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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提出事項：反對公用事業大幅加價 

 

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檢討港鐵票價調整機制 

 

二零零七年十二月兩鐵合併時，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港鐵）採用了一套客觀而透明度高的機制定期就票價進

行調整，按照數據所得可加亦可減。機制乃在社會上及立

法會經過廣泛討論後而制定，取代了過去在合併前兩鐵所

享有的票價自主權。 

 

2. 現行的票價調整機制是一條直接驅動的方程式，計及

前一年十二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數和運輸業名義工資指數

的按年變動，以及港鐵的生產力因素，以釐定當年票價調

整的幅度。方程式中的綜合消費物價指數反映了香港的宏

觀經濟狀況，而運輸業名義工資指數則反映了港鐵的員工

成本，因此可以說，票價調整機制在設計上顧及了香港經

濟及工資變動的情況。 

 

3. 根據政府與港鐵簽訂的《營運協議》，在兩鐵合併後

的第五年，或其後每滿五年後，政府或港鐵均可要求檢討

票價調整機制。 

 

4. 政府十分明白社會和議員普遍對現行機制的強烈意

見，即在機制當中，除了與消費物價指數、工資指數及生

產力因素掛鈎的數據之外，如何引入新元素，以反映港鐵

的利潤水平、服務表現，以及市民的負擔能力，令機制更

為全面。兩鐵合併至去年十二月已屆五年，因此，我們已

在去年八月正式去信港鐵，提出檢討票價調整機制的要求。 

 

5. 政府現時對不同的建議方案持開放的態度。當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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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希望日後的新機制仍是具透明度、相對簡單而有客觀指

標。 

 

6. 政府與港鐵進行的商議仍在進行當中，以期在未來數

個月內完成檢討，使新的票價調整機制適用於今年六月的

票價調整。 

 

成立「票價穩定基金」 

 

7. 就建議政府把從港鐵公司收取的股息成立「票價穩定

基金」，以抵銷港鐵的票價加幅，從而減輕市民的負擔，

按《公共財政條例》（第 2 章），政府從港鐵收取的股息

屬於政府一般收入的一部分。如何使用這些股息，會連同

政府的其他收入，因應各項政策及優次考慮進行分配及調

撥，並經立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批，用於不同公共服務範疇

及廣大市民身上。 

 

8. 假如政府直接把股息作「專款專用」的話，直接觸及

根本的公共理財原則，影響深遠。再者，以這些股息作為

「票價穩定基金」，即代表由納稅人承擔港鐵票價加幅，

並不合理，亦對其他公共交通工具不公平。不過，若由港

鐵在其收益中撥備作為票價穩定之用，以減低每年票價調

整壓力，我們認為可以細加考慮。 

 

推出全綫月票計劃 

 

9. 港鐵現時的收費模式原則上以車程距離作為計算基

礎，如改以月票形式計算，可能會影響整個港鐵票價的基

本結構，包括可能出現短程乘客補貼長程乘客的情況，亦

會對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帶來影響，因此必須小心研究，詳

細分析得失利害。 

 

10. 一直以來，政府和市民的看法一致，認為港鐵在商業

運作考慮之外，還必須顧及作為公共服務的企業對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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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在提供安全及高效的鐵路服務的同時，致力減輕市

民車費的負擔。 

 

11. 政府會繼續敦促港鐵因應其營運及財政狀況、市場情

況以及乘客需求等，積極研究在現有的票價推廣優惠的基

礎上，推出更多、不同種類和實惠的票價優惠，包括不同

模式的月票計劃、轉乘優惠、港鐵特惠站，以及為居住於

偏遠地區的長途乘客提供更多折扣優惠等，以回應不同乘

客群的需要。 

 

專營巴士 

 

巴士票價調整安排 

 

12. 就專營巴士的加價申請而言，政府會根據一貫的做

法，按照既定的「巴士票價調整安排」處理，在審核時會

考慮一籃子的因素－ 

 

(a) 自上次調整票價以來的營運成本及收益的變

動； 

(b) 未來成本、收益及回報的預測； 

(c) 巴士公司需要得到的合理回報； 

(d) 市民的接受程度及負擔能力； 

(e) 服務表現；以及 

(f) 按既定的方程式運算得出只供當局作參考之用

的票價調整幅度－ 

0.5 x 運輸業名義工資指數變動 + 0.5 x 綜合

消費物價指數變動－0.5 x 生產力增幅。 

 

13.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例》，專營巴士的車費等級表

由行政會議釐定。我們向行政會議提交建議前，會諮詢立

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及交通諮詢委員會的意見。 

 

14. 根據現行的「巴士票價調整安排」，我們没有為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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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設定最低回報率的保障或回報率上限。換言之，巴士

公司並沒有利潤保證。 

 

巴士票價優惠 

 

15. 政府一向鼓勵公共交通營辦商 (包括專營巴士公司) 

因應其營運及財政情況、社會經濟環境和乘客的需求，盡

可能調低收費及提供優惠措施，以減低市民的公共交通開

支。至於是否提供票價優惠及優惠的內容，基於自由營商

的精神，屬個別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商業決定。若政府規定

公共交通營辦商以特定方式向特定組別的乘客提供票價優

惠，這做法對營辦商的財務影響最終都會在基本票價中反

映。 

 

16. 在分段收費方面，現時全港約九成(即約 460 條)中、

長 途 巴 士 路 線 已 實 施 分 段 收 費 ， 受 惠 的 乘 客 每 天 達

800,000 人次。此外，各專營巴士公司在全港合共提供約

245 項巴士轉乘優惠計劃，已覆蓋七成(即約 400 條)路線，

受惠的乘客人數每天達 120,000 人次。運輸署和巴士公司

會繼續商討在適當的路線上推出巴士轉乘優惠。 

 

專營巴士票價穩定基金 

 

17. 設立「專營巴士票價穩定基金」或會減低營辦商改善

成本效益和管制開支的積極性，亦會涉及一貫的公共財政

理財的基本原則，課題重大，問題複雜，必須小心考慮。

而曾用作九巴車廠的土地全為巴士公司股東在早年自資的

投資項目，屬私人土地，政府並無補貼。這些土地及其賣

地收益因此屬九巴的私產，受法律保障。 

 
 

 

運輸及房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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