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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四號報告書》─  第 5 章

重建公眾碼頭

撮要

1 . 土木工程拓展署負責公眾海事設施的建造和維修保養。

目前，該署負責維修 1 37 個碼頭（包括 62 個公眾碼頭、 4 8 個政
府碼頭和 27 個渡輪碼頭）和 166 個登岸台階。大多數碼頭屬鋼
筋混凝土結構。由於濕氣和來自海鹽中的氯化物滲入，內藏在混

凝土內的鋼筋易受銹蝕。

鋼筋混凝土碼頭的耐用程度

2 . 鋼筋混凝土碼頭的耐用程度欠佳　一九九五年，土木工

程拓展署委聘顧問公司研究 93 個鋼筋混凝土碼頭的狀況。研究
發現，由於鋼筋遭銹蝕，以致混凝土保護層破裂和剝落，大多數

碼頭迅速損壞。不單是舊碼頭，很多較新的碼頭狀況也欠佳，有

86 個碼頭確定須進行結構修葺。另外，其中 16 個由於嚴重損壞，
持續修葺並不划算，因此建議重建。審計署注意到，截至二零零

四年十二月，在該 16 個碼頭中，有 5 個仍然使用。審計署建議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密切監察鋼筋混凝土碼頭的狀況，以及繼

續探討如何改善這些碼頭的耐用程度。

3 . 新的海事用混凝土規格　顧問研究的結論指出，在本港

的海洋環境中，當時碼頭採用的鋼筋混凝土規格不足以抵擋氯化

物滲入，因此建議訂定一套新的海事用混凝土規格。一九九八年

七月，土木工程拓展署在碼頭建造和維修工程採用新的規格。審

計署認為這套新規格對其他工務部門也很有用。審計署建議土木

工程拓展署署長應在諮詢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後，把顧問研究

結果通知其他工務部門，並公布新的海事用混凝土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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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破損碼頭的規劃工作

4 . 重建碼頭的理據　上述顧問研究完成後，土木工程拓展

署在一九九六年展開重建計劃，重置破損碼頭。截至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已有 14  個碼頭（ 12 個公眾碼頭和 2 個政府碼頭）納入
重建計劃，核准工程預算總額超逾 3 . 5 億元。該署採取以一換一
的策略重置破損碼頭。重建碼頭的理據主要基於維修及安全考

慮，而並非以使用量為根據。在工程計劃規劃階段，該署並無進

行實地調查，以評估碼頭的使用量。審計署認為，土木工程拓展

署須採用嚴格的準則，像興建新碼頭一樣，證明有足夠理據重建

碼頭。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根據碼頭的實際及預計

使用量，審慎研究重建碼頭的需要。

5 . 公眾碼頭沒有管理部門 　在重建兩個政府碼頭時，該兩

個碼頭的管理部門（即香港警務處及懲教署）是工程計劃的委託

部門，參與確立重建理據和界定重建工程範圍。與兩個政府碼頭

不同，公眾碼頭並沒有指定的管理部門。因此，就納入重建計劃

的 12 個公眾碼頭而言，土木工程拓展署擔任雙重角色，既是委
託部門，也是工程代理。該署提出的重建碼頭理據大都基於維修

和安全考慮，這可能正是原因之一。審計署認為這項安排可能會

削弱工程代理和委託部門之間應有的制衡關係。審計署建議土木

工程拓展署署長應考慮就公眾碼頭的管理進行檢討，以期物色管

理部門。

對重建深涌公眾碼頭的關注

6 . 深涌及荔枝莊是兩個人煙稀少的鄉郊社區，並無車路直

達。前往馬料水的街渡服務在該兩處地方的公眾碼頭營運。土木

工程拓展署檢查該兩個碼頭時，發現損壞情況嚴重，因此把碼頭

納入重建計劃。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及二零零四年二月，數份報章

對土木工程拓展署計劃重建深涌公眾碼頭表示關注，並指稱該處

只有寥寥數名居民，因此質疑重建碼頭的理據。市民也對該項工

程計劃提出投訴和反對。土木工程拓展署在二零零四年一月至四

月期間進行的實地調查顯示，深涌及荔枝莊公眾碼頭的使用率偏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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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二零零四年六月，土木工程拓展署暫緩該兩個碼頭的重

建工程，以便再作檢討。二零零四年九月，該署完成有關深涌及

荔枝莊公眾碼頭設計的檢討工作，並把修訂設計提交經濟發展及

勞工局考慮。土木工程拓展署在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兩個新碼頭

的面積已經縮減，並且不設上蓋。修訂設計後，建築費用總額會

由 5 , 570 萬元減至 3 , 2 70 萬元，可節省 2 , 30 0 萬元。按照提交經
濟發展及勞工局的建議時間表，該署會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向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進行重建工程。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

