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類燃料小型巴士試驗計劃報告

另類燃料小型巴士試驗計劃監察委員
二○○一年六月



第 1 頁

目錄

1. 引言..............................................................................................................2

2. 試驗的安排................................................................................................3

3. 試驗詳情.....................................................................................................6

4. 石油氣小巴的試驗結果.........................................................................7

5. 電動小巴的試驗結果...........................................................................11

6. 乘客的意見.............................................................................................15

7. 營運收入..................................................................................................16

8. 車隊經理/業界意見..............................................................................18

9. 總結...........................................................................................................20

附錄   一至十六



另類燃料小型巴士試驗計劃監察委員                                                另類燃料小型巴士試驗計劃報告

第 2 頁

另類燃料小巴試驗計劃報告

1. 引言

1.1. 香港的空氣污染嚴重，而來自車輛排放污染物的可吸入微粒和氮氧化

物，是造成市區空氣污染的主要原因。柴油車輛所排放的可吸入微粒和

氮氧化物分別佔整體車輛排放的 98%及 75%，以市區空氣中的可吸入

微粒和氮氧化物而言，來自柴油車輛的分別佔 75%和 80%。針對柴油

車輛所造成的污染，政府制訂了一套全面管制、改善和取代柴油車輛的

措施，而其中一項是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以較清潔燃料的車輛取代現時

的柴油車輛。

1.2. 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於 1997年 11月推行石油氣的士試驗計劃，為期 1

年，目的是研究以石油氣的士取代柴油的士的可行性。試驗結果顯示石

油氣的士足以應付本地的運作需求，市民亦支持政府引入石油氣的士以

改善香港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隨後在 1999 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宣

佈會提供資助，鼓勵柴油的士車主轉用石油氣的士。在 2000 年，石油

氣的士資助計劃開始落實，至 2001年 5月底已有超過 8 千輛柴油的士

被石油氣的士取代。

1.3. 1999 年的施政報告亦提出推行一個石油氣小巴試驗計劃，以研究取代

柴油小巴的可行性。而政府也撥出 505萬元，用作試驗計劃的費用。

1.4. 政府隨後與各公共小巴及學童小巴業界代表就有關試驗計劃進行磋商，

並得到業界的廣泛支持。由於有供應商能夠提供電動小巴用作試驗，所

以政府與業界都認為應該把電動小巴一併納入試驗計劃。

1.5. 在選取小巴參與試驗方面，小巴業界認為公共小巴每日行走里數比其他

私家小巴為多，同時有固定行走路線可以比較車輛在不同環境，例如斜

路、長途的表現，是較適合用作試驗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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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驗的安排

2.1. 在 1999年 12月試驗籌備委員會成立，當中成員包括專線及非專線公共

小巴、學童小巴與及政府部門代表。籌備委員會主要商討有關試驗安

排，包括租用合適的試驗車輛、選擇合適試驗路線、邀請業界參與成為

車隊經理、以及其他試驗配套安排等等。有關試驗籌備委員會成員名單

及職權範圍，請參閱附錄 一。

2.2. 籌委會根據石油氣的士試驗的經驗，同意在炎熱的夏天，雨季和天氣惡

劣的風季行走，最能夠考驗車輛的性能及可靠程度。車輛如能在這些環

境下可靠地運作，便能確定它們的性能，試驗時間亦可以縮短。最後籌

委會一致贊同試驗期應以 6個月為基礎，並同意在有需要情況下可作延

長。

2.3. 籌備委員會與各車輛供應商商討後，得到 3 個石油氣小巴(包括日產、

福特和豐田)及 1 個電動小巴供應商(環力集團) 以租車或贊助形式參與

試驗。如以租車形式參與，則在 6 個月期內每部車的租金為 24 萬。租

金當中已包括車輛日常維修及保養費用、保險金及設立充電設施。參與

試驗的共有 11輛石油氣及 4輛電動小巴，其中 1輛石油氣及 2輛電動

小巴，是由供應商以免租金贊助形式提供參與試驗。有關供應商及其提

供車輛的數目，請參閱附錄 二。

2.4. 由於這些小巴是特別為試驗而製造，所以運輸署特別豁免部分小巴可不

受小巴總重量不得超過四公噸的法定限制。但所有參與試驗的小巴，仍

須符合由運輸署、機電工程署及環境保護署分別就車輛安全、氣體安

全、廢氣和噪音訂立的標準，並繳付所有牌照費及稅款，包括首次登記

稅，方可註冊在路面行駛。



另類燃料小型巴士試驗計劃監察委員會                                            另類燃料小型巴士試驗計劃報告

第 4 頁

【試驗車輛的充氣、充電及維修的配套】

2.5. 在試驗初期，全港共有五個石油氣加氣站。到試驗的後期，石油氣加氣

站的數目已增加至 12 個。另外，運輸署向兩部石油氣非專線小巴簽發

臨時的特別禁區許可証，以便他們前往就近的石油氣加氣站充氣。各氣

站位置，投入服務日期及石油氣售價詳列於附錄 三。

2.6. 由於電動小巴蓄電池設計的最大續航距離是 80-100 公里，故此需要在

試驗路線範圍內，安裝充電器。在這個試驗計劃中，充電器是由電動小

巴供應商臨時安裝在專線小巴站頭，充電器外形可在附錄七中看到。由

於鋪設電纜有技術上的限制，不是所有專線小巴站頭均適宜裝設充電

器。在今次試驗中，在兩間電力公司的協助下，運輸署總共檢查了 24

條專線小巴路線的終點站，其中有 15 條路線的站頭由於現場環境限制

不適宜安裝充電器。此外，非專線小巴亦由於沒有固定站頭而未能試驗

電動小巴。

2.7. 由於車輛供應商已包括維修服務，參與試驗的小巴全部都在車輛供應商

指定的工場進行維修，這個安排有利掌握準確維修數據，以幫助業界了

解另類燃料小巴的維修要求。此外，根據氣體安全規定，修理石油氣車

輛燃氣系統部份需要在指定石油氣維修工場進行，其他部分的修理則可

在一般工場進行。

【挑選車隊經理】

2.8. 在 2000 年 4 月，運輸署以公開招標形式，邀請有經營專線及非專線小

巴經驗的業界人士，申請參與成為車隊經理，並以其路線日常運作的形

式，管理及試驗各參與的石油氣及電動小巴。

2.9. 為試驗各種小巴在香港獨特環境的運作模式下，是否適合在本地使用，

試驗路線是有下列要求：

Ø 途經較多上斜的路段；

Ø 通過行車隧道；

Ø 有較長的行車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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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通過繁忙及空氣較污染的區域；

Ø 有較頻密乘客上落小巴活動；與及

Ø 有較高的乘搭率。

2.10. 經過公開抽籤後選出 6條專線小巴路線及 1條非專線小巴路線，作為是

次試驗的路線。而個別石油氣及電動小巴，亦是通過抽籤形式分配到各

試驗路線中。試驗路線詳情載於附錄 四。

2.11. 每個成功申請的車隊經理，必須為其試驗路線提供 1輛柴油小巴，作為

對比的車輛，並需繳付試驗車輛的牌照費及日常營運開支。此外，根據

發牌條件，他們需要暫停營運與試驗用的石油氣或電動小巴相同數目的

柴油小巴，從而使這些試驗車輛可以登記為公共小型巴士參與試驗計

劃。

2.12. 在選定了試驗路線及車隊經理後，試驗籌備委員會的工作便告一段落，

轉而由車隊經理、小巴業界代表、專家代表、車輛供應商及有關的政府

部門，成立試驗監察委員會，並邀請有關油公司及電力公司代表列席，

監察各參與試驗的小巴的日常運作，以及收集營運數據、乘客及車隊經

理的意見、車輛維修與及廢氣排放等資料。有關試驗監察委員會成員名

單及職權範圍，請參閱附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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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驗詳情

