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啟源）九巴及龍

巴去年向政府申請分別加價8.6%及7.4%，

被市民批評「獅子開大口」。行政會議昨決

定將兩巴加價幅度降至3.6%及3.2%，九巴

昨表示十分失望，更指單計近8個月的油價

升幅，已令今年總營運成本增加約10%，遠

超今次加價幅度，即使加價後，兩巴收入仍

難以應付目前不斷上升的營運成本。

九巴發言人昨回應指出，九巴及龍運車隊

正使用超低硫柴油，燃油開支佔九巴去年的

總營運成本約18%。去年7月底，兩巴向港

府提交加價申請時，油價為每桶86美元，

但事隔8個月，油價現時已大幅上升60%至

每桶138美元。發言人表示，即使油價維持

現時水平，單計燃油價格已令九巴總營運成

本增加約10%，遠超今次獲批的加價幅度。

距離對上一次加價，九巴及龍運全體員工
在過去2年間，已累計加薪3.3%，九巴的隧
道費亦增加7.5%。同期間，受多條新鐵路
路線開通影響，九巴近年平均載客量持續下
降，去年九巴每日平均載客量跌至259萬人
次，較2008年少約3.8%。巴士路線重組方
面，又面對各區區議會的重重阻力，未能有
效營運巴士服務。加上新購巴士及零件價格
持續上漲、員工薪酬將獲調升、購置最新型
環保巴士及改善設施等開支，預計今年營運
成本將持續上漲。

預期營運環境更嚴峻
發言人又稱，兩巴營運環境預期將會更嚴

峻，但現時評論是否需要再度申請加價屬言
之過早，兩巴會繼續透過改善營運巴士效
率，應對成本增幅。

3.6%

港府考慮巴士加價的因素
1. 巴士公司自上次(即2008年6月)調整票價以來，營運成本及

收益的變動；

2. 未來成本、收益及回報預測；

3. 巴士公司的合理回報率；

4. 市民的接受程度和負擔能力；

5. 巴士公司要保持服務的質和量；

6. 票價調整方程式 (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變幅×0.5+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變幅×0.5-生產力增幅×0.5)的結果：

運算結果=2.12%×0.5+5.72%×0.5-0%×0.5=+3.92%

註：生產力增幅暫訂為0，至明年才檢討。

資料來源：運輸及房屋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敬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郝君兒）九巴對獲准加價
3.6%表示失望，乘客卻認為加價1毫也嫌多，投訴
香港樣樣加，苦了小市民。市民吳婆婆表示，九巴
雖然每程加價幾毫，但「小數怕長計」之下負擔沉
重，但不搭巴士轉搭港鐵，港鐵也同樣快將加價，
市民根本難逃加價困局。亦有市民對「可加可減」
票價機制在實際執行時淪為「有加無減」機制感到
不解，促請港府檢討，及敦促公共交通機構先自行
改善內部管治，減低經營成本及加價壓力。

「無選擇 任魚肉」
郭先生表示，過去半年物價騰貴，小市民根本沒

有抗衡之力，只能默默接受。他又批評九巴起初申

請加幅高達8.6%，是獅子開大口，認
為縱使營運成本增加，也不能完全罔顧市民的負擔
能力。九巴長期乘客余先生（上圖）也表示，上班
及回家也只有搭巴士，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取
代，「怎樣加價也只有任人魚肉！」
每天需乘搭九巴上班的何小姐（下圖）認為：

「根本1毫都不應讓九巴加！」她表示，每天上班都
乘九巴，日後來回程每天車費需多付約1元，看似
不多，但計及其他生活開支持續增加，經濟負擔愈
來愈重。就交通工具陸續加價，她表示不理解用以
審批的「可加可減」機制為何變成了「有加無減」
機制，希望政府重新檢討，並希望公共交通機構加
價前，先自行改善內部管治，減低加價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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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通過九巴下月15日平均加
價3.6%，低於該公司申請的8.6%。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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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萬人次捱貴車 官稱推高通脹微

