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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發展夜經濟，
小巴也是交通配套的支撐力量，業界表示十分
樂意增加夜間班次，但期望政府能協助解決道
路及屋苑禁區，以及優化與鐵路及巴士路線的
分配等問題，至少可以分時段撤限，例如在港
鐵及巴士晚上收車後，由小巴業界根據市場作
配合。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對香港文

匯報記者表示，以紅色小巴（紅色非專線小巴）
為例，目前有不少地方禁止紅色小巴駛進，特別
是大嶼山、將軍澳、安達臣道，或者是黃埔花園
等，這些坐擁大量客源的地區或屋苑禁止紅色小
巴駛進或沒有紅色小巴出現。

不少屋苑及道路禁駛入
經營荃灣、葵涌來往旺角小巴線的香港公共及

專線小巴同業聯會主席陳勵生亦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指出，紅色小巴在市區及新界其實有不少「禁

區」，單是旅客最旺的柯士甸以及漢口道一帶已經
禁止紅色小巴駛入。政府如不撤銷限制，小巴業也
難以配合。
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主席張漢華早前表

示，除了以上區域外，天水圍、沙田及很多新落成的
屋邨也是紅色小巴禁區。另外，一些新落成的快速公
路如三號幹線、青嶼幹線等同樣是紅色小巴禁區。
翻查資料，時任運房局局長張炳良曾在2014年解

釋，為加強交通管理，政府自1970年代中起便限
制紅色小巴不能在「已有完備鐵路及巴士網絡的新
發展地區」和「新落成的快速公路」提供服務。

新發展地區禁紅色小巴
在考慮包括乘客需求和其他現有公共交通服務在

內的各種因素後，若運輸署認為應在某地區引入公
共小巴服務，會安排專線小巴行走，例如早期發展
的青衣及馬鞍山，以及仍在發展中的將軍澳及啟德
等，便有專線小巴而沒有紅色小巴。

周國強指，目前紅色小巴日間生意已愈見萎縮，
隨着港鐵及巴士路線愈開愈多，加上政府批准港鐵
經營K線巴士，未來東九龍還可能有雲巴。然而，
紅色小巴每年只有2至3條新線獲批，但都不是「大
線」，每年合共僅新增20輛小巴，而紅色小巴舊線
所在地區的人口正在向新發展區遷移，新發展區交
通生意又被鐵路及巴士公司壟斷，可預見將來「紅
Van」生意會更加少。

處處禁區 小巴業望分時段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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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力推夜經

濟，交通配套是一大關鍵。

承擔香港客運主力的港鐵，現

時非繁忙時間是晚上8時後，

當商場及各區眾多商戶延長營

業時間，夜間人流增多，港鐵

（包括接駁巴士）非繁忙時間或

需加密車次及延長通車時間以配

合，若至凌晨2至3時才收車，將

大增營運成本，特別是維修時間縮

短的代價恐更大，需小心審視。業

界認為小巴及的士可靈活補位，小巴

業界希望政府放寬小巴禁區及路線限

制，讓業界更好配合夜經濟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業俊、黎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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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價保險 的士業盼有保費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夜經濟怎可不提
的士業？百福車行老闆石國強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指，十分支持政府推動夜市，的士業界面對最大
困難是沒有司機，「我公司一直都在請司機，但奈

何夜更甚少人願開工，市區夜更的士還好些，新
界夜更試過全晚無人開工」。他公司目前管理約
100部的士，有時會出現大約一成的空置的士「無
人揸」。

司機缺 夜更平至100元車租
業界面對的另一大問題是保險，在泰加事件後，

市場只有兩三間保險公司肯做的士保險，所以的士
保費比起以前多出一倍，每年保費至少四五萬元，
早前更有指最高接近9萬元「癲價」，他說保險對
於車主來說是一筆不輕的負擔，車資也難有下調空
間，建議政府為每輛的士提供保費補貼，吸引更多
車主及司機經營夜更。
石國強透露，現在日更市區的士的租價大約400
至500元，而新界大約300多元；但夜更由於司機人

