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新聞
20232023年年1212月月99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3年12月9日（星期六）

2023年12月9日（星期六）

A9 ◆責任編輯：簡 旼、陳啟恒

研大數據AI技術 識別騙保個案
保聯：包攬訴訟詐傷等致索賠率高 的士保費收高價屬「迫不得已」香港文匯報於周五（8日）披露的士保險

費用為私家車十倍，一旦出現事故為免保費

大增，往往啞忍意外另一方苛索私下和解的

巨額賠償金。香港保險業聯會在回應有關報

道時表示，的士事故和索賠率常年高企，承

保公司長年虧損，收取的士高額保費也是迫

不得已。保聯認為索賠率高，主因包括出現

包攬訴訟和詐傷騙取保金情況，正研發大數

據和AI技術識別騙保個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保聯向香文匯報提供的的士索賠數據顯示，
2018年至 2022年期間，每年的士事故高達

3,857宗至4,810宗，約佔全的士21%至26%。過
去十年，索賠率長年高達57.7%至90.24%，最低是
去年的48.5%。
由於索賠率過高，令的士承保公司雖然收取較私
家車高約十倍的保費，惟利潤率長期過低甚至要虧
損，2013年至2016年利潤率只有2.98%至5.49%，
2017年至2020年虧損率則高達7.96%至26.05%，
2021年則基本持平，利潤率0.55%，去年則再虧損
0.95%。
保聯行政總監劉佩玲認為，去年索賠率略有下
降，相信與去年第三者保險平均保費由25,566元增
加至31,682元，進一步增加了索賠成本，令的士司
機駕駛態度有所改善。

「騙保是行內公開『秘密』」
對於的士事故和索賠率過高，她認為濫用保險甚

至騙保是其中一個原因，「這是行內公開『秘
密』，每開出100元保金，起碼10元至15元屬於
騙保。」
她引用立法會調查顯示，有法律中介長期在社署

領取交通意外窗口公然包攬訴訟，以「打不贏不收
費」為名代客索賠，令很多本來輕傷甚或沒受傷的
事主，詐傷索取高額保金，涉嫌串謀詐騙。保聯正
研發大數據和AI技術，甄別出更多可疑案件進行
調查，並轉交警方以打擊涉嫌騙保的刑事罪行。

冀設「中央名單」調整的哥保費
「但索賠率高企，主要原因還是的士業管理欠

佳，司機每天駕駛十幾個小時，身心疲憊，駕駛態
度差。」劉佩玲表示，保險業界已多次與的士業開
會，希望推廣加裝車內攝像鏡頭，改善司機駕駛態

度，另外加裝防撞裝置減少維修費用，並建立的士
司機中央名單，索賠紀錄低的司機可享保費折扣，
紀錄差的加保費等，「如果可以全面推行，相信有
效降低濫用保險，成本下降，保費才能隨之下降。
可惜，的士業一直沒有積極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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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涉及意外

的士總數

4,436

4,810

3,857

4,637

4,042

佔領牌

的士比例

24.5%

26.5%

21.5%

25.7%

22.6%

註：以意外宗數除以每年領牌

的士數目，計算小數點後一個位

近年的士涉及近年的士涉及
意外統計數字意外統計數字

的
士
的
士
「「
死
牌
死
牌
」」
數
字
數
字

資
料
來
源
：
運
輸
署

整
理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劉
明

文匯專題
20232023年年1212月月88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3年12月8日（星期五）

2023年12月8日（星期五）

A10 ◆責任編輯：甄智曄

全港去年發生4,042 宗涉及的士的交通意
外。不少人覷準的士業界面對高昂保險

費，在事故中「獅子開大口」索取賠償。陳偉
明與妻子共同擁有一輛的士，過去7年每月供
款2.1萬元，但由於的士行情欠佳，目前每月出
租收入僅萬多元，夫婦倆還要倒貼幾千元才夠
供車。

蝕入肉只能續保 賣車無錢補差價
禍不單行是今年3月，陳偉明的的士與私家

車相撞，「喺屯門鄉事會路打燈過線，抽少少
頭，右邊車頭保險桿碰到右邊上來的私家車左
邊車門，對方車門邊花咗。」事後，他致電私
家車司機提出「私了」，對方開價要賠15萬
元，「賠償無問題，但要合理，花咗少少要15
萬？唯有上報保險公司。」
剛被私家車車主劏完的陳偉明，想不到又被