3.1. 試驗在 2000年 6月 5 日正式展開，由於有部分參與試驗的小巴未能及

時運抵香港及註冊，它們要分批在 2000年 6月 5日至 7月 15日期間開

始進行為期 6個月的試驗。而有兩部由供應商贊助的電動小巴，則在 8

月及 9月期間加入試驗。

3.2. 各試驗車輛由 2000年 12月開始陸續完成 6個月的試驗，最後收集數據

日期是 2001年 1月 31日，較遲參與的兩部電動小巴實際試驗時間為 4

及 5個月。所有完成試驗的車輛，已陸續交回各車輛供應商。有關各車

輛的試驗日期載於附錄 六。

3.3. 在試驗期間，車隊經理負責收集車輛行駛里數、燃料消耗量、車輛性

能、司機意見及協助派發乘客意見問卷。車輛供應商則須負責收集各車

輛維修項目，而環保署則派員監察所有廢氣測試。

3.4. 監察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檢討試驗進度，核實及通過每月的營運數

據。車隊經理亦匯報在營運上所遇到的問題，而車輛供應商和氣站營運

商則就個別問題作出回應。

3.5. 各個型號的石油氣小巴，其機械設計與傳統柴油小巴基本上沒有分別，

祇是由於燃料改為石油氣，其引擎及燃料系統需作出改動，以作出配

合，故此駕駛操作是與現時的小巴無異。不過，電動小巴是使用蓄電池

推動行車馬達，驅動車輛行駛。由於行車馬達的動力輸出特性與傳統柴

油小巴有分別，加上驅動系統中設有電力再生裝置，所以駕駛方法與傳

統柴油小巴不同。所有駕駛電動小巴的司機，都經過供應商的訓練，以

便熟習充份發揮電動小巴性能的駕駛方法。詳細小巴資料及圖片，請參

閱附錄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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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油氣小巴的試驗結果

【燃料消耗量】

4.1. 在試驗期間，11 部石油氣小巴的總耗氣量是 220,628 公升，總共行走

573,158公里。用作對比用的 7輛柴油小巴的總耗油量是 93,008公升，

總共行走 451,223 公里。根據上述數據，石油氣小巴平均每公升石油氣

可以行走 2.60公里，而柴油小巴平均每公升柴油可以行走 4.85公里。

4.2. 上述的燃料消耗量是根據 6個月試驗期間的平均數計算。在天氣較炎熱

的月份，石油氣及柴油小巴的燃料消耗量均較寒冷的月份分別高約

17%及 10%，相信是車輛空調系統耗用較多能源有關。請參閱附錄十

二。

4.3. 在燃料支出方面，石油氣小巴總支出是$733,397，平均每公里支出

$1.28。柴油小巴方面，由於車隊經理並沒有報告實際支出金額，故此

使用燃料消耗量及試驗期間的柴油價格推算，估計的總支出金額是

$582,423，平均每公里支出$1.29。但由於業界表示柴油的大量用戶可獲

折扣優惠，相信實際支出金額會較少。

4.4. 現時的法例並沒有向車用石油氣徵稅。而在試驗期間，石油氣價格在不

同的加氣站是有分別的。在專用加氣站，石油氣售價分別為每公升

$2.01 及$2.04，而在非專用加氣站石油氣售價則分別為每公升$2.72 及

$3.88。在試驗期間，有五個加氣站是專用加氣站。它們的石油氣售價

是受其承辦商與政府訂立的合約所約束。

4.5. 在試驗期內，一般車用柴油的稅率為每公升$2.00，而車用超低硫柴油

的稅率為每公升$1.11。車用超低硫柴油是由 2000年 7月底開始引入本

港。大約在同年 9月，所有加油站均已售賣超低硫柴油。在引入初期，

超低硫柴油比一般車用柴油的售價較低。在試驗期內，超低硫柴油的價

格曾由早期的每公升$6.35 調低至$5.84。根據業界提供的資料，大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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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如專線小巴，是可以獲得八五折的回扣，故此此等柴油小巴所用的柴

油價格約為試驗早期的每公升$5.40至後期的$4.96。

4.6. 以試驗所得的燃料消耗量及試驗完結時的燃料價格(石油氣每公升$2.01

至$3.88，柴油$5.84)計算，石油氣小巴每公里的燃料成本是$0.77 至

$1.49，而柴油小巴每公里的燃料成本是$1.20，扣除大量用戶的回扣，

每公里的燃料成本是$1.02。單以燃料開支，光顧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

小巴 (售價每公升$2.01 及$2.04)，在燃料開支每公里可省$0.25 至

$0.43。不過，在其他加氣站充氣的石油氣小巴 (售價每公升$2.72 及

$3.88)，其燃料開支則會比柴油小巴由每公里節省$0.15 至每公里高出

$0.47。詳情請參閱附錄 八。

【運作及可靠性】

4.7. 各試驗車輛通過 6個月實地路面運作，其間經歷過炎熱的夏季、雨季等

環境，均能如常運作。

4.8. 在試驗期間共有 3輛石油氣小巴牽涉入交通意外。在意外中該 3輛小巴

雖然損毀嚴重，但小巴的燃氣系統並未受到任何損壞，有關的政府部門

經檢驗車輛後亦證明石油氣小巴燃氣系統的設計是安全及可靠的，請參

閱附錄 九有關車輛的車廂損毀程度。此外，車隊經理報告 JR2445石油

氣小巴在等候乘客時，曾被懷疑洩漏石油氣。但經過消防人員在現場檢

查及車輛供應商的跟進檢查，並未發現有任何氣體洩漏的情況。

4.9. 在石油氣小巴的可靠性方面， JN7865 及 JR1589 曾發現水泵漏水、

JP6187 的引擎電腦也曾發生故障，須作緊急維修，其餘的 8 輛石油氣

小巴則運作正常。此外，JN7865 石油氣小巴由於在進行車輛維修時出

現人為錯誤，損壞火咀孔及氣缸蓋，需作額外的修理。

4.10. 在每天的行車里數方面，石油氣小巴平均為 302公里。車隊經理表示石

油氣小巴的行車里數與行走相同路線及更份的柴油小巴相約。另外由於

有 3輛石油氣小巴曾發生意外，修理時間耗費了較多工作天，故此每月

平均營運日數較對比的柴油小巴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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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維修】

4.11. 根據各個車輛供應商提供的資料顯示，不同型號的石油氣小巴每月平均

的定期保養費用為$2,092，個別型號的費用分別約為$1,800、$2,700 及

$1,700。與引擎有關的非定期維修每月平均費用為$192，與引擎無關的

非定期維修，每月費用為$1,438(並不包括交通意外修理)。由於車隊經

理提供的柴油小巴每月定期保養數據欠缺詳細項目或不完整，故未能比

較費用。而根據豐田車廠提供的資料顯示，他們的石油氣及柴油型號小

巴，兩者的維修要求是相若的。廠方的總工程師亦指出，兩款小巴的維

修要求及耐用程度是相同的。有關石油氣小巴的維修要求，請參閱附錄

十三。

4.12. 此外，修理石油氣小巴燃氣系統部份的工作，需要在指定石油氣維修工

場進行。

【廢氣排放】

4.13. 所有試驗的石油氣小巴，均需每月進行廢氣排放測試。環境保護署派員

監察有關測試。所有的石油氣小巴，除其中 1輛外，均能順利通過所有

測試，而大部份錄得的排放量均較法定標準低很多。而編號 JN7865 石

油氣小巴，在 10 月進行測試時，發覺廢氣超出標準，在檢查後發覺觸

媒催化器損壞，該小巴的生產商認為問題的成因在於採用了一個過小的

催化器。

4.14. 用作比較的 7輛柴油小巴，亦在 10月至 11月期間使用底盤式功率機進

行廢氣排放測試。結果載於附錄 十。除其中兩部接近法定標準外，其

餘五部均可通過測試，其中歐盟 II的柴油小巴的黑煙排放較歐盟 I型號

的為低。兩部較大煙的柴油小巴，在測試後已經進行維修。

4.15. 從小巴的污染程度比較，石油氣小巴配合試驗時的標準是歐盟 II型的

設計，但仍然較同廠的歐盟 III型標準柴油小巴減少排放 87%的一氧化

碳及 51%的碳氫化物和氮氧化物，亦消除了粒子及黑煙的排放。由此可

見，石油氣小巴在可見的將來仍是一種較清潔的替代燃料。因此，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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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氣用作推動小巴的燃料，將有助減輕本港現正面對的懸浮粒子和氮氧

化物污染問題。有關兩類車的排放比較，請參閱附錄 十一。

【車隊經理意見】

4.16. 車隊經理總結了日常操作這些石油氣小巴的經驗，向試驗監察委員會反

映了以下對個別小巴型號在設計方面的意見：

意見 車輛供應商的措施/回應

豐田及日產型號

石油氣缸容量太小 製造商會研究加大石油氣缸

耗氣量較柴油小巴為多 製造商會研究改良方案

福特型號

馬力不足

車型太小及車廂空間不足

尾輪應採用雙集輪胎

電動門向外打開時會容易碰傷乘客

新型號會有較大的引擎及車廂和改良的

設計

4.17. 車隊經理亦提出一些他們關注的事項：

Ø 石油氣小巴供應商應該提供更高效能及節省燃料的引擎。

Ø 石油氣是否徵稅會影響在香港使用石油氣小巴的可行性。

Ø 非專用加氣站由於沒有價格管制，部份較方便的非專用站氣價可

能 會較貴。

Ø 現時石油氣小巴的配套設施，包括加氣站及指定維修廠是嚴重不

足。

Ø 石油氣小巴的售價會否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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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動小巴的試驗結果

