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機乘客
有Say

乘客呂先生
支持有關措施，對
提升的士業服務質
素有好大幫助。

司機林師傅
遇到投訴，有片
可查，對大家都
好。

香港的士業多年來存
在害群之馬，令市民和遊
客有不愉快體驗，嚴重影

響香港聲譽。《大公報》近年不斷探討如何
提升的士業服務，引起業界和社會的廣泛關
注。

政府擬立法規定的士必須安裝車廂攝錄
機、行車記錄儀及衛星定位，所有司機須提
供至少兩種電子支付方式。大公報記者近日
訪問多位的士司機及業界代表，發現不少的
士已安裝攝錄機及電子支付系統。有業界、
司機和市民指，安裝有關設
施是大勢所趨，有助提升服
務質素，減少乘客和司機爭
拗。有司機表示，不會租用
沒有加裝攝錄系統的車。有
業界代表希望以嶄新形象，
更好服務市民和遊客。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文、圖）

「如果要車主們自掏腰包安裝這
些設備，無論多少，就算三、五百
元，他們都會嫌貴，最好是不用花
錢，由政府全包。但今時今日，車廂
安裝攝錄機、電子支付和衛星定位等
設備，都是好基本的要求。」 在觀塘
裕民坊等候客人的司機陳師傅對大公
報記者說。駕駛的士十多年的他表
示，平時向車主租的士營運。據他所
知，幾乎所有的租車司機都支持政府
擬推行的新例， 「大家都要與時並
進，這樣做對司機和乘客都有保障，
減少爭拗，當然支持。」

電子支付 方便司機及乘客
另一位當兼職的士司機近30年的

謝師傅指，每周駕的士兩日，不時遇
上不講理的乘客，最多的是被指行錯
路或兜路，有時行的路線不合乘客
「心水」 ，就會被指有意兜路， 「以
後安裝了這些設備，相信會少很多爭
拗，又方便客人付款。」

陳師傅認同業界有害群之馬，但
也有不講理的麻煩客人，一旦被冤枉
就有理說不清，安裝這些設備後，
「不再擔心被屈，對大家都公平」 ，
「加上電子支付，如八達通等，嘟一
下就行，不用找零，好方便。」

對於有車主抱怨安裝成本高，陳
師傅指，這些都是一次性投資，要他
們（車主）出錢肯定有意見， 「其實
大家都知裝了是有好無壞，不過是想
政府補貼罷了。」 作為租車司機，陳
師傅希望車主都安裝這些設備， 「其
實好多司機只會租用安裝車內cam和記
錄儀的車。」

做了五年兼職的士司機的林師傅
表示， 「當然贊成啦，現在好多車主

都在車廂裝了攝錄機，我都裝了
微信同支付寶」 ， 「遇到不講
理，有爭拗、下下都投訴的客
人，有片可查，對大家都好。」

車主抱怨 只是不想掏腰包
他指近年多了新人入行，難

免有司機因不熟路而兜路，但只
要事前跟客人商量好路線，相信
可互諒互讓。對車主抱怨安裝費
數千元要獨自承擔，增加營運成
本，林師傅坦言不認同， 「要車
主們出錢，即使幾百元，都有意
見啦，對他們來講，最好是政府
包底。但這些硬件都是一次性投資，
對整個行業有利而無害，為什麼不安
裝？」

「我哋車行一年多前，已安裝攝
錄機和電子支付了，收錄的影片全部
上雲端，要向服務平台取用有關資
料，司機無法自行提取的」 ，的士司
機黃先生邊指着車廂裏的攝錄機同八
達通付款機，邊向大公報記者說道。

黃先生表示的士服務廣大市民和
遊客，須與時共進。自己雖是租車司
機，但幾年前已接受微信和支付寶支
付。車主在兩年前亦裝設了記錄儀，
較政府規管更早。他認為政府明年才
推行新例， 「是遲到好過無到」 。

正在等候的士的乘客呂先生表
示，十分支持政府的新措施，對提升
的士業服務質素有好大幫助，他又指
現時不少的士已安裝這些設備。

乘客莫先生亦贊同有關規定，認
為是社會的進步。以往搭的士時，曾
遇過司機兜路，相信全面落實新例
後，對司機起到約束、警醒作用，減
少大家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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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業改革❶

的士裝Cam減爭拗
市民業界齊叫好

政府擬立法 助提升服務質素

世界各地對的士加裝車廂攝錄系統及衛星定位
有不同的要求，其中澳門、廣州和深圳就強制要求
安裝，新加坡和英國等地則無相關要求，但若司機

自行安裝須將資料加密。
廣州市在2017年8月1日起，要求市內2萬多輛的士安裝錄

音設備及監控設備，並實時連接至交通行政主管部門的統一監
管平台，一旦乘客投訴便有據可查，規定列明車內應配置不少
於一套錄音設備及三部錄像設備，錄像範圍覆蓋前排、後排座
椅，錄音和錄像數據須同步，且儲存容量可供錄像儲存不少於
七日。

澳門2020年12月3日起，規定所有的士須安裝車載智能終
端系統，包括錄音及錄影設備，方可從事客運服務。該系統由
澳門政府認可的承辦商安裝及管理，錄音及錄影資料一般儲存

期30天，只有政府授權人士才可取閱。乘客上車前可憑電
子錶旗或車廂是否已張貼經當局核准的 「錄音及錄影提
示」 貼紙，識別車輛是否合法經營。

新加坡由2018年起，批准的士司機在車
內安裝攝錄系統，所有鏡頭須經局
方許可方使用，數據每隔七日
刪除，未經當局授權瀏覽
錄影片，最高罰1000
元或監禁3個月，
如涉及司機，可
被扣21分，
甚至吊銷
駕照。

