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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四號報告書》─ 第 8 章

提供郵政服務

撮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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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履行

香港所肩負的國際郵政義務。香港郵政在一九九五年八月開始以

營運基金 (郵政署營運基金 )形式運作。作為營運基金部門，香港

郵政應以自負盈虧的方式提供服務，並從所運用的固定資產獲得

合 理 回 報 。 審 計 署 最 近 就 香 港 郵 政 提 供 的 郵 政 服 務 進 行 帳 目 審

查。

業務規劃

2 . 香 港 郵 政 的 周 年 業 務 規 劃 根 據 當 時 的 經 濟 局 局 長 與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簽 署 的 架 構 協 議 ： ( a )香 港 郵 政 會 在 每 年 十 月 初 提 交

一份中期公司計劃及一份周年業務計劃，而當局會在翌年一月底

前 批 核 ； 及 (b )這 些 計 劃 經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批 核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展局便會授權香港郵政按照計劃行事。在 2 00 8 -09 及 2 00 9 -1 0

年 度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分 別 在 有 關 財 政 年 度 開 始 後 37 天 及

8 天才批核有關計劃，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則分別在有關財政年

度開始後 93 天及 1 0 4 天才授權香港郵政按有關計劃行事。審計

署 建 議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應 在 徵 詢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和 財 經 事 務 及

庫務局的意見後，就計劃訂定切實可行的提交時間，以便當局在

有關財政年度開始前對香港郵政作出所需的批核和授權。

郵務運作

3 . 郵政局的 財務可行性 香港郵政認為，財務可行性是開設

郵政局時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 20 08- 0 9 年度，在香港郵政開設

的 12 5 間郵政局中，有 9 7 間 (7 7 . 6 %)出現由 13 ,0 0 0 元至 68 0 萬元

不等的虧損，虧損總額為 1 . 17 2 億元。在該 9 7 間郵政局中，有

1 8 間各取得少 於 50 0 ,0 00 元的收入，並各錄得逾 10 0 萬元的運作

虧 損 。 審 計 署 建 議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應 ： (a )定 期 評 估 個 別 郵 政 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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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服務需求量及財務可行性，以確保每間郵政局的運作是有理

據 支 持 的 ； 及 (b )審 慎 探 討 關 閉 郵 政 服 務 需 求 量 低 及 出 現 虧 損 的

郵政局是否可行。

4 . 郵資不足 如郵件直接投進郵筒，寄件人便有機會未必在

郵件貼上正確金額的郵票。審計署查核了 1 29 9 件郵件，發現不

足的郵資款額高達正確郵資的 37 .7 %。由於香港郵政的收入有很

大比重來自經郵筒投寄的郵件的郵資，因此郵資不足的郵件可能

對香港郵政的營運業績造成很大的財政影響。審計署建議香港郵

政 署 長 應 ︰ (a )制 訂 有 效 的 制 度 ， 查 察 及 遏 止 郵 資 不 足 的 情 況 ；

及 (b )加 強 香 港 郵 政 的 宣 傳 工 作 ， 提 醒 公 眾 有 責 任 為 郵 件 繳 付 足

夠郵資。

5 . 修訂大量 投寄本地郵件計劃 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郵政

推出大量投寄本地郵件計劃，為某些類別的大量投寄本地郵件提

供郵資折扣。由於二零零九年六月裝設的新機械揀信系統令郵件

處理效率提升，香港郵政發現，在大量投寄本地郵件計劃下提供

折扣優惠，已再沒有理據支持。二零零八年六月，香港郵政請求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批准修訂大量投寄本地郵件計劃的建議。香港