 【電能消耗量】

5.1. 4 部電動小巴的總耗電量是 109,267 千瓦特小時，總共行走 111,163 公

里，平均每千瓦特小時電力可以行走 1.02 公里。電動小巴耗電量在冷

和熱的月份變化較少，約為 6%。上述的變動在附錄 十二以圖表顯示。

5.2. 而電力的價格，會因為地區位置及使用量而有輕微差別，其價格在下表

列出：

電力供應商 電費價格

每千瓦特小時 (每度電)
備註

$0.968 首 5000 千瓦特小時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0.958 5000 千瓦特小時以後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0.943 劃一價格

5.3. 根據是次試驗計劃的數據，電動小巴充電費用每公里成本為$0.92 至

$0.95，較柴油小巴約便宜$0.27。除充電電費支出外，參與試驗計劃的

電力小巴供應商表示將來會向車主收取每月固定金額，作為租用及保養

電池的費用。供應商估計租金為每月$6,000。綜合上述數字計算，電動

小巴每公里的用電成本是$1.57 至 $1.60(已經加上固定租金的成本約每

公里計$0.65) 。如電池為出售形式，則需要付出電池保養費約為每公里

$0.14，而用電成本則變為$1.07 至$1.09。供應商提供的電池售價為 22

萬元，附有四年保用。供應商亦指出，上述租用或購買電池的計劃，已

包括在小巴站頭設立充電設施，免費給電動小巴使用，與及電池回收的

服務。詳細的燃料成本比較資料，請參閱附錄八。

【運作及可靠性】

5.4. 4輛電動小巴在試驗期通過 4至 5個月實地路面運作，其間經歷過炎熱

的夏季、雨季等環境，均能如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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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試驗期間，由於車隊經理及小巴供應商未能安排人手作通宵慢速充電程

序，所有的電動小巴均只在日間使用快速充電模式，提供運作所需能

源。由於經常進行快速充電，各電動車需每四天回廠通宵進行電池維修

及平衡充電，以維護電池的效能。由於需在日間充電，花費較多時間，

有車隊經理反映小巴充電的安排影響服務班次。

5.6. 從收集得的數據中得出，電動小巴平均每天行走 184公里，每次快速充

電後的續航距離，初期是 20至 40 公里，至後期則增加至 30 至 50 公

里。電動小巴每天需進行 4至 8次快速充電，每次需時 20至 30分鐘不

等。供應商指出，電能小巴之續航力得以改善，主要為試驗初期司機未

能適當掌握駕駛方法，以致耗電量較大，而充電之次數亦因而增加，供

應商因此亦已相應適當地調節平衡充電的次數，以保持電池的蓄電能

力。

5.7. 供應商相信司機未能充分利用在減速時運作的再生電力裝置，亦未能有

效地根據路面情況去調節加速腳踏，兩者均會加速電池消耗及增加耗電

量，進而令續航力降低及令行車成本上升。供應商曾經調整車輛去限制

其加速度，但會影響車輛在斜路的行車表現。供應商表示會研究其他可

行措施，以改良這方面的情況。

5.8. 編號 BG9133行走 4C/5 號線的第一部電動小巴的電力系統在 7 月內出

現了 6 次的故障，需要緊急維修。經供應商檢查後發現是在生產過程中

使用了不當的斷路器。而在 9至 11月，BG9133、JS3684及 JR951亦需

更換 4次斷路器、2次重置繼電器及 1次更換變流器。另外第 48號小巴

路線的車隊經理報告他管理的電動車輛，充電器於九月份出現 8 次故

障，影響小巴運作。供應商跟進後，發現故障與充電器無關，而是來電

總制問題，經更換後已沒有再出現同類問題。而第 48 號線的車隊經理

表示問題解決後，電動小巴運作令人滿意。

5.9. 在試驗期間有 1輛電動小巴涉及交通意外。此外，在 12月間，有 1 輛

電動小巴在行駛途中，蓄電池的冷卻風扇因異物阻塞而引致過高負苛及

過熱，損壞了蓄電池，並冒出煙霧，及後由消防人員撲救。這次緊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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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未有造成乘客或其他道路使用者受傷。經調查後，有關電動小巴的供

應商表示這次事件是極為罕見。

【車輛維修】

5.10. 電動小巴的每月平均定期保養費用約為$1,580，上述費用全是用作電池

的保養。但供應商指出將來電動小巴車主若選擇支付定額租金租用電

池，則車主不需額外負責電池的維修保養費用。

5.11. 由於在試驗期內各電動小巴的行駛里數未達維修期，故供應商未有報告

維修費用。而根據廠方資料顯示，車輛的動力及傳動系統所需的維修項

目，比石油氣及柴油小巴較少。至於車身和底盤的維修項目例如制動系

統、轉向系統、懸掛系統等則與石油氣及柴油小巴相約。供應商估計每

月的定期維修費用為$470(不包括電池保養) ，當中已包括車輛的馬達控

制系統及專有的電子部件等。

5.12. 電動小巴的非定期維修費用平均約每月$1,117 。與動力系統有關的維

修，均屬於電器及電子方面的裝置，包括更換保險絲、重置斷路器、調

較線路及修理變壓器等。而與動力系統無關的維修，主要是車門、制動

器、車身附件。在試驗期間，這些工作皆由電動小巴供應商負責。不過

該供應商預期日後坊間的維修車房亦有能力應付這些維修項目。

5.13. 有關電動小巴的維修要求，請參閱附錄 十三。

【廢氣排放】

5.14. 電動小巴由於沒有廢氣排放，所以不需要接受任何測試。亦由於這個原

因，使用電動小巴，是可以減少市區的空氣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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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隊經理意見】

5.15. 車隊經理對電動小巴設計及使用的意見如下:

意見 車輛供應商的措施/回應

上斜時馬力不足 可以考慮改動波箱尾牙增加爬坡能力

車輛避震不佳 已改良部份車的避震系統

快速充電後只能行走約 30公里 廠方已增加平衡電池次數，亦可考慮在

兩端站頭均設充電器

車速逾 60公里時，車身出現震動 已更換引起震動的傳動軸

5.16. 車隊經理亦提出一些他們關注的事項：

Ø 由於充電耗時，班次影響較大。

Ø 很多專線小巴站頭不能設置充電器，即使可以設充電器，要同時

容納數輛電動小巴一起充電是非常困難的。而非專線小巴的充電

安排更為困難，因此難於採用電動小巴。

Ø 電動小巴由於續航距離短，不適宜應用在長途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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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乘客的意見

6.1. 於試驗期間，各車隊經理協助在試驗車輛內放置了乘客問卷，用作收集

乘客對石油氣及電動小巴的意見。

6.2. 在試驗完結時，總共成功收回 116份問卷。在乘客回覆中，有 85%的意

見認為另類燃料小巴是較寧靜、舒適；93%的意見認為另類燃料小巴較

環保；95%的意見支持大量採用另類燃料小巴。

6.3. 有部分乘客在回覆中，提出了其他意見。在這些其他意見中，包括有要

求政府盡快落實使用另類燃料小巴；有要求控制另類燃料小巴的營運成

本；有些願意付出較多車資，乘坐另類燃料小巴；有些提出對電動小巴

及其中一款較小型的石油氣小巴設計的意見等。上述的結果及意見，已

總結在附錄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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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營運收入