九巴龍巴加價摘錄
路線 現價 新價
1 (竹園往返尖沙咀) 5.0元 5.2元
269C (天水圍往返觀塘) 16.5元 17.0元
868 (屯門市中心往返沙田馬場) 33.2元 34.9元
68M(荃灣鐵路站往返元朗(西)總站) 8.8元 9.1元
59M(屯門碼頭總站往返荃灣鐵路站) 7.3元 7.6元
74X(大埔中心往返觀塘碼頭) 8.8元 9.1元
47X(葵盛東往返秦石) 7.0元 7.3元
A43(粉嶺聯和墟往返機場) 29.2元 30.9元
A31(荃灣往返機場) 17.8元 18.9元
E41(大埔往返機場博覽館) 13.6元 13.9元

資料來源：運輸及房屋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靜雯

鄭汝樺昨日會見記者時稱，
行政會議審批巴士公司加

價申請時，已考慮6大因素，包
括巴士公司2008年6月加價後營
運成本及收益的變動、未來成本
及回報預測及回報率、市民接受
程度、服務質量、方程式運算的
結果，經平衡各方因素後，認為
九巴及龍巴起初提出加價8.6%及
7.4%的申請過高，遂下調至
3.6%及3.2%。她表示，批准的
加幅低於通脹（即5.72%），而且
當局已考慮燃油價格高企對巴士
公司帶來沉重壓力，亦考慮到市
民負擔能力，希望巴士公司能與
市民共渡時艱。

每天22萬人次多付逾5毫
在營運成本上，九巴及龍巴受鐵路競爭及金融海嘯影響，

載客人次減少，從2008年每日載客269.5萬及7.89萬人次，跌至
去年260.6萬及7.8萬人次。在回報預測上，九巴因延長車長休
息及用膳時間，須增聘516名車長。九巴及龍運巴士今年總營
運成本，料因油價及薪酬等因素分別上升4.9%及5%。在服務
質量上，九巴在2007至2009年每百萬行車公里意外率為3.14
宗，龍運巴士則低於1.5宗，遠低於所有專營巴士的平均3.74
宗。至於考慮運輸業界工資及通脹因素的票價調整方程式，
計算出加幅為3.92%。
在新收費下，九巴有7.8%乘客不受影響、40.8%乘客須每程

多付0.1元至0.2元、42.9%乘客多付0.3元至0.4元，其餘8.5%
（約22萬人次）則多付超過0.5元。龍運巴士則有19.4%不受影
響，有66.1%每程多付0.3元或以下。鄭汝樺表示，政府經濟顧
問的評估，獲准的加幅會使今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增加0.03
個百分點，明年則增加0.02個百分點。

民建聯倡設收費穩定基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學明表示，強烈不滿九巴及龍運巴士

獲准加價，認為巴士是普羅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在通脹高
企時及連年獲得巨額盈利下，應考慮市民負擔能力，負起社
會責任擱置加價，並調低營運成本，增加其他非車費收入，
紓緩加價壓力。他又建議當局研究設立公共收費穩定基金，
減輕市民的生活開支壓力。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港府大幅削減原有加價申

請幅度，並低於通脹是負責任做法，但打工仔加薪幅度未能
追及通脹水平，交通開支仍是市民的沉重負擔，促請巴士公
司提供月票優惠。他又稱，九巴和龍運巴士的母公司載通透
過把車廠用地發展物業賺錢，認為當局有必要檢討現有機
制，把地產收入納入評審加價申請的考慮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嚴敏慧）公共交

通工具陸續加價，下月中起每天將有246.56萬人次

「搭貴車」。去年母公司錄得8.7億元盈利的九巴及

龍運巴士，昨日獲行政會議批准加價，下月15日

起，九巴平均加價3.6%，近半數乘客每程多付0.3

元至0.4元；龍運巴士平均加價3.2%，近85%乘客

每程多付0.3元或以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

表示，有關加幅已較巴士公司提出的加價申請減

半，亦低於巴士公司上次加價後至今的通脹；預料

今次票價加幅將導致今年及明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分別上升0.03個百分點及0.02個百分點。

