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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有優勢 的士勿趕客
車資有預算 付款更便利 投訴更有效

網約白牌車進

軍香港多年，搶

佔 正 規 的 士 的

「乳酪」。17個的士團體原定今日發起3小時罷

駛行動，表達對白牌車不滿，最終在香港特區政

府極力斡旋下，昨晚宣布取消行動。風波雖然暫

時平息，但非法白牌車獲不少市民光顧，箇中原

由值得的士業思考。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實測搭

乘Uber平台安排的私家車，了解白牌車取勝之

道。白牌車因為有網上評分制度，負評司機會被

平台處罰，服務態度較優，而且未上車平台已知

預算收費，又不怕司機兜路。惟未能隨處截車，

加上白牌車屬違法，即使司機已買第三者保險，

但保單列明違法行為不受保，都是白牌車最大缺

點。有白牌車司機透露，平台收取每張單四分之

一的分成，司機收入不比的哥豐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文森

本本報報實測實測

各地Uber及計程車運營規定
◆中國內地：司機、車輛符合《網絡預約出租汽
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允許經營

◆中國台灣：需考取計程車資格、申請計程車執
業登記、加入多元計程車隊、沒有犯罪或肇事紀
錄，允許Uber受規範後合法經營

◆中國澳門：全面禁止Uber等載客取酬商業行
為，Uber平台亦已撤出澳門市場

◆美國：Uber或載客取酬在不同州份有不同規
定，有些州份無特別附帶條件，容許合法經營；
有些州份需要司機申請營業牌照

◆澳洲：暫時准許營運，並要求Uber審核加盟者
駕駛背景及車輛條件

◆日本：Uber司機需符合的士經營標準，取得個
人營業駕駛資格，但服務範圍大多在東京、大
阪、京都等大城市；當地還有以下幾種計程車叫
車 App， 使 用 地 區 更 廣 ， 如 S.RIDE、 Japan
Taxi、GO等，即使不諳日語也能輕鬆上手

◆韓國：Uber受規範後合法經營，司機必須擁有
計程車營業執照

◆德國：當地法庭早年裁定Uber司機必須持有計
程車營業牌照，否則屬違法經營，Uber 也開始在
德國輔導駕駛取得證照，並補助營業牌照稅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Uber頁面顯示，黃昏時分由銅
鑼灣至田灣的車資定價為123元。

◆Uber在旺區將可上落客的地
點固為上車點。

◆行程實際收費為96.83元，比
原定價低26.27元。

17個的士團體日前商議原訂今日中午發起約500輛的士停泊罷工，抗議白牌車為患。直至昨
晚，香港無線電的士聯誼會主席黃羽庭表示，由於政
府在會面時已經釋出善意，加上業界計劃在林村停車
場停泊車輛未有成功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獲場方通知
未能提供車位服務，因此在時間緊迫和權衡輕重下，
罷工行動暫時取消。
不過，白牌車成功吸引市民乘搭，當中的取勝之道

更值得的士業深思。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進行實測，
直擊白牌車營運情況。記者在Uber平台叫車，路線
是從銅鑼灣到香港仔田灣，作為「新手用家」的記者
下載App後，便發現付款方式除了現金之外，還可以
選擇AlipayHK、PayPal及登記使用信用卡，比起目前
搭乘的士大都需用現金支付及找數，只有一小部分的
士司機提供八達通等電子支付方式，白牌車較方便，
上落車無需翻出銀包付款。

定位不準 與司機捉迷藏
記者選擇了起返點及叫車之後，便發現平台要求到
附近幾個可上落客的上車點登車，然而由於系統定位
不準確，記者與白牌車司機玩捉迷藏；尋找一個上車
點後，還要步行近10分鐘才找到司機順利上車，這與
通常在路邊抬手便能輕鬆截到的士，明顯稍遜一籌。
記者在Uber平台叫車時，畫面顯示的路程預算收