【車隊經理提供的每月營業額】

7.1. 車隊經理提出，在是次試驗中，由於車輛設計及加氣站不足等問題因而

需要較頻密的充氣或充電，容易影響車輛班次的運作以及營運收入。另

外，個別型號小巴由於車廂較小，影響了乘搭率，故營業額亦較低。

7.2. 為引證上述情況，各車隊經理提供了每一條路線個別石油氣及電動小巴

每月的營業額，與同線行走相同更份的柴油小巴比較，供監察委員會參

考。有關資料載附錄 十五。

7.3. 由車隊經理提供的資料顯示，各路線的石油氣小巴每天的班次減少 1%

至 24%不等，而營運收入減少由 1%至 32%。由於非專線小巴並未有記

錄確實的收入的數據，附錄十五內有關非專線小巴的營運收入減少，是

由車隊經理以平均載客量推算。

7.4. 電動小巴的班次損失，由 25%至 58%，而營運收入減少由 22%至

68%。

7.5. 車隊經理提出了以下影響營運班次及收入的原因：

Ø 加氣站距離試驗路線較遠。

Ø 石油氣小巴相對柴油小巴每天需要充氣可多至 3 次，視乎小巴線
所需行走路途長短。

Ø 石油氣小巴往返充氣站和輪候充氣的時間，每次由 20 至 60 分
鐘。

Ø 個別型號的小巴由於外型及舒適度欠佳，與及行車較慢，做成乘

客流失，雖然充氣的影響較小，但仍錄得營運損失。

Ø 電動小巴需要多次充電，每次需時 20 至 34 分鐘，因此影響班次
及收入。而未能在路線兩端站頭設置更多充電器，營運班次及收

入也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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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收入的分析】

7.6. 在附錄十五中由車隊經理提供的營運收入減少的資料，是六個月試驗期

的平均數字。由於其中有部分的小巴在試驗期間曾經發生交通意外，或

因其他修理及檢查，運作日數因而減少了。為了較客觀地報告營業額的

資料，由意外引起做成營運日數大幅減低的月份已被剔除。

【石油氣小巴】

7.7. 經調整後的專線小巴營運收入減少，由 2%至 17%。主要視乎路線與氣

站的距離遠近而定。

7.8. 非專線小巴由於沒有實際的營運收入數字，故此未能進行調整，亦未能

作進一步分析。

【電動小巴】

7.9. 電動小巴方面，經調整後的營業額收入減少為 34%至 55%，行走較長

途的路線損失較大。

7.10. 有關石油氣及電動小巴營運收入減少的分析結果載於附錄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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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車隊經理/業界意見

8.1. 在今次另類燃料小巴試驗完成後，應監察委員會內小巴業界代表及車

隊經理的要求，將他們對日後如何推行另類燃料小巴的意見，記錄於

以下第8.2及第8.3段。

8.2. 監察委員會內小巴業界代表及車隊經理的意見和關注：

Ø 雖然在技術上，石油氣小巴及電動小巴是可行的；但在商業營

運上，兩類小巴都有不同類型的缺點。例如，在石油氣小巴方

面，車廂過小、有個別型號的馬力比柴油小巴低、石油汽缸容

量小。而電動小巴則充電頻繁等等。因此，以另類燃料小巴代

替柴油小巴需要一定程度的資助方可成功。

Ø 兩類另類燃料小巴的配套設施均有不足，影嚮小巴路線的營運

表現和收入。現有的石油氣站分佈並不平均及偏離大部份小巴

路線。而電動小巴則續航力不足，在充電後仍未能維持整個繁

忙時間的服務。

Ø 在商業經營上，石油氣小巴耗氣量高，增加入氣次數及往返加

氣站的空載車程；而電動小巴續航力不足以維持整段繁忙時間

的服務，及充電站不足，以致未能減低每次充電時間。使用兩

類另類燃料小巴均會造成脫班及營運損失，因此要推行石油氣

小巴，車用石油氣必須能維持穩定價格及永久免稅。因電動小

巴的電池租金會令其運作成本高於柴油小巴，車輛供應商應出

售電池並提供長期保用。

Ø 石油氣小巴供應商提供的參考維修費用，遠高於現時業界的平

均維修費。而且參予試驗的石油氣小巴都是新車，末能估計車

齡增加對維修的要求。石油氣小巴在原廠維修的時間亦遠比坊

間的維修時間長。現時石油氣維修工場及人才嚴重短缺，如大

量採用石油氣小巴，會令維修成本攀升及延長維修時間。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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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小巴方面，如將來大量使用，必須有足夠設施以進行電池

保養及平衡充電。

8.3. 對於日後如何推行使用另類燃料小巴，監察委員會內小巴業界代表及車

隊經理預先提出以下的要求：

Ø 由於使用另類燃料小巴可能會引起經常營運損失，因此類似石

油氣的士一次過資助方案不可行。任何推行另類燃料小巴的方

案，必須確保不會因轉用另類燃料小巴而增加經常營運損失。

Ø 要落實推行石油氣小巴計劃，車用石油氣必須永久免稅及維持

低價格。

Ø 增加小巴座位至24座位以增加收入，抵銷另類燃料小巴所造成

的營運損失，還會有利於業界推行優質服務及乘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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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總結

9.1. 基於今次試驗搜集得的結果，監察委員會有以下的結論，並建議政府在

推行另類燃料小巴時要廣泛諮詢業界。

石油氣小巴

【燃料支出】

Ø 在專用加氣站充氣，每公里燃料成本$0.77 至$0.78，較柴油小巴

的$1.02 至$1.20 低。在非專用站而氣價較高的加氣站充氣，燃料

成本則為$1.05 至 1.49，較柴油小巴高。

【運作及可靠性】

Ø 小巴的機械性能足以應付小巴業的日常運作需要。

Ø 由於氣缸容量較少或試驗路線距加氣站較遠，石油氣小巴充氣次

數較柴油可多至 3 次，做成班次損失最高達 21%及營運收入減少

最高達 17%。

Ø 部份型號需要改善引擎效率及/或加大儲氣缸的容量，減少入氣次

數，以配合公共小巴的運作。

【車輛維修】

Ø 修理石油氣小巴燃氣系統部份的工作，需要在指定石油氣維修工

場進行。

Ø 引擎及燃氣系統維修要求與柴油小巴相約。

【廢氣排放】

Ø 相對柴油小巴，石油氣小巴不會排放可吸入粒子，並可減低氧化

氮、一氧化碳和碳氫化物排放，並且不會有黑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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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小巴