數少的關係，租價較為浮動，夜更市區平均 400
元，而新界有時更低至100多元。

盼打擊白牌車 吸引新人入行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也向香港文匯
報指出，作為的士及小巴業界的一分子，大家當然
希望夜市搞得起並推動香港經濟，事關近年利息及
油價上升，加上來港旅客消費模式改變，高端消費
減少，搭的士的人數同樣減少，車主及司機也同樣
捱得很辛苦。
周國強又指，政府還應先打擊已存在多年的「白

牌車」問題，這些「白牌車」一向都跟的士業界
「爭生意」，導致司機收入減低，對車主及司機生
計有着最直接的影響。只要司機收入上升，所有事
情自然「手到拿來」。

◆的士保費每年至少四五萬元，早前更高見近9萬
元「癲價」。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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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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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
港鐵的鐵路及商場服務市民，公司一直密切

留意香港經濟活動，並積極研究相應措施以作
配合。

港鐵延長通車代價高 鬆綁小巴業可靈活補位

每班次平均車務成本5025元

巴士業界
九巴：

歡迎任何推行夜市活動的措施，以加快各行
各業復甦步伐，會密切留意各項推廣活動，以及
商場和食肆晚間營業時間，樂意按實際乘客需求
加強巴士服務。

香港非專利巴士聯會：
建議非專利巴士可以在港鐵及專利巴士「收

車」後（即凌晨12時30分至1時30分）提供服
務，做法是市民可透過相關手機應用程式進行預
約配對，當同一地點或路線累積到一定人數後，
市民就可以使用非專利巴士服務

的士業界

只要有夜市，的士業界生意當然會好，但問題
在於「夜晚無人」，需要有大型活動推動。

政府應先打擊已存在多年的「白牌車」問題，
改善司機收入。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

百福車行老闆石國強：

小巴業界

「有客點會唔做？」小巴行業都是「睇餸食
飯」，但香港日間已經不多人，夜市要谷起人流
有難度。

政府可以讓巴士公司抽走蝕錢經營的巴士線，
讓這些路線的經營權放給小巴做，增加交通彈性。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

香港公共及專線小巴同業聯會主席陳勵生：

社會有意見認為，香港要成功發展夜經濟，港鐵等
交通工具也需要延長車務營運時間來配合，曾任

九廣鐵路公司管理局主席的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若港鐵延長服務兩三小
時，以港鐵的網絡覆蓋當然是十分便利市民出行，但
對港鐵而言，不單是人手及營運成本增加的問題，更
大問題是將大大縮減列車維修的時間，預計「到時有
機會大把嘢壞」，反而延誤翌日早上市民上班時間，
認為港鐵延長通車時間的空間有限。

縮減列車維修時間太冒險
田北辰坦言：「市民外出後自然要回家，我不相信市

民會放工後先回家，然後又再度外出。所以對港鐵而
言，延長車務營運時間肯定要蝕本。」他指，即使港鐵
延長車務時間或加密班次，市民都只會是延遲回家，並
不會多搭幾程車，因此乘客量不會增加，港鐵的車務收
入亦只會與之前一樣，並不會因為夜經濟而增加，但卻
會因為延長車務時間或加密班次而「白做」甚至蝕錢。
若港鐵推出「夜間票價優惠」催谷市民出街，田北
辰認為是同樣「蝕章」，因為將只是削減打工仔放工
回家那段車費，變相減價。他相信不會有太多本身是
不用上班，但因夜間車費平了而外出的人，「退休人
士又不會夜晚出來『蒲』」。「夜間票價優惠」對港
鐵而言並無特別益處，相信港鐵亦不會「平畀人」，
除非港鐵將之視為「社會事業」。

