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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行業形象和服務質素，香港的士業議會發起禮貌活動，由今日起至8月27
日，在港九新界繁忙的士站，包括口岸及機場安排禮貌大使，向司機和乘客派

發宣傳單張及紀念品，並主動提供協助。
另外，政府正審核的士車隊牌照申請，發牌後會作中期評估，營運表現不理想

便有機會遭 「釘牌」 。

大公報記者 鄭文迪

的士業今起推禮貌活動提升服務
機場及口岸安排大使協助乘客

和氣生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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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士司機自發
放蛇而爆發的一場沒

有硝煙的戰爭越演越烈，大公報記者近日
分別乘坐的士及網約車，聽聽司機心底
話。有的士司機指，近日不敢禁區上落
客，下班找不到停車位都不敢收工， 「擔
心畀人舉報，風頭火勢啊最近」 。有Uber
司機坦言認同現階段白牌車是不合法，但
認為網約車是大勢所趨，加上的士業界自
己不爭氣，不能說是網約車爭飯碗， 「難
道沒有網約車他們服務態度就會好，就會
不劏客嗎？不可能的。」

過去一周，社交平台開始已經分門分
派，的士司機舉報網約車非法載客，網約
車舉報的士禁區上客，並將拍下的照片上
傳上網，分享 「戰績」 。

黃大仙慈雲山成「禁區」
「搵食啫，何必搞到兩敗俱傷？誰都

沒有好處。」 的士司機忠哥透露，由於在
黃大仙、慈雲山等地車行多，成了舉報熱
點，不少同行都表示在那裏中招，就更不
敢在那邊停車了。

「網約車始終是不合法。」 的士司機
B認為，政府要麼就直接禁止網約車在香
港營運，要麼就直接宣布合法化及加以監
管，現在這樣模棱兩可，一邊說着白牌車
不合法，一邊又表示對網約車持開放態
度，自相矛盾，反而加劇了兩派之間的爭
鬥。

記者又登上了Uber司機的車，司機阿
文（化名）認為，香港的士業界的服務態
度可謂臭名遠播，未來網約車平台是必定
會在香港合法化，只是未知是滴滴還是
Uber。他又認為，的士業界確實要好好反
思一下自己的做法，而不是一路說網約車
搶飯碗。 「難道沒有網約車他們服務態度
就會好，就會不劏客嗎？不可能的。」 對
於網上的互相舉報之戰，他自己也曾被舉
報罰款，認為這是非常無謂的事。 「唯有
小心啲囉，但其實大家都係搵食啫咪都係
揸車，你搞我，我搞你，有咩意義？」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司機心聲

▲早前有的士業界自發放蛇舉報Uber司機，觸發互
相舉報行動。

市民搭的士被兜路兼受氣 盼引入網約車

掃一掃有片睇

網約的士 苦等一小時沒車
大公報元朗實測 同樣訂單Uber秒殺

出租車出路 3

網約車及的士之間競
爭不斷，《大公報》過去
兩日以專題深入報道事

件，獲市民廣泛回
響。大公報記者早前
到新界的村莊進行叫

車實測，分別用網上平台召喚的士及Uber，結
果發現兩者之間的接單速度有天壤之別。記者
在的士叫車App地圖上嘗試叫車，但等了將近
一小時，明明程式地圖上顯示附近有車，卻先
後發送訂單6次都無人接單，而使用Uber就只
需要10秒便有司機接單，5分鐘內便到達上車
點，時間差別非常大。

記者上個月23日下午，在元朗的大樹下天
后廟嘗試以App 「HK TAXI」 打車到港鐵朗屏
站，這個車程如按照正常的士錶價，需要30多
元，App上顯示預計的車資為38至41港元。選
好上落點後，App便將訂單發出，而App上的
地圖顯示附近有至少兩部空載的士。但記者等
候良久，到App顯示已經發送訂單予1464個司
機時，仍未有司機接單。最後等了數分鐘，
App彈出 「由於叫車乘客太多，非常繁忙，未
能找到司機」 信息，自動取消了記者的訂單。

