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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一號報告書》─ 第 9 章

提供港口服務

撮要

1 . 二零零七年，約有 4 80 0 艘遠洋船隻和 3 30 0 艘內河船隻

訪 港 ， 共 約 為 2 28 000 船 次 。 除 這 些 訪 港 船 隻 外 ， 亦 約 有

1 4 0 00 艘本地領牌船隻在香港水域作業。海事處負責管理香港的

港口及航行事務。 2 0 08-0 9 財政年度，用於港口服務的預算開支

約為 3 . 25 億元。審計署最近就提供港口服務進行了帳目審查。

船隻航行監察中心的運作情 況

2 . 為確保船隻航行安全順暢，船隻航行監察中心 (航監中心 )
執行交通管理，並為船隻提供資訊。該中心採用了一個電腦化系

統，用以監察香港水域的船 隻航 行 情 況。如 偵 察 到 有 撞 船 危 險 ，

航監中心會使用無線電通訊系統向有關船隻發出警告。

3 . 調 查 海 上 事 故 當 發 生 海 上 事 故 時 ，航 監 中 心 轄 下 的 質

素 保 證 及 發 展 組 會 進 行 調 查 ， 以 決 定 是 否 有 可 予 改 善 之 處 。

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該組調查了 10 7 宗海上事故。審

計署發現當局沒有為質素保證及發展組的調查工作制定指引，亦

無記錄有關調查的程序以及所得意見和結論背後的理據。該組認

為在 1 3 宗個案中，航監中心的運作可予改善；當中有 9 宗個案，

審計署未能確定當局就所找到欠妥之處所採取的跟進行動。審計

署亦注意到，該組曾就這 13 宗個案提出合共 21 項意見，其中

1 9 項 (9 0% )是 與 類 似 的 運 作 缺 失 (例如未 能 及 時 向 船 隻 發 出 提 示

和 在 發 生 事 故 後 沒 有 遵 照 指 引／程 序 處 理 )有 關。審 計 署 建 議 海
事 處 處 長 應： (a )為 海 上 事 故 調 查 工 作 制 定 指 引 ；及 (b )就 在 調 查
中找到的運作缺失採取有效行動，藉以改善航監中心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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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巡邏 行動

4 . 海 港 巡 邏 組 和 牌 照 及 關 務 組 會 進 行 定 期 巡 邏 和 特 別 行

動，以調控海上交通，並確保港口使用者遵守本地法例和國際海

事規例／公約。

5 . 遵 守 工 作 訓 令 根 據 海 港 巡 邏 組 的 工 作 訓 令 ，巡 邏 船 上

的巡邏人員須每小時向該組行動中心匯報其位置及工作。督導人

員須每星期審閱巡邏日誌兩次，以及進 行 突 擊 檢 查 和 隨 行 巡 邏。

另一方面，牌照及關務組的巡邏人員無須向該組的辦事處匯報其

位置及工作。督導人員只須每月審閱巡邏日誌一次，以及無須執

行任何隨行巡邏或突擊檢查。

6 . 審計署審查了 3 4 本巡邏日誌，發現這些日誌內沒有記錄

顯示海港巡邏組督導人員曾作隨行巡邏和突擊檢查，以及該組巡

邏人員每小時匯報其位置及工作。其中只有一本巡邏日誌顯示負

責 的 督 導 人 員 曾 審 閱 一 次 。 審 計 署 建 議 海 事 處 處 長 應 ：
(a )檢 討 巡 邏 船 的 運 作 ， 以 改 善 及 劃 一海 港 巡 邏 組 與牌 照 及 關 務
組的 運 作 和 督 導 安 排 ；及 (b )確 保 督 導 人 員 和 巡 邏 人 員 遵 守 海港
巡邏組與牌照及關務組訂定的工作訓令。

