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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價調整「無數計」
巴士年年「開獅口」

九巴申加價6.5% 城巴9.5% 議員倡容許另闢財路補貼營運成本

根據現行機制，專營巴士要加價須先向運輸署申請，再經由各方
討論。運輸署考慮各方面因素後制定一個加幅，再交由行政會

議批准。不過，這做法每次都引起爭議，加價審批也往往滯後兩三
年，亦即今年加幅實際是累積多年因素。因此，巴士公司幾乎每次
申請加幅都是「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例如去年九巴申請加
9.5%，城巴、新巴市區線劃一申請加 2元，城巴機場線申請加
50%，新大嶼山巴士申請加價9.8%，最後行會批准加幅（扣除專營
巴士豁免隧道費基金）分別為3.9%、4.9%、及7%。

實際加幅或壓低兩三個百分點
翻查資料，城巴兩個專營權去年專營巴士豁免隧道費基金戶口總

共有約140萬元，若動用基金抵消，相信實際加幅有望下調1至1.5
個百分點；至於九巴的「基金」餘額4.5億元，實際加幅有望壓低兩
三個百分點。
「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現時每次專營巴士定期申請加價，加幅都「獅子開大口」，市
民觀感不佳。長遠應該設立類似港鐵的票價調整機制，按照通脹等
數據調整票價。事實上，巴士加價幅度一直遠超通脹，以
去年為例，九巴實際加價3.9%、城巴加價4.9%，同年
通脹為2.1%，今年預計通脹為1.3%，累計也才大
約3.4%，故巴士只應加價3.4%。
對巴士公司提出種種運營困難，田北辰
認為應由作為港鐵大股東的特區政府，
將港鐵股息補貼巴士公司：「巴士公司
運營問題沒理由讓市民埋單！公共交通
涉及公共利益，應該去和政府協商。現
在政府正在補貼巴士公司，將巴士隧道
費建立滾存基金抵消票價加幅，未來還
可以用港鐵給政府的龐大股息去補貼巴士
服務，以維持公共交通系統運作，無須將
額外成本轉嫁市民。」

冀允許大站設便利店等增加收入
不過，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立法會

議員陳恒鑌認為，若建立明確加價方程式，最開心的是巴士公
司，「年年必定『按機制加價』，政府沒辦法再於經濟困境時凍結
巴士加價。」
他又反對由政府「包底」補貼巴士公司的虧損：「用者自付是香
港成功之道，政府才能維持健康財政情況。若開啟政府補貼公共交
通工具的先例，會造成愈來愈沉重和龐大的庫房負擔。」
陳恒鑌建議特區政府應協助巴士營辦商開拓更多非票務收益，避

免將其營運成本全部轉嫁給市民：「例如政府可以推動與巴士公司
合作，於隧道出入口位置興建大型轉車站，站內設立各類便民的商
業或零售用途設施；以及在中、大型巴士站設立便利店、手機充電
站等，以增加非票務收入。」
運輸署發言人回應這次巴士申請加價時表示，政府會以審慎的態

度處理票價調整申請，在評估票價調整時，會考慮專營巴士營辦商
未來成本、收益及回報的預測、市民的接受程度及負擔能力，以及
巴士服務質量等因素，會一如以往做好把關工作。

九巴、城巴及新大嶼山巴士繼去年加價3.9%至7%後，

今年再次申請上調票價，加幅遠高於通脹。消息指，九

巴、城巴及新大嶼山巴士分別申請加價6.5%、9.5%及

6%。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專營

巴士每次申請加價都是「開天殺價」，建議特區政府為巴

士調整票價制定機制，規定幅度要與通脹掛鈎，亦可動用

政府於港鐵獲取的收益補貼巴士公司虧蝕，「停止由市民

荷包攞錢！」但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認為「按機制例牌年年

加價」非市民之福，亦不應由政府補貼巴士，建議允許巴

士站開設便利店等，由非票務收入補貼運營成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僖

去年申請加幅：

9.5%

*獲准加幅：3.9%

今年申請加幅：6.5%

專營巴士豁免隧道費基金：

4.5億元（截至去年）

去年申請加幅：

市區線劃一加2元、

機場線加50%

*獲准加幅：4.9%

今年申請加幅：9.5%

專營巴士豁免隧道費基金：

140萬元（截至去年）

去年申請加幅：

9.8%

*獲准加幅：7%

今年申請加幅：6%

專營巴士豁免隧道費基金：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巴士申請加
價引發公眾關注。九巴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
示，因應營運情況和成本變化，九巴申請的
調整幅度非常審慎，已平衡財務上可持續發
展的需要及市民的接受程度，期望政府盡快
處理有關申請，以改善巴士公司的經營狀
況。城巴、新大嶼山巴士的加價理據相若，
指成本年年上漲，有必要跟隨其他公共交通
工具調整票價。
「社會經濟仍有待全面復甦、加上市民改

