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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主要投诉及建议事项1 

 本报告书为二零二四年第一份季报，汇报二零二四年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期间的事项。 

年度及季度趋势  

2. 交通投诉组在季内共收到 10 841 宗 2  投诉及建议，包括

260 宗 3 纯粹建议。大约 77%的个案（即 8 331 宗）透过交通投诉组

网上投诉／建议表格和电邮收到，23%（即 2 498 宗）透过电话收到，

其余则透过传真或邮寄方式收到。交通投诉组于季内接获的投诉及建

议均已转交有关的政府部门及公共交通机构跟进。个案数目较上季的

10 851 宗4下降 0.1%2，与二零二三年同季的 9 798 宗5比较，则上升

10.6%2。本季收到的投诉及建议个案的分类载于附件 A。 

3. 在收到的 2603 宗纯粹建议中，有 2273 宗有关公共交通服务，

其中 205 宗关于专营巴士服务，另有 31 宗关于交通及道路情况（包括

执法事宜）。本季所收到全部纯粹建议个案的分类载于附件 A(iii)。  

4. 交通投诉组过去十年（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二三年）收到的投

诉及建议的趋势图表载于附件 B(i)。另一图表，载于附件 B(ii)，则显

示自二零一九年第四季起每季收到的投诉及建议的趋势。 

 

5. 季内，共 7 409 宗个案（包括在过往季度未解决的个案）的调

查工作已完成。当中有 6 646 宗（90%）证实成立，不成立的有两宗

（少于 1%），其余 761 宗（10%）则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追查。这些

个案的调查结果一览表载于附件 C。如投诉人愿意作证，其个案将转

                                                 
1  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的投诉数字载于相关脚注。 
2
 在 10 841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五位投诉人提出共 1 368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

字为 9 473 宗，与上季的 10 082 宗（见注 4）相比，减幅为 6.0%。与二零二三年同

季的 9 059 宗（见注 5）相比，增幅为 4.6%。不包括这些投诉的分类载于附件 A(i)(b)。 
3  在 260 宗纯粹建议中，有 227 宗有关公共交通服务。在该 227 宗个案中，有 133 宗由

一位市民提出。 
4  在 10 851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三位投诉人提出共 769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

字为 10 082 宗。 
5  在 9 798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四位投诉人提出共 739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9 059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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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予警方作进一步调查。在二零二四年一月至三月，警方告知本组较

早前转介的 808 宗6个案的最新进展，当中有 41 名 6  驾驶者被票控。 

6. 季内，有关政府部门及公共交通机构共采纳 11 项由市民提出

的建议，以改善公共交通服务及交通情况，有关个案的概要载于 

附件 D。交通投诉组小组委员会主席已向部份提出这些建议而又有提

供联络方法的人士发出谢函。 

公共交通服务 

7. 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9 577 宗 7，较上季的

9 448 宗8上升 1.4%7，与二零二三年同季的 8 680 宗 9比较，则上升

10.3%7。本季接获的投诉及建议的分类载于附件  E(i)。自二零一九 年

起每季收到的投诉及建议的趋势图表，则载于附件 E(ii)。 

 

 

专营巴士服务 

8. 季内，有关专营巴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4 283 宗10，较上

季的 4 152 宗11上升 3.2%10，与二零二三年同季的 4 297 宗12比较，则

下降 0.3%10。 

 

                                                 
6  数字已包括第 22 段中所述的的士个案。 
7 在 9 577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三位投诉人提出共 912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8 665 宗，与上季的 8 954 宗（见注 8）相比，减幅为 3.2%。与二零二三年同季的

7 941 宗（见注 9）相比，增幅为 9.1%。不包括这些投诉的分类载于附件 E(i)(b)。 
8 在 9 448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494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8 954 宗。 
9 在 8 680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四位投诉人提出 739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7 941 宗。 
10 在 4 283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三位投诉人提出共 824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3 459 宗，与上季的 3 658 宗（见注 11）相比，减幅为 5.4%。与二零二三年同季

的 3 558 宗（见注 12）相比，减幅为 2.8%。 
11 在 4 152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494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3 658 宗。 
12 在 4 297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四位投诉人提出 739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3 558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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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今季有关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巴）服务的投

诉及建议共有 2 724 宗13，上季有 2 479 宗14，二零二三年同季则有

2 598 宗15。今季的 2 724 宗 13 个案中，涉及服务质量的个案有 188 宗

（6.9%），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2 499 宗（91.7%）。  

 

10. 今 季 有 关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 市 区 及 新 界 巴 士 网 络 专  

营权）（城巴（市区及新界））16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588 宗，上

季有 682 宗，二零二三年同季则有 927 宗17。今季的 588 宗个案中，

涉及服务质量的个案有 70 宗（11.9%），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497 宗（84.5%）。 

 

11. 今季有关城巴有限公司（机场及北大屿山巴士网络专营权）

（城巴（大屿山））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167 宗18，上季有 210 宗，

二零二三年同季则有 135 宗。今季的 167 宗个案中，涉及服务质量的

个案有 29 宗（17.4%），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133 宗（79.6%）。 

12. 今季有关龙运巴士公司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219 宗19，上季

有 226 宗，二零二三年同季则有 127 宗。今季的 219 宗个案中，涉及

服务质量的个案有 27 宗（12.3%），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187 宗

（85.4%）。 

 

 

                                                 
13 在 2 724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三位投诉人提出共 774 宗投诉（涉及服务水平）。不包

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1 950 宗。 
14  在 2 479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494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1 985 宗。 
15 在 2 598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三位投诉人提出共 634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1 964 宗。 
16 城巴有限公司（香港岛及过海巴士网络专营权）及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专

营权，于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起整合为城巴（市区及新界巴士网络专营权）（城巴

（市区及新界））。 
17 在 927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105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822 宗。 
18 在 167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五宗投诉（涉及服务水平）。不包括这

些投诉的数字为 162 宗。 

19 在 219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45 宗投诉（涉及服务水平）。不包括

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174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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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今季有关新大屿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服务的投诉及

建议共有 88 宗，上季有 82 宗，二零二三年同季则有 66 宗。今季的

88 宗个案中，涉及服务质量的个案有八宗（9.1%），而涉及服务水平

的个案则有 78 宗（88.6%）。 

14. 今季有关过海隧巴服务20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497 宗，上季有

473 宗，二零二三年同季则有 444 宗。今季的 497 宗个案中，涉及服

务质量的个案有 65 宗（ 13.1%），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426 宗（85.7%）。 

