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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報告書提交報告書提交報告書提交報告書　　　　審計署署長第三十八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

書已於2002年4月24日提交立法會。委員會隨後撰寫的報告書 (第三十八號
報告書 )，亦已於2002年 7月 10日提交立法會，因此符合《立法會議事規
則》第 72條的規定，在審計署署長提交報告書後 3個月內，將其報告書
提交立法會。

2. 政府覆文政府覆文政府覆文政府覆文　回應委員會第三十八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在 2002年
10月 16日提交立法會。當局隨後在 2003年 10月 20日就政府覆文中有待
處理的事項提交進展報告。這些事項的最新發展及委員會所作的進一

步評論載於下文第 3至 8段。

3. 機動街道潔淨服務機動街道潔淨服務機動街道潔淨服務機動街道潔淨服務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三十八號報告書第 IV部
第 1章 )。委員會獲悉：

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 生署生署生署生署 (食環署食環署食環署食環署 )紀律組就查明屬實的投訴採取的紀律紀律組就查明屬實的投訴採取的紀律紀律組就查明屬實的投訴採取的紀律紀律組就查明屬實的投訴採取的紀律

處分處分處分處分

食環署採取了新措施，使員工更注意執勤時的工作表現，
這些措施包括在 2000年成立服務質素檢定組，以及加強紀
律組的職能；

截至 2003年 7月 31日為止，服務質素檢定組調查了 984宗據
稱員工行為不當的投訴個案，並正在調查另外 80宗個案。
在上述 984宗個案中，有 171宗查明屬實。這些投訴個案主
要涉及擅離職守、未經批准在外間工作、工作表現欠佳、

疏忽督導職責和不守時。對於已有定論的個案，食環署已

對 241名人員採取紀律處分，包括向其中 236人發出口頭／
書面警告，以及對其餘 5人採取正式紀律處分，處分形式包
括譴責、嚴厲譴責另加罰款，以及迫令退休；

實施機動掃街服務檢討的建議所取得的進展實施機動掃街服務檢討的建議所取得的進展實施機動掃街服務檢討的建議所取得的進展實施機動掃街服務檢討的建議所取得的進展

食環署已落實檢討報告的各項建議，並由 2002年 11月起把
所有機動掃街服務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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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機動清渠服務進行檢討的結果就機動清渠服務進行檢討的結果就機動清渠服務進行檢討的結果就機動清渠服務進行檢討的結果

食環署已落實檢討報告的各項建議。鑒於一級工人人手過
剩，食環署須對 5條現有機動清渠服務車線的外判計劃另作
安排，以確保過剩的人手可妥為重新調配；

精簡食環署組織架構的進展精簡食環署組織架構的進展精簡食環署組織架構的進展精簡食環署組織架構的進展

食環署已接納及落實管理參議小組在管工職系人員檢討後
對精簡組織架構提出的大部分建議，唯一有待實施的項目

是重整墳場及火葬場組的工序和精簡該組的督導架構。如

重新調配人手的安排進展理想，有關措施將於 2003至 04年
度全面實施，估計每年會節省約 400萬元的經常開支淨額。
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生署署長生署署長生署署長應委員會的詢問，在2004年1月15日的函
件(附錄附錄附錄附錄3)附件I中，就每年節省的經常開支提供了分項數字；及

委員會問及在實施管理參議小組的建議後，負責監督機動
街道潔淨服務的人員所涉層級數目有否減少。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 生署生署生署生署

署長署長署長署長在同一函件中答稱：

(a) 在提供機動街道潔淨服務方面，食環署已 除巡察員

及管工兩個層級的職位。該署亦即將 手檢討有否需

要保留組織架構內總監這個層級，有關職位已懸空一段

時間。上述函件附件 II載列經修訂的組織圖，當中顯示
現時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與轄下負責提供機動街道潔

淨服務的各級人員；

(b) 機械潔淨事務小組每日的督導工作，由 生督察及高

級管工兩個層級的人員執行。他們負責監督外判服務

及內部的員工。隨 外判服務逐步引入，工目這個負

責領導前線工人的職位亦會刪除；及

(c) 組織架構內其他層級的監督人員則負責執行政策及系

統管理的工作。管理機械潔淨事務小組的工作只佔他

們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

4. 委員會希望當局繼續向其報告食環署檢討有否需要保留組織架

構內總監這個層級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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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開放本地固定電訊市場開放本地固定電訊市場開放本地固定電訊市場開放本地固定電訊市場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三十八號報告書
第 IV部第 2章 )。委員會獲悉：

衡量及匯報競爭的進展衡量及匯報競爭的進展衡量及匯報競爭的進展衡量及匯報競爭的進展

電訊管理局 (電訊局 )於 2002年年底委託了顧問研究一套客
觀指標，以衡量香港電訊市場引入競爭所帶來的效益和對

消費者的好處。該報告已於 2003年 6月公布。電訊局計劃大
約每隔兩年進行類似的研究，以了解電訊業市場競爭的趨

勢及影響；

消費者的選擇消費者的選擇消費者的選擇消費者的選擇

 電訊局繼續每月以電話隨機測試 3家新網絡營辦商的表
現。過去一年，其中一家營辦商達到接近 100%的服務率，
另外兩家營辦商的服務率約為 90%。報稱沒有提供服務的個
案是因營辦商個別機樓的服務需求已達設備容量極限所

