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加強專營巴士營運安全的措施  

目的  

 本文件載列當局就確保並加強專營巴士營運的安全而已經實施

以及計劃中的措施。  

背景  

2.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全港共有 6 221 輛專營巴士提供公

共巴士服務，每日載客量約為 400 萬人次。運輸署根據《公共巴士服

務條例》 (第 230 章 )和《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以及有關規例，

監察專營巴士服務的營運情況。專營巴士公司須進行運輸署署長規定

的維修保養，而該署的驗車主任獲授權在任何合理時間檢驗巴士及保

養設施。巴士應遵守路上指定的一般車速限制，惟《道路交通條例》

規定，巴士使用標示車速限制為每小時 70 公里以上的道路時，不可

以超過每小時 70 公里的車速行駛。  

現行措施  

3.  現時為確保專營巴士營運安全而採用的措施，是經多年運作並改

善而成，並且嚴格執行。這些措施包括：  

 巴士車輛  

(a) 每款新型號的專營巴士必須經運輸署的車輛類型評定程

序，確保其設計和構造均符合《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
規例》(第 374A 章 )，方可登記並獲發給牌照在道路上行駛。

上述規例規定每部車輛，包括所有車身及配件在內，須符

合以下的規定： (i)  採用合適的材料，妥善及適當地構造；

(ii) 在良好及可使用的狀態；以及 (iii)  其設計及構造方法

可使車輛能抵受可能在操作時遇到的負荷及應力。  

(b) 此外，所有專營巴士必須進行額外的傾側測試，以確保車

輛的穩定性。測試雙層巴士的穩定性時，會在相對位置放

置重量，以代表司機以及在上層滿載乘客的情況。如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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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的表面向其中一邊傾側 28 度 (單層巴士則為 35 度 )而沒

有翻側，便視作測試合格。  

(c) 專營巴士公司實行每月保養及視察安排。運輸署密切監察

這些安排，並定期與巴士公司舉行會議，商討巴士檢驗結

果，並會在適當的情況下定出具體行動，以加強巴士安全。 

(d) 每輛專營巴士均須進行年檢，以確保車輛安全並適合在路

上行駛，並需每隔一段指定時間，進行巴士結構完整程度

的檢查。運輸署亦對專營巴士進行隨機的抽樣檢查，以監

察巴士是否保養妥善。一般來說，每年接受這類檢查的巴

士數目約為專營巴士車隊總數的 2 至 6%。  

(e) 當局亦鼓勵專營巴士公司為巴士應用新的安全技術，包括

車速限制系統；該系統可以在某些運作條件下把車速限制

在某個預設的最高水平。超過 50%的專營巴士已在引擎管

理系統安裝或附加車速限制系統。  

車長  

(f)  專營巴士公司為車長提供不同的培訓計劃。新入職的車長

會接受為期數天至三周的基本訓練。除非見習車長本身已

領有公共巴士駕駛執照，否則受訓後必須通過運輸署舉辦

的駕駛考試。  

(g) 專營巴士公司不時為在職車長舉辦複修課程，安全駕駛是

其中一個重要課題。  

(h) 專營巴士公司已向車長發出指示，提醒他們注意正確的駕

駛態度。巴士公司也不時發出新指示，提醒車長加倍注意

某些特別事項。  

(i)  運輸署已向專營巴士公司發出有關車長工作時數的指引，

以確保車長有合理的休息時間：  

(i)  車長當值六小時後，最少應休息 30 分鐘；而在六小時

的當值時間內，最少應有共 20 分鐘的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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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一天內最高當值時數 (包括所有休息時段 )，不應超過

