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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掘路工程的建議收費及處罰制度掘路工程的建議收費及處罰制度掘路工程的建議收費及處罰制度掘路工程的建議收費及處罰制度

在在在在 2002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5日特別會議席上提出的疑問及關注事項一覽日特別會議席上提出的疑問及關注事項一覽日特別會議席上提出的疑問及關注事項一覽日特別會議席上提出的疑問及關注事項一覽

無法預知的地下情況

(1) 鑒於地下公用設施的情況無法預知，有關當局在處理掘路許可證

申請時，會很難對所需施工期作出可靠的評估。同樣地，持證人

及指定持證人要按照掘路許可證的規定在核准施工期內完成工

程，可能亦會遇到不少困難。

(2) 地下公用設施的情況無法預知，是由下列因素造成：

(a) 公用事業機構及政府部門無須提供準確的地下公用設施紀

錄；

(b) 現時並無具體規則訂明每項地下公用設施應在何處敷設；

(c) 現時亦無具體規則規定公用事業機構及政府部門須與承建商

合作，確定哪些地下公用設施屬他們所有，以及在有關設施

妨礙新工程施工時，於一段合理時間內對該等設施進行必要

的改道工程。

(3) 有一項建議是規定掘路工程倡議人須先開鑿探洞或探井，以更清

楚了解地底的情況，然後才在路上挖掘坑道。

建造工程合約條款與掘路許可證規定可能有所抵觸

(4) 掘路許可證規定是與建造工程合約條款分開但同步實施的，因此

可能會出現互相抵觸的情況，尤其是有些時候，有關當局認為工

程受到不合理的延誤而就此每日徵收按經濟價值計算的附加費，

但延長施工期卻是由負責有關建造工程合約的工程師批准的。

(5) 現時並不清楚工務局會否在政府建造工程合約的條款中體現擬議

新制度的需要，以及若會如此，該局會如何做到此點；而政府當

局又會否要求非政府機構採取同一做法。

對政府部門及私營公用事業機構一視同仁

(6) 部分政府部門無須領取掘路許可證，便可進行掘路工程。鑒於該

等部門的掘路工程在所有掘路工程中佔很大比重，若建議中的制

度不適用於該等工程，該制度會否有效達到原擬目的實在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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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制度對政府部門及私營機構應一視同仁。私營公用事業機構

及承建商在違規時會遭受檢控，但政府部門在違規時卻免受檢

控，實際上並不公平，而且存在歧視成分。

解決掘路工程所引起的問題的其他方法／措施

(8) 多年來一直有人建議興建共用隧道／管道／坑道，把所有地下公

用設施置於其中。政府當局應積極考慮在所有新發展區採取此做

法，以徹底解決掘路工程引起的問題。

(9) 路政署或拓展署在建造新道路時應多設一些備用的跨道路管道，

以便日後敷設地下公用設施或為該等設施進行改道工程。

(10) 透過政府部門、公用事業機構與承建商之間更緊密的協調和合
作，掘路工程可避免出現不必要的延誤及重複的情況。當局應就

此設立一個有效的協調機制。

(11) 為鼓勵有關方面遵守掘路許可證規定，承建商在過往的掘路工程
中有否按掘路許可證的規定完成工程，應列為政府掘路工程投標

制度的評審準則之一。

(12) 政府當局應設立獎勵制度，例如表現計分制，鼓勵有關方面盡早
完成掘路工程。

與擬議制度的構思有關的疑問

(13) 在擬議收費及處罰制度下，當局會如何衡量一些不是公用事業機
構及承建商所能控制的因素造成工程延誤的情況，此點並不清

楚。

(14) 現行掘路許可證規定有欠明確，執行起來很易受主觀判斷影響。
執行隊伍／巡查人員會如何評估違反掘路許可證所訂施工時限的

情況亦不清楚。在此方面，政府當局若把掘路許可證的樣本提交

議員過目，或會有所幫助。

(15) 另外有一點亦不清楚，就是若持證人 (即公用事業機構 )及指定持證
人 (即承建商 )均違反掘路許可證規定，將會有甚麼後果。

(16) 有關制度應由路政署及其他工務部門以外的獨立機關執行。現時
建議在路政署內成立執行隊伍，可能會引起利益衝突。

一站式服務機制

(17) 據部分團體代表所述，公用事業機構在有關當局發出掘路許可證
後，需再徵求其他部門如運輸署、警務處及環境保護署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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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展開挖掘工程。政府當局表示會簡化掘路許可證的申請

程序，然後才實施擬議制度，以確保公用事業機構在當局發出掘

路許可證之前，能夠向各有關政府部門取得所需的同意及批准。

政府當局又表示會在 2002年年底前檢討簡化後的掘路許可證申請
程序，而在有關檢討中，當局亦會研究是否需要設立一站式服務

機制來處理掘路許可證申請，以及是否需要向其他政府部門取得

所需的同意或批准。然而，部分團體代表及若干議員認為，設立

一站式服務機制是推行擬議制度的先決條件。

關於擬議制度的豁免建議

(18)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建議該公司管理的電車專線在擬議制度下應獲
得豁免。

(19) 部分團體代表建議，凡應政府、地鐵公司及九廣鐵路公司的要求
而進行的公用設施改道工程，在該制度下應同樣獲得豁免。

諮詢工作

(20) 部分團體代表建議當局就擬議制度各項詳情，包括評估許可證的
首次有效期、按經濟價值計算的附加費及延長許可證有效期的準

則，進一步諮詢公用事業機構及建造業人士。

詳細成本分項數字

(21) 部分團體代表認為，由於收費制度會按 “用者自付 ”原則徵收費
用，故此當局應就將來在擬議制度下所須繳付的一切費用提供詳

細成本分項數字，以及設立妥善的機制，對收費額作定期檢討。

刑事法律責任

(22) 部分團體代表及議員對私營公用事業機構及承建商在違反掘路許
可證規定時須承擔刑事法律責任一事深表關注。他們質疑此項制

裁措施是否必需，並認為刑罰未免過重和不公平。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1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