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郵政：業務發展

摘要  

1. 香港郵政由香港郵政署長領導。香港郵政的目標，是以合理和可負擔的收

費，提供可靠、高效率和貫通全球的郵政服務，以滿足香港的郵務需求，履行香

港提供普郵服務的責任，並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國家的策略性郵政暨物流樞紐

作出貢獻。郵政署營運基金於 1995年 8月設立，對香港郵政的運作進行管理及核

算。在 2013–14至 2022–23年度的 10年期間，香港郵政在其中 7年 (70%)錄得運

作虧損，並在其中 9年 (90%)沒有達到固定資產目標回報率。2022–23年度，香港

郵政錄得收入 40.89億元，運作虧損 3.05億元，固定資產回報率為 –13%�(目標為

1.5%)。香港郵政表示，傳統郵件服務的業務會繼續虧損，一般而言須由非傳統

服務 (包括電子商貿服務、集郵服務及附屬服務)所得盈利補貼。在 2018–19至 

2022–23年度期間，來自非傳統服務的收入佔香港郵政每年收入的 48%至 56%。審

計署最近就香港郵政業務發展的工作進行審查。審查範圍涵蓋香港郵政的非傳統服

務。

電子商貿服務 

2. 本地電子商貿服務錄得負盈利 審計署檢視了在 2018–19至 2022–23年度

期間本地電子商貿服務的盈利能力。審計署留意到：(a)該 5年期間每年均錄得負

盈利；及 (b)該 5年期間，每年均錄得大約收入 3倍的虧損，虧損情況在接近 

2022–23年度時逐漸改善 (第 2.4段)。��

3. 本地電子商貿服務未能賺得預期收入 審計署檢視了在  2020–21至 

2022–23年度期間本地電子商貿服務的預期收入和實際收入。審計署留意到，這 

3個年度內每個年度，香港郵政的本地電子商貿服務都未能賺得預期收入。這 3個

年度實際收入較預期收入分別少 69%、64%和 71%�(第 2.7段)。��

4. 需要改善提供「本地郵政速遞」服務的成本效益 2022年 12月，香港郵政

完成「本地郵政速遞」服務的檢討。檢討後，在 2023年 1月，香港郵政調高郵費，

並設定為「本地郵政速遞」客戶提供上門收件服務的最低郵件數量，以改善盈利能

力。審計署留意到，「本地郵政速遞」服務在 2023–24年度 (截至 2024年 1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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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低於 2022–23年度的盈利能力。香港郵政表示，提供「本地郵政速遞」服

務的運作成本較私人營辦商的運作成本為高 (第 2.10至 2.12段)。��

5. 需要優化「易寄取」的服務特點 審計署檢視了「易寄取」的服務特點，

發現可予改善之處：(a)截至 2024年 1月 31日，貨到付款和收件人支付郵費兩項

服務特點未有如期推出；及 (b)香港郵政沒有為「易寄取」客戶提供上門收件服務，

卻為另外兩項香港郵政本地電子商貿服務的客戶提供上門收件服務，而市場上另一

提供本地速遞服務的私人營辦商同樣為其客戶提供上門收件服務 (第 2.14段)。��

6. 推出「易寄取」作為新服務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2021年10月(即2021年7月

