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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及交通發展

中國在過去二十年經濟突飛猛進。於一九九一年至二零零零年期間，中國之國內生

產總值平均每年增加約10.1%。經濟迅速增長令各類型交通運輸之需求亦隨即攀升。

由一九九一年至二零零零年，中國乘客量之每年平均增長率約為9.0%，貨運量於同

期則上升約3.6%。

公路交通運輸在國內之載客量所佔比重最大。二零零零年，公路交通運輸佔總乘客

量約91.3%。至於貨運交通方面，公路交通運輸則佔二零零零年國內貨運交通總額約
78.0%。

中國公路及高速公路之開發

監管架構

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負責所有類型交通及運輸之整體規劃。交通部及其轄下各省部
門乃一個監控組織，統領國內所有公路之規劃、發展、建築及管理之工作，以及主

要向各地提供措施指引，例如在公路設計、建築及維修方面訂立有關規則、標準及

規格。就以國家主要幹道項目國道主幹㵟系統為例，交通部會不時進行規劃並向國
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及國務院呈交建議書予以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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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路之分類

根據公路各自之交通流量及公路服務情況等準則，中國公路可大致歸納為兩類：車

輛幹道及一般公路。兩種公路類別中各自可再分為三個副類別，載列如下：－

中國公路之分類

車輛幹道 一般公路

高速公路 第1類 第2類 第2類 第3類 第4類

最高設計車速水平
　（公里／小時） 120 100 80 80 60 40

車道𡚸度

　（米） 2x7.5 2x7.5 9.0 9.0 7.0 3.5

地基𡚸度

　（米） 26.0 24.5 12.0 12.0 8.5 6.5

路面評級 一級 一級 一級／ 一級／ 二級 中等／
　 二級 二級 低

平均每日交通 25,000 10,000至 4,500至 2,000至 少於 少於

　（每日架次）（附註） 以上 25,000 7,000 5,000 2,000 200

來源：中國交通部標準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頒佈之「公路工程技術標準 JTJ 01-97」。

附註：該等數字乃根據董事按有關公路之規格進行估計而得出。

高速公路一般專為汽車（包括摩托車）使用而設，一般之標準車輛吞吐量為每日約

25,000架次或以上。高速公路一般為封閉式公路，所有出入口均設有控制通道。有別

於高速公路，其他公路一般為車速較低及車輛吞吐量較少而設。在大多情況下，一
般公路之安全措施亦屬有限。

中國高速公路之開發

自從國內第一條高速公路上海－嘉慶高速公路於一九八八年十月啟用後，一九九九

年，國內高速公路之總長度由約18公里增至約11,605公里。

雖然國內高速公路在過去二十年迅速增長，惟董事認為，相比其他發達國家而言，

國內公路網絡之整體素質依然較差。觀乎事實證明，一九九九年年底高速公路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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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佔國內公路網絡之總長度約0.86%。下表所載為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國內公

路網絡之組合：－

中國公路網絡

高速公路及 四級以下之

一級至四級公路 公路 合共

（公里） （公里） （公里）

一九九六年 948,068 237,721 1,185,789

一九九七年 997,496 228,909 1,226,405

一九九八年 1,069,243 209,231 1,278,474

一九九九年 1,156,736 194,955 1,351,691

來源：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中國交通運輸年鑑及二零零零年中國統計年鑑。

由此可見，中國公路網絡發展尚嫌不足，為追上國內經濟增長步伐，董事預期國家

將增建公路，當中以中國評級幹道尤為重點。按此情況看來，董事深信，國內對交

通運輸管理信息系統之需求將日漸殷切。

中國公路網絡之未來計劃

為使經濟持續增長，中國交通部計劃完成一個跨省公路網絡。預期該跨省網絡將主

要包括車輛幹道標準公路，而網絡則名為國道主幹㵟系統。預期整個系統可將北京

與目前人口超過1,000,000之中國各省市以及目前人口超過500,000之中國城市連在一
起。因此，預期國道主幹㵟系統將連接約200個中國城市，覆蓋中國總人口約50%。