【電費支出】

Ø 充電成本每公里$0.92 至$0.95，較柴油小巴低，但若需租用電

池，則總用電成本為$1.57 至$1.60，較柴油小巴高。

【運作及可靠性】

Ø 車輛及充電設備初期有故障，但到試驗後期故障率已減低。

Ø 試驗時只使用快速充電模式，一般續航距離是 30-50 公里，故每

天需多次充電。

Ø 由於充電需時，班次減少最高達 58%及營運收入減少最高達

55%。

Ø 由於小巴站頭現場限制，設置充電設備有實際困難，並非所有的

路線均可使用電動小巴。

【車輛維修】

Ø 電池需較頻密保養。

Ø 引擎機械維修項目較柴油小巴少，電子部件維修則較多。供應商

表示一般的維修車房是有足夠能力應付電動小巴的維修。

【廢氣排放】

Ø 完全沒有廢氣排放。

- 完 -



附錄

附錄 一 試驗籌備委員會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

附錄 二 車輛供應商及試驗車輛數目

附錄 三 石油氣加氣站位置

附錄 四 試驗路線

附錄 五 試驗監察委員會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

附錄 六 個別車輛試驗日期

附錄 七 石油氣及電動小巴型號與加氣及充電的配套設施

附錄 八 柴油、石油氣及電動小巴燃料成本比較

附錄 九 石油氣小巴在交通意外中損毀

附錄 十 柴油小巴廢氣排放結果

附錄 十一 石油氣小巴與柴油小巴的廢氣排放比較

附錄 十二 柴油、石油氣及電動小巴每月耗用燃料率變化

附錄 十三 由車輛供應商提供的柴油、石油氣及電動小巴的維修要求

附錄 十四 乘客意見調查結果

附錄 十五 由車隊經理提供的小巴營業額資料

附錄 十六 經調整後的小巴營業額資料



附錄一

推行小型巴士使用另類燃料試驗

籌備委員會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

官方成員 非官方成員

規劃環境地政局 (主席) 專線小巴業界代表:
運輸局 人人好汽車有限公司

政府車輛管理處 西貢（１，２號）專線小巴有限公司

消防處 香港仔專線小巴有限公司

運輸署 捷輝汽車有限公司

機電工程署

環境保護署 非專線小巴業界代表：

九龍公共小型巴士潮籍工商聯誼會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屯門公共小型巴士商會

香港九龍新界公共專線小型巴士聯合總

商會

學校小巴業界代表：

學童私家小巴協會有限公司

專家代表：

陳清泉教授

熊永達博士

職權範圍

1. 訂立試驗的範疇及計劃。

2. 協助成立試驗監察委員會。

3. 待試驗監察委員會成立後，將籌備的工作移交給監察委員會。



附錄二

車輛供應商及其提供試驗車輛數目

供應商 / 車輛製造商 車輛類型 數目 備註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 /

豐田汽車

Coaster

石油氣小巴

8 政府租用

合誠汽車 /

日產汽車

Civilian

石油氣小巴

1 供應商贊助

夏巴有限公司 /

福特汽車

Transit

石油氣小巴

2 政府租用

環力集團 /

環力迅電動車

Zen

電動小巴

4 政府租用 2部

供應商贊助 2部



附錄三

石油氣加氣站位置

截至 2001年 1月 31日

石油氣站公司 地址 投入服務日期 石油氣售價

元／公升
香港加德士有限公司 大埔公路沙田嶺段 1997年 3.88

香港薄扶林道 2000年 6月 3.88

香港蜆殼有限公司 九龍灣啟褔道 8號 1997年 3.88

華潤油站有限公司 青衣路 53-67號 1997年 3.88

沙田小瀝源源安街 12號 2000年 10月 2.72

元朗石崗錦田公路 2000年 10月 2.72

大埔元洲仔 2000年 10月 2.01

觀塘偉樂街 2000年 10月 2.01

上環豐物道 2000年 11月 2.01

易高環保能源有限公司 西九龍翱翔道 2000年 10月 2.04

柴灣豐業街及安業街交界

柴灣豐業街

2000年 11月

1997年

2.04

2.38



附錄四

試驗路線

路線 路線類別 車廠/

型號

車牌號碼

豐田

Coaster石油氣小巴
JN6854[5]/

[4C]

 香港仔-銅鑼灣/

香港仔-銅鑼灣(經香港仔

隧道)

專線

環力

Zen電動小巴
BG9133

豐田

Coaster石油氣小巴
JN7274[紅巴] 旺角-愛民 非專線

福特

Transit石油氣小巴
JP6187

豐田

Coaster石油氣小巴
JN7929[1A] 西貢-彩虹 專線

日產

Civilian石油氣小巴
JN7865

豐田

Coaster石油氣小巴
JN9241

福特

Transit石油氣小巴
JR1589

[47M] 柴灣地鐵站-小西灣 專線

環力

Zen電動小巴
JS9947

豐田

Coaster石油氣小巴
JR2445[58]/

[59]
香港仔-西環/
香港仔-黃竹坑

專線

環力

Zen電動小巴
JR951

豐田

Coaster石油氣小巴
JR1279[481] 荃灣-火炭 專線

豐田

Coaster石油氣小巴
JR2381*

豐田

Coaster石油氣小巴
JR746[48] 九龍灣-順利 專線

環力

Zen電動小巴
JS3684

*註：JR2381於 7月 15日至 7月 26日行走 58號線，其後於 7月 27日開始行走 481號線



附錄五 (一)

推行小型巴士使用另類燃料試驗

監察委員會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

官方成員 非官方成員

運輸署 (主席) 車隊經理：

環境食物局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運輸局 平基投資有限公司

機電工程署 西貢(1,2號) 專線小巴有限公司
消防處 冠榮車行有限公司

政府車輛管理處 香港仔專線小巴有限公司

環境保護署 新興運輸有限公司

公共/學童私家小巴業界代表：
九龍公共小型巴士潮籍工商聯誼會

人人好汽車有限公司

屯門公共小型巴士商會

香港九龍新界公共專線小型巴士聯合總商會

捷輝汽車有限公司

學童私家小巴協會有限公司

車輛供應商：

合誠汽車有限公司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

夏巴有限公司

環力集團

專家代表：

陳清泉教授 (香港大學)
熊永達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

應邀列席：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香港加德士有限公司

香港美孚石油有限公司

香港蜆殼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華潤油站有限公司

易高環保能源有限公司*
香港復康會

*於 2000年 10月加入



附錄五 (二)

職權範圍

1. 向政府報告所有有關推行小型巴士使用另類燃料試驗的事宜。

2. 籌備、執行及監察推行小型巴士使用另類燃料試驗。

3. 提供建議及協助車隊經理及車輛供應商在試驗期中的所有問題。

4. 搜集公眾對推動小型巴士使用另類燃料的意見。

5. 編寫推行小型巴士使用另類燃料試驗的報告。

6. 建議其他有關引入石油氣或電動小型巴士的技術事宜。



附錄六

各車輛試驗日期
路線 石油氣/電動

小巴

車廠/

型號

開始試驗日期 完成試驗日期

JN6854 豐田 Coaster 5.6.2000 4.12.2000[5]/

[4C]

 香港仔-銅鑼灣/

香港仔-銅鑼灣(經香港仔隧道) BG9133 環力 Zen 3.7.2000 2.1.2001

JN7274 豐田 Coaster 6.6.2000 5.12.2000[紅巴] 旺角-愛民

JP6187 福特 Transit 24.6.2000 22.12.2000

JN7929 豐田 Coaster 7.6.2000 6.12.2000[1A] 西貢-彩虹

JN7865 日產 Civilian 7.6.2000 26.11.2000

JN9241 豐田 Coaster 13.6.2000 12.12.2000

JR1589 福特 Transit 15.7.000 14.1.2001

[47M] 柴灣地鐵站-小西灣

JS9947 環力 Zen 12.9.2000 31.1.2001

JR2445 豐田 Coaster 15.7.2000 14.1.2001[58]/
[59]

香港仔-西環/
香港仔-黃竹坑 JR951 環力 Zen 27.7.2000 26.1.2001

JR1279 豐田 Coaster 15.7.2000 14.1.2001[481] 荃灣-火炭

JR2381* 豐田 Coaster 27.7.2000 14.1.2001

JR746 豐田 Coaster 15.7.2000 7.1.2001[48] 九龍灣-順利

JS3684 環力 Zen 30.8.2000 3.1.2001

*註：JR2381於 7月 15日至 7月 26日行走 58號線，其後於 7月 27日開始行走 481號線



附錄七 (一)

石油氣小巴

車廠 Make
Toyota

型號 Model
Coaster (LPG)

引擎類別

Engine Type
直列 4 汽缸

4-cylinder, in-line
汽缸容積 (公升)

Cylinder Capacity (L)
4.104

最大馬力 Max. Power
85 kW @ 3600 rpm

最大扭力 Max. Torque
306 Nm @ 1600 rpm

石油氣缸容積 (公升)
LPG Tank Capacity (L)

90

車廠 Make
Ford

型號Model
Transit (LPG)

引擎類別

Engine Type
直列 4 汽缸

4-cylinder, in-line
汽缸容積 (公升)

Cylinder Capacity (L)
1.998

最大馬力 Max. Power
84 kW @ 5500 rpm

最大扭力 Max. Torque
170 Nm @ 2700 rpm

石油氣缸容積 (公升)
LPG Tank Capacity (L)

116

車廠 Make
Nissan

型號 Model
Civilian

引擎類別

Engine Type
直列 6 汽缸

6-cylinder, in-line
汽缸容積 (公升)

Cylinder Capacity (L)
4.169

最大馬力 Max. Power
90 kW @ 3600 rpm

最大扭力 Max. Torque
270 Nm @ 2000 rpm

石油氣缸容積 (公升)
LPG Tank Capacity (L)

126.5



附錄七 (二)

電動小巴

車廠 Make
Vicmax

型號 Model
Zen

引擎類別

Engine Type
電池推動電力馬達

Battery Powered
Electric Motor

最大馬力 Max. Power
75 kW

最大扭力 Max. Torque
419 Nm

電池類別

Battery Type
鎳鎘

Nickel-Cadmium

電池容量

Battery Capacity 140 amp-hr

石油氣加氣站圖片



附錄七 (三)

充電器

秀茂坪順利

香港仔南寧街



附錄八

石油氣/電動小巴燃料成本

  

燃料消耗量 燃料價格 每公里成本

(公里/公升) (元/公升) (元/公里)

(A) (B) (B/A)

備註

柴油小巴 4.85 5.84 (4.96)1.20 (1.02)油站售價

(八五折)

2.6 2.01 至 2.040.77 至 0.78專用石油氣站售價

石油氣小巴
2.6 2.72 至 3.881.05 至 1.49非專用站的石油氣

售價

電動小巴

(燃料消耗量以千

瓦特小時計算)

1.02 0.943 至 0.9680.92 至 0.95

(1.57 至 1.60)

電費因地區及用量

不同而有差別

(加上每年電池租金

$72,000，即約每公里

$0.65)

【註】全部燃料價格以2001年1月售價計算



附錄九

石油氣小巴在交通意外中的損毀程度



附錄十 (一)

柴油小巴廢氣測試結果

試驗路線 對照小巴

登記號碼

出廠年份 已行駛里數*

(公里)