15. 有关九巴、城巴（市区及新界）、城巴（大屿山）、龙运巴

士、新大屿山巴士和过海隧巴过去八个季度的投诉／建议的比较载于

附件 F。 

非专营巴士服务  

16. 今季有关非专营巴士服务（例如居民巴士服务及香港铁路有

限公司（港铁）接驳巴士）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207 宗21，上季有 126 宗，

二零二三年同季则有 137 宗。 

公共小巴服务 

17. 今季有关公共小巴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1 973 宗，较上季

的 2 036 宗下降 3.1%，与二零二三年同季的 1 564 宗比较，则上升

26.2%。所有个案已转介运输署或警方处理。 

18. 季内接获的公共小巴个案中，涉及专线小巴服务的投诉及建

议占 94.5%（即 1 864 宗），较上季的 1 945 宗下降 4.2%，与 

二零二三年同季的 1 471 宗比较，则上升 26.7%。今季的 1 864 宗个案

中，涉及服务质量的个案有 133 宗（7.1%），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

有 1 712 宗（91.8%）。  

 

 

                                                 
20  过海隧巴服务是九巴及城巴联合经营，因此投诉及建议不能按巴士公司分类。 
21 在 207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88 宗投诉（涉及服务水平）。不包括

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119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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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其余 5.5%的个案（即 109 宗）则为有关红色小巴服务的投诉

及建议，较上季的 91 宗上升 19.8%，与二零二三年同季的 93 宗比较，

则上升 17.2%。 

的士服务 

20. 今季有关的士服务的个案共有 2 820 宗，较上季下降 2.4%，

与二零二三年同季比较，则上升 13.9%。有关的士服务过去八个季度

的投诉及建议的比较载于附件 G。  

21. 在季内收到的 2 820 宗个案中，涉及的士司机违规行为的个

案有 2 746 宗（97.4%），上季则有 2 811 宗（97.3%）。有关的士司

机违规行为的投诉，包括司机拒载、驾驶行为不当、不采用最直接可

行的路线、举止无礼和不守规矩及滥收车资等。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

及建议的详细分类载于附件 H。如投诉人愿意作证，本组会把个案转

交警方进一步调查。季内，本组共转介 721 宗（26.3%）这类个案予

警方处理。 

22. 警方在季内告知本组较早前转介的 656 宗个案的最新进展。

它们的分类如下： 

 

  个案数目       百分比 

(a)

 
已被票控   17 (8)   3 (1) 

(b)

 
 投诉人撤销投诉 185 (188) 28 (30) 

(c) 警方认为无足够证据 

进一步处理 

454 (421) 69 (68) 

 656 (617) 100 (100) 

（注：括号内为上季数字。） 
 

从上述数字可见，97%的个案因投诉人撤销投诉或证据不足而无法追

查。 

23.  在上季被票控的八宗个案中，有一位的士司机被法庭22裁定干

犯交通罪行。这位的士司机因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而被罚款 320 元。 

                                                 
22

  截至 2024 年三月底，其他被票控案件尚未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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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服务 

24. 季内，共有 270 宗涉及铁路服务的投诉及建议，上季共有

222 宗，二零二三年同季则有 184 宗。今季的 270 宗个案中，涉及港

铁服务的个案占 260 宗。有关铁路服务的投诉及建议的详细分类载于 

附件 E(i)(a)。  

渡轮服务 

25. 有关渡轮服务的投诉及建议，今季共有 24 宗，上季及二零二三年

同季均有 22 宗。有关渡轮服务的投诉及建议的详细分类载于  

附件 E(i)(a)。  

交通情况 

26. 今季接获有关交通挤塞／阻塞的投诉共有 345 宗23，上季有

406 宗，二零二三年同季则有 131 宗。投诉涉及的地区详情如下： 

 投诉数目 

港岛 25     (27)      

九龙 29     (50)      

新界  29124   (328)25 

其他（一般事宜及 

隧道区域等） 

  0   (1) 

总数  34523   (406)25 

  

 （注：括号内为上季数字。） 

27. 投诉数目显示，受交通挤塞／阻塞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为葵青

（261 宗 24）、屯门（13 宗）及中西区（十宗）。有关各区交通及道

                                                 
23  在 345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261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84 宗。 

24  在 291 宗及 261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261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

的数字分别为 30 宗及 0 宗。 

25  在 328 宗及 406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275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

的数字分别为 53 宗及 131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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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情况的投诉及建议的数目载于附件 I。 

28. 有关交通挤塞／阻塞投诉的主要成因，包括车辆阻塞、交通

工程管理措施不当及执法不足（例如涉及违例泊车、未经许可的阻塞、

交通灯号时间的分配、行车线安排、道路工程及禁区的设立）。 

29. 今季共接获 56 宗有关交通管理的投诉及建议，以及 22 项增

设交通标志及设备的要求。上季这些个案的数目分别为 66 宗及 33 项，

二零二三年同季的数目则分别为 52 宗及 31 项。 

30. 关于交通挤塞／阻塞的投诉以及改善交通管理的建议（包括

增加交通标志及设备的意见），均已转交有关政府部门研究。 

道路维修 

31. 今季有关道路维修的投诉有 30 宗，上季的数目为 37 宗，          

二零二三年同季的数目是 53 宗。今季的 30 宗投诉中，涉及道路情况

的投诉占 17 宗，而涉及交通标志及设备的投诉则有十宗。 

32. 涉及较多有关道路情况的投诉的地区为元朗（四宗）、  

观塘及屯门（各三宗）。涉及较多有关交通标志及设备的投诉的地区

为元朗及九龙城（各两宗）。 

 

 

法例执行 

33. 季内，与交通法例执行事宜有关的投诉有 727 宗26，较上季的

764 宗下跌 4.8%，与二零二三年同季的 778 宗比较，则下跌 6.6%。

投诉个案主要是要求当局对违例泊车（334 宗），不遵从交通标志／

计划的指示（170 宗27），冲红灯／不让行人先过马路或不让路予其他  

                                                 
26 在 727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195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532 宗，与上季的 764 宗相比，减幅为 30.4%。与二零二三年同季的 778 宗相比，减

幅为 31.6%。 

27 在 170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103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67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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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50 宗28），胡乱横过马路（48 宗29）及等候过久引致交通阻塞

（29 宗）的人士采取执法行动。这些投诉均已转介警方处理。有关各

区交通法例执行情况载于附件 I。 

34. 涉及较多有关违例泊车的投诉的地区包括沙田（53 宗）、元

朗（34 宗）、观塘及深水埗（各 33 宗）。 

                                                 
28 在 50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15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35 宗。 