7 . 使用自動 追蹤裝置 在 2 5 艘海事處巡邏船中，只 有 5 艘

配 備 自 動 識 別 系 統 ，能 讓 督 導 人 員 知 悉 巡 邏 船 的 行 蹤 ，方 便 監

察。審計署建議海事處處長應制定推行計劃，以便盡快為巡邏船
引進自動追蹤系統。

8 . 處 理 檢 控 個 案 如 在 執 行 定 期 巡 邏 或 特 別 行 動 期 間 發 現

涉嫌違例事項，巡邏人員須搜集證據，以採取檢控行動。二零零

四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共 有 1 69 宗檢控個案被撤銷。審計署抽

取其中 50 宗進行審查，發現有 27 宗 (5 4 %)的處理手法有可予改

善之處。審計署認為，如 曾 為 有 關 巡 邏 人 員 提 供 更 妥 善 的 培 訓 ，

以及更密切監察個案的處理，或可避免 要 撤 銷 上 述 的 一 些 個 案。

審 計 署 建 議 海 事 處 處 長 應 ： (a )就 涉 及 行 政 疏 忽 的 個 案 採 取 必 要
的 跟 進 行 動；及 (b )採 取 措 施 以 改 善 檢 控 個 案 的 處 理 ，例 如 加 強
巡邏人員的培訓和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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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航設備 的保養

9 . 按 時 間 表 進 行 視 察 海 事 處 的 輔 航 設 備 及 繫 泡 小 組 負 責

提供及保養輔航設備。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香港水

域共有 53 3 個輔航設備。當局原定在二零零七年為輔航設備進行

實地視察，次數由一個月一次至最少半年一次不等。不過，審計

署發現，當局為 17 9 個 (3 4 %)輔航設備進行的實地視察次數較原

定的少。審計署建議海事處處長應確保按照既定的時間表，就輔
航設備的保養進行實地視察。

1 0 . 輔 航 設 備 可 用 性 根 據 國 際 海 上 航 標 和 燈 塔 當 局 協 會 ，

輔航設備的可用性如低於 97 %，應視作為低於標準，而所有輔航

設備的可用性都不應低於 95 %。審計署審查海事處二零零七年的

輔航設備保養記錄時，發現 有 7 個輔航設備的 可 用 性 低 於 9 7 %；

這 7 個輔航設備中有 4 個的可用性更低於 95 %。審計署建議海事
處處長應密切監察所有輔航設備的可用性，並採取行動，以確保
其可用性維持在 97 %或以上。

1 1 . 記 錄 輔 航 設 備 的 故 障 輔 航 設 備 及 繫 泡 小 組 擬 備 故 障 報

告 ， 記 錄 有 關 輔 航 設 備 故 障 的 資 料 。 審 計 署 審 查 該 小 組 在

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期間，就 100 宗輔航設備故障個案所作

的記錄時，發現其中 4 8 宗 ( 4 8 % )個 案 並 無 備 有 故 障 報 告。因 此，

不 易 取 得 有 關 故 障 記 錄， 亦 找 不 到 一 些 重 要 資 料 (例 如 經 查 明 的

故 障 和 恢 復 運 作 的 時 間 )。審 計 署 建 議 海 事 處 處 長 應 採 取 措 施 ，
以改善輔航設備故障個案的記錄及匯報工作的完整性及準確性。

提供繫泊 設施

1 2 . 浮 泡 的 使 用 率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有

3 1 個浮泡 和 2 4 個錨地投入運作。繫泡費按日計算，而船隻錨泊

的收費則按“每小時每 10 0 噸”計算。一般而言，中小型船隻停

留錨地的費用會較繫泊浮泡的低。海事處在二零零一年完成兩項

關 於 浮 泡 和 錨 地 的 需 求 和 使 用 率 的 檢 討 。 二 零 零 三 年 至

二零零四年，海事處因應內部檢討所提出的建議，移除 2 4 個浮

泡。然而，審計署發現浮泡在二零零七年的使用率仍然偏低。由

於 浮 泡 使 用 率 偏 低， 令 運 作 成 本 出 現 虧 損 (由 20 03 -0 4 年 度 的

1 , 52 0 萬元下降至 2 0 06-0 7 年度的 820 萬元 )。審計署建議海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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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應密切監察浮泡的使用率，並重新探討應否繼續運作使用率
偏低的浮泡。