推出「易寄取」3個月後)，香港郵政發現，未能成功把本地掛號服務的郵件量和

本地包裹服務中的輕包裹郵件量轉移至「易寄取」。沒有文件證據顯示香港郵政曾

進行市場研究或客戶調查以確保對郵件量轉移的假設切合實際情況。香港郵政在推

出「易寄取」前，本應可以識別本地掛號服務和本地包裹服務現有客戶的需要，

並加以考慮 (第 2.17及 2.18段)。��

7. 非本地電子商貿服務盈利能力下降 在 2018–19至 2022–23年度期間，非本

地電子商貿服務收入佔香港郵政每年收入的 42%至 50%。同期非本地電子商貿服

務的收入和郵件量分別減少 30%和 69%。審計署檢視了這段期間非本地電子商貿

服務的盈利能力，發現香港郵政首 4個年度 (即 2018–19至 2021–22年度)每年均

錄得不足 5%的微薄利潤。此外，2022–23年度的盈利能力下降，錄得輕微虧損 

(第 2.22至 2.24及 2.26段)。��

8. 非本地電子商貿新服務沒有如期推出 香港郵政原定於 2022–23年度推出與

非本地電子商貿服務相關的新服務。然而，部分已計劃的新服務沒有如期推出。

「香港 —— 內地專遞」延遲了 8個月推出。「易網遞」派遞網絡擴展至印度，延遲

了 13個月。截至 2024年 1月 31日，該網絡仍未擴展至意大利和馬耳他，延遲了 

19個月。另外，兩項已計劃的新服務因政治經濟環境變化而被擱置 (第 2.29段)。��

9. 需要加強在「一帶一路」國家／地區設立新「專線」服務 香港郵政其中

一項業務發展策略，是為中國內地跨境電子商貿市場設立新「專線」服務，以「一

帶一路」國家為重點之一。審計署審查了截至 2024年 1月 31日在 149個「一帶一

路」國家／地區設立「專線」服務的進度。審計署發現：(a)就 6個 (4%)國家／

地區，已推出「專線」服務；(b)就 48個 (32%)國家／地區，雖已簽訂「專線」

服務協議，但客戶對服務並無需求；(c)就 1個 (1%)國家／地區，香港郵政正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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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郵政機關商討設立「專線」服務；及 (d)就其餘 94個 (63%)國家／地區，香港

郵政尚未展開設立「專線」服務的工作 (第 2.32段)。��

10. 需要盡快恢復部分目的地的「特快專遞」服務和「易網遞」服務 審計署

發現，若干目的地的「特快專遞」服務和「易網遞」服務暫停。截至 2024年 1月 

31日，65個目的地的「特快專遞」服務已暫停至少 24個月，而 11個目的地的「易

網遞」服務已暫停至少 25個月 (第 2.35段)。��

11. 非本地電子商貿服務未能賺得預期收入 審計署檢視了在  2020–21至 

2022–23年度期間非本地電子商貿服務的預期收入和實際收入。審計署留意到，這 

3個年度內每個年度，香港郵政的非本地電子商貿服務都未能賺得預期收入。這 

3個年度實際收入較預期收入分別少 22%、27%和 54%�(第 2.38段)。��

12. 需要改善「智郵站」的使用率 2022年 7月，香港郵政把「智郵站」投入

服務 10個月後的 6個月平均使用率的目標定為 50%。於 2023年 12月 31日，投入

服務超過 10個月的「智郵站」有 153個。審計署發現，在 2023年 7月至 12月期間：��

(a)該 153個「智郵站」的整體 6個月平均使用率為 63%；及 (b)�35個 (23%)「智

郵站」的 6個月平均使用率低於 50%的目標 (第 2.45及 2.46段)。��

13. 需要改善理順「智郵站」設置地點的機制 香港郵政表示，理順「智郵站」的

設置地點時，會考慮遷移使用率長期偏低的「智郵站」。審計署審查了在 2022年7月

至 2023年 12月期間進行的全部 5次「智郵站」理順工作。審計署留意到：(a)該 5次

理順工作不定期進行，每次相隔 2至 6個月不等；(b)該 5次理順工作中，為識別

須考慮遷移的「智郵站」而設定的使用率門檻並不一致，由 10%至 30%不等；及 

(c)最近一次在 2023年 10月進行的理順工作中，有 18個「智郵站」須考慮遷移。

於 2024年 1月 31日，11個 (61%)「智郵站」尚未安排遷移，亦沒有文件證據顯示

不安排遷移這些「智郵站」的理據 (第 2.50至 2.53段)。

郵票及集郵 

14. 需要加強郵票主題的遴選工作 每年香港郵政收到有關特別／紀念郵票主

題的建議後，都會先行篩選，然後把入圍主題交予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考慮。審計

署審查了在 2018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期間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進行的郵票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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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工作，發現：(a)沒有文件證據顯示香港郵政在篩選過程中曾參考過往發行類