保險公司宰割。由於其的士保險本月8日到
期，保險公司以曾涉及意外索償為由，拒絕其
續保申請。
他向對方解釋該的士未供斷，若未能申請第

三者保險就無法營業，惟每月仍要繼續供車，
陷入「供死會」困局中。在多番求情後，他終
獲保險公司答應續保，條件是保費倍增至逾8.8
萬元，另加4.5萬元至5.5萬元墊底費。
續保條件令原本已要倒貼的陳偉明「蝕到入
肉」，「8.8萬保費分攤一年，即係每日近250
元，但我架車日租只有500元收入，還要支付
牌費和維修，等於白做。」兩難的是目前的士
牌價下跌，他已孭上負資產，若賣車離場先要
向銀行填補差價，「邊有錢？想賣車走都唔
得，家好惆悵。」

不想「肉隨砧板上」有人寧可棄牌
吳坤成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的士在發生交通
意外後的翌年保費會大幅上升，甚至不獲續
保，手尾甚長，故不少私家車車主以此為把
柄，逼令的士車主接受天價賠償，「架車（維
修可能）三四萬元，私家車開到七萬元至十萬
元賠償。的士車主怕續保難，焗住畀，如果和
解唔到，私家車司機就話自己受傷搵律師天價
索償，加上保險公司的後續懲罰性保費，的士
車主肉隨砧板上。」
他透露，有的士司機2021年11月在葵涌一個

路口溜後，車尾輕微撞到隨後的寶馬私家車。
的士車尾劃花僅用250元維修，但報稱商人的
後車車主6個月後入稟索償95.6萬多元，聲稱
事故中扭傷頸背，計算病假6個月收入損失、
痛苦賠償、汽車損毀和購買補品等各項開支，
開出高昂賠償額。
吳坤成直言，不少的士車主不勝其煩，賣車
離場。有300多輛未有續辦牌照的「死牌」的
士，主因是司機不足以及保費太高昂，無法續
保，未能續領執照，「以往的士牌價未跌，不
是負資產都易走，今年牌價由400幾萬跌到300
幾萬元，變咗負資產走唔到嘅最慘。」

香港的士幾乎全天候在路上行走，發生交通意外的幾率

比私家車高，故第三者保險比私家車貴十倍，一旦捲入車

禍，翌年續保更會被狂加保費，甚至不獲續保而無法營

業。為免影響保單，不少的士司機發生車禍時都會盡量私

下解決，卻成為各方的宰割對象。有的士車主在事故中撞

花私家車車門，被對方開15萬元天價賠償，最終驚動警方

及保險公司，由保險公司處理賠償問題，但後患無窮，保

險公司之後一度拒絕續保，幾經哀求後收回成命，保費卻

飆升一倍，另加高額墊底費，「咁加法，賺咗只夠畀保

險，即係要我同佢打工啫！」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

吳坤成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這類癲價賠償案近期愈來愈

多，的士車主「賠唔賠都死」，有人就不甘被劏，放棄續

保，令的士淪為「死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癲價索償保費加
夾擊的哥釀死牌

刮花車門「私了價」竟15萬 孭負資產「賠唔賠都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據運輸署數
字顯示，去年有9,055宗交通意外涉及私家
車，但全港私家車數量多達64.3萬輛，私
家車意外率攤薄至1.4%。期內，涉及的士
的交通意外僅4,042宗，卻因的士總數僅約
1.8萬輛，意外率扯高至22.6%。香港進出
口汽車商會會長兼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
會長羅少雄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目前的士
保費是私家車10倍，一年保費超過3萬
元，一旦有申請保險索賠紀錄，往後5年
的保費上升50%至一倍不等，且要預繳一
筆1.5萬至數萬元的墊底費，日後若再申請
保險索賠墊底費會被扣除。
羅少雄承認，的士業在車禍糾紛中往

往會處於下風，成為騙保「受害人」，
「對方可能沒受傷，但報稱受傷，設法
領取多日醫生紙騙保，保險公司又不可
能每宗個案都查，導致的士保費愈來愈
貴。」
「如果沒人員受傷，那麼私了可能是的

士司機成本較低的處理方法。但如果有人
受傷，那千萬不要私了，司機未來有可能
要承受巨大損失。」他建議車主出租的士

時，要嚴選駕駛習慣和態度良好的司機，
以及在車內裝上車CAM，以及測速GPS，
一旦出事也有一手證據判斷責任。
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表示，的