測試日期 黑煙讀數/

最高限度

(哈特里奇單位)

馬力讀數/

最低標準

(千瓦)

5 EG28231999 202,41929.11.20008 / 50 72 / 50

旺角非專

線小巴

HY95211998 70,84126.10.20007 / 50 64 / 50

1A HW64451998 308,03025.10.20005 / 50 73 / 50

47M JP22712000 84,83420.10.200050 / 50 75 / 50

58 GM13441995 136,17929.11.200036 / 50 39 / 35

481 GM37241995 497,84230.11.200013 / 50 40 / 35

48 HE73351997 542,36021.10.200049 / 50 44 / 35

* 根據廢氣測試中心的報告



附錄十 (二)

石油氣小巴每月廢氣排放測試結果

小巴登記

號碼

開始行駛日

期

結束行駛日

期

2000年6月 7月 8月 9月

維修前 維修後 維修前 維修後

HC

(ppm)

CO

(%)

HC

(ppm)

CO

(%)

HC

(ppm)

CO

(%)

HC

(ppm)

CO

(%)

HC

(ppm)

CO

(%)

HC

(ppm)

CO

(%)

JN79297.6.20006.12.20005 <0.0011 0.004 5 0.0051 0.0111 0.009

JN68545.6.20006.12.20000 <0.0011260.009 4 0.0266 0.0274 0.022

JN72746.6.20005.12.20000 <0.0012 0.002 3 0.0047 0.0067 0.015

JN924113.6.200012.12.20005 <0.0013 0.003 1 0.0195 0.0080 0.011

JR127915.7.200014.1.2001 0 0.0011 0.0120 0.0099 0.0136 0.017

JR244515.7.200014.1.2001 1 0.007 [註二] 1 0.0110 0.010

JR74615.7.200014.1.2001 4 0.006 [註二] 9 0.0133 0.005

JR238115.7.200014.1.2001 0 0.0040 0.0400 0.0605 0.0053 0.004

JP618724.6.200023.12.20005 0.0042 0.0052 0.0052 0.0015 0.00110 0.005

JR158917.7.200014.1.2001 5 0.00318 0.0044 0.0036 0.0025 0.001

JN78657.6.20006.12.2000 23 0.007 77 0.0032450.06357 0.027

排放標準： 一氧化碳(CO) - 1%

碳氫化物(HC) - 300ppm



附錄十 (三)
小巴登記

號碼

2000年10月 11月 12月 2001年1月

維修前 維修後 維修前 維修後 維修前 維修後 維修前 維修後

HC

(ppm)

CO

(%)

HC

(ppm)

CO

(%)

HC

(ppm)

CO

(%)

HC

(ppm)

CO

(%)

HC

(ppm)

CO

(%)

HC

(ppm)

CO

(%)

HC

(ppm)

CO

(%)

HC

(ppm)

CO

(%)

JN79298 0.00810 0.00611 0.0081 0.01128 0.012

JN68541520.01811 0.02420 0.04839 0.03491 0.06719 0.008

JN727418 0.00910 0.005[註一] 8 0.00917 0.01511 0.018

JN924112 0.01112 0.0125 0.0077 0.01437 0.059

JR12799 0.0718 0.006 [註二] 20 0.01112 0.00610 0.06110 0.008

JR24456 0.00712 0.00411 0.0148 0.0089 0.00710 0.00615 0.0045 0.005

JR74622 0.0105 0.02622 0.03217 0.00713 0.0105 0.00610 0.007

JR238112 0.010 0.00727 0.0078 0.0058 0.01520 0.006[註一] 4 0.007

JP618738 0.0020 0.0013 0.00216 0.00620 0.01113 0.010

JR158930 0.00230 0.0017 0.0028 0.0029 0.0037 0.006

JN786578 0.05462 0.0575070.131[註二]

[註一]：因儀器故障，未能進行測試。

[註二]：正在維修，未能進行廢氣測試。



附錄十一

石油氣小巴與柴油小巴廢氣排放比較

 石油氣型

號

相關標準 歐盟III柴

油型號

相關標準

(克／公里)

碳氫化合物

+ 氮氧化物

0.3790.7 0.7790.865

一氧化碳 0.08 5.0 0.62 0.95

微粒 極低 國際標準

不需量度

0.06 0.1

(光吸收絕對單位)

煙霧濃度 極低 國際標準

不需量度

0.68 1.0

石油氣較歐盟III柴油型號減少

排放百份比

碳氫化合物

+ 氮氧化物

51%

一氧化碳 87%

微粒 石油氣型號微粒排放極低

煙霧濃度 石油氣型號不會排放黑煙



附錄十二

小巴每單位燃料可行走里數

4.85

2.60

1.02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平均

公
里
/
公
升
 
 
[
公
里
/
千
瓦
特
小
時
]

柴油

石油氣

電動



附錄 十三 (一)

日產Civilian W41 石油氣小巴定期維修項目時序表

維修項目 每月 每6個月

引擎 1 更換潤滑油及濾清器 X X

2 清潔/更換空氣濾清器 X X

3 排放蒸發器內的焦油 X X

4 檢查石油氣喉管有否鬆脫、損壞及泄漏 X X

5 清潔及調整火花塞 X X

6 檢查及調校點火正時 X X

7 調校氣門間隙 X X

8 檢查及調校冷卻風扇皮帶 X X

9 檢查及調校引擎怠速 X X

10檢查引擎承座 X X

11檢查排氣喉及支點 X X

12檢查及添滿引擎冷卻液 X X

13添滿擋風玻璃清潔液 X X

14檢查引擎廢氣 X X

傳動系統 15檢查及調校離合器腳踏自由行程 X X

16檢查離合器油壓總泵及副泵有否泄漏 X X

17檢查波箱油及有否泄漏 X X

18更換波箱油 O X

19檢查萬向接頭磨損 X X

20潤滑萬向接頭 X X

21檢查尾牙油及有否泄漏 X X

22更換尾牙油 O X

車軸 23檢查車輪軸承磨損 X X

24檢查搖臂接頭、杯士及邊 X X

25檢查避震機有否泄漏或損壞 X X

26檢查車軸連桿有否損壞、鬆脫及過多虛位 X X

車輪及車

胎

27檢查車輪縲絲有否鬆脫 X X

28檢查車胎氣壓及磨損 X X

轉向系統 29檢查油壓 油 X X



附錄 十三 (二)

轉向系統 30檢查及調校 盤虛位 X X

31檢查轉向連桿有否損壞及過多虛位 X X

32如有需要，檢查前輪角度 X X

制動系統 33檢查及調校制動腳踏自由行程 X X

34檢查制動液 X X

35清潔制動皮 X X

36調校制動皮間隙 X X

電器系統 37檢查電池液及充電狀況 X X

38檢查起動馬達 X X

39檢查發電機性能 X X

40檢查車燈、咧叭及儀表 X X

41檢查玻璃水撥及加添清潔液 X X

42檢查冷氣系統性能 X X

其它 43潤滑前、後車軸、傳動軸及轉向連桿各接點 X X

44車身清潔 X X

X - 適用 O - 不適用



附錄 十三 (三)

福特石油氣小巴維修時序表
燃氣系統部份之維修

公里x1000

     項目

1.520 40 50 60 80100120140150

高壓試漏:

蒸發器及截氣裝置 I I I I I I I I

所有氣體喉管 I I I I I I I I

濾清器閥門 I I I I I I I I

石油氣缸接口 I I I I I I I I

石油氣系統所有緊固點 I

檢查濾清器/截氣裝置 F F F I*

傾則自動限制裝置的操作 I I I

空氣濾清器 I* I* S I* I* S I* I* S

火花塞 (冠軍牌RN9LX) R R S R R S R R S

火咀線 I I C I C I C

電腦分析檢查 N N N S N N S N N S

放清焦油 D D D D D D D

檢查迨速節咀 I I I I I I I I

註釋:

I - 檢查狀況及測試系統操作

I* - 需要時清潔或更換

R - 更換

S - 已包括在標準服務計劃之內

F - 需要時清潔或更換 (更換後需進行高壓試漏)

C - 檢查高壓火咀線的阻抗

D - 鬆開螺絲並漏清蒸發器內的焦油

N - 故障碼檢查



附錄 十三 (四)

