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該名女子打扮及外觀不似長者，也
沒有殘障表徵，上車拍卡時卻顯示享
有2元優惠。

■該女子以卡套或貼紙覆蓋八達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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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發展區2B3號地盤的公營房屋發展
項目在進行打樁工程期間，港鐵屯馬線宋皇
臺站緊急出口的其中一個監測點的沉降紀
錄，本周一（5日）達20毫米的預設停工指
標。特區政府發言人昨表示，按既定程序，
房委會應房屋局常任秘書長辦公室轄下獨立
審查組的要求，已於同日暫停在有關緊急出
口30米範圍內的打樁工程。運輸及物流局

局長林世雄表示，港鐵及機電工程署經檢視
後，已確保現時鐵路運作安全，相關部門會
確保已實施適當的緩解措施才會讓地盤復
工。
立法會工程界議員盧偉國估計，今次事

件有機會因為附近公屋的打樁工程引致，強
調現有監測制度完善且行之有效，停工絕非
代表已出現危險，呼籲市民無須擔心。他認

為，地盤施工方法或會改變，亦可能會進行
加固。對於政府在發現沉降後兩天才公布事
件，盧偉國指需要專業人士研究情况，認為
政府已快速應變及公布。
立法會議員楊永杰認為，今次事件並不

尋常，啟德一帶目前有多個地盤，擔心其他
地盤動工時會加劇沉降，影響鐵路安全，促
請政府加強監察，考慮改用其他打樁方式。

宋皇臺站緊急出口錄沉降 暫停30米內打樁

■港鐵宋皇臺站。

在2元乘車優惠計劃下，合資格的長者
或殘疾人士搭乘參與計劃的交通工具

時只需支付2元，車資差額由政府補貼。
計劃由去年2月起，將合資格長者由年滿
65歲下調至60歲，並擴展適用的交通工
具，政府相關支出隨即由2021/22年度的
12億元，倍增至2022/23年度近31億元，
下個年度預算進一步升至約70億元。在
2022/23年度專營巴士收取最多的車資差
額，佔11.7億元，其次是收11.6億元的港
鐵。

記者近日搭乘不同巴士及小巴線路進
行實測，發現疑似冒認合資格受惠者使用
優惠的情況並不罕見。記者僅乘5趟巴士小
巴班次，就在其中3趟共發現5宗。其中一
趟的專線小巴有兩宗疑似個案，一名身着
黑色短袖上衣及牛仔短褲的女子，上車拍
卡時發出的聲響顯示享有2元優惠，但其打

扮及外觀不似長者，也沒殘障表徵，記者
留意其八達通卡，但她卻以卡套或貼紙覆
蓋，無法看到卡面。

帶兩張八達通 疑遇執法即換

她隨後坐在記者正前方座位，把八達
通卡放回錢包時，被記者發現錢包內另有
一張普通成人八達通卡，疑似方便遇上執
法風聲緊時可轉換八達通卡。為進一步求
證記者尾隨她下車，看到她最後進入一間
私營音樂學校，根據她在校內活動行跡，
懷疑是該校職員。
在其他班次小巴及巴士上，記者同樣

見到數宗類似情況，但沒有充分證據證
明。一眾司機獲賦權查問可疑個案，但記
者發現所有司機都無動於衷。
經營小巴的魏沛揚向本報表示，司機

監察違規使用者有難處，「有時見到一個

中年人，很難確定是不是60歲，亦或是身
患殘疾，因此很少司機主動詢問，就是怕
搞錯，與乘客起衝突。我曾見到有人明顯
是年輕人，一時使用長者八達通，一時使
用普通成人八達通，才能夠確定違規。」
他認為，目前對違規者罰則太低，阻

嚇力弱，「運輸署有派人稽查，但幾次見
到他們捉到違規者，也只是補票價了事。
呢種蓄意詐騙，就好比賊仔偷嘢，不能夠
還番贓物就算數。」
在昨日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質疑2元