似主題的郵票的收入資料，或曾向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提供這些資料以作參考；��

(b)雖然香港郵政提出每個入圍主題獲選入圍的理據，但卻沒有文件證據顯示其餘

郵票主題的建議未能入圍的原因；及 (c)在篩選郵票主題時，沒有採用有系統的方

法評估各個郵票主題建議的相對優點 (第 3.6及 3.8段)。��

15. 需要在與設計師簽訂的服務協議加入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特定條款 《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在 2020年 6月 30日實施。該法例

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香港郵政會為每一個核准的郵

票主題安排設計師設計郵票圖樣。審計署審查了香港郵政與設計師簽訂的服務協

議，發現當中沒有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特定條款 (第 3.11段)。��

16. 需要檢討特別／紀念郵票的銷售期限 2007年，香港郵政決定把郵政局和

香港郵政網上購物平台發售特別／紀念郵票的銷售期限，由 6個月縮短至 3個月，

藉此減少庫存數量和節省郵政局的貯存空間。審計署留意到：(a)香港郵政委託非

本地代理商銷售香港郵政發行的特別／紀念郵票，銷售期可以超過 3個月，即由發

行日期起計最長可達 6個月；(b)某些郵政機關在其網店發售其集郵產品的銷售期

遠遠長於 3個月；及 (c)香港郵政上一次檢討銷售期限是在 2007年，距今超過 16年。

沒有文件證據顯示該次檢討曾分析把香港郵政網上購物平台銷售期限維持不變的成

本與效益 (第 3.13至 3.15段)。��

17. 需要改善未售出郵票庫存的處理方法 根據香港郵政銷毁過期郵票及集郵

產品的指引，郵票銷毁工作會視乎需要而安排，所有過期的特別／紀念郵票及相關

集郵產品亦應在發行日期起計 2年後銷毁。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24年 1月 31日：��

(a)特別／紀念郵票未售出庫存的面值約達 1.37億元；(b)香港郵政沒有就郵票銷毁

工作的時間和次數制定具體指引；(c)��2021年或之前  (即超過  2年前)發行的

特別／紀念郵票未售出庫存面值達 8,660萬元，尚未銷毁；及 (d)香港郵政未能提

供 2021年 11月進行郵票銷毁工作的記錄，供審計署審閱 (第 3.19及 3.21段)。��

18. 需要提高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部分委員對傳閱文件的回應率 於 2023年 

12月 31日，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有 1名主席及 10名委員。委員會除舉行會議外，

還以傳閱文件的方式處理事務。由2022年 5月現屆委員會任期開始直至 2023年9月

期間，共向委員傳閱文件 22輪。審計署留意到，部分委員的回應率偏低。2名 (20%)

委員的回應率只有 9%�(第 3.3及 3.2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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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需要加強推廣集郵的策略 2020年之前，香港郵政和教育局每年合辦校際

郵集設計比賽，並與各本地郵學會合辦郵集製作工作坊，以培養公眾對集郵的興

趣。由於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因此比賽和工作坊自 2020年起停辦。儘管疫

情防控措施已在  2023年年初取消，香港郵政沒有復辦上述比賽或工作坊  

(第 3.36段)。

其他事宜 

20. 部分附屬服務的收入減少 審計署發現在 2018–19至 2022–23年度期間部分

附屬服務的收入減少：(a)郵政信箱收入由  2018–19年度的  1,820萬元減至  

2022–23年度的 1,560萬元，減幅為 14%；(b)郵件轉遞服務收入由 2018–19年度

的 2,180萬元減至 2022–23年度的 1,970萬元，減幅為 10%；及 (c)「郵繳通」收入

由 2018–19年度的 6,020萬元減至 2022–23年度的 4,860萬元，減幅為 19% (第 4.3、��

4.5及 4.6段)。��

21. 「郵購網」的營運有可予改善之處 「郵購網」是售賣郵品及精品的網上購

物平台。審計署發現：(a)��2023年 12月，審計署進行互聯網上的資料研究，發現疑

似仿冒「郵購網」的懷疑欺詐網站。香港郵政的「郵購網」網站與該懷疑欺詐網

站的網址十分相似，極容易令公眾誤以為該懷疑欺詐網站是香港郵政的官方「郵購

網」網站；及 (b)�2024年 1月，「郵購網」網站上列出了 21款精品，其中 7款 (33%)

