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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女士：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2018年2月2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在2018年2月2日舉行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要

求政府就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下稱「計劃」）（FCR（2017-
18）55）提供補充資料。我們現回覆如下。  
 
領取補貼安排 
 

在構思計劃期間，我們曾與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下稱「八達

通公司」）及相關營辦商研究直接讓市民在公共交通工具出入閘機

或出入口的八達通閱讀器自動領取補貼的可行性。然而，基於實際

操作上的考慮，該建議未被採用。  
 
為了向顧客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務，八達通系統現時以離線模

式運作，所有八達通交易（包括自動增值）只涉及八達通卡及八達

通閱讀器之間的數據傳輸，毋須連接網絡。故此，若要透過公共交

通工具的出入閘機或出入口的八達通閱讀器提供自動領取補貼服

務，有關的八達通閱讀器每月便需預先從八達通中央伺服器下載與

補貼相關的資料檔（如八達通號碼及補貼金額），讓在乘客拍卡時

核對可獲得補貼的八達通卡號碼，從而將相應補貼金額儲入相關八

達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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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據我們向八達通公司、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及各專營巴

士營辦商了解，由於計劃預計每月有超過 220 萬張八達通卡可獲得

補貼，現時相關營辦商使用的硬件（包括港鐵出入閘機及專營巴士

車輛上的八達通閱讀器）並沒有足夠記憶空間儲存及處理與補貼相

關的資料檔。如為了領取補貼而提升營辦商的硬件配備，將引致相

當高昂的硬件及行政費用，所涉及的安裝及測試工作亦不能配合撥

款獲批後一年內推出計劃的目標。  
 

此外，現時公共交通工具的八達通閱讀器需要在極短時間內

處理涉及不同優惠計劃的車資計算。如要加入領取補貼的功能，八

達通閱讀器則需花更長時間處理及核對每張八達通卡是否可獲取補

貼，這將大幅延長完成交易所需的時間，妨礙公共交通的日常運

作。考慮到公共交通工具的電子繳費系統須在繁忙時間應付大量人

流並維持運作暢順，我們認為此做法並不可取。  
 

考慮到領取補貼的安排須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量便利市

民，在計劃推出後市民可透過八達通手機應用程式、約 50 個八達

通服務站、全港 94 個港鐵站及 5 個輕鐵顧客服務中心為計劃專設

的八達通閱讀器，以及指定大型便利店／超級市場商鋪（共約

1 600 間）的八達通閱讀器拍卡，將上一個月的補貼金額（如有）

儲入八達通卡。在計劃落實後，我們會參考實際情況，檢視是否需

要提供更多領取補貼的地點便利市民。  
 
計劃所需的額外人手  
 

鑑於計劃的規模龐大及所涉的行政工作繁多，運輸署需增設

15 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包括 13 個常額職位和 2 個有時限職

位），以協助盡快落實計劃及監管措施，監察計劃推出後的運作情

況，以及適時檢討計劃。  
 

在落實計劃階段，運輸署須與各公共交通營辦商及八達通公

司保持緊密溝通，審核相關系統、硬件及軟件和運作流程是否符合

政府要求，監察計劃的落實進度以確保計劃能盡快在獲批撥款後的

一年內推出。另外，運輸署亦須落實一系列監管措施，確保公帑在

計劃下運用得宜，並盡量減少濫用情況。當中包括與計劃所涵蓋的

公共交通營辦商制定審計準則以加強內部監控系統，審核營辦商在

計劃推行前向政府提交由獨立核數師擬備的報告等。就邨巴、員工

巴士、紅色小巴及街渡而言，由於涉及的營辦商眾多（約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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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運輸署除了須向各營辦商清晰解釋計劃下特定的營運要求，

亦須時審批有意參加計劃的營辦商所提交的申請。  
 

計劃推出後，運輸署亦會採取相應的監管措施，包括定期進

行運輸調查收集有關服務的營運資料及乘客數據，查核公共交通營

辦商提交的營運資料、審核營辦商每年提交由獨立核數師擬備的報

告、審視由八達通公司提交的數據及報告等，當中異常交易都在查

核之列。如發現可能涉及騙取補貼或違法的個案，會轉介警方跟

進。如在監管過程中發現個別營辦商未有遵守計劃下的營運要求，

視乎其性質及嚴重程度，運輸署會向該營辦商發出警告信，甚至暫

時或永久將其服務剔出計劃外。  
 

當計劃落實並運作一年後，政府會開展計劃的檢討工作，檢

視其運作情況及成效，對市民出行習慣以至整體公共交通佈局及財

政的影響。  
 

運輸署曾審慎研究能否重新調配現職渡輪及輔助客運部轄下

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組的人員，以兼顧上述的工作。鑑於現時公

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組的人員正全力處理本身工作，包括監察政府

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下稱「優惠計

劃」）的運作、處理發還相關公共交通營辦商實報實銷的賬目，以

及實施一系列監管措施，以確保優惠計劃暢順運作及公帑運用得

宜，防止濫用。因此在運作上要求他們在不影響現有工作的情況下

兼辦推行、監察及檢討計劃的工作並不可能。  
 
其他新電子繳費系統加入計劃  
 

考慮到計劃須簡單易明，操作簡便，盡量在對市民影響最小

的情況下推出計劃，而現時市民普遍使用八達通卡而非其他電子繳

費系統支付公共交通服務的日常費用，我們認為現階段透過現有八

達通支付平台實施計劃是最為合適的做法。  
 

我們明白隨着科技推陳出新，各式各樣的電子繳費系統在香

港日見普及。因此政府一直歡迎公共交通業界引進新電子繳費系統

收取車資，但須同時確保該繳費系統穩健可靠，易於使用和高效

率，以及不妨礙公共交通運作和影響路面或交通情況。為此，運輸

署已於 2017 年 6 月發出「公共交通業界引進新電子繳費系統收取

車資指引」供業界參考。若日後公共交通業界按指引引進新電子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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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系統收取車資，政府亦持開放態度，因應實際情況研究將該電子

繳費系統納入計劃的可行性。與此同時，政府與八達通公司就計劃

簽訂的合約安排中亦會保留一定靈活性，確保八達通公司日後會配

合政府要求，在確保計劃可維持運作暢順之餘，亦同時能夠隨著市

場發展容許其他合適的電子繳費系統加入計劃。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屈顥庭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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