各項交通工具加價概況
交通工具 加價幅度 生效日期
港鐵 2.3% 6月1日
離島渡輪 9.33%至11.86% 1條航線已於4月

1日生效，5條航
線7月生效

九巴 3.6% 5月15日
龍運 3.2% 5月15日
電車 25%(成人)；30%(小童) 正待行政會議審批
紅綠藍的士 起錶加2元 正待行政會議審批
32條專線小巴 每程加0.1至0.7元 運輸署本月中批准

陸續加價，並正處
理另外114條專線
小巴線的加價申請。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敬文

「獅子大開口」 當局削逾半加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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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通脹持續升溫，巴士公司獲准加價3.2%至
3.6%，市民大呼生活壓力百上加斤；巴士公司亦
不滿加幅偏低，通脹蠶食企業盈利現象可見一斑。
有經濟學者分析指出，通脹問題已不再僅是民生問
題，也窒礙整體經濟發展，企業在工資、租金上漲
之下，成本拾級而上，但卻要顧及市民承受能力，
未能將成本升幅全數轉嫁，變相要企業削減盈利，
不利香港投資市場。當局應研究為樓市降溫，減低
市民及企業的壓力。

香港近月通脹急升，不少公共交通工具先後提出
加價申請，但部分加幅最終被港府大幅砍掉，一方
面顯示港府已盡力為市民「把關」，但另方面卻變
相要由企業自行承擔部分成本漲幅。

根在租金 促樓市降溫
這現象是好是壞？對市民來說當然有助紓緩負

擔，但仍是杯水車薪；對企業來說或許是「盡了」
社會責任，但盈利卻被通脹蠶食。

有經濟學者指出，租金是香港通脹最大的「火車
頭」，影響企業經營及市民生活，當局應研究為樓
市降溫，減低市民及企業的壓力。經濟學家關焯照
則認為，私營機構未能把經營成本轉嫁，最終會在
股價反映，若普遍公司出現「未能轉嫁」情況，股
票市場便會受到嚴重影響，財富效應消失，削弱投
資意慾，經濟發展便受影響。他認為，香港通脹要
待外圍經濟冷卻，甚至出現爆破才有望放緩。
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副教授李鉅威表示，

未來數個月的通脹仍難以回落，估計仍維持在3%
至4%水平，但因內地仍有嚴控通脹措施，估計香
港的通脹仍可受控。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敬文

乘客怨機制有加無減

■鄭汝樺稱，平衡各個因
素後才准九巴加價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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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通過九巴下月15日平均加
價3.6%，低於該公司申請的8.6%。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九巴捱轟
加價

經濟學者：通脹窒礙經濟

7.8%乘客 不受影響

40.8%乘客 須每程多付0.1元至0.2元

42.9%乘客 多付0.3元至0.4元

8.5%乘客 多付超過0.5元

受影響乘客比例

中國外匯儲備餘額突破3萬億美

元。央行行長周小川指，外匯儲備

已超過需要的合理水平，中央已明

確提出要減少外匯儲備的過度積

累。 詳刊A5

要
聞

中國外儲3萬億
周小川：超合理水平

港府對一般樓宇及新界村屋僭建工

程的執法準則不一，「放生」村屋

的違例建築。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

查發現，屋宇署及地政總署執法太

寬鬆。 詳刊A6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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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揭弊
當局「放生」村屋僭建

國土資源部19日發佈公告顯示，

2010年執法檢查發現違法違規用

地3.42萬宗，其中國家和省級重點

工程項目成為違法用地重災區。

詳刊A7

中
國

內地重點工程
違規用地嚴重

曾立下遺囑將接近95%遺產納入名

下慈善基金的南豐集團創辦人陳廷

驊，遭妻子申請離婚，案件昨有突

破，雙方分居一年後離婚。

詳刊A16

港
聞

棉紗大王陳廷驊
與妻終協議離婚

有美國「新聞界奧斯卡」之稱的普

立茲獎前日揭曉，美籍華裔作曲家

周龍把中國民間傳說《白蛇傳》創

作成英語版歌劇，獲得普立茲音樂

獎。 詳刊A24

國
際
《白蛇傳》征服普立茲
華人首奪音樂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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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第11/047期) 攪珠結果

1 8 18 20 22 46 28

下次攪珠日期：4月21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763,040 (4注中)

三獎：$51,840 (157注中)

多寶：$42,156,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