變出行習慣，巴士要和鐵路競爭，巴士乘客
量有所減少，巴士公司受營運成本上漲的挑
戰。人力資源方面，九巴繼去年加薪4.2%
後，今年亦加薪3.52%，以改善員工待遇和

挽留人才。」九巴表示，受國際形勢影響，
燃油價格長期不穩，且需要持續投放資源，
不斷維持及提升巴士服務質素。
發言人稱，九巴一直透過不同優惠，包括
轉乘優惠、月票計劃、優惠站等，減輕市民
的出行開支，希望政府盡快處理調整票價申
請，並考慮運用「專營巴士豁免隧道費基
金」減少乘客的負擔，讓巴士公司可持續和
合理地營運和發展。
城巴發言人表示，城巴面對燃油及工資等
多項成本上漲的壓力，票價已維持逾一年未
有調整；但其他交通工具如鐵路、的士、小
巴及渡輪公司等已於本年度獲准或落實加
價。為挽留及吸引人才，城巴已連續三年加

薪，以確保有足夠人手，持續提供高質素的
巴士服務。然而，薪酬調整必須配合票價調
整，方能維持財務可持續性。
發言人重申有必要調整票價，將期內的物
價及營運成本變動納入考慮，以確保香港擁
有一個可實現財務穩健，且無須政府資助的
巴士營運模式。
新大嶼山巴士發言人表示，申請加價是基
於油價、人工開支上漲，理解公眾對加價有
憂慮，但工資開支佔公司大部分成本，希望
員工有合理回報，至少待遇與其他巴士公司
看齊。由於嶼巴規模較其他巴士公司細，亦
欠缺非票務收入幫補開支，所以有需要提高
票價，令公司不會由盈轉虧。

三巴士公司稱成本年年漲 審慎調整票價

三間專營巴士去年和今年加價概況三間專營巴士去年和今年加價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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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專營巴士豁免隧道費基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僖

●●九巴九巴、、城巴和新大嶼山巴士分別申請加價城巴和新大嶼山巴士分別申請加價
66..55%%、、99..55%%和和66%%。。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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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間專營巴士再次申請增加票價，加幅

