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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署未適時修訂挨批 路邊二氧化氮超世衛2倍
空污指標25年不達標

現有空氣質素指標1987年由環保署訂
立，規定7種本港常見空氣污染物濃

度水平。不過審計署審查後揭發，現有空氣
質素指標訂立25年以來，雖曾兩度於1997年
及2007年作出檢討，但並沒有參照內地及海
外國家做法─為保障公眾健康，訂定空氣質
素標準後不時作出修訂─導致指標不合時
宜。去年路邊二氧化氮及可吸入懸浮粒子全

年平均濃度水平，分別錄得每立方米122微
克及61微克高位水平，較本港標準上限80微
克及55微克，分別超出53%及11%。

空氣質素遠遜悉尼
另一方面，本港空氣質素與國際大都會相

比未如理想，路邊二氧化氮及可吸入懸浮粒
子濃度，不但超出世衛上限逾兩倍，而且與
悉尼相比，更高出逾二點七倍及逾二點二
倍。

批評監測站太少
審計報告批評，環保署2006/07年度以

來，曾訂立每日空氣污染指數不應超過100
服務表現目標；但2007年起至去年，空氣污
染指數超過100日數有增無減，由2007年74
日增至去年175日，增幅逾一點三倍，反映
空氣污染情況惡化之餘，亦反映環保署表現

未能達到訂立指標水平。報告又指，本港18
個行政區中，環保署未有在港島南區、灣
仔、油尖旺、九龍城、黃大仙、西貢、屯門
及新界北區設置一般監測站，批評署方對告
知公眾按地區劃分的空氣污染指數安排未如
理想。

環局推「一籃子」改善
環境局及環保署同意審計署建議，承諾會

加強減排工作力度，務求降低公眾健康風險
水平，推行一籃子22項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同時按照國際慣例，最少每5年檢討一次空
氣質素指標，以及定期在年報和網站內，匯
報空氣質素指標達標程度；並考慮空氣污染
指數檢討建議，優化空氣污染指數匯報系
統。
空氣污染問題不容忽視，香港地球之友發

言人表示，認同審計報告所指，空氣污染涉

及跨部門職務，為免部門各自為政，促請政
務司司長做好統籌角色，要求當局聯合制訂
改善空氣質素共同目標，以共同問責。健康

空氣行動項目經理馮建瑋表示，希望政府對
症下藥，及早處理路邊空氣污染問題，落實
採納世衛長期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本

港空氣污染問題持續惡化，環保署訂

立的空氣污染質素指標，25年來從未

達標，即使曾兩度檢討，卻未有參照

國外做法，被審計署批評沒有適時修

訂，令指標不再合時。昨日公布的審

計報告亦指出，去年路邊二氧化氮及

可吸入懸浮粒子全年平均濃度水平，

不但超出法定上限53%及11%，更較

世衛標準高出逾兩倍。另高污染水平

日數由2007年74日增至去年175日，

增幅高逾一點三倍，批評環保署未做

好改善空氣污染工作，通知公眾空氣

污染指數安排未如理想。

沙士存120萬口罩 物流署擺到過期

車船電抹黑藍天 多部門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寶）審計報

告批評，海事處調查嚴重意外時，大部
分未能在30周目標時間內完成報告。審
計署審查2008年至今年48宗嚴重意外調
查工作，發現85%平均需69個星期才完
成調查，有個案更需時164星期才完
成。報告指，調查人員工作繁重、個案
複雜，而且相關人士及機構回應需時，
均導致調查工作延誤。

逾3,000船牌照過期未檢驗
審計署又發現，海事處未針對牌照過

期船隻迅速跟進。報告指，截至今年5
月，14,517艘本地船隻牌照過期，當中
3,000多艘逾期未檢驗，或對本港水域安
全構成威脅。報告又指，海事處審批船
隻圖則時間未達承諾時限目標，建議海
事處把更多低風險類別船隻驗船工作外
判特許驗船師，以便海事處專注規管。

籲增裝卸區招標透明度
審計署又指，有公司以高價投得貨物

裝卸區空置停泊位後退還泊位，再經另
一間有關連公司，以較低價錢重新競
投。審計署建議海事處檢討招標條款，
提高公眾貨物裝卸區重新招標透明度。

海事處回應指，現時訂立30周目標時限須作檢
討，已建立資料庫監察調查進度，並考慮以風險
為依據，為船隻檢驗工作制訂時間表，盡量先進
行複驗，再發出驗船證明書/運作牌照。而對於
南丫島海難，處方表示調查工作會盡快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本港路邊空氣污染指數持續高
企，昨日公布的審計署報告，狠批多個部門監管空氣污染不力，包
括環保署取代柴油車計劃成效不彰，規定本地與內河船隻使用超低
硫柴油進度同樣緩慢。報告又批評指，運輸署重整廢氣排放量佔整
體40%的專營巴士路線欠效率，海事處未管制遠航船隻排放黑煙
量。另報告發現由2015年及2017年起生效的發電廠氮氧化物排放限
額，遠高於顧問提議的限額。

