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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香港水域海上航行風險評估綜合研究  
(落實建議的改善措施 ) 

 

 
目 的  

 
 本文旨在向委員匯報第二階段研究（下稱「研究」）的結果，包括就選取

的改善措施所建議的執行策略。  

 

 
第二階段研究  

 
2. 在顧問研究（第一階段）完成後，海事處聯同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已進行第

二階段研究。第二階段研究的目的在於評估顧問研究的建議，並制訂策略以落實

選取的改善措施，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已顧及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港口行動事務

委員會和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分別於 2004 年 4 月和 5 月提出的意見和關注事

項。  

 
3. 這項研究首先仔細考慮從上述諮詢委員會收回的意見及委員所提出的關注

事項和建議，認為顧問報告已妥為處理大部分的意見。接 ，便進一步研究顧問

的建議。  

 

 
改善措施  

 
4. 協助及編排大型船隻在安全通道航行的“通道計劃審批系統”正在構思階

段。這系統是靠不斷更新船舶交通管理資料來預測實時海上交通的動態。這系統

可與船隻航行監察系統協調運作，以進一步加強船舶航道的安全。顧問研究建

議，當駛經馬灣的大型船舶的交通流量達到某數量時，便須採用“通道計劃審批

系統”，而馬灣日後的交通流量，則視乎是否開設銅鼓水道而定。  

 
5. 考慮到“通道計劃審批系統”仍在構思階段，研究建議海事處應監察該系

統的發展，並探索如何應用於香港水域。此外，如果駛經馬灣的船舶，在體積和

流量方面有持續增加的趨勢，則海事處在可行情況下應落實“通道計劃審批系

統”這個構思，以加強該處船舶航行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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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油麻地錨地的交通管理方面，目前長度不超過 100 米的船舶可在該處

錨泊。顧問估計，如果讓長度超過 50 米的船隻改用新奇力灘錨地，油麻地錨地初

期的密度至少可以減少 15%，這樣便可紓緩擠塞情況和減低碰撞風險。騰出的空

間雖然可能為其他較小型船隻用去，但由於內河船和本地躉船的體積會愈來愈

大，相信不少較大型的船隻在未來數年會改用奇力灘錨地。研究的結論是，建議

的措施具成本效益，能紓緩擠塞情況及減低船隻在油麻地錨地發生碰撞的機會，

研究並建議海事處盡快落實這項措施。  

 
7. 此外，研究同意，在維多利亞港中部嚴格執行航速限制，可加強船舶航行

安全。此舉雖然對船舶操作員／船長能起教育作用，但若要確保成效持續，則須

經常調配一至兩艘巡邏船往維多利亞港中部。因此，這項措施預期達致的成效，

可能會因需要用上額外的巡邏資源而相互抵銷。可是，鑑於爭取新資源極為困

難，研究建議海事處可以先行在維多利亞港中部採取更頻密的執法行動。當局可

每隔一段適當時間檢討維多利亞港中部的意外事故，以評估措施的成效及是否有

理由要求為這方面的工作增撥更多資源。  

 

 
執行策略  

 
8. 在審視過顧問所提出的方案後，研究建議採納以下執行策略﹕  

 
(a) 先行在維多利亞港中部實施航速管制，作為即時措施；  

 
(b) 讓長度超過 50 米的船隻不再使用現時的油麻地錨地，改用將來投入

服務的奇力灘錨地，作為短期措施；以及  

 
(c) 密切監察“通道計劃審批系統”的發展，並在可行情況下落實“通

道計劃審批系統”這個構思。  

 

 
文件提交  

 
9. 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陳銘光先生將於會上講解這份文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海事處策劃及海事服務科  
策劃、發展協調及港口保安部  
2004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