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泊車位政策」提交的意見書  

政府紓緩私家車泊車位的三大方針，離不開打擊私家車用家的需求，

包括增加買車稅和牌照費等。另外最近拆卸的美利道停車場及中間道

停車場，重建為商廈後仍然損失的大量車位，亦有「陰乾」私家車車

主之嫌，從以減少用車意欲。可是政府忽略當市區泊位不足的問題時，

當違例泊車會增加，尋找泊位時間亦會增長，從而令路面進一步擠塞。 

現時政府三大方針只求盲目施力，要求車主改變習慣，仍無針對分析

市民用車原因。公民黨必須強調，控制汽車增長的關鍵是「堵不如疏」。

政府的工作應是了解需求，從而引導私家車的需求至其他交通工具，

而非盲目用力抑制。  

 

鐵路系統負荷過重  

政府經常強調香港交通以鐵路為骨幹。可是隨著跨區工作的人數增加，

各鐵路系統的負荷日見過重。於繁忙時間，市民須等兩三班列車才能

開始通勤，浪費時間之餘亦難預計車程需時。  

上車後，長達半小時至一小時的跨區車程需忍受極為擠逼的不適。加

上擠逼時，部分乘客無法使用扶手，需額外浪費體力平衡站穩，不適

變成疲勞。車箱內強逼收聽的廣告進一步轟炸本已疲勞的乘客。鐵路

負荷過重的問題，形成極差的乘搭體驗，大大減低市民依賴使用鐵路

的意欲。  

 

「鐵路為主  巴士為輔」的盲點  

政府以鐵路為主的政策，往往要巴士及小巴線削減班次，讓路予新開

的鐵路服務。可是巴士和小巴的優勢是坐位較多及點對點服務，可以

提供較快的車程，亦能減少轉乘所需的等待及不適。這些方便舒適的

因素，會隨著鐵路取代巴士時所消失，結果市民會選擇以私家為作為



 

 

替代的交通工具，進一步造成路面擠塞。  

政府必須重新審視「鐵路為主巴士為輔」的原則是否適合應用於全港。

當局可仔細審視各區交通需要及模式，從而決定巴士及鐵路各自提供

服務的角色。特別在新界北及新界西等地區，出現明顯的「強幹弱枝」

問題。一方面鐵路需求過大，另一方面巴士缺乏合理供應及選擇。特

別當跨區巴士班次不夠頻密時，乘客須額外預早出門，浪費時間。當

巴士班次不能配合需要，乘客量自然下降，提供了誘因進一步削減班

次。結果是需求沒有被滿足，而不是需求不存在。  

這些跨區需求不會全部轉化成鐵路乘客，因為選鐵路出行便須多次轉

車，浪費車程時間，不是原有巴士乘客所期待的選擇。這些剩餘需求

會進一步推高對私家車的依賴。  

公民黨認為政府應採取以下措施，長遠解決香港泊車位問題：  

1.  研究本港私家車的使用習慣及數量增長成因，並完成研究前不

應急於出售公共停車場地皮謀利；  

2.  立即開展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為未來二十年的交通布局提出

藍圖；  

3.  重新協調巴士的角色定位，特別在跨區運輸中所擔當的角色；  

4.  研究引入更有效率的交通配套，例如：共享共乘的租車平台、

單車友善政策及規劃、興建更多泊車轉乘設施；  

5.  政府立即使用  GTFS (General Transit  Feed Specification)格式處

理交通資料，並開放實時交通數據，推動民間整合各交通工具

路線及實時路面資料，從而疏導汽車及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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