郵政估計，該建議將為郵政署營運基金每年增加 8 , 80 0 萬元的收

入，以及使郵政署營運基金在 20 09 - 10 年度的回報率由 3 . 2%增至

5 . 6%。鑑於二零零八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

香港郵政同意當時並非落實建議的適當時機。審計署建議香港郵

政署長應在徵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意見後，重新研究修訂大量

投寄本地郵件計劃的建議。

6 . 郵件量重 器的測試及維修 根據香港郵政的《香港郵政規

則 》： ( a )所 有 郵 件 量 重 器 在 每 星 期 的 首 個 工 作 天 應 予 以 測 試 ；

( b )量 重 器 應 按 指 定 的 量 重 點 予 以 測 試 ； 及 ( c )維 修 商 應 定 期 清

潔 、 檢 驗 及 進 行 安 全 測 試 。 審 計 署 發 現 ： ( a )英 皇 道 郵 政 局 和 藍

田 郵 政 局 並 沒 有 完 全 遵 守 在 每 星 期 的 首 個 工 作 天 測 試 量 重 器 的

規 定 ； (b )英 皇 道 郵 政 局 並 沒 有 以 正 確 方 法 測 試 量 重 器 ； 及 ( c )沒

有任何文件證據，證明香港郵政曾對量重器進行定期維修。審計

署建議香港郵政署長應︰ (a )確保香港郵政遵守《香港郵政規則 》

內 有 關 測 試 及 維 修 郵 件 量 重 器 的 規 定 ； 及 (b )就 測 試 量 重 器 的 正

確方法向郵政局發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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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對 郵 件進 行監 管檢 查 根 據《 香港郵政 規則》，香港 郵政

應每天對指定類別的郵件進行監管檢查。審計署發現有一些工作

天，空郵中心及郵政總局所檢查的郵件數目少於規定。審計署亦

發現，對於大量投寄郵件，香港郵政的《大量投寄郵件檢查手冊 》

內有關監管檢查的規定與《香港郵政規則》的規定不同。審計署

建 議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應 確 保 ： (a )《 香 港 郵 政 規 則 》 與 《 大 量 投 寄

郵件檢查手冊》所訂明的規定一致；及 (b )按照《香港郵政規則 》

和《大量投寄郵件檢查手冊》的規定進行監管檢查。

8 . 郵政信箱 服務 2 00 7 -0 8 年度香港郵政在提供郵政信箱服

務方面虧損 40 0 萬元。 20 08 -0 9 年度，虧損增至 49 0 萬元。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總數 49 5 6 5 個郵政信箱中，有

3 43 7 個 (6 .9 % )是空置的，而三間設有超過 20 0 個郵政信箱的郵

政局則有高逾 10 %的空置率。審計署建議香港郵政署長應盡快採

取措施，減少郵政信箱服務的虧損。

9 . 分揀信件 機械揀信系統只能處理英文地址信件，中文地

址信件則須由人手分揀。約 7 %適合用機械分揀的信件為中文地

址信件。對於可使用機械揀信系統處理的信件，系統如未能解讀

地 址 的 任 何 部 分 ， 會 把 地 址 的 影 像 傳 送 到 其 視 頻 訊 號 編 碼 工 作

台，負責操作工作台的人員會輸入系統未能辨認的地址資料。香

港 郵 政 調 派 郵 差 和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操 作 視 頻 訊 號 編 碼 工 作

台。視頻訊號編碼實際上無需郵務運作方面的訓練，亦無需對派

遞段內的街道及大廈有深入認識。在二零零九年六月至十一月期

間，香港郵政平均每月調配 7 58 0 個人時的人手執行視頻訊號編

碼 工 作 。 審 計 署 建 議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應 ： (a )繼 續 留 意 機 械 分 揀 中

文 地 址 信 件 技 術 的 最 新 發 展 ， 並 探 討 自 動 分 揀 這 類 信 件 的 可 行

性 ； 及 (b )檢 討 調 派 郵 差 和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執 行 視 頻 訊 號 編 碼

工作的成本效益，以及探討以其他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進行有關

工作的可行性。

1 0 . 郵件運輸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香港郵政設

有一支共 29 5 部車輛的車隊。 20 08 -09 年度，香港郵政使用租用

車輛 49 7 01 5 小時以輔助本身的車隊，所需費用為 5 , 000 萬元。

由政府物流服務署進行部門運輸檢討，或能找出可節省的開支和

可改善的地方。此外，審計署估計，香港郵政使用租用車輛的成

本遠低於使用本身的車輛。審計署建議香港郵政署長應考慮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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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就 香 港 郵 政 的 車 隊 及 租 車 安 排 進 行 部 門 運 輸 檢