29 在 48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43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五宗。 



- 11  - 

第二章 本季大事纪要及值得注意的个案  

交通投诉组小组委员会会议  

 在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举行的交通投诉组小组委员会季

会上，委员讨论了以下事项： 

 

 (a) 有关交通管理的投诉及建议，以及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的要

求； 

 

 (b) 有关道路安全事宜的投诉及建议； 

 

 (c) 二零二三年内接获的投诉及建议概况；以及 

 

 (d) 交通投诉组二零二三年第四号季报。 

 

2. 各委员同意应呈递以下文件予交通咨询委员会审阅： 

 

 (a) 二零二三年内接获的投诉及建议概况；以及 

 

 (b) 交通投诉组二零二三年第四号季报。 

有关湾仔司徒拔道近山顶道道路安全的关注  

 

3. 一名市民关注到湾仔司徒拔道近山顶道的道路安全。他指出

有关地点行人路不足，可能会引起一些安全问题，例如行人乱过马路

及驾驶人士超速驾驶导致交通事故。他建议扩阔司徒拔道近山顶道的

行人路，以提高所有道路使用者的道路安全。 

 

4. 有关个案已转交运输署考虑。就扩阔司徒拔道近山顶道行人

路的建议，运输署表示已一直监察交通情况，并已安排工程部门扩阔

该条行人路，以及适当修改司徒拔道与山顶道之间路段的道路标记，

以改善司机和行人在该处的视线。改善工程已于二零二四年二月完成。 

 

5. 运输署进一步表示会继续监察交通情况，并在有需要及可行

的情况下建议适当的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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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输署的回复已转达该名市民，他并无再提出意见。 

 

 

有关观塘海滨道与骏业街交界处道路安全的关注  

 

7. 观塘近海滨道和骏业街在二零二四年一月九日发生致命意外

后，一家管理服务公司关注到有关地点的道路安全。该公司促请有关

部门全面检讨该处现时的道路设置，并制订措施防止附近违例泊车，

避免引起交通挤塞，阻挡驾驶人士和行人的视线。为了提高所有道路

使用者的安全，该公司建议运输署迁移现有的过路设施、增设行人过

路设施（包括「斑马线」或「交通灯控制的过路处」），以及加设双

白线，以避免车辆在有关地点转换行车线。 

 

8. 有关个案已转交运输署调查，并由警方采取所需的执法行动。

运输署回复时表示已就海滨道、基业街与骏业街交界处的交通情况进

行实地视察和检讨。运输署已于二零二四年二月完成有关交界处的多

项交通改善措施，包括在骏业街近海滨道 181 号装设栏杆，以引导行

人前往视线充足的过路设施；在海滨道加设「前面有行人正在道路上

或正在横过马路」交通标志，并画上「慢驶」和人字形道路标记以收

窄行车道，提醒驾驶人士慢驶和留意行人参考线；在交界处前方画上

双白线道路标记，以免驾驶人士在过路处前突然转线；以及在过路处

旁设置 24 小时不准停车限制区，以维持视线不受阻。 

 

9. 此外，为进一步改善有关交界处的行人过路设施，运输署建

议扩阔交界处的行人路，以缩短行人横过行车道的距离。该项建议在

地区咨询中获正面意见后，运输署已经与路政署安排落实建议。 

 

10. 运输署进一步表示已在有关交界处进行交通流量调查，以评

估加设交通灯控制过路处的可行性。结果显示，交界处的车流及人流

不多，而该处与毗邻伟业街及骏业街的繁忙交界处距离少于 100 米。

为免影响附近交通，新设交通灯控制过路处的交通信号必须配合邻近

的交界处，因此须采用较长的灯号时间和等候时间，对行人及驾驶人

士造成不必要的延误。尽管如此，运输署会继续密切监察该处的交通

情况，并在有需要时制订更多适切的交通管理措施。 

 

11. 至于执法行动方面，警方回复表示会继续采取严厉的交通执

法行动，以打撃在有关地点违例泊车的问题，并会密切监察情况。 

 

12.  管理服务公司已获悉运输署的回复，并无再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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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围回旋处道路安全的关注  

 

13. 一名市民关注到大围回旋处的道路安全。他认为该回旋处为

交通意外黑点，促请运输署制订改善措施，以提升该回旋处的道路安

全。 

 

14. 有关个案已转交运输署跟进。运输署回复指，为改善大围回

旋处，该署计划把现时三线传统式回旋处改为两线螺旋处，并利用腾

出的空间在每条接驳道路设立只准左转行车道。该处改为两线模式后，

驾驶人士便可更易驶入和驶离回旋处，连同螺旋式安排，螺旋处的内

线将能更充分利用。每条接驳道路的只准左转行车道可让左转车辆绕

过回旋处，有助纾缓回旋处内的交通。 

 

15. 运输署进一步表示，《道路使用者守则》第五章关于「回旋

处」的章节，订明使用回旋处的基本规则，包括驶过回旋处时应走的

路线，以及在回旋处内行驶时如何正确和适当地发出信号。司机驶过

回旋处时须遵守一般驾驶规则，应谨慎和专注，并适当顾及其他道路

使用者和乘客的安全。例如，司机须遵守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并在

转弯、转线或超车之前，提早亮起方向指示灯，而且要在转向前留意

前后的车辆。此外，运输署亦解释了螺旋处与传统式回旋处之间的分

别。司机可从回旋处前方竖立的预告方向指示标志，辨识前方回旋处

的类别和前往不同目的地的路线／方向。 

 

16. 此外，运输署一直与道路安全议会及警方紧密合作，通过各

种宣传及教育途径，推广正确使用回旋处及在回旋处驾驶的安全贴士。

措施包括制作和播放电视宣传短片及电台宣传声带、派发单张／海报

／《道路安全通讯》，以及通过议会的社交媒体平台推广网上信息／

短片等，向司机发放各种安全信息，以提高司机的安全意识。运输署

会继续推行宣传及教育活动，加强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 

 

17. 运输署亦有为私人驾驶教师及受限制驾驶教师举办入职课程

及复修课程，内容涵盖有关回旋处的课题，以提高学习驾驶人士正确

使用回旋处的意识。另外，运输署会继续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

现时道路使用者对这方面的认识。 

 

18. 该名市民已获悉运输署的回复，并无再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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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专题文章 

有关新运输基建的投诉及建议  

 

 

背景 

 

 屯门至赤鱲角北面连接路全长5.5公里，其中约5公里为屯门

─赤鱲角的海底行车隧道（屯赤隧道），连接屯门南和港珠澳大桥香

港口岸。连接路在二零一三年六月动工，并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通车。 

 