政府擬於今年第二季
修例，規定所有的士在車
廂安裝攝錄機、行車記錄

儀及提供電子支付。運輸及物流局局
長陳美寶日前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上表示，這是三贏方案，對業界、
乘客及政府都是好事，可警醒少數害
群之馬，保障乘客。對於有議員關注
保障乘客私隱，如何監察司機會否刻
意遮蓋攝錄鏡頭，以及防範司機將片
段放上網等問題，陳美寶強調當局重
視私隱，私隱條例適用於車廂安裝攝
錄設備，日後會有中央平台綜合管理
攝錄片段，將會加密，防止被盜用，
亦會定期驗車，當局不排除會突擊檢
查。至於可否再安裝私人車Cam，她
指除了規定的攝錄系統外，如車Cam
不會拍攝到乘客容貌，只作輔助駕駛
之用便可以，否則會違例。

對於的士車廂加
裝攝錄機等設備，
以及上載傳送會增
加業界支出，有議
員希望政府提供資
助，建議政府協助業
界採購。陳美寶回應
指車主及司機的財政
責任，不應由政府承
擔，市面上有很多不同
的攝錄系統供應商，價
錢已具競爭力。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
會長周國強表示，業界歡
迎政府將推出的強制安裝

條例，舉例澳門自從強制安裝上述設
備後，乘客投訴減少了九成。

現時的士業每日載客高達75萬人
次，一年投訴有數萬宗，周國強認為
比例不算太高，但乘客不愉快體驗一
次都嫌多。日後添加上述設備後，相

信司機拒載、待客不禮貌的情況將大
減，司機、乘客彼此亦會更尊重對
方。

在安裝電子支付系統上，周國強
認為政府提供的誘因不夠，建議政府
在機場或口岸等處所，設立專供電子
支付的特快上車點，將接受傳統現金
支付和電子支付的車分開，以鼓勵車
主或司機裝設電子支付系統。提到加

裝衛星定位，周認同是好事，不但可
減少罪案，更可方便車主管理。

周國強直言，過去十多年來，業
界長期被人詬病，令投資者對的士業
失去信心，如果再不提升服務質素，
營商環境只會越來越差， 「大家都捱
得好辛苦，前景亦不會理想」 ，業界
普遍希望加裝後，可以嶄新形象更好
服務市民和遊客。

掃一掃有片睇
攝錄：盛德文
製作：融媒組

▲政府擬立法規定的士必須安裝車廂攝錄
機、行車記錄儀及衛星定位，所有司機須
提供至少兩種電子支付方式，以提升服務
質素。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商會：改善形象 有助招徠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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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多次就的
士業面對的問題及改革
路向，作出探討。

【大公報訊】針對在東涌出現無牌販賣纜車
票活動，食物環境衞生署與警務處大嶼山北分區
於前日（1月30日）在東涌美東街展開反無牌販
賣聯合行動，其間警方派員喬裝顧客到上址攤檔
蒐集證據，發現一男一女正在販賣昂坪360纜車
票，食環署人員隨即採取行動，並以無牌販賣及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將上述人士拘控。

被捕的49歲男子及21歲女子均持有香港身
份證，行動中，食環署人員檢獲纜車票兌換券、
價目牌、金屬摺枱及八達通流動收款機等物品。

食環署指出，去年至今接獲3宗在東涌昂坪

360外無牌販賣昂坪360纜車票的投訴，同期就
涉嫌無牌販賣採取3宗執法行動，無牌販賣和在
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同樣分別最高罰款500元。署
方又提醒，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除非持有署方簽發的有效小販牌照，
否則任何人均不得在街道上販賣，違例者會被檢
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罰款10000元及監禁
六個月，而涉案的貨物及設備會被檢取及充公。
此外，如無牌販賣活動同時引致阻塞公眾地方，
違例人士會被加控《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章），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罰款25000元

或監禁三個月。

昂坪360：凍結可疑大手交易賬戶
食環署會繼續與各相關機構和部門進行商

討，研究從纜車門票的源頭着手，以遏止無牌販
賣纜車票活動。

昂坪360發言人昨日表示，曾多次發現有人
於不同網上銷售平台進行可疑大手交易，已多次
要求平台取消交易並凍結賬戶，本月已凍結兩個
不同平台的可疑賬戶，惟有關人士繼續從不同平
台持續申請新賬戶購票轉售。

再有無牌小販賣昂坪纜車票被捕

▲有小販在東涌無牌販賣昂坪360纜車票被捕。圖為昂坪360
纜車。

▼有的士已在車廂內安裝攝錄機（紅圈示）。

的士行業改革 刻不容緩
《大公報》近日收到

讀者反映，指其近日在港
島欲乘的士前往九龍某地

點，竟連續遭三輛的士以「唔識路」為
由拒載。三位年長司機對於乘客「可
使用手機導航」的建議時，竟都表示
「唔識用科技」 ，最終第三位不諳路

線的司機，將乘客載到灣仔過海的士

站轉乘，新接手的司機終於善用電子
地圖，接載乘客抵達九龍的目的地。

事實上，這位讀者的經歷並非單
一個案，事件再次凸顯本港的士行業
老化，科技應用嚴重滯後，與當前滾
滾向前的科技時代不相適應。如何與
時俱進？行業改革刻不容緩！

大公報記者 李清

熱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