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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自2020年12月起分
階段推出多項網上牌照申請服
務，不過，運輸署各牌照事務處
依然存在大排長龍申請或續領各
項牌照的情況。中國香港汽車會
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表示，人流
最多的九龍牌照事務處最長的排
隊時間逾兩小時，而香港牌照辦
事處的排隊時間亦要逾一小時。

運輸署昨日宣布今年會再新
增兩種電子牌照，分別為電子車
輛牌照及電子駕駛執照。電子車
輛牌照預計於今年年中推出，屆
時紙本車輛牌照將不會載有屆滿
日期，車主每年續領牌照後無需
更換新的紙本車輛牌照。運輸署
會設免費網上查詢平台，方便車
主無需登記便可查詢到期日，且
會以電郵或短訊發送續牌提示。
車主在網上續牌毋須再遞交實體
「驗車紙」 、 「保單」 及車輛登
記文件 「牌簿」 。而每次續牌
後，資料會經電子系統更新，車
主無需更換紙本行車證。

車主可網上查閱扣分紀錄
駕駛執照會於今年底至明年

初電子化，運輸署助理署長（行
政及牌照）郭惠英表示，駕駛執
照持有人透過 「智方便」 或 「牌
證易」 完成身份認證後，便可登
入電子駕駛執照專屬流動應用程
式，使用電子執照，但運輸署仍
會繼續發出實體卡，駕駛者可自
行選擇。而電子駕駛執照所載的
資訊，與現時紙本駕駛執照相
同，並附有已加密二維碼，讓警
務人員可通過流動裝置核查執
照，一般人不能讀取。

為改善牌照處擠擁問題，運

輸署將在今年首季把駕駛執照派
籌輪候系統，由九龍牌照處推展
至香港、觀塘及沙田牌照處。屆
時四間牌照處每個工作天會在上
午9時及下午2時，向未有預約者
派發共980個籌號。市民可經運
輸署網頁或掃描籌碼上的二維碼
查詢叫號情況，無需留在牌照處
等候。郭惠英指，現時現場取籌
在高峰時間要輪候逾兩小時才能
接受櫃位服務，相信全面派籌
後，最長僅需等30分鐘，大幅縮
短輪候時間。

「牌證易」 一站式網上平台
則將於年中推出，以儀表板形
式，展示登記用戶持有車輛及駕
駛執照相關牌證的資料和屆滿日
期，同時可查看違例駕駛記分紀
錄、連結運輸署網頁申請續領牌
照等。

車牌拍賣年底改網上舉行
運輸署亦計劃在年底將車牌

拍賣由現場舉牌，改為於網上舉
行，現正開發網上拍賣平台。平
台初期僅拍賣少量普通車輛登記
號碼，以作試驗，預計每月舉行
兩次、每次為期七天。郭惠英
說，視乎運作情況和市民反應，
拍賣量將逐漸增至每月約600
個。

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認為，電
子化是大趨勢，政府推出電子牌
照是與時並進，希望運輸署服務
電子化後，去年疫情後大批市民
擠去牌照事務處申請各類服務的
情況不再出現。他提到，香港仍
有部分市民未熟悉電子服務使用
方法，建議當局設立過渡期安
排，人手與電子化並用。

運輸署宣布推出多項電子牌照措施及牌照
服務新安排， 「電子車輛牌照」 將於今年中推
出，紙本牌照不會印有屆滿日期，車主續牌時
毋須更換紙本牌照。 「電子駕駛執照」 在今年
底至明年初推出，駕駛執照持有人可選擇透過
智能手機以電子駕駛執照代替實體執照。今年
第一季擴展派籌輪候系統，四間牌照事務處每
日共派980個籌號，處理駕駛執照服務及駕駛
考試申請。

有立法會議員和汽車會認為，政府推出電
子牌照措施與時俱進，相信可節省市民到牌照
事務處排隊的時間，但期望可保留部分櫃位服
務予未熟悉電子服務的市民使用。

電子駕照年底推 可代替實體證
運輸署推電子車輛牌照 毋須每年換紙本行車證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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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沙田兩十字路口 將試行對角過路處
【大公報訊】為方便市民以更短

時間和距離過馬路，運輸署將推行
「對角過路處」 ，初步選定沙田及尖
沙咀的兩個十字路口試驗，其中位於
沙田的有關設施已大致安裝完成。運
輸署表示，會檢視相關效果後，再小
心考慮行人及司機對設施的感覺。