2. 沙田至中环线（沙中线）全长17公里，由「大围至红磡段」

及「红磡至金钟段」组成。「大围至红磡段」连接前马鞍山线与西铁

线，成为屯马线；而「红磡至金钟段」则延伸东铁线至香港岛。沙中

线在二零一二年七月动工。屯马线全线在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开

通，而东铁线过海段则在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五日启用。为配合过海段

通车，港铁引入新的九卡列车取代原有的12卡列车。东铁线成为香港

第四条过海铁路，提供更快捷方便的铁路服务。市民无须转车便可直

接往来新界东北与港岛，又可以在东铁线沿线的四个转车站换乘其他

五条铁路线。 

 

3. 将蓝公路由将军澳—蓝田隧道（将蓝隧道）及将军澳跨湾连

接路（跨湾连接路）组成。将蓝隧道是一条连接将军澳至市区的双程

双线分隔公路，全长约3.8公里，其中约2.2公里为隧道，东接跨湾连

接路及宝顺路，西连东区海底隧道（东隧）、观塘茶果岭道及正在兴

建的T2主干路。跨湾连接路横跨将军澳湾，是一条长约1.8公里并附设

有单车径和行人路的双程双线分隔车道，主要由横跨将军澳湾的海上

高架桥组成，连接将蓝隧道及来往康城或将军澳工业邨的环保大道。

将蓝隧道和跨湾连接路分别于二零一六年七月及二零一八年七月动

工，而将蓝公路则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通车。 

 
 

投诉及建议 

 

4. 在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三月接获有关该三个运输基建项目

的投诉及建议趋势，现载于附件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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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屯赤隧道通车后，来往屯门、元朗（包括天水围）及北大屿

山（包括机场）的巴士线已改道，改为行走屯赤隧道，以缩短巴士车

程。本组注意到，大部分投诉及建议均与元朗及天水围专营巴士服务

改道有关，特别是屯门公路及皇珠路在繁忙时间交通挤塞，导致行车

时间延长。 

 

6. 大部分就东铁线作出的投诉及建议，均与列车服务质量（例

如班次／载客量不足）及服务班次有关。若干投诉人报称，东铁线采

用九卡列车，导致列车的载客量大减，令挤迫情况更为严重。他们要

求增加列车班次，或使用原先的12卡列车，以应付乘客需求。  

 

7. 大部分在将蓝公路通车后接获的投诉及建议，均与进一步提

升专营巴士服务及交通挤塞有关。东隧在二零二三年八月底实施「易

通行」及相关临时交通安排以拆卸收费亭及收费岛和调整隧道行车线

后，本组接获的投诉主要关于在早上繁忙时间在东隧南行管道出入口

的车龙更长，一直延伸至将蓝隧道及跨湾连接路。 

 

 

改善情况的措施  

 

 

屯门至赤鱲角北面连接路  

 

8. 运输署一直密切监察屯赤隧道通车对专营巴士服务的影响。

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起，龙运巴士有限公司为第E36号线（元朗

（八乡路）—机场）开办特别班次第E36S号线（元朗（妈横路）—机

场（地面运输中心）），在繁忙时间驶经大榄隧道及青屿干线，为乘

客提供更多选择。此外，运输署亦批准所有行经屯赤隧道的第「A」

及「E」巴士线选用替代路线，让巴士车长灵活选择适当路线，避免

交通挤塞。上述措施能减轻因交通情况对行车时间造成的影响，相关

投诉数目因而大幅减少。 

 

 

东铁线服务 

 

9. 运输署注意到，有关东铁线服务的投诉及建议数目在二零二

二年五月过海段通车后有所增加。政府一直鼓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

铁公司）探讨更多措施疏导人流，提升乘客的乘车体验。据港铁公司

观察所得，在早上繁忙时间个别时段、个别车站及列车车厢的乘客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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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此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疏导人流，包括实施乘客分流措施，引导

乘客到较少人的月台位置上车；使用「过海易」显示屏及「车厢载客

情况显示」等科技，协助分流乘客到较少人的铁路线及车卡，让客量

分布更均匀；以及在乘客较多的车站安排短途班次列车疏导人流，例

如于早上繁忙时间在沙田站及大埔墟站安排短途班次往金钟站。 

 

10. 政府会继续促请港铁公司密切监察服务，并因应乘客量及实

际情况按需要作出调整，以应付乘客需求。 

 

 

将蓝公路 

 

11. 为配合将蓝公路通车，五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自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十二日起推出，即九巴第96号线（康盛花园—大埔工业邨）、

第290E号线（将军澳工业邨—荃湾西站公共运输交汇处）及第298X 号

线（坑口（北）—长沙湾（甘泉街）；以及城巴第790号线（青水湾

半岛—尖沙咀东（么地道））及第795号线（将军澳工业邨—海达公

共运输交汇处），经将蓝公路来往大埔／荃湾／深水埗／尖沙咀等各

区。此外，两条新增专营巴士路线亦于二零二三年三月推出，即过海

路线第690S号线（坑口（明德邨）—中环（交易广场）），以及第694S 号

线（调景岭站公共运输交汇处—小西湾），以响应公众及地区人士的

建议，便利乘客在繁忙时间经将蓝公路来往将军澳与港岛。九巴

第 96 号线、城巴第790号线及过海巴士第690S号线已于二零二三年提

升服务水平，为乘客提供更佳服务。二零二四至二零二五年度巴士路

线计划提出多项建议，以提高现时行经将蓝公路专营巴士路线的服务

水平，包括城巴第790及795号线，以及九巴第290E号线。运输署正就

上述建议咨询相关区议会的交通及运输事务委员会，并会归纳和总结

所接获有关各方的意见。运输署会继续密切监察上述专营巴士路线的

服务和乘客需求，并在有需要时与专营巴士公司适时检讨现有巴士服

务安排。 

 

12. 东隧的行车容量受制于其南行管道只有两线行车道，平日繁

忙时间的交通需求已超越隧道的设计容車量，因此单靠实施「易通行」

并不会大幅改善现时东隧的挤塞情况。事实上，在东隧实施「易通行」

后，观塘绕道在平日早上繁忙时间的车龙平均缩短约700米。据观察

所得，由于东隧收费广场的拆卸工程及相关临时交通安排，将蓝隧道

往东隧的交通略为受影响，在平日早上最繁忙的时间形成车龙。为了

更好平衡各条引路的交通需求，运输署已更改早上繁忙时间的临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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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安排，将蓝隧道的交通挤塞情况得以纾缓。东隧的道路工程完成后，