1 3 . 修訂繫泡 費的行動 二零 零一年五月 ，在諮 詢船公司及

相 關 商 會 後， 海 事 處 就 修 訂 繫 泡 費 收 費 準 則 (由 按 日 計 改 為 按 小

時 計 ) 的 事 宜 ， 尋 求 當 時 的 經 濟 局 在 政 策 上 給 予 支 持 。

二零零三年五月，當時的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向海事處表示，當時

的經濟環境並非提出修訂政府收費的適當時機。當局更認為需要

進行新一輪的諮詢。不過，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海事處並無

進行新一輪的諮詢，而繫泡費的收費準則仍維持不變。審計署建
議海事處處長應採取措施鼓勵使用浮泡，例如在徵詢主要持份者
的意見後，檢討繫泡費的收費準則。

檢查訪港 船隻

1 4 . 未 能 經 常 達 到 檢 查 目 標 海 事 處 的 港 口 國 監 督 組 負 責 在

訪港遠洋船隻上進行港口國監督檢查工 作。自 二 零 零 零 年 開 始 ，

海 事 處 訂 明 每 年 的 目 標 是 為 1 5 %訪 港 遠 洋 船 隻 進 行 港 口 國 監 督

檢查。審計署注意到，港口國監督組未能經常達到這個目標。審
計 署 建 議海 事 處 處 長 應密 切 監 察 對 訪 港 遠 洋 船 隻 進 行 的 港 口 國
監督檢查，並確保達到每年的檢查目標。

1 5 . 挑 選 遠 洋 船 隻 接 受 港 口 國 監 督 檢 查 在 亞 太 區 進 行 的 港

口國監督檢查，由區內海事當局簽訂的《亞太區港口國管制備忘

錄》所規管。其秘書處設有一套電腦系統，即亞太區電腦資訊系

統，以記錄成員當局所進行的港口國監督檢查。亞太區電腦資訊

系統分析每艘遠洋船隻的風險，並向每艘遠洋船隻編配一個目標

因子值（見本報告的附 錄 E）。根據海事處的指引，應優先挑選目

標 因 子 值 較 高 和 不 在 亞 太 區 電 腦 資 訊 系 統 記 錄 內 的 船 隻 接 受 檢

查。審計署審查了在二零零七年七月及八月進行的港口國監督檢

查工作的記錄，當中顯示在 64 艘目標因子值高於 10 0 或不在亞

太 區 電 腦 資 訊 系 統 記 錄 內 的 遠 洋 船 隻 中 ，有 3 7 艘 (5 8 %)未 經 檢

查。港口國監督組在回應審計署時表示，並非所有具高目標因子

值 的 遠 洋 船 隻 均 可 被 挑 選 作 檢 查 。有 關 理 由 計 有 ： ( a )船 隻 於 清

晨 時 份 離 開； (b )船 隻 並 不 在 那 些 被 挑 選 作 檢 查 的 船 隻 附 近 ；及

( c )新 下 水 船 隻 通 常 不 在 亞 太 區 電 腦 資 訊 系 統 的 記 錄 內 。審 計 署
建議海事處處長應改善港口國監督檢查的編排，以確保在切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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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範圍內，挑選具高目標因子值的遠洋船隻或不在亞太區電腦資
訊系統記錄內的舊遠洋船隻進行港口國監督檢查。

1 6 . 沒有為所 挑選的遠洋船隻進 行檢查 審 計 署 在 抽 查 二 零

零七年八月的港口國監督檢查記錄後，發現在六宗個案中，海事

處沒有檢查原來挑選的遠洋船隻，卻為其他船隻進行檢查。其中

有兩宗個案，驗船主任並無記錄在挑選替代的遠洋船隻接受檢查

時所採取的準則，而監管人員亦沒有就挑選替代的遠洋船隻所給

予的批核作出記錄。在另一宗個案中，並無記錄不為已挑選的船

隻進行檢查的理由。審計署建議海事處處長應確保記錄沒有向遠
洋船隻進行已計劃的港口國監督檢查的原因，並獲得適當主管當
局批准。

衡量服務 表現準則和匯報工 作

1 7 . 海 事 處 以 意 外 次 數 作 為 衡 量 服 務 表 現 的 明 確 準 則， 藉 以

釐定其船隻航行監察服務的宗旨和目標的達標程度。審計署注意

到一些海外港口當局已訂立和公布服務表現目標，用以監察和匯

報其規管船隻航行方面的服務表現。審計署發現海事處仍未訂立

任何衡量服務表現的準則，以監察及匯報海港巡邏行動方面的服

務表現。海事處亦未就輔航設備的可靠性與持續性的監察及匯報

工作訂立任何服務表現目標。審計署建議海事處處長應考慮就所
提 供 的 港 口 服 務 訂 立 更 多 的 衡 量 服 務 表 現 準 則，包 括 ︰ (a )規 管
船 隻 的 航 行； (b )管 理 海 港 巡 邏 行 動； 及 ( c )輔 航 設 備 的 可 靠 性 及
持續性。

當局的回 應

1 8 . 海事處處長同意審計署提出的建議。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