如下－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預定完成 日期預定完成 日期預定完成 日期預定完成 日期

( a ) 技術評估 2 0 01 年 6 月

( b ) 系統設計 2 0 01 年 1 0 月

( c ) 招標 2 0 02 年 3 月

( d ) 系統裝置 2 0 02 年 1 2 月

( e ) 系統測試和試行運 作 2 0 03 年 2 月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4 9 . 運輸署在 20 00 年 5 月進行一項智能 運輸系統策略檢討研 究，以

制定長遠的智能運 輸系統應用計劃。該項研究探討本港 推行智能運輸

系統策略在技術、行政和財政三方面 的需求，以確保在 這策略下發展

的不同系統能夠互 相兼容和協調，而 有關方面亦 能 夠妥善和有效率地

為所有道路使用者 提供互相銜接和配 合得宜的服務。

5 0 . 智能運輸系統策略 檢討研究在 2001 年 年初完成。研究建 議設立

運 輸 資 訊 系 統 和 採 納 新 的 交 通 管 理 綱 領 ， 以 改 善 交 通 運 輸 情 況 。 此

外，研究又建議當 局鼓勵私營機構利 用在策略下發展的 各個系統，提

供切合個別道路使 用者需要的服務。我們在 2001 年 2 月 2 7 日 就 研究

建議徵詢交通諮詢 委員會的意見，委 員會對有關建議表 示支持。我們

又在 20 01 年 3 月 16 日，就擬議推行 的智能運輸系統策 略諮詢立法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議員大致上支持當 局運用先進科技以 加強運輸資訊

和交通管理服務。不過，他們認為擬 議推行計劃過於保 守，應盡量加

快實施有關建議。

5 1 . 2 0 01 年 4 月 2 7 日 ，我們把一份有關 推行運輸資訊系統 和行車時

間顯示系統的參考 文件送交立法會交 通事務委員會傳閱。該委員會在

2 0 01 年 5 月 1 8 日 討論上述文件。議 員普遍贊成推行運 輸資訊系統和

行車時間顯示系統，但要求當局提交 補充資料，詳述成 本效益分析、

外國推行類似系統 所得的經驗，以及 如何發布運輸資訊 系統的資訊。

我們會在 20 01 年 5 月 25 日財務委員 會會議舉行前，向 委員提供有關

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運輸局

2 0 01 年 5 月



FC R ( 2 00 1 -0 2) 7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1
運輸資訊 系統的成 本效益分析運輸資訊 系統的成 本效益分析運輸資訊 系統的成 本效益分析運輸資訊 系統的成 本效益分析

(按按按按 20 01 - 02 年 度 價格計算年 度 價格計算年 度 價格計算年 度 價格計算 )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I.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非經常非經常非經常非經常

開支 946 37,039 25,615 - - - - - - - 63,600
員工開支 410 1,645 3,775 - - - - - - - 5,83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356 38,684 29,390 - - - - - - - 69,430

經常經常經常經常

開支 - - 2,300 8,820 8,820 8,820 8,820 8,820 8,820 8,820 64,040
員工開支 - - 8,771 8,771 8,771 8,771 8,771 8,771 8,771 8,771 70,168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 - 11,071 17,591 17,591 17,591 17,591 17,591 17,591 17,591 134,208

費用總額費用總額費用總額費用總額 1,356 38,684 40,461 17,591 17,591 17,591 17,591 17,591 17,591 17,591 203,638

II. 效益效益效益效益
減免的員工開支減免的員工開支減免的員工開支減免的員工開支  註 1 - - 5,886 17,657 35,314 47,086 58,857 58,857 58,857 58,857 341,371
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  註 2 - - 28,230 84,690 169,380 225,840 282,300 282,300 282,300 282,300 1,637,340

效益總額效益總額效益總額效益總額 - - 34,116 102,347 204,694 272,926 341,157 341,157 341,157 341,157 1,978,711

III. 效益／費用淨額效益／費用淨額效益／費用淨額效益／費用淨額 (1,356) (38,684) (6,345) 84,756 187,103 255,335 323,566 323,566 323,566 323,566 1,775,073