行车线将会拉直使行车更为畅顺。 

 

13. 交通投诉组会继续监察，并与运输署及有关交通营办商跟进

有关新运输基建项目交通安排的投诉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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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a) 

交通投诉组接获的投诉及建议  

 

投诉/建议性质(1) (2) 

2023 年同季 

(1.1.23-31.3.23) 

上季 

(1.10.23-31.12.23) 

今季 

(1.1.24-31.3.24) 
 

I. 公共交通服务 
   

 (a) 服务质量  855 [294]  616 [209]  556 [202] 

 (b) 服务水平  7 572 [10]  8 651 [32]  8 832 [16] 

 (c) 一般性质  253 [8]  181 [7]  189 [9] 

  8 680(3) [312] (89%)  9 448(3) [248] (87%)  9 577(3) [227] (88%) 

II.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阻塞  131 [3]  406 [10]  345 [4] 

 (b) 交通管理  52 [14]  66 [14]  56 [14]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31 [13]  33 [12]  22 [8] 

 (d) 泊车设施   40 [8]   24    24 [2] 

  254 [38] (3%)  529 [36] (5%)  447 [28] (4%) 

III.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23   17   17 [1]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22   19 [1]  10  

 (c) 行车道标记  8   1   3  

  53  (<1%)  37 [1] (<1%)  30 [1] (<1%) 

IV.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558 [1]  460 [3]  334 [1] 

 (b) 其他执法事宜  220   304 [1]  393 [1] 

  778 [1] (8%)  764 [4] (7%)  727 [2] (7%) 

    

V. 其他    33 [1] (<1%)   73 [2] (<1%)   60 [2] (<1%) 

 合计  9 798(3)  [352] (100%) 10 851(3) [291] (100%) 10 841(3) [260] (100%) 

    

 

注：  (1) 方括号内是季内接获的纯粹建议数目。个案总数已包括这些数目在内。在有关服务质量的

294宗、209宗及202宗纯粹建议的个案中，有一位市民提出219宗、150宗及123宗有关公共

交通路线的纯粹建议。 

 (2) 括号内百分率代表每类投诉／建议在季内接获的全部个案中所占的比例。 

(3) 请参阅第一章第二及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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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b) 

交通投诉组接获的投诉及建议 (1 ) 

 

投诉/建议性质(2) (3)  
2023 年同季 

(1.1.23-31.3.23) 

上季 

(1.10.23-31.12.23) 

今季 

(1.1.24-31.3.24) 

I. 公共交通服务    

 (a) 服务质量  855 [294]  616   [209]  556   [202] 

 (b) 服务水平  6 833 [10]  8 157     [32]  7 920     [16] 

 (c) 一般性质  253 [8]  181       [7]  189       [9] 

  7 941 [312] (88%)  8 954    [248](89%)  8 665    [227](91%) 

II.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阻塞  131 [3]  131     [10]  84       [4] 

 (b) 交通管理  52 [14]  66     [14]  56     [14]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31 [13]  33     [12]  22       [8] 

 (d) 泊车设施   40 [8]   24   24       [2] 

  254 [38] (3%)  254     [36] (3%)  186     [28] (2%) 

III.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23   17   17       [1]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22   19       [1]  10         

 (c) 行车道标记  8   1   3  

  53  (<1%)  37       [1] (<1%)  30       [1] (<1%) 

IV.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558 [1]  460       [3]  334       [1] 

 (b) 其他执法事宜  220   304       [1]  198       [1] 

  778 [1] (9%)  764       [4] (8%)  532       [2] (6%) 

    

V. 其他    33 [1] (<1%)   73        [2] (<1%)   60        [2] (<1%) 

 合计 9 059(4) [352]  (100%) 10 082(5)[291] (100%) 9 473(6)  [260] (100%) 
    
注： (1) 此列表内的投诉及建议数目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100宗投诉的个案数字。有关投

诉数字载于相关脚注。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载于附件A(i)(a)。 

 (2) 方括号内是季内接获的纯粹建议数目。个案总数已包括这些数目在内。在有关服务质量的 

294宗、209宗及202宗纯粹建议的个案中，有一位市民提出219宗、150宗及123宗有关公共交通

路线的纯粹建议。 

 (3) 括号内百分率代表每类投诉／建议在季内接获的全部个案中所占的比例。 

 (4) 不包括由四位投诉人提出共739宗个案。 

 (5) 不包括由三位投诉人提出共769宗个案。 

 (6) 不包括由五位投诉人提出共1 368宗个案。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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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方括号内是季内接获一位市民提出的纯粹建议数目。这些数字已包括在所接获的纯粹建议总数之中。 

 (2) 这些个案主要涉及分段收费和换乘优惠。 

   

交通投诉组接获的纯粹建议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三月) 

建议性质(1) 
       

  陆上交通工具 

铁路运输 

水路 

交通工具 

 

(I) 公共交通服务 专营巴士 

非专营

巴士 

公共 

小巴 的士 小计 

 (a) 服务质量         

 (1) 班次／载客量 5 [2] -  2  - 2 [1] -  9 [3] 

 (2) 路线 158 [122] 2 [1] 2  - 1  -  163 [123] 

 (3) 服务时间 8 [2] -  2  - -  -  10 [2] 

 (4) 设置车站 16 [2] -  3  - 1  -  20 [2] 

 

187 [128] 2 [1] 9  - 4 [1] -  202 [130] 

 (b) 服务水平 
       

 (1) 服务班次 -  -  -  - -  -  -  

 (2) 路线依循情况 -  -  -  - -  -  -  

 (3) 驾驶行为不当 -  -  -  - -  -  -  

 (4) 员工行为及工作表现 -  -  -  - -  -  -  

 (5) 滥收车／船费 -  -  -  - -  -  -  

 (6) 清洁 -  -  -  - -  -  -  

 (7) 车辆／船只状况 1  -  -  - -  -  1  

 (8) 乘客服务及设施 10  -  3  - 2  -  15  

 11  -  3  - 2  -  16  

        

 (c) 一般性质(2) 7 [3] 1  -  - 1  -  9 [3] 

今季(I)项小计 205 [131] 3 [1] 12  0 7 [1]  0 227 [133] 

上季(I)项小计 225 [156] 3 [2] 12 [1] 4 4 [2]  0 248 [161] 

2023 年同季(I)项小计 292 [233] -  10 [2] 2 5          3     312 [235] 

        

        