運輸署擬於尖沙咀加拿芬道與加
連威老道交界，以及沙田沙角街與逸
泰街交界的兩個十字路口，推行對角
行人過路處。該署表示，評估兩個路

口的車流、人流和實施對角行人過路
處所需的燈號設備等，認為此兩個路
口適合試驗設立對角行人過路處。

車輛需全部停下或影響車流量
運輸署署長李頌恩昨日表示，斜

角過馬路可以方便行人，故挑選合適
地點將十字路口變成可以打斜過路的
行人過路處，但相關做法會令十字路
口的車輛全部停下，影響車流量，所
以該署希望先作試點，以衡量為市民

帶來的便利，是否值得再做更多工
作。

運輸署表示，香港的路口一般車
流較為繁忙，設立對角行人過路處
時，需小心研究個別路口的特性，包
括行人在對角橫過路口的需要、路口
車流、人流、過路距離和所需時間等
因素，以確保設立對角行人過路處
後，有關交通燈控制路口仍可維持足
夠的車輛通行能力，避免對整體交通
造成嚴重影響。

車牌查冊需符三條件七用途
【大公報訊】記者易曉彤報道：

運輸署的 「車牌查冊」 新安排將於下
星期一（8日）起實施，查冊申請須符
合三大條件、七個指明用途，傳媒查
冊並不納入有關條件與用途，而是列
為例外情況申請，需符合涉及重大公
眾利益等充分理由，提供書面陳述，
由運輸署署長決定批准與否。運輸署
署長李頌恩表示，新聞報道不是設立
車輛登記冊的原意， 「重大公眾利
益」 沒有廣泛及客觀的定義，視乎個
案及申請人提出的內容作考慮，強調
要平衡個人私隱權及其他實際需要。

下周一起實施優化安排
運輸署昨日表示，政府已完成檢

討發出 「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 的程
序，運輸署將由下周一起實施優化安
排。優化安排明確指出設立車輛登記

冊的三個目的，包括規管車輛的使
用、供執法機關履行職責，以及向因
受車輛擁有權或車輛使用直接影響，
而需確定該車輛資料的人士提供有關
資料。

運輸署助理署長（行政及牌照）
郭惠英表示，該署只會在符合以下條
件的情況下發放證明書，包括申請人
為該車輛的登記車主；或申請人聲明
已獲該車輛登記車主書面同意索取有
關證明書，而所得資料只會用於登記
車主的書面同意中指明的用途；或申
請人聲明其本人或其主事人的權益因
該車輛的擁有權或使用而直接受影
響，因而需要確定該車輛資料。

就第三項條件，車牌查冊的資料
只可用於七個指定用途，包括：買賣
車輛、保險索償、賠償／申索、糾正
車輛出現在不適當地方、追討費用、

車輛涉及法律程序、安全召回。

傳媒查冊需循例外申請機制
至於不符合上述指明條件的個

案，申請人如認為有關查冊涉及重大
公眾利益，可提出 「例外情況」 申
請，作出書面陳述。運輸署署長若信
納申請人獲得車輛登記細節是合法及
正當、披露細節涉及的公眾利益大於
車主私隱權及其他人和社會的合法權
益，有關資料不會被誤用或濫用，才
會批准例外情況申請。

運輸署署長李頌恩表示，例外申
請機制不單傳媒可使用，其他行業亦
可循此渠道申請，該署如有需要，會
諮詢不同政府部門。對於每宗相關申
請的處理時間，她說未能一概而論，
要視乎個案及申請人提交的資料是否
充分，該署會盡快處理。

▲▲紙本車輛牌照將不再印有屆紙本車輛牌照將不再印有屆
滿日期滿日期，，每次續牌後每次續牌後，，資料會資料會
經電子系統更新經電子系統更新，，車主毋須更車主毋須更
換新的紙本車輛牌照換新的紙本車輛牌照。。

▲▲運輸署將推出多項電子牌照措施及牌照服務新安排運輸署將推出多項電子牌照措施及牌照服務新安排，，便便
利駕駛人士利駕駛人士。。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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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駕駛執照所載
的資訊，與現時紙本駕駛執照相
同，並附有已加密二維碼，讓警務
人員可通過流動裝置核查執照。

優質項目發債是雙贏之舉

龍眠山

香港機管局昨日宣布發行上
限為50億元的零售債券，首次向公
眾市場籌措資金，且限定香港居
民參與。由於息率稍高於現時市
場水平，且有百分之一百的贖回
保證，相信會錄得超額認購。

機場三跑項目投資巨大，全
部由機管局自行融資，除了借貸
千億元，多次發行定息債券亦達
700多億元。三跑於前年底投入使
用，融資高峰期已然過去，但三
跑系統有待進一步完善，另外還
有建造航天城等計劃，因此有必
要繼續融資。一周前，機管局完
成40億元債券發行計劃，定息3.83
厘，認購額達140億元，即錄得
2.75倍超額認購，反映國際投資者
對香港國際機場的信心。