其他部份每月檢修

引擎 1. 檢查引擎有無洩漏潤滑油、冷卻液、燃料及生風

2. 更換引擎潤滑油及濾清器

3. 檢查引擎橡膠承座

4. 清潔/更換引擎空氣濾清器

5. 更換石油氣濾清器

6. 檢查及調較引擎迨速及加速度

7. 檢查及調較冷卻風扇皮帶張力及有無損壞

8. 檢查冷卻水泵有無洩漏及潤滑

9. 檢查及添加冷卻水

10. 檢查噪音及引擎整體表現

11. 檢查引擎蓋及生氣口是否上緊

12. 檢查水箱蓋功能

13. 清潔冷卻水箱

轉向系統 14. 檢查動力轉向油壓液

15. 檢查轉向系統整體表現

16. 檢查轉向系統連桿磨損

傳動系統 17. 檢查傳動系統狀況及有無漏油

18. 檢查波箱油有無洩漏

19. 檢查真空及氣喉有無洩漏

20. 檢查傳動系統電器接頭有無損壞或接觸不良

21. 檢查換檔系統連桿

22. 檢查傳動系統整體表現

23. 檢察傳動系統連桿有無鬆脫及運作是否正常

24. 潤滑傳動系統連桿

25. 檢查尾牙油及有無洩漏



附錄 十三 (五)

傳動系統 26. 檢查尾牙整體表現

離合器 27. 檢查及調較離合器自由行程

28. 檢查及添加離合器油壓液

驅動系統 29. 檢查輪胎氣壓、磨損、龜裂及損壞

30. 檢查輪胎螺絲有無鬆脫

31. 檢查輪胎絲桿有無鬆脫

32. 檢查傳動軸接頭螺絲是否上緊

33. 檢查前後車輪軸承有無鬆脫

34. 檢查橫車軸螺絲有無鬆脫

制動系統 35. 檢查及調較制動腳踏自由行程

36. 檢查制動統操作及有無損壞或洩漏制動液／風

37. 檢查制動液及有無洩漏

38. 需要時添加制動液

39. 檢查手制操作

40. 調較制動片間距

41. 檢查制動片及制動鼓磨損及裂痕

42. 檢查制動液喉管狀況

43. 檢查制動效率

44. 清潔制動鼓及除塵

45. 檢查廢氣制動系統的操作

懸掛系統 46. 檢查葉片彈簧有無損壞或移位

47. 檢查所有緊固位置有無鬆脫、裂痕或損壞

48. 檢查避震器有無損壞或漏油

49. 檢查彈簧及杯士狀況

電器系統 50. 檢查發電機操作

51. 檢查電池安裝是否穩固、電池液及充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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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系統 52. 檢查電池制、電池頭運作及狀況

53. 檢查車燈、喇叭、儀表及指揮燈號

54. 檢查水撥狀況

55. 檢查起動馬達性能

56. 檢查電線有無損壞及電器接頭有無鬆脫

57. 檢查起動馬達性能及發電機緊固位置有無鬆脫

58. 檢查及添滿玻璃清潔液

冷氣系統 59. 檢查冷氣系統性能

60. 檢查喉管接駁口有無漏氣及重新收緊

61. 用壓縮空氣或水清洗冷氣散熱器葉片

62. 用壓縮空氣或水清洗冷凍器濾清器

車身及底盤 63. 檢查車身、底盤、地台及漆油有無破損

64. 潤滑底盤、萬向接頭、及傳動軸叉

65. 檢查自動門的操作

66. 檢查乘客座位是否穩固，安全帶操作是否正常

67. 檢查緊急逃生門

其他 68. 進行路面測試



附錄 十三 (七)

褔特柴油小巴定期維修時序表

維修項目 工作 交車前檢

查

里數 (X 1000 公里)

1, 515, 30, 60,

75

45, 90

液體水平 檢查/當需要時加添 :

 - 冷卻液 ● ● ● ●

 - 引擎潤滑油 ● ● - -

輔助引擎皮帶檢查狀況 / 當需要時調校扭

力

- - ● ●

引擎部份 檢查散熱器，燃料及制動軟喉

是否有液體滲漏及軟喉變質

● ● ● ●

檢查及糾正線路 ● ● ● ●

空氣濾清器 更換 - - - ●

氣閥間隙 檢查 / 調校 - - ● ●

引擎 更換潤滑油及濾清器 - - ● ●

車底 檢查排氣喉損壞及漏氣 ● ● ● ●

燃油濾清器 更換 - - - ●

輪軸皮帶 更換 - - - a

a - 只在 90,000 公里



附錄 十三 (八)

豐田Coaster石油氣小巴定期維修時序表

項目 一般保養 整體保養

(每10,000公里或

一個月)

(每40,000公里或

四個月)

引擎 1.  引擎潤滑油及濾清器  R  R

 2.  燃油濾清器  I  I/R

 3.  空氣濾清器  I/R  I/R

 4.  引擎皮帶及皮帶張度  I  I

 5.  水箱蓋及水箱風扇功能  I  I

 6.  冷卻系統軟喉及接駁  I  I

 7.  引擎冷卻液  I  I/R

 8.  火咀  I  I/R

 9.  點火正時  I  I

 10.  引擎怠速及怠速燃油比  I  A

 11.  排氣喉及支架  I  I

 12.  燃油喉管及接駁  I  I

 13.  化油器喉管  I  I

 14.  石油氣噴咀  I  I

 15.  曲軸箱強制通風系統  I  I

 轉向系統 16.  盤及連桿  I  I

 17.  球接頭及塵蓋  I  I

 18.  轉向節軸及橫拉桿的連接部份  T  T

 19.  油壓 油  I  I

 20.  油壓 喉、油封等  I  I

 懸掛系統 21.  葉片式彈簧損壞及變形  I  I

 22.  避震機功能及損壞  I  I

 制動系統 23.  制動腳踏及手制自由行程  A  A

 24.  前後制動鼓及制動皮  I  I

 25. 制動油 I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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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動系統 1.  制動喉管及軟喉  I  I

 2.  制動皮間隙  A  A

 傳動系統 3.  漏離合器油  I  I

 4.  離合器油  I  I/R

 5.  離合器腳踏自由行程  A  A

 6.  波箱油  I/R  I/R

 7.  波箱漏油  I  I

 8.  傳動軸萬向接頭  I  I

 9.  差速器油  I/R  I/R

 電器系統 10.  電池液及充電狀況  I  I

 11.  所有原廠電器設備功能  I  I

 12.  冷氣系統的操作  I  I

 其它 13.  石油氣缸支架  I  I

 14.  輪胎及充氣壓力  I  I

 15.  車輪軸承黃油  I/F  I/F

 16. 路面試驗 需要 需要

註釋 : A - 當需要時調校

I - 檢查

       R - 更換

F - 補充

T - 收緊至特定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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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Coaster柴油小巴定期維修時序表

里數 (X 1000 公里)維修頻率(里數或月數，以先到者為準)

項目 1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月數

1.  氣閥間隙  -  -  A  -  A  -  A  -  A  24

2.  引擎皮帶  -  -  I  -  I  -  I  -  I  24

3.  引擎潤滑油  每 5000 公里或 6 個月更換。  

4.  引擎潤滑油濾清器  -  R  R  R  R  R  R  R  R  12

5.  冷卻系統軟喉及接駁  -  -  -  -  I  -  -  -  I  24

6.  引擎冷卻液  -  -  -  -  R  -  -  -  R  24

7.  排氣喉及支架  -  -  I  -  I  -  I  -  I  12

基本引擎組件

8.  電池  -  I  I  I  I  I  I  I  I  12

9.  燃油濾清器  -  -  R  -  R  -  R  -  R  24

10.  水沉澱缸  -  I  I  I  I  I  I  I  I  12

 11.  空氣濾清器  檢查及每 10000 公里或 12 個月清洗。

 每 100000 公里或 120 個月更換。  

12.  引擎怠速  A  -  A  -  A  -  A  -  A  24

13.  煙霧測試  -  -  -  -  I  -  -  -  I  48

 燃油及廢氣排放控制

系統

14.  油缸，燃油喉管及接駁  -  -  -  -  I  -  -  -  I  24

15.  離合器腳踏  I  -  -  -  -  -  -  -  -  -

16.  制動腳踏及手制  首 1000 公里檢查其後每 5000 公里或 3 個月。  

17.  制動鼓及制動皮  -  -  I  -  I  -  I  -  I  12

 底盤及車身

18. 制動油 I I I I R I I I R I:6

R:24



附錄 十三 (十一)

