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巴申請加價，平均加幅
8.5%，遠高於通脹，立法會

議員陳鑑林不滿加幅太大，擔
心其他公共運輸系統跟隨。有
學者批評九巴未能有效控制燃
油成本開支，以至出現巨額虧
蝕。至於首當其衝最受影響的

小市民，更怨聲載道，但因工作需
要，只有無奈乘搭。

學者：可考慮放棄專營權
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

所長莊太量指出，九巴申請的加幅
偏高，市民難以接受，估計當局最
多只會容許九巴加5%，或甚至稍
高於通脹的6%。他認為，九巴最
嚴重的虧蝕來自燃油，高達數
億元，若燃油開支成本控制得
好，應該可以賺回這數億元，
但由於未來油價都會只升不
跌，他認為九巴仍會不斷面對虧
損問題。莊太量又指，路線重組是
最可行做法，但在實行上又被「縛
手縛腳」，以至進展緩慢，他建議
九巴考慮放棄專營權，「反正九巴
最大的對手是港鐵，放棄專營權可
以有更大自由度」。

陳鑑林：節流不善累市民
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認為加幅過

大，極不合理，九巴以燃油成本上
升40%為主要加價理由亦不充分，
應該同時考慮現時物價上升幅度和
市民承受能力等因素，而且應該更
積極重組路線減低營運成本。他又
擔心其他交通工具如港鐵和城巴有
機會跟隨加價，希望交通諮詢委員
會及行會研究更多資料才決定是否
批准加價。

街坊：加幅太惡無奈乘搭
九巴加價後平均每程要額外多付

0.53元，對小市民影響最大。方先

生認為現時物價太高，九巴再加價
會令生活更困難，但對他來說，九
巴仍最方便上下班，無奈繼續乘
搭。杜小姐表示不會因九巴加價而
轉乘港鐵，因為九巴仍比港鐵便
宜，但她坦言擔心其他交通工具會
隨九巴加價，希望政府能夠遏止加
風。郭先生則認為現時民生很差，
所以加價非常不合理，但巴士是必
需品，會繼續乘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王維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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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份零售數字
商品類別 變幅（按年）

電器及攝影器材 +29.9%

雜項耐用消費品 +21.1%

食品、百貨公司貨品 +5.7%

雜項消費品 +5.4%

超級市場貨品 +3.7%

鞋類、有關製品及其他衣物配件 +0.7%

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 -4.6%

汽車及汽車零件 -4.5%

傢具及固定裝置 -4.5%

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 -2.5%

燃料 -0.9%

服裝 -0.2%

所有零售商品類別 +4.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九巴獅開口怨載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統計處最
新零售數據顯示，本港零售市道持續升
勢，但較9月顯著放緩。今年10月份
本港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
356億元，按年上升4%；扣除期間價格
變動後，總銷貨量按年上升3.6%，較9
月份的9.4%及8.5%的升幅明顯減慢。香
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 以「震驚」
形容4%的升幅，並指今年國慶黃金周的
消費情況，是有紀錄以來最差的一年。
政府發言人表示，外圍環境不明朗，本
地勞工市場漸見壓力，要密切留意消費
意欲。

勞工市場漸見壓力
統計處昨日發表的《零售業銷貨額按

月統計調查報告》顯示，上月份零售業
總銷貨值及銷貨數量分別按年上升4%及

3.6%，今年1月至10月則按年上升9.9%
及7%。
按商店主要類別分析，上月份電器及

攝影器材的按年銷貨數量升幅（29.9%）
最大，其次為雜項耐用消費品的按年銷
貨數量升幅（21.1%）。不過，珠寶首
飾、鐘錶及名貴禮物，以及汽車及汽車
零件的銷貨數量，卻錄得4.6%及4.5%的
按年跌幅。
政府發言人指出，零售業銷售繼9月份

按年錄得較快增長後，在10月份按年錄得
溫和升幅，反映本地消費意欲在過去一年
收入改善的支持下，大致平穩。發言人補
充，訪港旅遊業持續增長，應在未來一段
時間繼續為零售業務帶來一些支持。然
而，外圍環境依然不明朗，令本地勞工市
場漸見壓力，當局會密切留意消費意欲的
情況。

錄最差國慶黃金周
麥瑞 表示，上月零售業總銷貨值只錄

得4%升幅，較原先估計的5%至7%還要
低，情況令人震驚。她解釋，去年10月有
5個周末，加上政府派糖的6,000元效應，
以致錄得23%升幅，今年10月沒有上述因
素，加上今個國慶黃金周是有紀錄以來消
費市道最差的一個，可以解釋增幅明顯放
緩的原因。
她又引述尼爾森上月份的報告，指訪港

內地旅客出現結構性改變，非一線城市的
過夜旅客大幅上升43%，他們的消費力較
1線城市低65%，反映在零售市道上會見
到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等高檔商品
的銷售額下降，攝影器材及其他生活類產
品上升。對於12月黃金檔期，她不表樂
觀，認為雙位數字增長機會不大。

申加價8.5%  超通脹逾倍

九巴對上一次申請加價是2010年7月底，申請加
幅高達8.6%，最終獲批准加價3.6%，並於去

年5月生效。何達文指出，近年本港鐵路覆蓋範圍不
斷擴充，九巴載客量亦由2002年高峰期的每日310萬
人次跌至現時的260萬人次，車隊數量亦4,400架次
減至3,900架次。

