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二號報告書》一第 6 章 

消防和救援車輛的管理及維修 

撮要 

1． 在二零零三年十月，消防處共有 819 部車輛，包括由該 

處轄下的工程及運輸組負責內部維修的 353 部消防和救援車

輛，以及由機電工程署根據兩份服務水平協議所負責維修的 466 

部救護車和其他支援車輛。 

由工程及運輸組提供的維修服務 

2． 工程部的工作量和服務指標 工程及運輸組營辦三個工

程部，負責維修消防和救援車輛。審計署注意到，工程部的紀律

部隊人員無須記錄可用於維修工作的時問，以及實際用於各維修

工作的時間。審計署亦注意到，消防處只是就所有消防和救援車

輛定下了可用率的指標。審計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存備工程及運

輸組紀律部隊人員的維修工作時間記錄，並就工程部負責維修的

所有消防和救援車輛，定下完成維修工作時間的指標。 

3． 紀律部隊維修人員 消防處的工程部有別於機電工程署

的服務站，自一九四七年以來，一直是由屬於紀律部隊的維修人

員擔任有關維修的工作。據消防處解釋，工程部維修人員須前往

第三級及以上的火警現場，即場修理前線消防車輛。然而，實際

上，只有維修技工和電工須前往第三級及以上的火警現場。審計

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審慎評估僱用文職人員來代替工程部現有

紀律部隊人員 (維修技工和電工除外夕是否可行，以及這樣做的成

本和效益。 

4. 認可本地代理人可提供維修服務 據工程及運輸組主管

表示，現時由消防處工程部負責維修的所有消防和救援車輛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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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底盤及車上一些固定和手提消防裝備，或可由製造商的認可本

地代理人提供維修服務。由於本地代理人可提供維修服務，令消

防處可趁此良機，檢討現時由內部維修消防和救援車輛的做法是

否合適和合乎成本效益。審計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探討，就長遠

而言，把消防和救援車輛的車身底盤以及固定和手提消防裝備的

維修服務外判是否可行。 

由機電工程署提供的維修服務 

5． 未有檢討機電工程署維修服務的成本效益 由一九九九

年八月起，各政府部門可逐漸停止使用機電工程署的服務。根據 

《財務通告第 6/200 1 號》 所載，管制人員如信納機電工程營運

基金完全有能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特定的服務，則可

選擇與該營運基金訂立服務水平協議，而不採用競投方式。審計

署注意到，消防處與機電工程營運基金在訂立兩份服務水平協議

前，並未有檢討機電工程署提供維修服務的成本效益。審計署建

議消防處處長應檢討由機電工程署提供車輛維修服務的成本效

益。 

6． 外判車輛維修服務 在二零零三年十月，由機電工程署

負責維修的 466 部車輛當中，有 448 部是由 11 個有本地代理人

的製造商供應，而有關的本地代理人亦為政府其他部門提供車輛

維修服務。審計署注意到在二零零二年，有三個政府部門通過競

投，把三份車輛維修服務合約批予私營服務機構。審計署建議消

防處處長應考慮通過競投，分階段把 44B 部救護車和其他支援車

輛的維修服務外判。 

消防和救援車輛的零件存貨 

7． 缺少共通的存貨資料庫 消防處在三個貨倉分別裝設了

電腦化存貨控制系統，以控制消防和救援車輛的零件存貨，並計

算有關的帳目。由於系統上的限制，各貨倉的電腦系統內所儲存

的資料未有連結起來，構成一個共通的存貨資料庫。審計署建議

消防處處長應在中央存貨控制系統下，發展一個共通的存貨資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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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存貨用罄的情況 消防處就每個存貨項目定下補充存量

和最低存貨量，以免出現存貨用罄的情況。然而，該處在決定補

充存貨項目時，並非嚴格依循補充存量和最低存貨量。截至二零

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5 898 個總值 360 萬元的存貨項目的結餘

低於補充存量，另有 5 592 個存貨項目的結餘少於最低存貨量。 

在二零零二年，由於缺乏零件，消防處有 46 項維修工作受到阻

延，平均每項工作受阻達 26 日。審計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定期

檢討並修訂補充存量和最低存貨量，以確保最適量地儲存零件的

存貨。 

9． 存貨結餘出現差異和有存貨閑置 審計署注意到存貨記

錄並未妥善備存，而且消防處抽查存貨相距的時問亦較《物料供

應及採購規例》所訂明的三個月為長。截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

一日，共有 4 261 個總值 363 萬元的存貨項目儲存在貨倉已超過

十年，期間沒有存貨往來。在這些閑置的存貨項目中，消防處發

現有 237 個總值 115,240 元的項目屬過時物品，已經無用。審計

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調查存貨記錄結餘與實際存貨結餘的差

異，檢討存貨的盤點和借用記錄程序，以及公布程序，以確保貨

倉管理人員會細閱閑置存貨項目的管理資料，並會採取跟進行

動。 

涉及消防和救援車輛的交通意外 

10． 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 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有關方

面曾成立六個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以調查涉及消防和救援車輛

的六宗交通意外。在其中一宗個案中，負責的交通意外調查委員

會認為有關的消防處駕駛員有犯錯，所以應向他徵收補償罰款。 

然而，調查委員會的結論是不應對有關駕駛員採取紀律處分，原

因是缺乏實質證據證明該駕駛員曾超速駕駛。審計署發現，每個

交通意外調查委員會的其中兩名委員（除駕駛教官和工程部主任

外）都是選自涉及交通意外的駕駛員所屬分區，甚至是其所屬消

防局的高級人員。審計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向交通意外調查委員

會發出指引，說明在何種情況下應邀請專家就技術事宜作證和提

供意見，並只從消防處其他分區的高級人員中選出交通意外調查

委員會的委員 (駕駛教官和工程部主任除外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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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向涉及交通意外的駕駛員徵收補償罰款 根據 《消防處

常務訓令》，如人員導致任何部門車輛或財物損毀，消防處可以

向有關人員徵收補償罰款，而過失的輕重是決定徵收補償罰款的

最主要因素。審計署發現，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消防處曾向

涉及交通意外的 277 名消防處駕駛員徵收補償罰款，當中只有 

54 名被列為須負上過失責任。此外，消防處沒有向 12 名被裁定

不小心駕駛罪名成立的駕駛員徵收補償罰款。審計署建議消防處

處長應發出清晰的指引，以決定涉及交通意外的消防處駕駛員的

過失責任，以及是否向其徵收補償罰款。 

12. 矯正駕駛訓練 在二零零零至零二年間，有 18 名涉及超

過一宗交通意外的消防處駕駛員被列為須負上過失責任。然而， 

只有一名駕駛員須接受矯正駕駛訓練。審計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

規定須就交通意外負責的消防處駕駛員接受矯正駕駛訓練，以改

善他們的駕駛技術。 

當局的回應 

13.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所有建議。 

二零零四年四月 

4

2 2/

388

6 5 23

2 3/ 29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