取代柴油商業車 資助成效微
本港路邊空氣污染嚴重，去年13項路邊空氣質素指標測量中，5項

超出空氣質素指標上限。審計署報告揭發，柴油商業車輛及船隻排
放污染物是主要污染源頭之一。雖然環保署2000年起四度推出一筆
過取代歐盟前期、I期及II期柴油商業車輛資助計劃，但2007年資助
計劃成效不大，只取代29%高污染柴油車；2011年計劃更只能取代
24%歐盟II期車輛，令現時仍在街道上行駛的逾12萬輛柴油商業車
輛中，仍有44%屬高污染車輛，相當於逾5.3萬架，造成嚴重空氣污

染，狠批成效未如理想。

巴士減班未達預期
審計報告又指，在交通繁忙地點，專營巴士廢氣排放量可佔總車

輛廢氣排放量40%，運輸署為達至2014年空氣質素指標，曾於2007
年估計，可在2015年或之前減少10%巴士班次，並重整巴士路線，
以減少156公噸路邊氮氧化物排放，但銅鑼灣、中環及旺角2009年至
2011年間，合計減少巴士班次只有1.1%，銅鑼灣更只有0.2%。
審計署又分別批評環保署及海事處，截至今年9月仍未能規管本

地及內河船隻使用超低硫柴油，及未能修例要求採用力高文圖表測
量船隻黑煙排放量，以便檢控。審計署又發現，以天然氣發電所排
放的污染物量，遠低於燃煤發電，但由2015年及2017年起生效的本
港發電廠氮氧化物排放限額，卻遠高於環保署顧問所提議的限額，
預料影響達至2014年空氣質素指標。
當局同意審計署建議，環保署表示，本港一般空氣質素從1999年

到2011年期間已見改善，二氧化硫及可吸入懸浮粒子已分別明顯下
降28%及8%。為淘汰高污染柴油車輛，會繼續採取鼓
勵和抑制措施，並參考國外標準，制訂船用柴油含硫量
新上限，同時要求發電廠採取可行措施減少排放氮氧化
物。運輸署表示，會持續進行重整專營巴士服務，並與
環保署商討減少專營巴士班次策略。運輸及房屋局認同
有需要修訂法例，承諾與海事處及律政司緊密合作，以
加快修訂法例程序。
香港地球之友認為，審計報告建議中肯，促請環保署

及運輸署盡快淘汰老舊柴油車，並在繁忙路段設置低排
放區，以解決路邊空氣污染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審計署發現，物流署
2003年沙士爆發當年，為教育局購買120萬個手術用口
罩，存放在營運中心9年，至今仍未使用。該批口罩
總值47萬元，物流署曾向口罩製造商查詢使用期限，
得悉如妥善貯存，並不存在使用期限。直至去年，當
教育局實地視察存放位置後，為安全起見，再向供應
商查詢，發現口罩過了2008年，已不適合使用。
審計署指出，物流署向教育局提供不正確意見，建

議日後作大批貨物採購時，須向每一個供應商核實物
料貯存期限，並告知用戶部門；定期提醒各部門盡快
領取物料，並應協助教育局處置貯存在營運中心的不

適宜使用手術用口罩。

採購違規無用「電拍」省錢
審計報告又發現，物流署部分採購程序並無跟足規

定，又無充分利用電子拍賣方式節省成本。審計署發
現，購買小額貨品用的採購卡仍未在各局及政府部門
全面推行。
物流署回應指，日後採購物料時會向每個供應商核

實物料貯存期限，並告知用戶。日後如部門延遲領取
物料，物流署會每6個月提醒盡快領取該等物料。署
方會協助教育局處置不適宜使用的手術用口罩。

海關知識產權懶執法 逾半5年未結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審計署批評海關版權

及商標調查科互聯網監察系統，未有隨科技發展打擊
最新軟件或技術懷疑網上侵權活動。記錄個案系統不
完善，系統內「處理中」個案逾半超過5年未完結。
署方審查70宗未完結個案，15宗2年或更長時間沒跟
進；18宗終結個案事隔7年沒有更新個案資料庫。
審計署批評海關知識產權執法工作未依足程序，例

如今年4月，12,000多宗尚在處理個案中，一成半個案
平均7.7月仍未有更新進展；超過2個月要更新一次指
引。而正在處理個案中，超過一半調查逾5年未結案。
審計署又指出，光碟製造工廠近年已減少，但海關

繼續每年抽查約300次，更增加每個工廠平均抽查次
數，由1999年3次增至今年12次，建議海關檢討及提高
成本效益。
現時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互聯網監察系統，只能

監察「BT點對點」網上侵權，卻未能監察其他檔案分
享軟件或技術。審計署建議海關提升系統，或開發其
他適當技術打擊網上侵權。
海關表示，審計結果對海關管理知識產權執法工作

有實質幫助。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指，當局會通過立
法、執法、公眾教育和與持份者合作，繼續保護知識
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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