(II)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阻塞  4  

 (b) 交通管理  14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8  

 (d) 泊车设施  2  

今季(II)项小计  28  

上季(II)项小计  36  

2023 年同季(II)项小计  38  

               

(III)  道路维修  1  

(IV) 法例执行  2  

(V) 其他(3)  2  

今季合计  260 [133] 

上季合计  291 [161] 

2023 年同季合计  352 [235] 

    

附件 A(iii) 

 

 



 

 

 

-   2
2
   - 



 

 

注：(1) 此列表内的投诉及建议数目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的个案数字。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载于附件 B(i)(a)。 

-   2
3
  - 



 

 

 

-   2
4
   - 



 

 

注：(1) 此列表内的投诉及建议数目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的个案数字。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载于附件 B(ii)(a)。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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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i) 

投诉及建议的调查结果一览表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三月) 

调查结果 

 

 

投诉/建议性质 

 

 

 

A1 

 

 

 

A2 

 

 

 

B 

 

 

 

 C 

 

 

 

合计 

I. 公共交通服务      

 (a) 服务质量  11  492 - -  503 

 (b) 服务水平  360  4 377  2  689  5 428 

 (c) 一般性质  1  149  -  2  152 

  372  5 018  2  691  6 083 

II.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阻塞  4  229  -  1  234 

 (b) 交通管理  13  51  -  -  64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5  17  -  -  22 

 (d) 泊车设施  3  19  -  -  22 

  25  316  -  1 342 

III.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2  9  - -  11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5  8  - -  13 

 (c) 行车道标记  1  2  - - 3 

  8  19  - - 27 

IV.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284  122 -  - 406 

 (b) 其他执法事宜  2  417 -  68 487 

  286  539  -  68  893 

V. 其他  1  62  - 1  64 

 

 

合计 

 692 

(9%) 

5 954 

(80%) 

 

   2 

(<1%) 

  

761 

 (10%) 

  

7 409 

(100%) 
 6 646 

(90%) 

 
图例 

A1 - 成立的个案 (行动已完成/已着手采取行动的个案) 

A2 - 成立的个案 (需进一步考虑才采取行动的个案) 

B - 不成立的个案 

C - 无法追查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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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   

投诉及建议的调查结果一览表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三月) 

 调查结果 

 

 

交通工具类别 

 

 

 

A1 

 

 

 

A2 

 

 

 

B 

 

 

 

C 

 

 

 

合计 

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144  1 475 - 30 1 649 

城巴有限公司  

(城巴专营(市区及新界) ) 

3 512 - 4 519 

城巴有限公司 

(城巴专营(大屿山) ) 

9 158 - 1    168 

新大屿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 - 76 - - 76 

龙运巴士公司 - 209 - - 209 

过海隧巴 1 531 - 1 533 

非专营巴士服务 1 74 1 1 77 

专线小巴 208  1 440 - 17 1 665 

红色小巴 - 73 - 2 75 

的士 3 286 - 632    921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不包括轻铁) 3 123 1 - 127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轻铁) - 18 - - 18 

香港电车有限公司 - 23 - 2 25 

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 - 2 - - 2 

天星小轮有限公司 - 6 - - 6 

其他渡轮 - 12 - 1 13 

 
 

合计 
 

 372 

 (6%) 

 5 018 

 (82%) 

 

2 

 

691 

 

6 083 

5 390 

(89%) 

(<1%) (11%) (100%) 

图例 

A1 - 成立的个案 (行动已完成/已着手采取行动的个案) 

A2 - 成立的个案 (需进一步考虑才采取行动的个案) 

B - 不成立的个案 

C - 无法追查的个案 

附件 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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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有关政府部门／公共交通机构采纳的市民建议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三月） 

 

 

I. 公共交通服务 

 加强城巴第 A12 号线的服务，满足乘客的需求。 

 

 加强城巴第 A10 号线的服务，满足乘客的需求。 

 

 延长城巴第 B8 号线的服务时间，满足乘客的需求。  

 

 加强九巴第 276B 号线的服务，满足乘客的需求。 

 

 加强九巴第 249X 号线下午繁忙时间的服务，满足乘客的需求。 

 

 

II. 交通管理 

 

九龙区 

  

  延长茶果岭道南行与高超道交界处交通灯的行车绿灯时间，改善

交通流量。 
 

 延长伊利沙伯医院路转入加士居道交通灯的行车绿灯时间，改善

交通流量。 
 

 调低联合道与贾炳达道交界处电子行人过路发声装置的音量，尽

量减低对附近居民造成噪音滋扰。 

 

 修改牛头角道与振华道交界处的行车线标记，提升道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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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区 

 

 延长屯门乡事会路与海珠路交界处交通灯的行车绿灯时间，纾缓

交通挤塞。 
 

 缩短石排头路与鸣琴路交界处交通灯的行人绿灯等候时间，方便

行人横过马路。 
 

 

 

 

 

 

 

 



 
 

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三月) 
 

 陆上交通工具 铁路运输 水路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类别  专营巴士               

  城巴                 合计 

投诉/建议性质  (市区及 城巴 新大屿山 龙运  非专营 专线 红色   港铁 港铁    天星 其他 或小计 

 九巴 新界) (大屿山) 巴士 巴士 过海隧巴 巴士 小巴 小巴    的士  (非轻铁) (轻铁) 电车  新渡轮 小轮 渡轮  

(A) 服务质量                    

(1) 班次／载客量 62 25 10 5 8 20 8 115 - -  14 3 -  - - 1 271 

(2) 路线 94 39 16 2 16 34 4 7 - -  2 - -  - - - 214 

(3) 服务时间 6 5 2 - 3 2 2 3 - -  - - -  - - - 23 

(4) 设置车站 26 1 1 1 - 9 1 8 - -  - 1 -  - - - 48 

小计 188 70 29 8 27 65 15 133 - -  16 4 -  - - 1 556 

(B) 服务水平                    

(1) 服务班次 1587 181 41 26 113 132 115 609 - -  16 3 -  - - 7 2830 

(2) 路线依循情况 7 7 - 1 5 7 1 59 - 531  - - -  - - - 618 

(3) 驾驶行为不当 371 105 37 19 20 104 17 308 52 583  12 17 2  - - 1 1648 

(4) 员工(包括司机)行为及 

  工作表现 

331 156 42 22 28 124 23 591 27 1211  89 1 4  2 2 2 2656 

(5) 滥收车/船费 14 3 2 2 1 7 1 51 5 421*  2 1 -  - - - 510 

(6) 清洁 6 - 1 - - - 1 22 2 14  2 - -  - - - 48 

(7) 车辆／船只状况 25 7 3 - 1 6 5 27 2 6  9 1 -  - - 1 93 

(8) 乘客服务及设施 158 38 7 8 19 46 14 44 - 6  73 8 3  1 3 1 429 

小计 2499 497 133 78 187 426 177 1712 88 2772  203 31 9  3 5 12 8832 

(C) 一般性质 37 21 5 2 5 6 15 19 21 48  6 - 1  - 1 2 189 

今季合计 2724 588 167 88 219 497 207 1864 109 2820  225 35 10  3 6 15 9577 

总数 (4283) (5000) (270)  (24)  