每程均加0.53元 彌補油貴客減
何達文指出，各項營運成本均持續上升，燃油價

格自對上一次申請加價至今已上升逾40%，薪金亦
累積上調9%，已分別佔去今年上半年營運成本的
23%(7億元)及48%(14.2億元)；同期間隧道費亦上調
5%，去年加價3.6%不足以抵銷營運成本增幅。他舉
例指出，以2010年九巴票價收入100元計算，總成本
為98.4元，仍有微利；但相關收入現時卻跌至97.2
元，經營成本則升至105元，縱計算3.6%額外票價收
入後仍要「倒蝕」。
何達文表示，九巴目前有70%巴士路線虧本，加

上路面擠塞情況愈來愈嚴重，「塞車令龍翔道的平
均車速由2005年的每小時49.3公里大幅減至2010年
的29.7公里」，整體平均行車時間增加16%，且重組
路線面對地方阻力，未如理想，「迫不得已」下須
透過加價來達致收支平衡。

已考慮市民承受力 稱「迫不得已」
對於同屬載通旗下的龍運巴士今年上半年錄得

1,530萬元利潤，足以彌補九巴的虧蝕，何達文指九
巴與龍運屬不同專營權，並不存在專營權互相補貼
的道理。他又強調，以過去兩年8%的通脹率計算，
今次申請加價8.5%已考慮通脹因素及市民的負擔能
力。
他強調，九巴過去兩年一直致力開源節流，其中

今年上半年錄得的5,480萬元廣告收入，已較2010年
同期增加13%。他又謂，九巴將繼續投放資源提升
服務，包括未來5年斥億50億元，購買1,800部歐盟
第5代或以上型號的環保巴士，以及提升轉車站的設
施等。
運輸署收到九巴的加價申請後，會按一貫做法處

理，審核時會考慮一籃子因素，包括公眾接受程度
及負擔能力，並在諮詢立法會及交諮會後才向行政
會議提出建議，由行政會議會同行政長官審批。
新巴及城巴發言人表示，暫時無加價計劃，會繼

續密切留意經營環境變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通脹

依然高企，交通費成為市民一大負擔。但

九巴卻自去年5月平均加價3.6%後，昨日

向運輸署再「獅子開大口」，申請加價

8.5%(較財政司長預測今年通脹3.9%，還

要高出1.2倍)，平均每程車費加0.53元，期

望明年初實施。假設載客量不變，每年票

價收入將增加5億元。九巴董事總經理何達

文指出，由於載客量一直下跌，加上工資

及油價等營運成本不斷上升，以致今年上

半年錄得除稅後虧蝕1,520萬元，預期虧蝕

將繼續擴大。他又將加價歸咎於線路重組

進度受阻，其中去年向運輸署申請涉及156

輛巴士的路線重組，只獲批2輛，期望加價

後於明年內達到收支平衡。

九巴現時約有400條路線，其中70%錄得虧蝕，當中涉及不
少與港鐵及小巴，甚至巴士之間互相重疊的路線；亦有部分
長期載客量偏低。九巴過去曾多次計劃重組，卻遭區議會反
對而進展緩慢。九巴昨日再度提出重組路線建議，包括區域
性路線重組，涉及40%至50%路線，又指如減去100輛營運最
差的巴士，足以紓緩1%營運壓力。
九巴副董事總經理歐陽杞浚指出，巴士路線重疊情況嚴

重，部分路線亦行車太慢、路線太迂迴，以致塞車情況惡化，彼
此環環相扣。他舉例指出，來往將軍澳及中環的690號線及692號
線，開設時港鐵仍未貫通將軍澳，惟現時已近乎全面被鐵路取
代，平均載客量只得20%，必須重整。資料顯示，690號線及692號
線單程需時約60分鐘，票價為13.4元，但乘搭港鐵只需一半時間，
票價亦便宜0.9元。

擬增轉車站 合併重複線
他表示，部分巴士路線行經的路段近乎完全相同，亦降低效

益，建議增設轉車站，將其中一條路線在某地區開始轉行快線或
高速幹道，達致雙贏。他又指出，現時有一些行經偏遠地區的虧
本路線，載客量極低，純為服務社會而開設的路線，但認為應繼
續經營。
總括而言，九巴將提出3方案，包括落實區域性路線重組，當中

要與區議會商量，在巴士數目「不加不減」的情況下，重新調配
資源；另會開拓有需求的巴士路線；以及增設、提升巴士轉車站
的設施。歐陽杞浚指出，九巴已到過西貢、屯門、北區等區議會
聽取意見，「過去我們是逐條路線申請重組，縱然區內80%市民支
持，只要有人反對，亦未必獲批；今次則是以區域性資源重整來
申請，有信心可獲區內人士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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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份本港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按

年上升4%，市道明顯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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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升4%勁放緩 黃金10月「不夠金」

憂掀公交加風 市民百上加斤

方先生：九巴再加

價市民生活更難。

曾慶威 攝

郭先生：巴士是必

需品，慳無可慳。

曾慶威 攝

杜小姐：九巴比港

鐵便宜，無奈繼續

搭乘。 曾慶威攝

■九巴昨日向運輸署再申請加價

8.5%。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