14 小時；  

(ii i )  一天內駕車時數不應超過 11 小時 (即最高當值時間減

去所有 30 分鐘或以上的休息時段 )；以及  

(iv) 若連續兩天值班，兩班之間相隔不應少於八小時。  

(j)  專營巴士公司要求車長年屆某個年齡 (由 50 至 60 歲不等，

視乎巴士公司的內部規定 )需要每年檢查身體。  

(k) 運輸署定期舉辦“專營巴士道路安全研討會”，所有專營

巴士公司和警務處交通部均派代表參加。研討會的重點包

括預防巴士發生意外的措施。過去兩年，運輸署與警務處

交通部合作，為專營巴士車長舉辦了十個道路安全研討

會，以加強他們的道路安全意識，促進良好的駕駛行為。  

乘客  

(l)  當局不時舉辦各項道路安全運動和宣傳活動。運輸署和專

營巴士公司合力製作推出有關緊握扶手的政府宣傳短片，

便是其中一例。  

其他道路使用者  

(m) 道路安全議會及其下兩個有關研究和宣傳的委員會經常探

討如何制訂有效措施以加強道路安全，並且通過籌辦宣傳

運動以及透過傳媒和宣傳品，向駕駛人士和行人傳遞道路

安全的信息。  

(n) 運輸署已印製《道路使用者守則》供市民閱覽。守則涵蓋

大部分道路和交通情況，為道路使用者提供全面的指引。  

 
 
附件  

4.  在各方通力合作下，專營巴士的安全記錄相對穩定。過去四年，

涉及專營巴士每百萬公里行車的意外數字，普遍有下降趨勢，而大部

分都並非嚴重意外。詳情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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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措施  

5.  雖然如此，過去數月曾發生數宗涉及專營巴士的嚴重意外，令市

民關注專營巴士營運的安全。有見及此，運輸署已要求所有專營巴士

公司進行全面的檢討，並在二零零四年一月向運輸署提交詳細報告，

說明為保障巴士營運安全而作出的安排，以及在道路和乘客安全方面

可進一步加強的範疇。檢討涵蓋以下範圍：  

(a) 車輛檢驗；  
 
(b) 防止巴士超速的方法，和使用其他監察裝置的可能，以及擬

訂安裝這些裝置的計劃；  
 

(c) 車長的訓練；  
 

(d) 車長的編更安排；  
 

(e) 可促進巴士安全的方法和鼓勵措施；以及  
 
(f)  其他有關道路及乘客安全的改善措施。  

 
6.  當局在研究巴士公司的檢討報告時，亦會考慮屯門公路交通事故

獨立專家小組公布的建議。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



附件 

 
 

每百萬行車公里發生的意外數目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輕微  嚴重  致命  輕微 嚴重 致命 輕微 嚴重 致命  輕微  嚴重 致命

2.65 0.56 0.05 2.55 0.45 0.02 2.36 0.47 0.03 2.27 0.52 0.01
九巴 1 3.25 3.03 2.85 2.8 

4.47 0.83 0.03 4.55 0.88 0.05 4.57 0.91 0.02 4.06 0.99 0 城巴  
(專營權 1)2 5.33 5.48 5.5 5.05 

1.26 0.22 0 1.42 0.28 0 1.56 0.16 0.04 1.21 0.12 0.04城巴  
(專營權 2)3 1.49 1.7 1.76 1.37 

4.6 1.11 0.06 5.0 0.9 0.07 3.99 0.89 0.03 3.53 0.62 0.06
新巴 4 5.77 5.97 4.91 4.21 

1.22 0.13 0 0.5 0.25 0 0.82 0.21 0 0.77 0.2 0.04
龍運 5 1.35 0.75 1.03 1.01 

0.78 0 0 0.41 0.41 0.2 0.41 0 0 0.97 0.58 0 
新大嶼山巴士 6 0.78 1.02 0.41 1.55 

 
 
 

                                                 
1  九巴─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  
2  城巴 (專營權 1)─城巴有限公司 (港島及過海巴士路線 )  
3  城巴 (專營權 2)─城巴有限公司 (機場及北大嶼山巴士路線 )  
4  新巴─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5  龍運─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6  新大嶼山巴士─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