記者等了5分鐘後再試，結果同樣如此，
重複了5次一樣的操作，同樣沒有司機接單，
實測近1小時後仍沒有司機接單，記者決定放
棄。 「等小巴好過啦，這裏等的士有時候等
到你傻，這裏很難打到車的！」 附近村民表
示，村民出入一般都是靠小巴，有時候要等
20分鐘才有車，如果沒有私家車，非常不方

便。

的士司機在App上「揀客」
隨後記者嘗試打開Uber，用同樣的距離作

為測試，程式顯示從元朗大樹下天后廟到港鐵
朗屏站的價錢是約73元，比的士貴一倍。但發
送訂單不到10秒，便有司機接單，速度比起
「HK TAXI」 快不少。 「兩邊不一樣，Uber是
將訂單分配給附近的司機，分給你你就做，的
士App是靠搶單，但如果司機不接，你站到明
天都沒用，他們在App上也揀客。」 Uber司機
阿文（化名）表示，尤其是下雨天，因為要坐
的士的市民多，很多的士司機都在 「搏殺」 ，
App上顯示的訂單，他們會揀，不順路的不
搶，路程短的不接，除非乘客在App上給足夠
的小費，才會有司機願意接單。

到乘車體驗，網約車是由私家車接客，車
輛普遍較新淨，而且上車前乘客已經在App上
清楚交代目的地及支付車資，便不存在司機對
目的地不滿或兜路等情況。雖然在 「HK
TAXI」 上打車同樣能夠先輸入目的地，但是車
資就同樣是下車時支付，司機中間如果兜路，
乘客未必知道。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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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禮貌活動」 啟動禮昨日舉
行，的士業議會將在今日起至8月
底，安排由大學生等擔任禮貌大使，
組成3至6人小隊，在繁忙的士站，例
如銅鑼灣百德新街、上環信德中心、
尖沙咀天星碼頭等，以及旅客較多的
口岸的士站，例如機場、落馬洲口
岸、深圳灣口岸等，向司機和乘客派
發宣傳單張及紀念品，並主動為乘客
提供協助。

的士業議會主席黃卓邦表示，單
張將提醒司機尊重乘客、協助輪椅乘
客上車等，同時提醒乘客上車要扣安
全帶、不要謾罵司機，亦會介紹本港
著名景點，列出尋找失物熱線電話
等，以實踐好客之道、讓乘客賓至如
歸，為香港營造 「好客之都」 的形象
出一分力， 「增加讚揚，減少投
訴。」

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
稱，本港復甦速度減慢、市民北上消

費增加，可能原因之一是本港服務態
度不夠好，但相信大部分的士司機都
有提供良好服務，只是有一小撮害群
之馬；他又透露曾向政府建議增加的
士車隊的額度，例如由現時5個增至8
至10個。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恒
鑌認同，旅客來港多數先接觸的士，
如有好服務會令他們賓至如歸，但若
服務不到位或溝通出現問題，很多時
會令他們對那個地方留下不好印象；
又形容的士業界 「一榮俱榮，一損俱
損」 ，希望所有業界朋友努力做好禮
貌運動。

的士車隊表現差可被釘牌
為改善的士服務素質，政府亦推

出的士車隊制，申請期內接獲15份申
請，預料七月公布結果。運輸署助理
署長馮惠筠表示，政府鼓勵的士業界
善用科技提升服務質素，並實施一系

列措施回應業界及社會訴求，包括的
士車隊管理制度。

運輸及物流局昨日回覆立法會議
員書面質詢時，進一步交代如何確保
車隊質素。當中提到，運輸署會密切
監察車隊營運，對持牌人表現作中期
評估，並考慮相關結果，決定是否批
准續牌。牌照期內，若署長有理由相
信持牌人未有維持適當且具效率服
務，可隨時委派公職人員研訊。若確
定表現未達標準，可施加懲罰，包括
取消或暫時吊銷牌照、更改牌照期或
的士數目等。