費123.1元，但最終只收96.83元，包括9元的預約
費，相同路程車費與搭乘的士相若。不過，過往不時
亦有乘客指出，坐的士時被兜遠路、不按咪錶高價收
費的經歷，白牌車讓乘客更安心、更有預算。同時，
平台要求乘客對司機進行評分，不兜遠路、不亂收
費，司機可獲得滿分5分好評。接載記者的司機閒聊
期間表示：「不單止你哋可以評我，司機都可以評乘
客。如果乘客被負評，平台同樣可以將佢列為黑名
單，大家就互相尊重。」

更改增加停靠點需改單
這位司機表示，評分制度使司機及乘客「投訴有
門」，不佳態度一定會收斂，「開Uber通常無咁多
刁蠻客人，我哋做司機的體驗都好啲。」他透露，若
司機多次被評低分、達不到評分標準，平台便會暫停
其接單資格，甚至會被平台解約，「現時平台每3個
月檢視一次司機的評分，仲會對新入職司機進行審
查，無刑事紀錄才取錄。」對乘客而言，是另一保
障。
在行程中，記者亦發現司機行駛的路線會在Uber

平台上實時顯示，不過若中途想更改最終落車點及增
加停靠點，需要在App上進行操作，這方面則不及的
士方便，搭的士若想改地點及讓同伴中途落車，與司
機直接口頭講述地址即可。

◆Uber司機Kam。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攝

網約車司機：收入未必高過的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的士業界經常控
訴網約車司機皮費輕，收入比一般的哥為高，
不過有全職Uber司機Kam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每張單都要與平台拆賬，車資四分之一
歸平台所有，他們與的士司機一樣，與平台沒
有勞資關係，司機需自行負擔相關保險費、車
輛維修保養費等，扣除平台費用及油費後，每
日賺取約550元。Kam形容：「我哋收入未必
好過的士司機。」
昨日接載記者的Uber司機Kam，加入Uber
平台斷斷續續約有七八年，中途更換了幾架汽
車。他指出，加盟條件並不苛刻，只需在平台
上進行登記，審核個人身份證、車輛信息等資
料，「無什麼大問題通常很快便能通過審核，
雙方並不存在勞資關係，平台主要的工作是負
責審核車輛登記信息及派送訂單。」

還需保險費維修保養費
登記成為Uber司機不難，是否意味輕易捧住

「金飯碗」，每日賺大錢？Kam指出經營成本
不斷上漲，舉例燃油價格不斷攀升，他駕駛的汽
車每行走1公里需耗用約1.5元的燃油，「好似
今程由銅鑼灣到香港仔約7公里，收費96元，平
台拆賬扣去24元，再扣除約10元的油費，我大
概賺取62元。」已退休的Kam現在算是全職
Uber司機，他透露每日接單收入約1,000元，減
去成本，淨賺約550元收入，「這筆錢還沒有計
算保險費、維修保養費等，未必好賺過的士司
機，他們始終不用承擔車輛相關費用，的士司機
勤力的話，每日應該賺不少。」
至於有沒有遇到過「發難」客人，Kam表示

很少，「叫Uber車的通常是比較斯文有素質的
客人，而且平台還有一個司機對乘客評分的功
能。」他亦指途中不時與顧客「傾下偈」，聽他
們講開心或煩惱的事，日子較易
過，所以打算繼續做Uber司機。
「退休後先得閒四周圍開車，年
紀大沒什麼工作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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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的士業界昨晨與特區政
府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麥震宇、運輸署署長李頌恩等
政府代表會面近3小時。運輸署會後向業界發信表示，
已經清晰表明，利用汽車作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屬違法
行為，一定嚴厲打擊。目前立法會正審議涉及提高罰則
的法案，政府會提出修正案，進一步提高最高監禁期，
下月會再與業界會面。運輸及物流局表示，會檢視現有
法例，如何更有效處理有關問題，並研究規管網約出租
汽車平台。