已經停售的精品並沒有從網站下架。其餘有售的 14款精品當中，9款 (64%)精品

在 2022–23年度內並無錄得銷售記錄。在 2018–19至 2021–22年度的 4年期間，該 

9款精品每年售出的數目為零或只有單位數字 (第 4.9段)。��

22. 有空間透過出租廣告位賺取更多收入 香港郵政的建築物及設施設有廣告

位可供政府決策局／部門、公營機構或商業營辦商租用作廣告用途。審計署發現，

於 2024年 1月 31日，香港郵政有多個廣告位未有租出，包括：8所建築物及設施

的外牆及玻璃牆、1 696個補給郵袋櫃當中的 1 369個 (81%)，以及設有液晶電視的 

39間郵政局內的所有液晶電視 (第 4.16及 4.17段)。��

23. 需要改善非傳統服務投訴個案的處理方法 在 2018年 4月至 2023年 12月

期間，有關香港郵政非傳統服務的服務特點的投訴個案有 495宗，其中 450宗 (91%)

為口頭個案，45宗 (9%)為書面個案。審計署發現，在 45宗書面個案當中，有 

9宗 (20%)個案延遲認收，延遲日數平均為 5個工作天，由 1至 13個工作天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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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郵政的指引，發出最後答覆的時限，視乎投訴個案屬「簡單個案」或

「複雜個案」而有所不同。香港郵政表示，有關香港郵政非傳統服務的服務特點的 

495宗投訴個案當中，423宗 (85%)屬「簡單個案」，72宗 (15%)屬「複雜個案」。

然而，審計署審查了該 495宗投訴個案的檔案，發現當中並無就投訴個案的分類作

出記錄。此外，審計署發現在 72宗「複雜個案」當中，有 8宗 (11%)個案延遲發

出最後答覆，延遲日數由 2至 39個工作天不等 (平均為 17個工作天) (第 4.22至 

4.25段)。��

24. 營運計劃未有在財政年度開始前獲得批核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與香港

郵政署長簽定的《框架協議》規定，香港郵政每年須擬備中期企業計劃 (企業計劃)

和年度業務計劃 (業務計劃)。就 2018–19至 2023–24財政年度，香港郵政共提交 

12份計劃定稿 (包括 6份企業計劃和 6份業務計劃)，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批核。審計署發現，全部 12份 (100%)計劃定稿均延遲提交，延遲

日數平均為 46天，由 20至 58天不等。另外，全部 12份計劃亦延遲獲得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 (即在 2月底後)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即在 3月底後)批核：(a)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延遲批核的日數平均為 54天，由 28至 121天不等；及 (b)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延遲批核的日數平均為 68天，由 16至 186天不等 (第 1.8、4.29、4.31及 

4.33段)。��

25. 需要確保正確地描述郵政服務 根據政府總部發出的一份通告，政府決策

局／部門在各項日常運作和所有公務通訊中，必須確保凡提述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

國其他地方，均要小心正確地表達。2024年 2月，審計署進行實地視察及審查香

港郵政的記錄，發現寄件往中國各地區的跨境郵政服務 (包括傳統郵件服務和電子

商貿服務)均被錯誤描述為「國際服務」，包括：(a)香港郵政網站；(b)香港郵政

流動應用程式；(c)香港郵政年報；及 (d)於郵政總局張貼的告示 (第 4.35段)。

審計署的建議 

26.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香港郵政署長應：

電子商貿服務 

(a) 繼續致力提高本地電子商貿服務的收入，並研究有效措施改善其盈利

能力 (第 2.20(a)及 (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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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汲取以往擬備預算工作的經驗，為本地電子商貿服務擬備更準確的預