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赤
鱲角國際機場一直是全球最繁忙
的國際機場之一。自香港全面復
常以來，航空業復甦勢頭強勁。
至去年11月底，國際航點數目恢復
至疫前的八成，客運量則恢復至
疫前的六成五，預計今年底以前

完全恢復至疫前的水平。疫情期
間虧損嚴重、需要特區政府出手
打救的國泰航空，在去年上半年
就恢復了盈利，這是香港航空市
場蓬勃發展的另一證據。

國家推動高質量發展，為香
港建設國際航運中心提供了信心
保證。特別是共建粵港澳大灣區
加速，為香港機場帶來更多人流
和發展動力。香港國際機場的發
展前景十分廣闊，因此機場在市
場籌措資金沒有任何難度，且總
體成本低廉，增強了還債能力和
機場的國際競爭力。

過去，機管局發債主要面向
國際投資者，今次是首次面對公
眾發行零售債券，這為市民提供
了有穩定收益的良好投資渠道，
也提升了參與機場建設的自豪
感。香港搞活經濟、改善民生，
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公眾通過
購買優質項目債券，一方面獲得
收益，一方面支持香港建設，是
雙贏之舉。

電子駕照姍姍來遲 智慧城市仍需加油
運輸署昨日宣布將推出兩種電子牌

照，分別是電子車輛牌照、電子駕駛執
照，前者於年中推出，後者年底或明年
初啟用。紙本牌照將被電子執照替代，
標誌着香港在推動電子政務建設方面又
邁出了一步。

駕駛者需要攜帶車輛牌照和駕駛執
照等證件，以備查核，就像一般市民出
門需要隨身攜帶身份證一樣。但怎麼說
都好，攜帶紙本實體牌照並不方便，一
旦遺忘或丟失，更會惹來麻煩。有了電
子駕照就方便得多，通過加密二維碼，
執法人員可使用流動裝置核實。電子駕
照是國際大趨勢，內地在這方面的發展
更是快人一步。廣東省於2021年已實
施電子駕照，到了2022年，電子駕照
在內地全面實施。對有兩地車牌的香港
居民來說，只要申請內地駕照電子版，
儲存於手機，到內地各省市旅行都不需
要攜帶實體駕照。

相比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內地九城
市，香港在電子駕照方面好事多磨。運
輸署牌照事務處長期大排長龍，引起不
少怨言，復被審計署批評。立法會亦曾
專門討論有關問題。署方其後向立法會

提交文件，建議擴大牌照服務電子化，
修例推出電子許可證、電子車輛牌照、
電子駕駛執照等，並提出時間表。

電子駕照提上日程表，值得歡迎，
這也提醒特區政府其他部門須加快電子
政務的建設。事實上，電子政務包羅萬
象，包括預訂政府康樂服務設施、報
稅、借閱圖書、查閱繳納電費、煤氣
費、水費等等，亦涵蓋申請政府津貼例
如學生資助、長者生果金等。政府為此
建立了統一的電子政務平台 「智方
便」 ，提供160項線上服務，只要一個
密碼就可以搞掂。

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程序繁瑣等
原因， 「智方便」 自2020年底推出以
來，下載量只有約200萬，覆蓋全港人
口約三成，實際使用量更低。不少人下
載 「智方便」 後覺得不好用，束之高
閣。政府宣傳登記 「智方便」 ， 「生活
更方便」 ，實現 「一網通」 目標，惟與
市民的體驗有差距，以致落得 「至不方
便」 之名。優化 「智方便」 的使用生態
已是當務之急。

特區政府重視 「智慧城市」 建設，
施政報告提出加快數字政府建設，並與

廣東省積極協作促進兩地政務 「跨境通
辦」 。去年底，粵港兩地正式啟動 「跨
境通辦」 。香港居民身處香港，或身處
香港的內地居民，可使用大灣區內地城
市的政務服務，包括人才引進、就業創
業、養老服務、稅務申報、企業經營
等。另外，在香港設置 「粵智助」 自助
機服務，方便辦理廣東省的政務服務；
在廣州市及深圳前海設立 「智方便」 登
記服務櫃台，便利在內地工作和生活的
香港居民登記 「智方便」 。

去年底，進一步提升大灣區營商環
境的 「三年行動計劃」 公布，當中強調
要加強智慧化應用和改造，推動城市運
營和管理服務平台建設，提供更多線上
生活服務和辦事便利。這個三年行動計
劃，為特區政府加快電子政務建設提出
了新要求、新目標。

數字化、智能化是大勢所趨，各國
各地爭先恐後。香港起步較晚，需要加
快發展速度，跟上時代潮流，這是優化
香港營商環境、提升核心競爭力和便利
市民的必行之路。各界期待即將發表的
財政預算案，在推動智慧城市建設方面
有更多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