遠高於通脹，引起公眾譁然。本港經濟復

甦未如預期，巴士服務與民生息息相關，

巴士大幅加價加重普羅市民負擔，更會引

發通脹連鎖反應。設立類似港鐵的可加可

減機制，或更難根據經濟好壞、市民收入

的實際情況調控巴士票價，更有效的辨法

是政府積極整合地區及巴士公司的意見，

優化巴士路線、提高營運效率，紓緩加價

壓力，政府更要對巴士申請加價從嚴把

關，避免市民生活百上加斤。

消息指，九巴申請加價6.5%，城巴申請

加價約 9.5%，新大嶼山巴士申請加價

6%，加價理由是經營成本持續上升，包

括為員工加薪、燃油價格不穩、鐵路搶走

客源等。有意見認為，巴士應參考港鐵做

法，設立與通脹等數據掛鈎的票價可加可

減機制。不過，有分析認為，港鐵可加可

減機制的多年實踐反映，由於通脹、交通

從業人員的薪酬等參考指標長期呈升勢，

港鐵票價幾乎有加無減，而且在按機制辦

事下，如果反對加價反而顯得不尊重機

制，「政府沒辦法再於經濟困境時凍結巴

士加價。」

其實，社會要求改革港鐵可加可減機制

的呼聲持續高漲，港鐵可加可減機制曾作

出調整，與物業發展利潤掛鈎，但實際上

為票價帶來的減幅輕微。因此，巴士設可

加可減機制調整票價，並非最理想途徑。

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不少關注巴士服務

的社會人士指出，巴士公司若因乘客量下

降而加價，屬「殺雞取卵」的趕客做法，巴

士要改善經營狀況，關鍵在於透過資源整

合，改善服務質素、降低票價，才能吸引更

多乘客乘搭，從而增加收益。

部分巴士路線重疊、站點過多，是存在已久

的問題，但由於地區人士強烈要求，重組路線

的提議必遇反對聲音。隨着港鐵線路延伸及其

他交通工具加入市場，重組巴士路線有助減輕

巴士公司營運成本，降低巴士頻頻加價的誘

因。政府應積極介入，協助地區人士和巴士公

司商討重組路線的合理安排，減少重組路線的

阻力，共同努力達至惠民的目的。

近年政府持續推動專營巴士重組，正是為

了讓巴士公司靈活調配資源、加強服務。

2022年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宣布多項與巴

士專營權有關的措施，其中最大改動就是將

城巴新巴的專營權合併。去年 7 月 1 日城巴

新巴正式合併，市民最關注合併後車費會否

加價。運輸署曾表明，署方會做好把關，合

併後不會加價；合併的巴士公司管理層亦表

示，希望透過合併整合原有路線之餘，提升

車隊競爭力及達至「交通靈活性」的新目

標。但如今申請加價幅度最大的，正是合併

後的城巴。

面對環境轉變、客量下跌，巴士公司不能

簡單地依賴加價來增加收入，這很可能陷入

惡性循環，令巴士公司和市民雙輸。政府須

對巴士加價申請嚴格把關，敦促巴士公司多

從優化服務、加強競爭入手，提升成本效

益，確保本港公共巴士持續提供良好服務質

素。

優化巴士路線 從嚴審核加價
繼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積金易平台懷疑存在

漏洞、有個別戶口出現供款金額異常後，昨日

有立法會議員表示接獲部分僱員及強積金中介

求助，顯示更多類似問題，足見異常情況並非

孤立個案。積金易平台關係到每一個打工仔的

權益，出現此類錯誤絕對不可接受，亦不是一

句「系統初期未完善」可以搪塞的。積金局應

該直面公眾，解釋清楚系統現時存在的問題以

及背後的原因，講清楚有何修補措施以杜絕類

似情況再次發生，令打工仔放心使用。

有立法會議員接獲僱員及強積金中介的求

助，反映加入積金易平台後，供款紀錄一直未

能正常顯示。此類問題接二連三地出現，損害

了打工仔的切身權益，也讓公眾對該平台的信

任度下降。

最新曝光的一些個案顯示，有僱主設定了自

動轉賬按時供款，但員工兩個月後仍收不到供

款，甚至有離職員工未能提取作為遣散費的對

沖強積金。有強積金中介人向積金易平台反映

問題超過數月，未獲妥善處理，只推說IT問題

要求等候。對於這些批評的聲音，積金易公司

高層反指「指控完全與事實不符」，聲稱「絕

大部分僱主均能順利使用及作出供款」。

積金易平台是政府耗資49億元、歷時7年時

間打造的強積金中央電子平台，初衷是為了提

高強積金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更好保障打工

仔的退休生活。然而，如今卻因為頻頻出現的

漏洞問題而蒙上陰影。正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許正宇所言，「任何影響僱員強積金權益

的情況都不能接受。」供款紀錄與實際情況有

出入、供款金額有偏差，這些看似個別的情

況，實則是嚴重且不可接受的錯失。

更令人費解的是，積金易平台在推出前，進度

一再延誤，理應有充裕的時間進行測試和演練。

而且為求穩妥，各強積金受託人的數據並非一次

過加入平台，而是逐一加入，暫時僅有5間強積

金受託人公司加入。但即便如此，仍然出現諸多

問題，市民心中存有很多疑問。究竟是哪裏出錯

了？為何籌備演練了這麼久卻沒有發現？隨着未

來越來越多強積金受託人加入，平台有何修補措

施來杜絕類似情況的再次發生？積金局作為主管

機構，對此不能輕描淡寫，而應該勇於擔當，直

面打工仔和公眾的質疑，詳細解釋系統現時存在

的問題以及背後的原因，以恢復公眾的理解和信

任。

積金易平台一方面要迅速解決當前存在的問

題，確保每一宗供款都能得到適當處理；另一方

面要深入檢視積金易平台系統及過往相關紀錄，

找出潛在的風險和隱患，並及時進行修復和改

進。同時，還要加強與強積金受託人的溝通和協

作，包括安排外展隊加強與受託人及僱主溝通，

確保僱主能成功登記及供款，在過渡期內持續監

察平台運作，防止類似情況再次發生。

積金易平台作為一個全新的中央電子平台，

其建設、營運難免遇到挑戰，但是，這並不是

容忍問題存在、坐視不理的理由。積金易平台

出現的問題，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更是

管理、監督、服務等多方面問題的集中體現。

政府作為平台的推動者和監管者，必須負起監

管責任，確保平台安全穩定運行，切實保障打

工仔權益，讓積金易平台真正發揮出應有的作

用和價值。

正視積金易漏洞 徹查原因迅速堵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