底盤及車身 19.  離合器油  I  I  I  I  I  I  I  I  I  I:6

R:24

20.  制動喉管及軟喉  I  -  I  -  I  -  I  -  I  12

21.  油壓 油  -  I  I  I  I  I  I  I  I  6

22.  盤，連桿及 齒輪箱  I  I  I  I  I  I  I  I  I  6

23.  轉向節軸，轉向縱拉桿，中臂及轉

向連桿黃油

 每 5000 公里或 3 個月更換或潤滑。  

24.  前懸掛臂桿襯套黃油  -  -  R  -  R  -  R  -  R  12

25.  傳動軸黃油(包括收緊螺栓)  -  -  R  -  R  -  R  -  R  12

26.  球接頭及塵蓋  -  I  I  I  I  I  I  I  I  6

27.  手動波箱油  -  -  -  -  I  -  -  -  I  48

28.  差速器油  -  -  I  -  R  -  I  -  R  I:12

R:48

29.  車輪軸承及球接頭黃油  -  -  R  -  R  -  R  -  R  12

30.  前後懸掛系統  I  I  I  I  I  I  I  I  I  6

31.  輪胎及充氣壓力  -  I  I  I  I  I  I  I  I  6

32.  所有車燈，喇叭，雨刮及噴水器  -  I  I  I  I  I  I  I  I  6

 

33. 泠氣/泠卻劑 I - I - I - I - I 12

註釋 :

A - 檢查及/或當需要時調校

I - 檢查及糾正或當需要時更換

R - 更換或潤滑



附錄 十三 (十二)

環力迅電動小巴維修項目時序表

維修項目 時間/行車里數

電池組 1. 平衡充電 使用每3,000安培小時

2. 維護充電及加滿電池液 每超充1,000安培小時

3. 檢查電池液管道接駁口及收緊電池頭的接駁口 每超充1,000安培小時

4. 檢查電池組的冷卻系統 每超充1,000安培小時

5. 清潔電池外殼 有需要時

底盤 6. 檢查及調校制動系統 每10,000公里

7. 檢查及調校手制 每20,000公里

8. 檢查及調校轉向系統的虛位 每20,000公里

9. 檢查動力轉向馬達及泵 每20,000公里

10. 檢查真空馬達及泵 每20,000公里

11. 檢查車輪軸承及懸掛系統 每40,000公里

12. 更換制動液 每50,000公里

13. 更換尾牙油 每50,000公里

動力系統 14. 檢查及清潔冷卻系統 每15,000公里

15. 檢查馬達支撐點 每30,000公里

16. 更換傳動系統潤滑油 每50,000公里

17. 檢查升壓器輸出電壓 使用每2,000小時

18. 檢查控制硬件輸出電壓 使用每2,000小時

19. 檢查再生充電控制電壓 使用每2,000小時

20. 檢查MVD C-操控訊號強度 使用每2,000小時

21. 檢查馬達主軸承磨損 每300,000公里



 附錄十四

小型巴士使用另類燃料試驗計劃

(石油氣/電力)小型巴士乘客問卷

是 否 一樣你是否覺得另類燃料小型巴士比柴油

小型巴士寧靜及舒適？
85% 3% 12%

是 否 沒有意見你是否同意另類燃料小型巴士比柴油

小型巴士環保？
93% 1% 6%

是 否 沒有意見你是否贊成大量採用另類燃料小型巴

士？
95% 1% 4%

其他意見 :

支持引入另類燃料小巴 17

另類燃料小巴更環保 5

加強推廣另類燃料小巴 2

對小巴設計意見 20

關注成本／車費 7

願意多付車資 1

其他  7

註：收回有效的問卷數目為116份



附錄十五

由車隊經理提供的

石油氣/電動小巴營運收入減少(與行走相同更份的柴油小巴比較)

路線 柴油 石油氣 柴油 電動

每天運作

更數/班次

每日加油次數

(每次所需時

間)

每天

少走班次

平均

營運損失

每日充氣次數

(每次所需時間)

每天運作

更數/班次

每天

少走班次

平均

營運損失

每日充電次數

(每次所需時間)

[5] 香港仔 - 銅鑼灣 3 / 272 (6分鐘) 11% 10% 3 (50分鐘) 2 / 1833% 35% 6-7(25-30分鐘)

[58] 香港仔 - 西環 2 / 181 (6分鐘) 11% 8% 2 (20分鐘) 1.5 / 32

[註2]

25% 22% 4-5(20-30分鐘)

[481] 火炭 - 荃灣 (1) 1.5 / 141 (15分鐘) 21% 21% 2 (60分鐘) 不適用

[481] 火炭 - 荃灣 (2) 1.5 / 141 (15分鐘) 21% 21% 2 (60分鐘) 不適用

[47M] 柴灣地鐵站 - 小西灣 (1) 2 / 391/2(30分鐘) 4% 1% 2 (30分鐘) 2 / 3958% 68% 3 (120分鐘)

[註3]

[47M] 柴灣地鐵站 - 小西灣 (2) 2 / 391/2(30分鐘) 1% 5% 1 (30分鐘) 不適用

[48] 順利 - 九龍灣 2 / 221 (10分鐘) 14% 5% 3 (40分鐘) 2 / 2241% 45% 6 (25-30分鐘)

[1A] 西貢 - 彩虹 (1) 3 / 211 (10分鐘) 14% 14% 4-5(25-30分鐘) 不適用

[1A] 西貢 - 彩虹 (2) 3 / 211 (10分鐘) 14% 14% 3-4(25-30分鐘) 不適用

[紅巴] 旺角 - 愛民  (1) [註1] 2 / 292 (15分鐘) 24% 32% 2 (30分鐘) 不適用

[紅巴] 旺角 - 愛民  (2) [註1] 2 / 292 (15分鐘) 10% 12% 1 (30分鐘) 不適用

備註:

1. 以車隊經理提供的實際營運收入計算。

2. 營運及班次損失是與行走相同更份及日數的柴油小巴比較。

[註1] 紅巴並未有實際收入數字，營運損失是基於每班次的平均載客量推算。

[註2] 該電動小巴行走59號線，往返黃竹坑及香港仔。

[註3] 該電動小巴需回廠充電。



附錄十六

經調整後的

石油氣/電動小巴營運收入減少(與行走相同更份的柴油小巴比較)

路線 柴油 石油氣 柴油 電動

每天運作

更數/班次

每日加油次數

(每次所需時

間)

每天

少走班次

平均

營運損失

每日充氣次數

(每次所需時間)

每天運作

更數/班次

每天

少走班次

平均

營運損失

每日充電次數

(每次所需時間)

[5] 香港仔 - 銅鑼灣 3 / 272 (6分鐘) 11% 10% 3 (50分鐘) 2 / 1833% 54% 6-7(25-30分鐘)

[58] 香港仔 - 西環 2 / 181 (6分鐘) 11% 8% 2 (20分鐘) 1.5 / 32

[註2]

25% 34% 4-5(20-30分鐘)

[481] 火炭 - 荃灣 (1) 1.5 / 141 (15分鐘) 21% 17% 2 (60分鐘) 不適用

[481] 火炭 - 荃灣 (2) 1.5 / 141 (15分鐘) 21% 15% 2 (60分鐘) 不適用

[47M] 柴灣地鐵站 - 小西灣 (1) 2 / 391/2(30分鐘) 4% 6% 2 (30分鐘) 2 / 3958% 55% 3 (20-34分鐘)

[註3]

[47M] 柴灣地鐵站 - 小西灣 (2) 2 / 391/2(30分鐘) 1% 2% 1 (30分鐘) 不適用

[48] 順利 - 九龍灣 2 / 221 (10分鐘) 14% 6% 3 (40分鐘) 2 / 2241% 45% 6 (25-30分鐘)

[1A] 西貢 - 彩虹 (1) 3 / 211 (10分鐘) 14% 6% 4-5(25-30分鐘) 不適用

[1A] 西貢 - 彩虹 (2) 3 / 211 (10分鐘) 14% 12% 3-4(25-30分鐘) 不適用

[紅巴] 旺角 - 愛民  (1) [註1] 2 / 292 (15分鐘) 24% 32% 2 (30分鐘) 不適用

[紅巴] 旺角 - 愛民  (2) [註1] 2 / 292 (15分鐘) 10% 12% 1 (30分鐘) 不適用

備註:

1. 以車隊經理提供的實際營運收入計算。

2. 營運及班次損失是與行走相同更份及日數的柴油小巴比較。

3. 若因意外維修而減少運作日數，該月份的營業額已經剔除(紅巴除外)。

[註1] 紅巴並未有實際收入數字，營運損失是基於每班次的平均載客量推算。

[註2] 該電動小巴行走59號線，往返黃竹坑及香港仔。

[註3] 該電動小巴需回廠充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