上季合计 2479 682 210 82 226 473 126 1945 91 2890  164 27 31  5 7 10 9448 

2023 年同季合计 2598 927 135 66 127 444 137 1471 93 2476  138 33 13  13 1 8 8680 

  

* 包括有关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 
 

 

 

附件 E(i)(a) 

-   3
0
   - 



 
 

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三月) 
 

 陆上交通工具 铁路运输 水路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类别  专营巴士               

  城巴                 合计 

投诉/建议性质  (市区及 城巴 新大屿山 龙运  非专营 专线 红色   港铁 港铁    天星 其他 或小计 

 九巴 新界) (大屿山) 巴士 巴士 过海隧巴 巴士 小巴 小巴    的士  (非轻铁) (轻铁) 电车  新渡轮 小轮 渡轮  

(A) 服务质量                    

(1) 班次／载客量 62 25 10 5 8 20 8 115 - -  14 3 -  - - 1 271 

(2) 路线 94 39 16 2 16 34 4 7 - -  2 - -  - - - 214 

(3) 服务时间 6 5 2 - 3 2 2 3 - -  - - -  - - - 23 

(4) 设置车站 26 1 1 1 - 9 1 8 - -  - 1 -  - - - 48 

小计 188 70 29 8 27 65 15 133 - -  16 4 -  - - 1 556 

(B) 服务水平                    

(1) 服务班次 813 181 36 26 68 132 27 609 - -  16 3 -  - - 7 1918 

(2) 路线依循情况 7 7 - 1 5 7 1 59 - 531  - - -  - - - 618 

(3) 驾驶行为不当 371 105 37 19 20 104 17 308 52 583  12 17 2  - - 1 1648 

(4) 员工(包括司机)行为及 

  工作表现 

331 156 42 22 28 124 23 592 27 1211  89 1 4  2 2 2 2656 

(5) 滥收车/船费 14 3 2 2 1 7 1 51 5 421*  2 1 -  - - - 510 

(6) 清洁 6 - 1 - - - 1 22 2 14  2 - -  - - - 48 

(7) 车辆／船只状况 25 7 3 - 1 6 5 27 2 6  9 1 -  - - 1 93 

(8) 乘客服务及设施 158 38 7 8 19 46 14 44 - 6  73 8 3  1 3 1 429 

小计 1725 497 128 78 142 426 89 1712 88 2772  203 31 9  3 5 12 7920 

(C) 一般性质 37 21 5 2 5 6 15 19 21 48  6 - 1 - - 1 2 189 

今季合计 1950(1) 588 162(1) 88 174(1) 497 119(1) 1864 109 2820  225 35 10  3 6 15 8665 

总数 (3459) (4912) (270)  (24)  

上季合计 1985(2) 682 210 82 226 473 126 1945 91 2890  164 27 31  5 7 10 8954 

2023 年同季合计 1964(3) 822(3) 135 66 127 444 137 1471 93 2476  138 33 13  13 1 8 7941 

  

* 包括有关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 

 注：  (1) 不包括由三位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共 912 宗个案（包括 774 宗有关九巴、五宗有关城巴（大屿山）、45 宗有关龙运及 88 宗有关港铁巴士服务的个案）。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载于附件 E(i)(a)。 

(2) 不包括由两位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共 494 宗个案。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载于附件 E(i)(a)。 

(3) 不包括由四位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共 739 宗个案（包括 634 宗有关九巴及 105 宗有关城巴（市区及新界）的个案）。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载于附件 E(i)(a)。 

-   3
4
   - 

附件 E(i)(b) 

-   3
1
   - 



 
 

-   3
2
   - 



 
 

-   3
3
   - 

注： (a) 季内接获的全部投诉个案数字。 

 (b) 投诉个案数字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的个案数字。 



 
 

-   3
4
   - 

注： (a) 季内接获的全部投诉个案数字。 

 (b) 投诉个案数字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的个案数字。 



 
 

 

-   3
5
   - 

注： (a) 季内接获的全部投诉个案数字。 

 (b) 投诉个案数字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的个案数字。 



 
 

 

-   3
6
   - 

注： (a) 季内接获的全部投诉个案数字。 

 (b) 投诉个案数字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的个案数字。 



 
 

 

-    3
7
   - 



 
 

-   3
8
   - 

注： (a) 季内接获的全部投诉个案数字。 

 (b) 投诉个案数字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的个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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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vii) 

有关专营巴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三月) 

巴士公司 投诉数目及建议(2) 

每百万乘客人次 

计的投诉及建议 

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 

公司（九巴） 

 2 724 (1 950) 12.86 (9.20) 

城巴有限公司（城巴） 

（市区及新界巴士网络专

营权） 

 588  10.37  

城巴有限公司（城巴） 

（机场及北大屿山巴士网

络专营权） 

 167 (162) 19.02 (18.45) 

新大屿山巴士（一九七三） 

有限公司 

 88  10.06  

龙运巴士公司  219 (174) 18.76 

  

(14.90) 

过海隧巴(1)  497  11.26  

合计  4 283 (3 459) 12.53 (10.12) 

 

 

注： (1) 过海隧巴服务是九巴及城巴（市区及新界巴士网络专营权）联合经营，因此投

诉及建议不能按巴士公司分类。 

 (2) 三位投诉人提出共824宗投诉，不包括这些个案的数字载于括号内。 

   

   

 

 

 

 

 

 



 

 
 

-   4
0
   - 



 

 
 

附件 H 

有关的士服务投诉及建议的分类  

 

  

 投诉/建议性质 

2023 年同季 

(1.1.23-31.3.23) 

上季 

(1.10.23-31.12.23) 

 

今季 

(1.1.24-31.3.24) 

 

