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 
香港各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兩條載客量大的鐵路、電

車、巴士、小型巴士、的士和渡輪，每日載客約1 100萬
人次。 
 以車輛密度而言，每公里道路有約276輛領有牌照的

車輛行走。由於地勢所限，在建築物林立的地區增闢道路

已日益困難。 
 
巴士及小型巴士：九龍巴士（1933）有限公司（九巴）經

營322條九龍和新界區的巴士路線以及61條過海路線。 
市區各線巴士的收費由2.4元至11.2元、新界路線的車 
費由1.6元至38元、過海路線的車費則由8.1元至34.2元 
不等。 
 九巴有4 013輛領有牌照的巴士（大部分是雙層巴

士），是東南亞規模最大的陸路客運公司之一。該公司旗

下巴士平均每日載客約276萬人次。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擁有694輛巴士，經營

53條港島線、33條過海路線及八條行走九龍和將軍澳區的

路線，每日載客502 000人次。港島路線的車費由三元至

11.6元、九龍及將軍澳區路線的車費由3.2元至7.5元、過

海路線的車費則由8.1元至34.2元不等。 
 城巴有限公司（城巴）根據兩項專營權分別經營兩個

網絡的巴士服務。其中一個網絡包括62條港島線及31條過

海路線，有741輛空調巴士，每日載客約510 000人次。車

費方面，港島路線的收費由2.5元至10.6元，過海路線的車

費則由8.9元至34.2元不等。 
 城巴的另一個巴士網絡提供來往市區及機場／北大

嶼山的巴士服務。該網絡有18條路線及168部空調巴士，

每日載客約57 000人次，車費由3.5元至48元不等。 
 龍運巴士有限公司提供往來新界及機場／北大嶼山

的巴士服務。該公司經營18條巴士路線及有153部空調巴

士，每日載客約73 000人次，車費由3.5元至28元不等。 
 新大嶼山巴士（1973）有限公司在大嶼山經營22條巴

士路線，平均每日載客約39 000人次，收費由三元至40元
不等。該公司共有83輛單層巴士。 
 當局不斷鼓勵各巴士公司為旗下車隊安裝符合環保

標準的引擎。 
 公共小型巴士（公共小巴）的數目，規定最多為4 350
輛，每輛的座位最多為16個。有些公共小巴行走固定路線

（綠色專線小巴），有些則行走非固定路線（紅色小巴）。 

 除禁區外，紅色小巴可行駛香港各區，沒有固定的收

費和路線。全港有1 592輛紅色小巴。 
 綠色專線小巴則按固定的路線、班次和收費提供服

務。截至2006年2月底，全港有2 758輛綠色專線小巴，行

走的路線包括港島72條、九龍82條及新界198條。載客量

方面，紅色小巴每日載客約453 200人次，綠色專線小巴

每日載客約1 322 800人次。 
 除專營巴士和公共小巴外，本港還有約6 900輛非專

營巴士，主要承辦接送遊客、學生、僱員和住客的服務，

估計平均每日載客約722 000人次。 
 
的士：本港現有15 250輛市區的士（紅色）、2 838輛新 
界的士（綠色）及50輛大嶼山的士（藍色），每日載客約

100萬人次。市區的士可在全港行駛（東涌道、愉景灣隧

道及南大嶼山的道路除外）。新界的士主要在新界西北部

提供服務。大嶼山的士只可在大嶼山（愉景灣除外）及赤

鱲角行駛。 
 的士車資按核准的收費表計算。市區的士首兩公里收

費15元，其後每0.2公里收費1.4元；新界的士首兩公里 
12.5元，其後每0.2公里1.2元；大嶼山的士首兩公里12元，

其後每0.2公里1.2元。 
 
鐵路系統：九廣鐵路（東鐵）於2004年10月由紅磡伸延至

尖沙咀東，現提供尖沙咀至羅湖之間的鐵路服務，沿線共

有14個車站，全長35公里，本地線成人普通等票價由 