此外，於整個國道主幹㵟系統完成時，預料合共12條全長約35,000公里之主要幹線幹

道將納入中國公路網絡之內。

在國道主幹線中，將優先考慮建築下列四條主要高速公路：－

由北至南

－ 由黑龍江省同江至海南島三亞；

－ 由北京至廣東省珠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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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東到西

－ 由江蘇省連云港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霍城；及

－ 由上海至四川省成都。

上述道路將於完成時延伸至全長約14,500公里，其中約4,200公里將以高速公路水平建

築，佔全長約29%。

除了國道主幹㵟系統之外，中國省政府亦計劃興建額外公路，以應付個別地區對當

地交通運輸不斷增長之需求。

中國公路及高速公路之收費系統

中國公路及高速公路建造項目包含兩個階段：公路土建及機電系統集成階段。公路

土建工程主要包括興建路面、欄杆、排水系統、路標、收費閘及其他基建設施。機
電系統集成工程包括設計、挑選及安裝硬件設備，包括收費設施、通訊系統、交通

監察系統及供電系統。此外，機電系統集成亦包含發展可切合不同需求之管理信息

系統，藉以管理高速公路之交通流量。

董事相信，收費系統備有支援軟件，實為收費公路上其中一個最重要之系統。鑑於

收費公路經營商大部分收入均來自公路收費，因此董事亦相信，精密可靠之收費及

管理系統將可提高收費效率。

中國收費系統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國內大多數高速公路所安裝之收費系統可大致分為三類：人手

繳費系統、半自動繳費系統及不停車繳費系統。

人手繳費系統

人手繳費系統一般用於開放式高速公路。公路經營商會設置收費亭收集路費。收費

員於高速公路入口向司機發出票據，然後在出口收回票據，並將收集得來之現金放
入鎖上之收銀機內。大部份情況下，收費員每日分為兩更輪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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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收費控制程序之一部分，在每一個輪班結束時，高速公路之管理人員會點算所

收取之現金，並且與收費員所發出之票據相互查核。現金之任何差額須由收費員承
擔。此外，收費公路經營商亦會存置入口收費閘發票記錄，此記錄會與出口收費閘

收集所得票據數量查核，以便得出有任何差異。

半自動繳費系統

半自動繳費系統以電腦化網絡操作，乃國內目前最廣泛使用之系統。有別於人手繳

費系統，半自動繳費系統不僅按車輛類型，還以行駛之距離收費。在收費高速公路
入口處，司機會獲發一張磁卡，有關車輛類型及收費站之資料儲存於卡上。司機在

出閘處將同一張卡交回收費員，卡內儲存之資料在出閘處經電腦處理，而收費金額

乃根據車輛類型及行駛距離收取。

不停車繳費系統

不停車繳費系統亦稱為電子收費系統。此技術有助於收費閘自動收費而毋需截停車
輛。該系統可大幅改善交通流量，並可安裝於交通繁忙之公路上。

目前收費系統涉及之問題

防止欺詐及盜竊乃中國高速公路收費系統設計之重要課題。經抽樣檢查發現，高速

公路逃費者達34%。由此，董事相信，半自動及不停車繳費系統應為防止欺詐行為之

有效方法。此外，該等技術預期亦可增加交通流量之運作效率。

中國公路交通業

董事相信，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公路交通運輸業仍在發展中，此點可在以下

得以明證：第一，中國交通運輸業乃分散經營，並無居領導地位之車隊經營商。第

二，貨主與車隊之間溝通不足，以致貨主通常會在分配適當車輛運送貨物時遇到困

難。另一方面，車隊經營商或會由於欠缺中央或地區性信息系統，而未能取得貨物
運輸之最新資料。因此，許多卡車並未充份利用其載貨量，白白浪費大量運貨能力

且欠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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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這種情況，中國交通部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推出一項長遠計劃，以發展一