IV. 累計效益累計效益累計效益累計效益 (1,356) (40,040) (46,385) 38,371 225,474 480,809 804,375 1,127,941 1,451,507 1,775,073



FC R ( 2 00 1 -0 2) 7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1 第第第第 2 頁頁頁頁

註－

註 1： 如不推行運輸資訊系統而要提供相類服務和取得同樣的效能，當局須增設 110 個職位 (包括 2 個高級工程師、 6 個工程師、 3 個一級

運輸主任、 24 個高級技術主任、 62 個技術主任和 13 個助理文書主任職位 )，每年的員工開支約為 5,900 萬元。此外，如要支援運輸

資訊系統可提供的相類服務，人手需求假設會按 10%、 30%、 60%、 80%和 100%的百分率遞增。

註 2： 正如正文第 17 和 18 段所述，經濟效益是根據公眾 (包括公共交通乘客、商用車輛、行人和駕車人士 )得以節省的行程時間計算得出。

效益總額約達 2 億 8,000 萬元，其中 1 億元是私家車節省行車時間所得，其餘的 1 億 8,000 萬元則是公共交通乘客節省行程時間所得，

詳情如下－

(a) 駕車人士非固定車程的加權平均時間值＝每分鐘 1.7 元。以每年 250 個工作天計算，駕車人士每年的累計效益＝ 930 000 次車程

x 5% x 5 分鐘 x 1 .7 元 x 250＝ 98,812,500 元 (即約 1 億元 )。

(b) 公共交通乘客非固定車程的加權平均時間值＝每分鐘 1.13 元。以每年 250 個工作天計算，公共交通乘客每年的累計效益＝

4 330 000 次車程  x 5% x 3 分鐘 x 1.13 元 x 250＝ 183,483,750 元 (即約 1 億 8,000 萬元 )。

此外，隨 系統愈趨完善和使用人士日益增加，實際效益淨額在推行系統的其後數年假設會按 10%、 30%、 60%、 80%和 100%的百分

率遞增。根據海外的經驗，推行運輸資訊系統會在 5年內取得全數的效益。



FC R ( 2 00 1 -0 2) 7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2

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 的成本效益分析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 的成本效益分析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 的成本效益分析行車時間 顯示系統 的成本效益分析

(按按按按 20 01–––– 02 年 度 價格計算年 度 價格計算年 度 價格計算年 度 價格計算 )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I.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非經常非經常非經常非經常 2,400 17,600 - - - - - - - - 20,000
經常經常經常經常 - - 1,300 1,300 1,300 1,300 1,300 1,300 1,300 1,300 10,400

費用總額費用總額費用總額費用總額 2,400 17,600 1,300 1,300 1,300 1,300 1,300 1,300 1,300 1,300 30,400

II. 效益效益效益效益

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  註 1 - -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88,000
效益總額效益總額效益總額效益總額 - -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88,000

III.效益／費用淨額效益／費用淨額效益／費用淨額效益／費用淨額 (2,400) (17,600) 9,700 9,700 9,700 9,700 9,700 9,700 9,700 9,700 57,600

IV. 累計效益累計效益累計效益累計效益 (2,400) (20,000) (10,300) (600) 9,100 18,800 28,500 38,200 47,900 57,600

註 1: 繁忙時間內各類車輛的加權平均時間值＝每分鐘 1.17 元。以每年 250 個工作天計算，駕車人士和乘客每年的累計效益＝ 260 000 次

車程 x 5% x 3 分鐘  x 1 .17 元  x  250 = 11,407 ,500 元 (即約  1 ,100 萬元 )。推行行車時間顯示系統所取得的經濟效益有別於運輸資訊系

統。後者的經濟效益是逐步遞增的 (首年為 10%，到第五年達 100%)，而前者則可望在投入服務首年，便取得全數的經濟效益，因為

數碼顯示器一經裝妥，道路使用者便可即時受惠，充分利用系統提供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