3.5元至12.5元，過境線成人普通等票價由20元至36.5元。

九廣東鐵亦提供城際直通車服務，來往紅磡至廣州、肇

慶、上海及北京之間。來往紅磡與廣州之間的直通車每日

對開12班，其中北行八班、南行九班停靠東莞站，一班由

肇慶開出並經佛山。前往上海和北京的直通車則分別隔天

開出。除客運服務外，九廣東鐵亦有營運香港至內地的貨

運服務。 
隨着馬鞍山鐵路（馬鐵）於2004年12月通車，九廣東

鐵的服務又再進一步擴展。馬鐵由烏溪沙伸延至大圍，全

長11.4公里，共有九個車站，東鐵系統連馬鞍山鐵路，平

均每天載客約925 000人次。 
九廣鐵路（西鐵）於2003年12月投入服務，連接新界

西北及西九龍，由屯門經元朗至南昌，全長30.5公里，共

有九個車站，平均每天載客約194 000人次。 



 地鐵系統是一個由七條主線組成的鐵路網絡，包括 
觀塘線、荃灣線、港島線、東涌線、將軍澳線、迪士尼線

及機場快線，全長91公里，共有53個車站。地鐵系統的建

造工程分階段進行，首部地鐵客運列車在1979年年底通

車，而新建的迪士尼線則於2005年8月投入服務。在2005
年12月，機場快線亦已伸延至博覽館站。現時，地鐵（機

場快線除外）的平均每日乘客量約為240萬人次，而機場

快線的每日乘客量約為23 000人次。地鐵成人單程車費由

四元至26元不等，機場快線的成人車費則由60元至100元
不等。 
 輕便鐵路（輕鐵）由九廣鐵路公司擁有及經營。位於

新界西北的第一期輕鐵系統，自1988年9月起為屯門和元

朗兩個新市鎮的居民提供服務。兩條屯門支線則分別在

1991年和1992年啟用。輕鐵網絡在1995年再伸延至天水

圍。輕鐵系統全長36公里，以雙軌行車，沿途設有68個車

站。目前有119部單層輕鐵車輛，輔以接駁巴士提供服務。

成人單程車費由四元至5.8元不等，每天約372 000人次使

用輕鐵。 
 電車自1904年起投入服務。香港電車有限公司沿港島

北岸經營六條路線，電車軌道總長16公里。該公司現有 
163輛雙層電車，往來筲箕灣至堅尼地城，以及環繞跑馬

地。成人車費為兩元，每日載客約230 000人次。此外，

該公司亦有兩部通頂電車供遊客及私人租用。 
 纜車自1888年起由山頂纜車有限公司營辦，行走中區

至山頂，攀登373米高、坡度最大為一比二的山坡，全線

長1.4公里，設有四個中途站。現時每日載客約12 000人
次，主要是遊客和本地觀光人士。成人單程車費為22元。 
 
渡輪：天星小輪有限公司於1898年成立。該公司現有12艘
渡輪，經營四條來往港內的渡輪航線，以及一項海港觀光

遊服務，收費分別由1.7元至5.3元及由40元至150元不等。 
 新世界第一渡輪服務有限公司於2000年1月15日起接

手經營八條以往由香港油蔴地小輪船有限公司以持牌形

式營運的港內及離島客運渡輪航線，收費由4.5元至32元
不等。 
 港九小輪有限公司、愉景灣航運服務有限公司及珀麗

灣客運有限公司經營其他港內及離島客運渡輪航線，收費

由五元至27元不等。於2005年，本地渡輪每日平均載客約

154 000人次。 
 除客運渡輪服務外，本港現有兩條汽車渡輪航線，提

供運載危險品車輛的服務。 
 
自用交通工具：現時有352 341輛領有牌照的私家車，佔

本港車輛總數的64.9%。 
 
停車設施：自1984年起，政府興建的13個多層停車場由私

營公司管理，約有車位7 300個。除多層停車場外，估計現

時另有63萬個停車位，其中186 000個供公眾使用，其餘

444 000個車位位於商業、住宅及工業樓宇內供私人使用。 
 當局在不妨礙交通的地點設立路旁停車位。有些地區

因停車位數目有限，需求甚殷，故設有停車收費錶，藉以

阻止車輛長時間停泊。現時設有停車收費錶的車位約有

17 800個，大部分車位的收費時間為星期一至六上午八時

至午夜十二時，以及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上午十時至晚上十