車隊亦須提供手機應用程式等供
乘客預約的士，運輸署屆時會有專
頁，讓乘客一站式搜索不同車隊的預
約方法，並須提供至少兩種電子支付
方式。車隊同時要開放及分享每輛車
隊的士實時位置、車輛類型等數據，
以便第三方開發商製作格價等平台，
方便乘客比較。

本港的士業積弊已
久，不時有害群之馬拒

載、劏客、兜路等劣行，特區政府將於下月
完成對網約車的規管框架研究，將考慮透過
發牌制度規管網約車，讓部分合資格私家車
合法經營，網約車合法化大勢所趨。《大公
報》近日接到不少市民不滿的士司機的投
訴，有讀者由西環到荃灣，竟要繞去欣澳才
到荃灣，也有司機不但不識路，沿途更大發
牢騷，批評客人要去的人氣餐廳既偏遠且難
食，令人氣結。

西營盤去荃灣 竟途經大嶼山
讀者劉小姐昨日對《大公報》表示，上月

底傍晚因急事需由西營盤乘的士趕往荃灣中
心，的士駛過西隧後，原本只要沿着快速公
路，很快就可抵達目的地，但想不到司機不知
何故竟直駛往青衣。劉小姐發現不對勁，司機
卻以不熟路及入錯線為由，沿着青嶼幹線一直
去到欣澳的迪士尼，兜了大圈才折返駛往荃
灣。結果全程咪錶收費近300元，多花20分
鐘，她質問司機明知行錯路，為何不在青衣就

轉往荃灣，惟司機一直推搪， 「最後雖然按錶
減了70多元車資，但就想快得慢，還要貼錢受
氣，真是豈有此理！」 她表示 「真係受夠
了」 ，以後都不會再搭的士，改搭網約車。

另一名讀者李太對搭的士也有不愉快經
歷。上周六傍晚，李太與友人在西鐵元朗站搭
的士，到元朗大棠山道的棠人街一家人氣餐館
晚餐，當眾人坐上的士並向司機講出詳細地址
和餐廳名時，司機即開口稱不識路，要用手機
地圖並摸索了數分鐘才定好位置，並一直靠導
航帶路。沿途司機不但顯得不耐煩，更欠缺應
有的禮貌，不斷放負，批評該餐廳位置很偏遠
是 「山旮旯」 ，餐後無車返元朗市中心及港鐵
站，而招牌菜 「柴火燒雞」 更是徒有虛名，好
難食。惟李太及友人抵達目的地後，卻發現附
近十分熱鬧，不斷有小巴穿梭元朗市中心，
「真是無語，這個的士司機，不但 『口臭』 更

令人氣結。」

的士司機批Uber搶生意
大公報記者昨日分別在尖沙咀、紅磡港鐵

站、紅棉路纜車站及沙田等地方乘搭的士實

測，在由尖東往海運大廈時，的士司機不滿指
網約車令同業收入損失，指Uber在交通高峰繁
忙時就加收一成車資，到客少淡靜時，收費又
好平， 「甚至平到你唔信來搶的士的客」 。他
又指，有友人的女兒在澳門睇完演唱會，晚上
搭網約車回港時，因天雨在葵涌撞車出事受
傷，結果住了2個月醫院，未獲保險賠償，只
能自理。另一名由纜車站去灣仔碼頭的哥則對
記者表示，生意被網約車搶了逾三成。記者亦
發現，多部的士都只收現金，無法用電子支付
車費。

在另一趟由紅磡港鐵站往尖沙咀東路上，
該名的哥表示，所駕的5人座的士還有2個月就
25年了，然後部車就 「退休」 不能再做了，因
為保險公司不再受保。因該的士已發生數次交
通意外，1年保費要7萬多元， 「又不是私家
車，24小時不停在路上跑，
駕的士的有誰沒有出過意
外？」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蘇荣（文）

調查組、鄧浩朗（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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