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區區議會文件第 32/10 號 

 
東區區議會轄下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要 
 
 
 上述會議已於 2010 年 3 月 25 日舉行，會上討論的主要事項摘錄如下： 
 
I. 介紹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10 號) 

 
 委員備悉載於文件第 2/10 號內的委員會職權範圍。 
 
 
II. 提名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的增選委員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10 號) 
 
委員會通過向東區區議會推薦委任劉應東先生及韋以建先生為交通及運

輸事務委員會的增選委員。 
 
 
III. 通過定期列席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的政府部門代表名單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4/10 號) 
 
委員會通過文件第 4/10 號所載的定期列席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會議的

政府部門代表名單。 
 

﹝備註：委員會已於 2010 年 2 月 9 日以傳閱方式，通過成立公共交通聯

絡小組。﹞ 
 
 
IV. 2010-11 年度東區巴士路線發展計劃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1/10 號) 
 
有委員認為每年一次討論巴士路線發展計劃時，由於每條路線續一討論

需要花上大量時間，多位委員亦認為本年的計劃未有制定轉乘及減排政

策，所以建議在委員會轄下交通聯絡小組詳細討論個別路線，多位委員

支持建議。但亦有多位委員認為委員會應保留討論計劃的總體政策，有

委員認為計劃中部分路線建議的更改不多，可先行在委員會討論是否接

納及提出改善意見，然後在小組討論具爭議性的個別路線。 
 
多位委員認為計劃未有顧及委員一直反映的居民需要，並對計劃提出多

項的意見，包括只提出減少巴士路線及推廣鐵路作為既環保又屬集體運

輸的交通工具，而未有為巴士訂定環保政策、未有改善服務質素的建

議、轉乘安排的推廣不全面、在增加快線或調整路線時考慮接駁巴士的



安排、在明年的計劃中加入減排方案及更完善的點對點巴士服務、相同

路程的轉乘安排不應收取額外費用、在設計路線時應加強監管轉乘優惠

及減排方面的安排、減少班次的建議較增加為多等。有委員指會在小組

詳細提出計劃在寶馬山區大部分巴士路線會減少的意見。有委員不滿計

劃剝削部分乘客的利益，以成就其他乘客的需要，亦不符合議會的立

場。 
 
有委員對提出多年但一直未得到回應在小西灣興建港鐵支線的要求表示

失望，並指曾要求在未有港鐵支線作為交通接駁時，可否放寬服務小西

灣區的巴士數量，同樣未有回應。有委員反映有居民曾建議可拆卸柴灣

一間商場用以興建港鐵站。有委員重提過往曾經查詢從杏花邨站或筲箕

灣站興建港鐵分支至小西灣是否可行，及如不可行的原因。有委員不滿

未有提交興建小西灣港鐵支線的具體藍圖，只回應會在會後檢討及考

慮。 
 
委員要求部門提交整體運輸政策，而不只是巴士路線發展計劃。多位委

員認同應先行討論整體運輸政策。有委員認為整體政策應包括服務質

素、收費檢討、路線發展等。另有委員希望部門明年可提交東區整體的

交通網絡發展計劃，包括各類集體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以便委員會可

因應人口分佈提出可取長補短的意見。 
 
委員會同意由轄下公共交通聯絡小組詳細討論計劃中個別路線的建議。 

 
 
V. 要求在栢景台巴士站英皇道出口裝置路向反射鏡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6/10 號) 
  
多位委員表示並不反對部門提出在巴士總站內的合適位置加設讓線及加

強交通標誌及道路標記的建議，委員表示倘若建議落實後可保障行人安

全，亦不反對不安裝反射鏡。有委員不明何以安裝反射鏡容易造成交通

意外，亦不能由於個別事件而指所有的反射鏡沒有效用，因為更多的路

面資訊只會有助行車或行人的安全。 
 
委員提出多項查詢，包括在設有巴士及小巴站後該處的交通事故數據、

將巴士總站英皇道出口的行人過路處稍向東移是否會較安全及是否有足

夠空間向東移，以及是否其他已安裝反射鏡的地點亦會很容易造成交通

意外。另外，有委員建議將行人過路處改善為直線，以便行人可留意到

由巴士總站駛出的車輛。 
 
委員會同意繼續跟進是項議題。 
 
 