時。現時全港路旁停車位已統一採用八達通泊車咪錶。 
 所有機械停車收費錶已於1999年9月底更換為電子泊

車設施。電子泊車設施包括電子停車收費錶和憑票泊車機

兩種，均以「易泊卡」操作。這款通用智能卡由運輸署發

行，面值分別為100元、200元和300元。至2004年，停車

收費錶已可用可增值儲值卡操作。 
 
行車隧道：本港現有12條行車隧道（包括三條海底隧道），

其中七條是政府隧道，五條是私營隧道。 
 獅子山隧道連接北九龍與沙田，在1967年11月通車，

平均每日行車量達88 000架次，收費為八元。 
 香港仔隧道在1982年3月啟用，平均每日行車量達

58 000架次，收費為五元。 
 機場隧道建於前啟德機場跑道下，連接九龍中部和觀

塘，在1982年6月通車。這條隧道不收取費用，每日的平

均車輛流量為六萬架次。 
 城門隧道在1990年4月通車，連接荃灣和沙田。隧道

平均每日行車量達53 000架次，收費為五元。 
 將軍澳隧道在1990年11月啟用，連接觀塘和將軍澳新

市鎮，平均每日行車量達68 000架次，隧道費為三元。 
 長青隧道在青馬管制區範圍內，為三號幹線的一部

分，將新界西北及大嶼山與西九龍連接起來，全長1.6公
里，雙程三線行車。這條隧道不收取費用。 
 海底隧道在 1972年 8月通車，平均每日行車量達

123 000架次。專營權於1999年8月31日屆滿後，隧道已歸

政府所有。隧道費由八元至30元不等。 
 東區海底隧道在1989年9月落成啟用，由新香港隧道

有限公司管理，車輛流量平均每日64 000架次，收費由 
13元至75元不等。 
 大老山隧道由大老山隧道有限公司管理，於1991年 
6月通車，平均每日行車量達57 000架次，收費由10元至

26元不等。 
 西區海底隧道在1997年4月通車，由香港西區隧道有

限公司營運，平均每日行車量達41 000架次。隧道收費在

2005年7月31日調整後由35元至215元不等。隧道公司現正

提供優惠，每程收費實為22元至110元不等。 
 大欖隧道及元朗引道由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有限

公司營運，在1998年5月通車，平均每日行車量達46 000
架次，收費由25元至105元不等。隧道公司現正提供優惠，

每程收費實為17元至90元不等。 
 愉景灣隧道及連接道路由愉景灣隧道有限公司營

運，在2000年5月通車，平均每日行車量為800架次，收費

由50元至250元不等。 
 
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梯系統：在1993年啟用的中環至半山自

動扶梯系統，是由有蓋行人道、20條可轉換方向的單向自

動扶梯和三條自動行人道組成，以德輔道中為起點，貫穿

中環多條狹窄的街道至干德道止，每日約有54 000人次使

用。該自動扶梯系統由機電工程署負責管理。 
 
青馬管制區：青馬管制區是通往西北大嶼山、馬灣及位 
於赤鱲角的香港國際機場的主要高速公路網，覆蓋長達 



21公里的快速公路，包括青葵公路、長青隧道、長青公 
路、青衣西北交匯處、汀九橋、青衣北岸公路、青嶼幹線、

馬灣路及北大嶼山公路（至欣澳交匯處）。青馬管制區於 
1997年5月通車，現時青嶼幹線平均每日行車量達51 000
架次。 

 管制區設有一套全港覆蓋範圍最廣的交通管制及監

察系統。管制區由青馬管理有限公司負責管理、營運及維

修。青嶼幹線採用單向收費方法，使用幹線的車輛須在 
大嶼山繳費廣場或馬灣繳費廣場繳付雙程費用，由20元至

80元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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