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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城市 

平均每 1 公里的道路 

地底就是超过 47 公里 

与公共服务相关的设施 

铺设这些设施 

一般都会牵涉掘路工程 

而路政署就担当监管掘路工程的重要角色 

 

香港的地底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公共设施 

有水管•电缆•煤气管 

或者污水•雨水•排水管道等 

绝大部分都放于地底 

都是我们城市基础建设 

不可或缺的部分 

跟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掘路工程本身有其必要性 

及正面的作用 

路政署是需要扮演一个监督 

及管理的角色 

避免这些掘路工程对市民产生危险 

或将它们对市民的滋扰减至最低 

 



为方便政府与有关机构协调掘路工程 

路政署设立了 3 层的协商架构 

公用设施政策统筹组 

公用设施技术联络委员会 

分别于政策及技术层面上 

每季举行会议 

而掘路统筹委员会 

更每月与各分区办事处 

就前线工作层面进行协商 

 

掘路工程有机会破坏中电的电网 

破坏电网影响同事的人身安全 

亦对我们的客户产生严重的影响 

大家可在会议中分享资讯 

及制定方法 

在过去 5 年 

误损电缆的情况不断减少 

 

2009 年路政署设立了电脑系统 XPMS 

提供一站式的掘路准许证申请服务 

让相关部门可以在同一个 

电子平台上审理申请 

大大提高处理申请的效率及透明度 

 

这系统可令各部门人士 



同时间与网上沟通消息 

加快工作程序 

并与短时间内知道 

要接触那些公共机构 

亦可于网上互相交换资料 

因此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政府曾修订《土地（杂项条文）条例》 

方便路政署加强管理掘路工程 

 

2004 年 4 月 1 日开始 

路政署执行经修订后的 

《土地（杂项条文）条例》 

更有效改善掘路工程的管理 

条例执行的重点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所有街道的掘路工程均需收费 

一方面为收取有关的行政成本 

另一方面 

如因工程延期而影响道路交通 

亦会因道路的类别而收取相关的经济成本 

这条例亦涵盖所有政府部门的掘路工程 

例如水务署•渠务署等掘路工程 

如发现有违规情况 

会向他们发出警告信 

要求他们作出改善 



如有需要亦会考虑作出检控 

 

至于前线的监察方面 

路政署成立了专责审核巡查队 

定期巡查工地 

监察他们有否遵照 

挖掘准许证上的规定施工 

例如正确依照临时交通改道图则 

设置及维护临时交通改道设施 

妥善管理工地 

做好保障市民安全的预防措施 

及准时完成工程等 

路政署亦会屡次违规的个案 

转介于执法队进行起诉 

 

现场的盖板很稳固 

与行人路的结合位很平滑 

避免绑到行人 

另外亦有防滑措施防止行人滑到 

整体情况令人满意 

如发现现场有违规的情况 

而可作出即使跟进 

我们会即使利用电子手账 

透过电邮及短讯通知工地负责人 

要求他们即时跟进 



 

法例修订后 

申请人更严谨 

及审慎地申请有关掘路工程 

因此发证数目大大减少 50% 

另一方面 

延期的申请亦大幅减少 90% 

有关工地上各种的安全措施 

或者其他闲置情况 

违反相关的条款亦大幅减少 

减幅达 85%以上 

 

透过我们的监管 

业界亦明白我们的要求 

他们的施工质素不断提升 

市民的投诉亦因而减少 

这些成绩为我们带来满足感 

 

路政署会继续努力平衡社会发展 

及市民使用道路的要求 

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为香港的未来 

铺出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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