(a) 司机行为及工作表现 

 (i) 举止无礼和不守规矩  367   400   447  

 (ii) 拒载  621   734   665  

 (iii) 兜客  4   8   5  

 (iv) 拒绝驶达目的地  51   77   76  

 (v) 未有展示司机证  13   15   16  

 (vi) 不正确展示司机证    3   1   2  

 小计 1 059   1 235   1 211  

(b) 驾驶行为不当  541   586   583  

(c) 滥收车资  275   413   380  

(d) 有关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  50   45   41  

(e) 不使用最直接可行之路线  417   532   531  

(f) 其他(1)  134   79   74  

合计 2 476  2 890  2 820  

      

 

注： (1) 这些个案主要是有关的士引致交通阻塞、清洁和的士车身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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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交通及道路情况的投诉及建议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三月)  

 

 

地区   

 

                                                     

投诉/建议性质 

港岛  九龙  新界  
其
他
（
一
般
事
宜 

及
隧
道
区
域
等
） 

    

合
计 

东
区 

湾
仔 

中
西
区 

南
区 

观
塘 

黄
大
仙 

九
龙
城 

深
水
埗 

油
尖
旺 

北
区 

大
埔 

沙
田 

元
朗 

屯
门 

荃
湾 

葵
青 

西
贡 

离
岛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阻塞 2  5  10  8  5  3  9  3  9  2  -  1  3  13  1  261  5  5  -  345 

(b) 交通管理 1  5  5  4  3  4  2  5  3  2  5  1  5  3  2  2  1  2 1 56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1 -  -  - 8  1 1  - -  - -  1  1  3  1  2 2  -  1 22 

(d) 泊车设施 1 1  -  -  1 1  3  13 3 1 - -  - - - - -  - -  24 

小计 5  11  15  12  17  9  15  21  15  5  5  3  9  19  4  265  8  7  2  447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1 1  - 1 3  - -  - -  -  -  - 4  3  1 1 1  1 - 17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1  1 1  - -  - 2 -  1  - - -  2  -  1  - -  - 1 10 

(c) 行车道标记 - - -  - - - - - 1 - - - 1  -  -  -  1 - - 3 

小计 2  2  1  1 3  - 2  -  2  -  -  -  7  3  2  1  2  1 1 30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16  11  21  9  33  5  22  33  25  12  13  53  34  17  6  11  8  4  1  334 

(b) 其他执法事宜 10  12  11  4  15  6  14  11  12  7  10  13  220  11  6  7  18  5  1  393 

小计 26  23  32  13  48  11  36  44  37  19  23  66  254  28  12  18  26  9  2  727 

合计 33  36  48  26  68 20  53  65  54  24  28  69  270  50  18  284  36  17  5  1204 

 

 

 

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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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交通及道路情况的投诉及建议 (1)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三月)  

 

 

地区   

 

                                                     

投诉/建议性质 

港岛  九龙  新界  
其
他
（
一
般
事
宜 

及
隧
道
区
域
等
） 

    

合
计 

东
区 

湾
仔 

中
西
区 

南
区 

观
塘 

黄
大
仙 

九
龙
城 

深
水
埗 

油
尖
旺 

北
区 

大
埔 

沙
田 

元
朗 

屯
门 

荃
湾 

葵
青 

西
贡 

离
岛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阻塞 2  5  10  8  5  3  9  3  9  2  -  1  3  13  1  -  5  5  -  84 

(b) 交通管理 1  5  5  4  3  4  2  5  3  2  5  1  5  3  2  2  1  2 1 56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1 -  -  - 8  1 1  - -  - -  1  1  3  1  2 2  -  1 22 

(d) 泊车设施 1 1  -  -  1 1  3  13 3 1 - -  - - - - -  - -  24 

小计 5  11  15  12  17  9  15  21  15  5  5  3  9  19  4  4  8  7  2  186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1 1  - 1 3  - -  - -  -  -  - 4  3  1 1 1  1 - 17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1  1 1  - -  - 2 -  1  - - -  2  -  1  - -  - 1 10 

(c) 行车道标记 - - -  - - - - - 1 - - - 1  -  -  -  1 - - 3 

小计 2  2  1  1 3  - 2  -  2  -  -  -  7  3  2  1  2  1 1 30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16  11  21  9  33  5  22  33  25 12  13  53  34  17  6  11  8  4  1  334 

(b) 其他执法事宜 10  12  11  4  15  6  14  11  12  5  10  13  27  11  6  7  18  5  1  198 

小计 26  23  32  13  48  11  36  44  37  17  23  66  61  28  12  18  26  9  2  532 

合计 33  36  48  26  68 20  53  65  54  22  28  69  77  50  18  23  36  17  5  748 

 

 

 

-   4
3
   - 

附件 I(ii) 

注：  (1) 不包括由两位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共 195 宗有关交通挤塞／阻塞的个案。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载于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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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J 

 

有关新运输基建项目的投诉及建议 1 

 

 

项目  通车前 通车后 合计  

屯门至赤鱲角

北面连接路2 

2020 年：  1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第一季：  

 

76 

31 

36 

4 

 1483 

 

 
1   147 

 

沙中线4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1 

9 

3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第一季： 

 

28 

76 

56 

14 

 207 

  

 
33   174  

将蓝公路5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0 

8 

32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第一季： 

 

 

14 

54 

7 

 1156 

 

 

40   75  

 

 

                                                 
1 直接与基建项目有关的投诉及建议。其他一般性质的投诉及建议（例如不依循

路线、欺骗及拒载／拣客等的士个案）并不包括在内。  

2  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通车。  
3 在 148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名市民提出共 51 项纯粹建议。  
4 屯马线全线在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开通，而东铁线过海段则在二零二二年

五月十五日启用。  
5 在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通车。  
6 在 115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名市民提出共 78 项纯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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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Ｋ 

向交通投诉组提出建议及投诉的方法   

 市民如欲提出任何有关交通问题的建议或投诉，可用电话与

交通投诉组联络。本组的热线电话 2889 9999 在办公时间有工作人员

接听，而在办公时间以外则提供留言服务。 

 另一方法是在本组网站填妥适当的电子表格（交通投诉表格、

的士投诉表格及建议表格）。这些表格可向各区民政事务处及运输署

索取，填妥后寄往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12430 号。 

 

 市民亦可以邮递方式向交通投诉组提出建议或投诉，邮递地

址如下 –  

 

香港邮政总局邮箱 12430 号 

 

 

 本 组 图 文 传 真 机 号 码 是 2577 1858 ， 电 子 邮 箱 地 址 是

info@tcu.gov.hk，而网页地址是www.tcu.gov.hk（载有电子表格）。

市民可用上述各种方法提出建议或投诉。 

 

http://www.info.gov.hk/tcu/
https://www.tcu.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