表明定會嚴厲打擊白牌車
運輸及物流局發言人表示，政府一定會嚴厲打擊白牌

車，並已將提高阻嚇的草案提交予立法會審議。政府一
直關注的士行業的營運環境，並會繼續與的士業界保持
緊密溝通，聽取他們的意見，期望的士業界以公眾利益
為大前提，理性務實地解決問題。
消息人士指出，針對非法載客取酬活動，警隊一向以

「放蛇」方式，派遣警員喬裝乘客拘捕違法司機，由蒐
集情報至安排人手進行放蛇，需要調配大量時間及人力
資源。另一方面，網約汽車需透過流動應用程式平台進
行預約，個別平台甚至會對乘客進行背景審查，亦增加
了「放蛇」的難度。
根據過往的判刑紀錄，非法載客取酬定罪一般罰款
1,000元至5,000元及吊銷汽車牌照3至6個月，與警方投
放的調查資源不成正比，相對阻嚇力亦成疑；針對網約車
平台的調查，由於流動應用程式的伺服器通常位於海外，
增加調查及舉證困難。「現階段，社會似乎需要一個更有
效的法律框架去釐清現行法例未能處理的問題。」

香港白牌車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七
十年代之前，時至今天與的士之爭
霸戰更白熱化。的士小巴商總會理
事長周國強昨日表示，業界已商議

成立一個統一的的士網約App，並同意由政府
出面推行和監管：「可以與Uber平台一樣，網
上預約點對點，網上付款，網上打分及網上投
訴等，改善整體服務素質。」浸會大學會計、
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萃才建議特區政府不
妨效法其他地區，將網約車等新式計程車服務
規範化，例如要考取計程車牌照、保險，與的
士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促進整體服務質素。

的士業稱難找投資作改善
周國強指出，該個擬設立的網絡平台能為乘
客提供更安全、更有保障的優質的士服務：
「最重要我們有齊第三者保險，合法牌照，為
顧客提供合法的計程車服務。」對於政府早年
推行的優質的士、車隊管理等計劃，他表示業
界支持所有能為乘客提供多樣化服務、引入競
爭的任何計劃，但前提是要消除違法網約白牌
車問題，「白牌車經營成本遠比正規的士
低……導致他們可以投放更多資源吸客。但我
哋皮費重，如果要改善服務，又要投放好大筆
資金，除非確定無白牌車違法競爭，否則好難

搵到投資者投資的士業。」
麥萃才則指出，香港的士拒載、講
價、宰客等現象普遍，很大程度是由於
舊有的士車牌制度：「的士車牌本應是一
個有時限的營運許可證，但目前的士牌成
為一個可投資炒賣的資產，政府就失去對
業界的有效監管。而分散的的士車主亦
難以形成一個統一的監管機制。」
他表示的士車牌有價，車主當然拒絕
引入新的競爭，削弱的士車牌價值。因
此任何新的計程車服務形式，都會引起
業界強烈反對。

籲回購的士牌 還原定位
「問題在於，政府要衡量保障這些車
主的利益，還是經濟發展、市民出行便
利的需要。」麥萃才說，網約車雖然在
傳統的士業抵制下，於世界大多數國家
地區難以取得合法地位，仍廣受歡迎，就是因
為白牌車提供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新型計程車
服務，「從經濟學角度，的士業引入競爭十分
必要，才能形成不斷改善服務的良性循環。」
他建議政府將網約白牌車規範化，與正規的
士要求一致，有相關牌照、保險等，情況與世
界各地的做法相若，「可以修例要求網約車需

先行申請商業載客執照及交稅，購買乘客險，
對司機和車況有詳細要求等，同時以這些稅收
補貼傳統的士車主，達至一個滿足各方利益的
平衡。」長遠而言，他建議政府自行或與財團
合作，回購所有的士車牌，再還原的士車牌應
有定位，而非炒賣工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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