VI. 要求巴士公司設置三語自動報站服務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7/10 號) 
 
多位委員就設置報站服務的實施安排及時間表發表意見，包括設置三語

自動報站服務不必分批試行，而應同時全面實施、不滿早於數年前便應

完成設置的報站系統，現時亦只會在首批車隊試行後才考慮研究、要求



提供落實全面設置報站系統的時間表等。 
 
有委員指出過往曾有報站系統於經過巴士停車站後才報告車站資料，希

望現時採用衛星導航技術的新系統不會重蹈覆轍。另外，有委員希望可

盡快完成統一報站系統的研究，以方便訪港旅客。 
 
委員查詢是否備有全面設置三語自動報站的期限及會否在廣播車站資料

前加插廣告，委員認為播放廣告令車站資料只可於到站前的短時間內播

出，導致乘客倉卒甚或錯過下車。 
 
委員會同意由轄下公共交通聯絡小組繼續跟進是項議題。 

 
 
VII. 要求運輸署重組過海隧道巴士路線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8/10 號) 

 
多位委員指委員會及轄下公共交通聯絡小組已多次在討論重組港島區重

疊過海隧道巴士路線的議題，但至今仍未有進展，有委員認為這是由於

不同營運公司為各自的利益而未能達成共識所致，亦有委員認為部門應

協調不同營運公司的需求。 
 
多位委員重申重組路線的優點，包括有助減少巴士數目，從而減少在路

上排放廢氣及造成空氣污染、保持空氣清新、為居民提供較直接及快捷

的公共交通工具、減輕中環及銅鑼灣等地區的交通阻塞、重新分配社會

資源、節省能源等。 
 
有委員查詢是否可在延續專營權合約時加入條款，要求落實重組過海隧

道巴士路線的建議，委員建議可考慮利用西九龍、維園地底或北角邨等

空間設置大型的交通交匯處。多位委員列舉現時成功的轉乘處，如香港

至皇崗、城門隧道、大老山隧道等，供部門及營運公司參考。 
 
多位委員以個人為求快捷不惜付出較高昂的車資轉乘接駁巴士或小巴的

經驗，反映現時重疊過海隧道巴士路所造成的不便，並希望部門可研究

解決方案。有委員指過去五年過海隧道巴士的數目不斷減少，對市民造

成不便，因此要求在紅磡隧道出入口處為乘客安排免費轉乘。 
 
委員會同意繼續跟進及隔次討論是項議題。 
 

 
VIII. 減排系列之運輸變通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9/10 號) 

 
有委員認為縱使已陸續引進環保型號的巴士，但不免仍會排出廢氣，影

響環境，部門應擔任環保的先行者，引進更符合環保、使用電池的巴

士。 
 
有委員指無軌電車表面上較使用燃油的型號較環保，但其電力需求會令

發電廠排放更多廢氣，所以國內及歐洲國家均已停用無軌電車，委員指



香港沒有核能發電廠，而且道路狹窄，必須周詳研究才可落實引進無軌

電車，並建議引進零排放的充電式的巴士。多位委員同意香港路窄車多

及需要使用更多煤發電，所以不支持引進無軌電車，並認為應加強研究

電動車及其電池效用較為符合實際需要。 
 
有委員指出由於空氣污染的問題，香港在全球優質城市的排名在本年繼

續下降。委員表示對多年前營運公司曾向委員會介紹在本港引進雙層無

軌電車的可行性而最終未能實現感到失望，但認為討論有助喚醒社會的

環保意識。 
 
有委員認為本港已落實多項減排措施，但應提供補貼予市民推動加快轉

換環保車。多位委員認為縱然現時技術方面未可配合在全港引進無軌電

車，亦可考慮在東區部分平坦的道路研究其可行性，例如英皇道及渣華

道，或可引進混能式車輛。 
 
委員提出多項查詢，包括會否考慮引進儲電式的電氣化巴士、英皇道的

平均空氣污染及懸浮粒子的指數為何，當中多少由巴士製造、如沒有巴

士在英皇道行駛，空氣污染情況又將如何等。 
 
 
IX. 要求運輸署從速改善太安街一帶交通問題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0/10 號) 
 
有委員反對縮窄太安街近西灣河港鐵站一帶的行人路，並指太安街的瓶

頸位置如不解決，近期於成安街形成的交通阻塞，將令太安街的情況進

一步惡化，委員亦要求為該處量度空氣質素及噪音水平。 
 
有委員要求提供簡單且可即時解決的方案。委員提出多項可解決該處的

交通阻塞問題的建議，包括改善交通燈號、延長或更改巴士站的位置、

改變及分流經太安街往耀東邨的行車路線、非必要時盡量不安排在筲箕

灣道進行修路工程、將部分路段劃為禁止泊車區、加強違例泊車的執

法、在較少車輛在路上行走的暑假期間才批准公用事業在馬路旁的管道

工程等。 
 
有委員查詢巴士在未到達指定停車處便安排乘客下車是否會被檢控，但

有委員認為如此反而會令巴士的流量更為暢順。 
 
委員會同意繼續跟進是項議題。 

 
 
 
 
 
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0 年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