士保險沉重，一旦發生輕微事故被傷者
「撳住搶」，他和業界曾多次與保險聯
會、警方開會，希望識別詐傷索賠案件，
降低的士保費。廉署最近以詐騙罪拘捕聲
稱交通事故中受傷索賠者是典型個案，他
已要求社署和保險聯會注意這種不同尋常
的作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提到，一些違

規的法律服務中介，會在申請「交通意外
傷亡援助計劃」的社署辦事處遊走，招攬
司機提出索償，更以「不成功不收費」作
招徠，製造愈來愈多訴訟索賠案，建議法
庭要對疑似案件加強調查，不能縱容違法
包攬訴訟。
「的士業界和保險業界對可疑個案要進

行調查，立即舉報，不要輕易賠款。」他
認為保險業聯會亦應介入調查，包括用
「放蛇」等方式取證舉報，以杜絕此類騙
保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閱涉及的士的車禍索償律師
信，大多附有醫學證明，不少是由私人執業的脊
醫、跌打中醫發出。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
吳坤成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簽發醫學證明的認可
人士眾多，而專門提供車禍訴訟服務的律師行有
增無減，不少律師信格式千篇一律，不排除其中
有包攬訴訟可能，甚至有公正行擔當中介將個案
介紹給律師行的「師爺」。
協會要求執法部門和保險業界做好把關，包括

警方抽查有懷疑的個案，以及收緊醫學證明簽發
門檻，例如由保險業界認可的醫療機構進行判
傷，避免出現誇大傷患情況。

冀保險業與執法者增抽查
廉署於上月調查後揭發有3人詐騙社署交通意

外援助和保險賠償90萬元，吳坤成認為這是冰山
一角，建議警方交通部加強抽查懷疑個案，打擊
詐騙行為。
他解釋，在交通意外中傷者有兩種賠償途徑，

一種是俗稱「車手獎」的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
傷者（包括司機及乘客）不論過失，可在意外發生
後6個月內向社署提出受傷補助和臨時生活補
助，補助期達180天，最多可獲14萬元，另一種
是民事索償，傷者可於車禍發生後三年內向導致
意外一方提出。「一些索償人士被教唆在民事索償
三年期的最後時刻才入稟。」

到期一刻入稟 攞病假推高索償
目前，除了西醫，註冊脊醫、跌打中醫等發出

的醫生紙都是認可的醫學證明，他認為目前的醫
學證明門檻太低，要求特區政府收緊醫學證明的
簽發資格。「我車行接獲的律師信中，不少就附
有脊醫發出的醫生紙，例如有的士乘客報稱在意
外中扭傷，到公立醫院獲取4天病假紙後，連續
三次向同一脊醫求診，每次獲一個月醫生紙，攞
病假愈多，計及收入損失的索償額就愈高。」
吳坤成指，以往佔的士車保約六成的泰加保

險，曾聘用退休警務人員當私家偵探，調查有關
索償個案是否涉及詐騙保險，「例如話自己受傷
開唔到工，但被查到成日出去玩，夜晚去做兼職
搵錢，試過有證據告過一啲人詐騙，連律師都告
過，後期就靜咗，但泰加退出的士車保市場後，
唔知現時的保險公司有無調查這類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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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凹痕照開天價
聞報警砍價一半

車禍「私了」獅子開大口有多普遍？香港文匯報
記者日前乘坐友人的平治房車前往元朗期間追尾，
輕微撞倒前方私家車車尾，就親身見證「開天殺
價，落地還錢」實況。該輛房車出現凹痕，車主一
度開價賠償8,000元和解，記者的友人認為不合
理，遂提出報警處理，對方態度即時軟化，雙方討
價還價後，最終達成4,000元和解共識。
在事故發生後，記者友人自覺有疏忽，起初表示
願以3,000元賠償了事，對方卻還價6,000元，其後
又改變主意，致電相熟車房查詢維修費，但全程沒
有把車身損傷照傳給車房。掛線後，他將賠償金加
碼至8,000元，記者的友人不甘當「水魚」，提出
報警處理，或許對方清楚知道驚動警方後，賠償金
或回落至合理水平，故態度馬上逆轉，「減價」至
4,000元了事，最終雙方寫下和解協議、拍照存
檔，事件才平息。
記者友人表示，「佢就算車尾保險桿受損，維修

費千元有找，大家都唔想警方到場調查，浪費時間
取錄口供，才寧願多付點錢了事，佢架舊車攞去劏
都未必值3,00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事故率高 加裝車CAM降風險