展署署長應： (a )審慎評估是否有需要重建破損的公眾碼頭，並
在評估時考慮碼頭的使用量和所服務的人口；及 ( b )在申請撥款
重建深涌及荔枝莊公眾碼頭的文件中，提出充分理據支持重建該

兩個碼頭，以便財務委員會在作出決定時掌握充足資料。

重建烏溪沙、坪洲及嘉道理公眾碼頭

8 . 烏溪沙公眾碼頭　該碼頭位於馬鞍山新市鎮，八十年代

前，並無陸路連接。該碼頭的街渡服務在一九八三年停辦。二零

零一年二月，土木工程拓展署在重建工程的設計階段發現碼頭使

用量偏低，而且陸路交通已發展完備，當地村民不會再使用該碼

頭。該署遂徵求兩個使用該碼頭的政府部門的意見，請他們協助

提供重建碼頭的理據，但該兩個部門都認為該碼頭對其服務並非

必要。然而，土木工程拓展署在申請撥款的文件中沒有提到該碼

頭的使用量偏低。重建工程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展開，預期在二

零零五年年初完成，預算費用為 1 , 500 萬元。審計署建議土木工
程拓展署署長應審慎評估重建破損碼頭的需要，評估時應考慮碼

頭的使用量及是否有陸路交通可供使用。

9 . 坪洲公眾碼頭 　坪洲是一個小島，設有三個碼頭和九個

登岸台階。來往中環的渡輪服務（航線 A）在渡輪碼頭營運；來
往喜靈洲的渡輪服務（航線 B）在渡輪碼頭側的登岸台階營運；
來往愉景灣的街渡服務（航線 C）在公眾碼頭營運。坪洲公眾碼
頭重建工程在二零零四年一月完成，費用為 2 , 20 0 萬元。維修考
慮和需要容納渡輪服務，是重建公眾碼頭的主要理據。土木工程

拓展署申請撥款時一時疏忽，指航線 B 和航線 C 的渡輪服務都
在公眾碼頭營運。審計署注意到，在公眾碼頭重建期間，航線 C
的渡輪服務改用鄰近的登岸台階。審計署認為坪洲的九個登岸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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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應可提供足夠的登岸設施，因此對於是否有需要重建坪洲公眾

碼頭，有所保留。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審慎評估重

建破損碼頭的需要，評估時應考慮區內是否有其他登岸設施可供

使用。

10 . 嘉道理公眾碼頭　嘉道理公眾碼頭位於屯門青山灣，主

要用來提供前往東涌馬灣涌的街渡服務。自從一九九七年北大嶼

山有陸路交通可供使用後，街渡服務的需求大減。鑑於該碼頭的

損壞情況嚴重，土木工程拓展署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建議重建該碼

頭。重建工程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完成，費用為 75 0  萬元。二零
零四年十一月，審計署瀏覽營辦商的網站時注意到，上述街渡服

務已改為在屯門另一個地點停靠，而不再以嘉道理公眾碼頭為停

靠點。審計署也注意到，嘉道理公眾碼頭附近有兩個登岸台階，

可供街渡服務使用，因此對於是否有需要重建該碼頭，有所保

留。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審慎評估重建破損碼頭的

需要，評估時應考慮使用碼頭的渡輪或街渡服務的營運狀況和乘

客量，以及附近可供使用的其他登岸設施。

新碼頭的設計

11 . 新碼頭經改善的地方　近年，土木工程拓展署設計碼頭

時，開始重視碼頭設計的美感和配套設施。 1 2 項工程計劃中，
新碼頭的面積都較舊碼頭大，其中六個更增加了泊位數目。此

外，新碼頭一般都加建附設照明設施的上蓋。雖然碼頭的使用量

是設計新碼頭的主要指標，但是土木工程拓展署在設計新碼頭

時，沒有進行任何實地調查，評估碼頭的實際使用量。新碼頭的

設計有節省費用的空間。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在設

計新碼頭時，因應碼頭的使用量，得出最合適的設計。

12 . 碼頭的結構形態　大多數碼頭採用透空式結構，以鋼筋

混凝土建成。內藏在混凝土內的鋼筋易受銹蝕。此外，碼頭也可

採用實心結構，以預製混凝土方塊建成（不含鋼筋）。實心碼頭

沒有銹蝕問題，而且建築及維修費用較鋼筋混凝土碼頭低。在土

木工程拓展署進行的碼頭重建工程計劃中，只有一個新碼頭採用

實心碼頭設計。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考慮在日後的

碼頭重建工程計劃中，更廣泛採用實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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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回應

13 . 當局接納審計署的建議。

二零零五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