乘車計劃淪為「無底深潭」。孫玉菡回應
時透露，運輸署將成立專責小隊，於月內
聯同各公共交通營辦商展開全港執法行
動。其中港鐵會加強宣傳教育及查票工
作，向不合資格使用優惠的乘客徵收附加
費，重鐵附加費由現時500元加至1,000
元，輕鐵會由290元加至370元。他提醒，
一旦被發現違規使用計劃，除了要補付車
船費外，個案會轉介警方調查，一經定罪
可被判監禁。
港鐵表示，新的罰則由本月25日起生

效。顧客服務及收益保護組
專責執行查票職務，除日常
巡查，亦會分析整體逃票趨
勢，及審視個別車站的逃票
情況，以調配人手執行針對
性的查票工作。

冒認合資格者非罕見 運署加強執法港鐵罰款倍增
濫用$2優惠 實測5趟車即達5宗

旨在為鼓勵長者多出行、豐富社交生活的2元乘車優惠計劃近年違規情況
愈見嚴重，由2018至2022年間共揭發1,304宗懷疑違規個案。本報連日直擊
市民三招呃優惠或濫用計劃，包括疑似冒充合資格者使用優惠、「長車短搭」
及小巴承辦商多收車資。記者僅乘5趟巴士小巴，其中3趟已發現
5宗疑冒認長者或殘疾人士使用優惠個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
玉菡昨透露，運輸署月內將展開全港執法打擊行動。其中港鐵將
相關罰款提升近三成至一倍到最高1,000元，嚴重者可判監禁。

文 / 圖：專題組

長
車
短
搭
嘥
公
帑

議
員
倡
增
宣
傳

擊
報道

掃碼睇片

政府對2元乘車優惠計劃的財政
負擔正以倍數計增長，遠高於人口
老化速度。本報亦發現，不少公帑
是白白浪費在長者「長車短搭」的
惡習上，即長者選乘長途車，卻只
搭幾個站，使政府車資補貼未能用
得其所。

下午時間最常見

記者日前在下午非繁忙時段乘
過海巴士進行實測，在一輛由長沙
灣甘泉街開往香港仔的巴士上，統
計發現6名長者未過隧道就已落車，
其中一位長者更只搭一個站便落
車；3位長者只搭4至6個站，其餘
也最多搭乘10個站。
除下午時間外，記者還測試上午

及晚間的巴士，發現上午長者「長車
短搭」現象較少，每個班次平均出現
一宗；晚間則未見此類情況。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

恒鑌表示，「長車短搭」相對非合
資格人士違規使用優惠的情況更為
普遍，是政府開銷不必要增加的主
因，建議政府加強宣傳，呼籲長者
為庫房「慳錢」。

■港鐵每日有大量市民乘搭。 中通社

不少紅色小巴設有分段收費，一般需要
司機按拍卡機，才能調校至較低收費。惟本
報記者發現，有司機見乘客用2元優惠，卻沒
有下調收費，例如有一條路線，全程收費8.6
元，中途上車的車資為5元，但司機見中途上
車的乘客用2元優惠，照收8.6元，額外多賺
3.6元政府補貼。
一位駕駛該線的司機向記者解釋，該路

線是雙向分段收費，但來回兩程收費規則不
同，北上班次以上車地點進行分段，由九龍
城開始上車改收5元，司機需在進入九龍城前
調整票價；南下班次則以下車地點進行分
段，若在九龍城公眾街市前下車只需付5元，
但要自行調整收費。記者發現並非所有乘客
都記得要求司機調整分段收費。其中一趟實
測班次，就見至少有兩位長者在九龍城公眾
街市前下車，上車時卻未有自行調整分段收
費至5元。
有小巴業人士相信紅色小巴並非刻意騙

取公帑，但收費機制和方式有優化空間，建
議政府立法規定所有小巴乘客都必須上車付
款。

忘記調整分段
紅Van易收多車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