期收入 (第 2.20(c)段)； 

(c) 研究適當措施增加本地電子商貿服務收入，盡量賺得預期收入  

(第 2.20(d)段)； 

(d) 採取進一步措施改善提供「本地郵政速遞」服務的成本效益 (第 2.20(e)
段)； 

(e) 優化「易寄取」的服務特點 (第 2.20(f)段)； 

(f) 在日後推出本地電子商貿新服務前，進行市場研究或客戶調查，以更

好地識別目標客戶的需要，並盡力確保為估算新服務郵件量所作的假

設切合實際情況 (第 2.20(g)段)； 

(g) 研究措施處理非本地電子商貿服務盈利能力下降的問題，特別是  

2022–23年度出現輕微虧損的情況 (第 2.42(a)段)； 

(h) 確保已計劃的非本地電子商貿新服務能如期推出，並適時推出現正擱

置的非本地電子商貿服務 (第 2.42(b)及 (c)段)； 

(i) 加強在「一帶一路」國家／地區設立「專線」服務 (第 2.42(d)段)； 

(j) 密切留意情況，把握機會恢復「特快專遞」服務和「易網遞」服務 

(第 2.42(e)段)； 

(k) 汲取以往擬備預算工作的經驗，為非本地電子商貿服務擬備更準確的

預期收入 (第 2.42(f)段)； 

(l) 研究適當措施增加非本地電子商貿服務收入，盡量賺得預期收入  

(第 2.42(g)段)； 

(m) 密切監察「智郵站」的使用率，並採取進一步措施改善「智郵站」的

使用率 (第 2.59(a)及 (b)段)； 

(n) 確保及時理順「智郵站」的設置地點 (第 2.59(d)段)；

郵票及集郵 

(o) 在篩選郵票主題供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考慮時，參考過往發行類似主

題的郵票的收入資料，並向委員會提供該等資料以作參考 (第 3.24(a)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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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就未能獲選入圍供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考慮的郵票主題建議，提供未

能獲選的理據 (第 3.24(b)段)； 

(q) 考慮制定有系統的方法評審郵票主題的建議，使郵票主題的遴選工作

更為客觀 (第 3.24(c)段)； 

(r) 在與設計師簽訂的郵票設計服務協議中加入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特定

條款 (第 3.24(d)段)； 

(s) 因應最新發展，檢討特別／紀念郵票的銷售期限 (第 3.24(e)段)； 

(t) 就過期郵票及集郵產品銷毁工作的時間和次數公布指引 (第3.24(f)段)； 

(u) 按照過期郵票及集郵產品銷毁指引進行郵票銷毀工作，並確保妥善備

存郵票銷毀工作的記錄 (第 3.24(g)及 (h)段)； 

(v) 提高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委員對傳閱文件的回應率 (第 3.33(a)段)； 

(w) 加強推廣集郵的工作 (第 3.39段)；

其他事宜 

(x) 處理郵政信箱、郵件轉遞服務及「郵繳通」收入持續減少的問題  

(第 4.20(a)段)； 

(y) 採取所需跟進行動，處理疑似仿冒「郵購網」的懷疑欺詐網站的問題，

並及時偵測仿冒香港郵政的欺詐網站 (第 4.20(b)及 (c)段)； 

(z) 密切監察精品的庫存結餘，把已停售的精品從「郵購網」網站下架 

(第 4.20(d)段)； 

(aa) 增加精品的吸引力 (第 4.20(e)段)； 

(ab) 加強措施，透過出租廣告位賺取更多收入 (第 4.20(h)段)； 

(ac) 改善非傳統服務投訴個案的處理方法 (第 4.27段)； 

(ad) 按照提交計劃的限期提交企業計劃和業務計劃的定稿 (第 4.39(a)段)； 

(ae) 聯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考慮提前香港

郵政提交企業計劃和業務計劃的限期 (第 4.39(b)段)；及 

(af) 確保正確地描述郵政服務，並迅速採取適當行動修訂對郵政服務的描

述 (第 4.39(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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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回應 

27. 香港郵政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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