個遍及全國之公路交通網絡。此網絡包含45個公路交通主樞紐，遍佈全國45個主要
城市。該計劃之目的旨在透過在國內開發一個遍及全國之集成交通信息網絡，務求

提高貨運物流管理效率。根據該計劃，國內六個主要城市，即瀋陽、天津、鄭州、

武漢、深圳及廣州已獲選開始興建新網絡系統，並以試點形式推行該系統。

廣州公路交通業

一九九九年，廣州港口或貨場處理之貨櫃量約達240,000,000噸，其中約120,000,000噸
經由陸路運輸。雖然陸路運輸佔廣州貨櫃運輸總額約50%，但業界對信息技術方面之

使用量仍遠遠落後於航海、鐵路及航空等其他運輸方式。

於最後可行日期，廣州約有400個貨場，每個佔地介乎10,000平方米至100,000平方米
不等，貨車會在貨場內收取貨單。貨場內有小型運輸代理負責聯繫貨主及運輸公司，

以便安排運送事宜。由於欠缺一套綜合物流管理系統，現時之貨運安排效率緩慢。

很多時候，空置貨車往往要輪候一個星期始獲分配送貨單。在付貨後，貨車需空車
折返原地，以致浪費運輸力。

自一九九九年年底，本集團開始著手開發一套統一之貨運物流管理信息系統，以供
廣州現有之貨場，以及根據公路交通主樞紐計劃將予興建之新貨場使用。董事預期，

新系統可望改善廣州與國內其他主要城市間之貨運效率。

中國交通管理信息系統之未來發展

在美國，由一九九八年至二零一一年間，交通運輸管理信息系統方面之總支出預料

將增至約2,090億美元；在日本，預期有關支出將約為50,000億日圓。一九九九年，中
國交通部成立智能交通系統研究中心，就交通運輸業使用信息技術此一課題開展連

串研究項目。該等項目在國內多個主要城市進行至今，包括北京、廣州、上海及深

圳等市。故此，董事相信，國內交通業在信息技術方面之使用量預料將會日漸提高。

該等技術之應用範疇包括電子通訊及安全系統、收費系統及交通監察系統等，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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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架橋及隧道使用。該等信息及通訊技術亦可望改善交通服務提供者（例如

運輸線代理及卡車司機）提供之服務質素。

信息技術於交通運輸業部分之主要應用範疇包括下列各項：－

電子收費系統

電子收費系統利用多項交通及電子技術，以支援收費亭及其他收費處之自動化收費。

該等技術之應用將可增加系統之營運效率、改善客戶服務、提高安全度及減低對環
境之影響。

先進交通管理系統

先進交通管理系統包含多種不同技術，更有效地管理交通流量。該系統透過交通流

量監控設備收集實時交通數據，並將有關數據轉化成可用資料，以適當決定車輛及

行人之先行權。

公共交通系統

將信息技術應用於公共交通系統，可改善公共交通系統之整體管理，並向公眾提供

具有效率、便利及經濟之運輸服務。

商業車輛營運系統

該系統藉應用多項技術（例如電子車輛清除系統、安全檢查系統及緊急報告系統）可

令營運更見效率，安全水平大為提高。

緊急援助信息系統

該系統能夠即時發現不正常交通情況，倘有緊急事故發生，該系統亦可提供援助、
改變交通路線及預防發生連環意外事故。

貨運物流管理信息系統

該系統為車隊及貨主提供即時交通資料及車輛位置。藉協助司機避免到達交通擠塞

之地區，提高集運及附運之可靠性及效率，是項服務能充份加強車隊之營運管理。
該等好處對以相互往來方式聯運及對時間急迫之車隊尤為重要，藉此項服務令其營

運更見效率及可靠。董事相信，目前中國並無普遍使用貨運物流信息管理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