討。

財務表現

11 . 香 港 郵 政 的 財 務 表 現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的 目 標 回 報 率 定

為 固 定 資 產 平均 淨值 的 8 .4 %。 郵政署 營 運基 金 的財 政預 算 ／ 預

測顯示，該基金的回報率會在 20 09 -1 0 年度下降 至 3 .2%，而在

2 0 10 - 11 至 20 13 -14 年 度，基金更會岀現運作虧損。審計署建議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應 ： (a )檢 討 郵 政 署 營 運 基 金 是 否 可 持 續 發 展 ； 及

(b )在 徵 詢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的 意 見 後 ， 制 訂 可 行 計 劃 ， 以 加 強

郵政署營運基金的持續發展能力。

1 2 . 釐定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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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履行香港所肩負的國際郵政義務。香港郵政作為營運基金

部門，應以自負盈虧的形式提供服務，並達致合理的回報。香港

郵政一直未能全數收回提供本地郵遞服務的成本。香港郵政需要

確保除郵政政策目標外，亦能達到其財政目標。審計署建議香港

郵 政 署 長 應 ︰ (a )考 慮 進 行 檢 討 ， 以 釐 定 合 理 和 公 眾 可 負 擔 的 郵

費；及 (b )制訂郵政服務的 定價策略。

1 3 . 調 整 郵 費 香 港 郵 政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月 向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局提交由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起增加郵費的建議。香港郵政認

為 ， 這 樣 會 導致 現有 郵 費出 現 9 .4%加 權 平均 增 幅的 郵費 調 整 ，

對郵政署營運基金的財政可持續性起關鍵作用。由於建議提交至

今已超逾兩年，因此香港郵政有需要就郵費調整向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提交新的建議。審計署建議香港郵政署長應在考慮最新的經

濟展望，以及實施審計署在本審計報告書內所作建議可為香港郵

政財務狀況帶來的改善後，採 取 行 動，就 調 整 郵 費 制 訂 新 建 議 ，

以便提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服務表現 管理及報告

1 4 . 服 務 承 諾 在 20 08 - 09 年 度 ， 香 港 郵 政 的 服 務 承 諾 包 括

1 9 個 與 提 供 郵 政 服 務 有 關 的 項 目 。香 港 郵 政 在 過 去 四年 持 續 達

致並且超越六項服務的表現目標。香港郵政衡量服務表現的程序

只涵蓋 1 9 項服務中的 1 8 項。在衡量有關派遞本地郵件的服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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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香港郵政並沒有揀選位於離島的七間派遞局，而在衡量有

關櫃位服務輪候時間的服務表現時，則沒有包括在星期六、日及

公眾假期的表現。香港郵政所滙報有關電話熱線的服務表現並不

包括所有熱線。香港郵政並無備存有關處理香港郵政通函郵寄服

務申請的實際表現資料，以證明所滙報的服務表現。此外，在香

港郵政 20 07 - 08 及 2 0 08 -0 9 年度的年報中，當年度的服務表現目

標，並無與當年度的實際表現一同公開。審計署建議香港郵政署

長 應 ： (a )考 慮 訂 定 更 具 挑 戰 性 的 目 標 ； (b )檢 討 衡 量 服 務 表 現 的

程 序 ， 以 涵 蓋 所 有 服 務 承 諾 內 的 服 務 ； ( c )確 保 在 衡 量 有 關 派 遞

本 地 郵 件 的 服 務 表 現 時 ， 涵 蓋 位 於 離 島 的 派 遞 局 ； (d )確 保 在 衡

量有關櫃位服務輪候時間的服務表現時，涵蓋星期六、日及公眾

假 期 ； ( e )確 保 在 衡 量 服 務 表 現 時 ， 涵 蓋 所 有 熱 線 ； ( f )確 保 備 存

顯 示 有 關 處 理 香 港 郵 政 通 函 郵 寄 服 務 申 請 的 實 際 表 現 的 文 件 證

明；及 (g )在香港郵政的年 報內列明當年度的服務表現目標。

當局的回 應

1 5 . 香港郵政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二零一零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