致。故此，該 3家新網絡營辦商並無在未能提供合理解釋的
情況下違反牌照條件；

互連方面的困難互連方面的困難互連方面的困難互連方面的困難

電訊局已由 2002年 10月起，公布固有營辦商香港電話有限
公司與其他電訊服務供應商簽訂的互連協議；

裁決涉及互連問題的程序裁決涉及互連問題的程序裁決涉及互連問題的程序裁決涉及互連問題的程序

電訊局已繼續監察所有裁決個案的工作進度，以確保及時
完成裁決。該局已由 2002年 7月起，在其網站公布互連裁決
個案的工作進度；及

開放固有營辦商的機樓予新營辦商及監察新營辦商履行承諾的開放固有營辦商的機樓予新營辦商及監察新營辦商履行承諾的開放固有營辦商的機樓予新營辦商及監察新營辦商履行承諾的開放固有營辦商的機樓予新營辦商及監察新營辦商履行承諾的

表現表現表現表現

截至 2002年年底，3家新網絡營辦商均達到承諾契約所訂的
目標。

6. 委員會希望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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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郵政署的財政表現郵政署的財政表現郵政署的財政表現郵政署的財政表現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三十八號報告書第 IV部
第 4章 )。委員會獲悉：

郵政署就郵趣廊服務郵政署就郵趣廊服務郵政署就郵趣廊服務郵政署就郵趣廊服務、郵電通服務及郵匯服務進行檢討的結果、郵電通服務及郵匯服務進行檢討的結果、郵電通服務及郵匯服務進行檢討的結果、郵電通服務及郵匯服務進行檢討的結果

郵政署已改善郵趣廊的間隔，務求充分利用現有空間。該
署亦已擴闊銷售的產品類別，並為郵趣廊產品開拓更多銷

售渠道。由 2002年 10月和 2003年 1月起，郵趣廊的產品亦可
分別透過 “生活易 ”電子商店和CP1897.com銷售。郵趣廊服
務在 2002至 03年度達到收支平衡。郵政署預期郵趣廊服務
在 2003至 04年度除可收回全部成本外，還可獲得微薄的利
潤；

郵電通服務在 2001至 02年度達到收支平衡，更在 2002至
03年度錄得盈利。為確保能持續取得盈利，郵政署除了為
主要客戶提供印刷、入信封和郵寄物品的一站式服務外，

亦會繼續積極拓展商機，充分使用現時中心的資源，務求

提高生產力及設備的使用率；

郵政署在 2002年 2月就郵匯服務進行了一項市場調查，結果
顯示這項服務在小額匯款 (港幣 3,000元以下 )方面有競爭
力。該署已分別在 2002年 9月及 2003年 5月把匯款業務擴展
至加拿大及日本。為縮短匯款所需的時間，郵政署現正與

新西蘭郵政及內地的國家郵政局商討使用其網絡，以期在

2003至 04年度內提供遍達全球主要城市的電子匯款服務。
2003至 04年度首季的匯款量和收入均較 2002至 03年度同期
增加 50%。櫃位程序在 2003年 6月全面自動化後，這項服務
的營運成本已進一步減省；

郵政署檢討派遞段的進度及結果郵政署檢討派遞段的進度及結果郵政署檢討派遞段的進度及結果郵政署檢討派遞段的進度及結果

郵政署於2001年展開新一輪派遞段檢討，範圍涵蓋全部21間
派遞局共1 730個派遞段。檢討工作將於2004年年底前完成；

 郵政署亦在 2002年 6月就所有每日派遞兩次的派遞段展開
調查，以加快確定哪些派遞段可改為每日派遞一次。這項

調查於 2003年 3月完成。該署認為把每日派遞兩次的派遞段
全部改為每日派遞一次的派遞段是可行的，而這做法會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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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約 100個派遞段。郵政署會按照委員會的建議，聯同經濟
發展及勞工局，就更改派遞段的計劃諮詢立法會。該署已

於 2003年 3月為所有每日派遞兩次的派遞段修改工作時
間，結果削減了 26個派遞段，令產值效益得以提升；

郵政署檢討派遞郵差超時工作監控制度的進度郵政署檢討派遞郵差超時工作監控制度的進度郵政署檢討派遞郵差超時工作監控制度的進度郵政署檢討派遞郵差超時工作監控制度的進度

郵政署在 2002年 6月推行全面的記錄制度，根據這個制度記
錄的數據會加入每周及每季的郵件量統計報告中。地區郵

務督察利用這些報告監察工作量的變化、郵件量的分布，

以及個別派遞段的派遞模式，以達到控制成本和有效管理

運作的目標；

郵政署制訂了額外的稽核機制，由派遞局的高級郵務督察
監察地區郵務督察就派遞郵差每日工作量所進行的評估工

作；及

全面檢討郵務政策及服務的結果全面檢討郵務政策及服務的結果全面檢討郵務政策及服務的結果全面檢討郵務政策及服務的結果

郵政署與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繼續認真
研究委員會指該署面對的營運挑戰。研究範圍不但包括郵

政署的財政表現和以營運基金運作的情況，亦涵蓋與郵務

市場有關的事項。郵政署表示，由於涉及的事項十分複雜，

因而須進行更詳細的研究。

8. 委員會希望當局繼續向其報告：

郵政署把每日派遞兩次的派遞段改為每日派遞一次的派遞
段的進展及結果；及

全面檢討郵務政策及服務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