港鐵九巴：積極研究配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港鐵查詢延長車務時間的成本效

益，其回覆稱，港鐵的鐵路及商場服務市民，公司一
直密切留意香港經濟活動，並積極研究相應措施以作
配合。九巴對相關查詢亦僅回覆稱，歡迎任何推行夜
市活動的措施，以加快各行各業復甦步伐，會密切留
意各項推廣活動，以及商場和食肆晚間營業時間，樂
意按實際乘客需求加強巴士服務。
不過，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受訪時認為，
港鐵延長車務營運時間或加密車次，相信可有效帶動旅
遊業，從而提升香港整體經濟效益。訪港旅客晚上落機
後，如果香港「有節目」提供，將能大力鼓勵他們外出
消費，而非只留在酒店睡覺。以香港人的旅遊熱點泰國
曼谷和布吉為例，當地以「不夜天」市集聞名，吸引遊
客晚上外出遊玩，帶動當地旅遊業發展。另一方面，夜
經濟亦可更有效使用未被充分利用的空間，「店舖反正
都交一樣租金，關門不如開舖」。

小巴的士可兼顧成本效益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在受訪時則指
出，小巴及的士業界可以靈活補位，相信能兼顧到成
本及效益。過去政府大力發展鐵路交通，變成「鐵路
搶巴士生意、巴士又搶小巴生意」的局面。目前小巴
路線處處遭限制，他認同香港應以鐵路及巴士作為主
要運輸的做法，但認為當中可以有調整的地方，例如
政府可以讓巴士公司抽走蝕錢經營的巴士線，又或是
在港鐵、巴士收車後，開放路線予小巴做。
周國強指，以同一乘客量比較，巴士每小時開一班車的

話，換作小巴每小時可以開到四班，此舉可令巴士公司和
小巴都做到雙贏，小巴業亦有更多空間配合夜經濟。

非專利巴士謀在港鐵收車後分杯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旅遊促進會總

幹事崔定邦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非專利巴士
也正在探討怎樣幫到手。早前會方跟香港非專利
巴士聯會討論有關將來夜市交通的問題，當中有
建議指非專利巴士可以在港鐵及專利巴士「收
車」後（即凌晨 12時 30分至 1時 30分）提供服

務，做法是市民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預約配對，當同一地
點或路線累積到一定人數後，市民就可以使用非專利巴
士服務。

擬以手機應用程式預約配對
崔定邦指，目前計劃仍在討論階段，定價等細節未能

透露。不過，非專利巴士的落客點將會在主要幹道上，
例如沙田站、元朗站、屯門站等，不存在無法進入屋邨
的難題。
他提到，夜市主辦方也可以向非專利巴士公司租用巴
士，做法比起手機應用程式預約配對更為簡單。每輛非
專利巴士可載客24至28人。

摩拳摩拳擦掌擦掌

為港鐵為港鐵計計數計計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港鐵年報，根據港鐵
2022年年報顯示，去年港鐵重鐵和輕鐵網絡
分別提供逾164萬及逾89萬列車班次，即合
共逾253萬車次，總乘客量達 15.181 億人
次。去年，港鐵香港車務營運開支約127.13
億元，不計算利息及設備折舊等因素，以此
數字粗略估算，每班列車平均營運成本大約
5,025元。
再參考港鐵服務時間資料，港鐵的重鐵

系統由9條鐵路線：觀塘線、荃灣線、港
島線、南港島線、東涌線、將軍澳線、東
鐵線、屯馬線及迪士尼線組成，每條路線
的班次和服務時間都不同。以港島線為
例，目前平日晚上繁忙時段班次平均2.1
分鐘，亦即每小時大約有29列車；而平
日非繁忙時段班次平均3.6至5分鐘，
每小時大約有12至17班車。

港島線1小時繁忙時段成本15萬
記者依照上述數字粗略估計，假如

港島線延長平日晚上繁忙時段車務時
間 1 小時，港鐵成本將增加大概
14.57萬元；如果港島線延長平日非
繁忙時段車務1小時，則會增加大
約6.03萬至8.54萬元營運成本。
當然，上述數字只從有限資料

中撮取並加以推算，並非港鐵列
車確實營運成本，上述估算僅供
讀者參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業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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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加密車次及延
長通車時間至凌晨，
將大增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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