痛苦賠償：35萬元

審前收入損失：20萬元

喪失賺取收入能力：10萬元

專項損害賠償：2萬元

加上「申索人目前累積律師

費」、保險公司處理申索律師

費，如XXX被法庭判令需負

擔100%責任，將需為交通

意外負擔——

785,000港元

事例2：「痛苦賠償」律師信

事例１：「扭傷」天價索償
有的士因溜後踫到後面私家車，車主以扭傷為由索償逾95

萬元，被溜後的士踫撞右邊車頭的私家車，未見明顯損

毀，但單是車輛賠償便開價逾11萬元。

◀陳偉明因牌價下跌令其的士成負資產，無法
賣車離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攝

◆吳坤成指包攬訴
訟天價索償情況愈
趨普遍。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明 攝

▲吳坤成的車行接獲大批索償的
律師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攝

▶保險公司
大幅增加陳
先生的士保
費 至 8.8 萬
元，第三者
保險墊底費
要5.5萬元。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明 攝

記記者者
手記手記

◆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劉佩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77歲的社民連成員古思堯企圖到選
舉事務處上演亂政治騷，展示反
對區議會選舉的標語，內容帶有煽
動意圖，警方國安處昨日上午在長
沙灣採取行動，以「企圖作出或準
備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罪拘捕
古思堯。
警方提醒市民，「企圖作出或準
備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屬嚴重
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處監禁兩
年，其後定罪可被判處監禁3年。

古思堯涉企圖煽動 被警國安處拘捕

◆圖為古思堯
在所住的長沙
灣工廠一個大
廈單位內擺放
的紙皮棺材。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2019年11月18日，一批暴徒在
油尖旺掀亂，圖「營救」非法佔
據理工大學校園的黑暴。當時，
警方在尖沙咀科學館一帶拘捕135
人，其中一批19名被告受審後被
裁定非法集結罪成，包括一名社
工在內的4人昨日被判監9個月至
14個月。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嚴舜儀判刑時表示，
本案有計劃有準備，不可能是突然發生，故以15
個月量刑起點以反映罪責。
昨日被判刑的4名被告為副醫務化驗師吳肇
韜（現 22歲）、從事影視製作的洪妙賢（27
歲）、社工兼山藝導師鄧耀雄（27 歲），以
及香大學地質學畢業生陳正雯（23歲）。其
中，被告吳肇韜的律師求情稱，吳肇韜因計劃
赴澳洲進修，顧慮到服刑日子，希望法庭不採
納判入勞教中心的建議，而是判監。嚴官聞言
指，勞教中心命令不是監禁，其他司法管轄區
對刑事定罪和判刑有不同看法，提醒被告考慮
清楚。辯方索取指示後稱，被告維持其意
願。
嚴官判刑時引述同一事件另外兩案指，法官練
錦鴻以判囚24個月為量刑起點，而法官李俊文則
以6個月為量刑起點。兩案起點差距大的原因
是，李俊文認為即使當時正值理大衝突，沒證據

證明該案與其有關聯，
傾向接受事件為「突然
發生、突然變壞」。
嚴官認同練錦鴻的觀
察表示，本案直接起因
為有人「佔據」理大，
有 人 網 上 呼 籲 「 聲
援」，任何與此有關的
非法集結均有極高風
險，屬公開挑戰警方執
法權力，對社會造成進

一步傷害。

法官指被告預先計劃有備而來
嚴官指出，案發時部分前排示威者打開雨
傘，高喊釋放被包圍在理大內的暴動者，案發
後並遺留大量裝備，雖無直接證據顯示有詳
細、精密計劃，但推斷他們預先計劃、有備而
來，否則沒可能於短時間聚集過百人且帶有裝
備等。當時，被告陳正雯和洪妙賢穿着黑色衣
物，顯示自己為集結的一分子，而3名被告帶
備其他保護衣物。
嚴官強調，破壞公眾秩序的案件須施以阻
嚇，故以15個月作為量刑基準足夠反映罪責，
其中吳沒有攜帶裝備，再將起點下調至 12個
月。由於吳、陳案發時為18歲而減刑兩個月，
而4人積極學習生活，獲酌情減刑一個月。吳被
判囚9個月，陳被判囚12個月，洪和鄧各被判
入獄14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理大外非法集結罪成 4人囚9至14個月
=�+7

◆2019年11月18日，大批暴徒在油
尖旺一帶掀亂。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
報 昨 日 報
道，的士第
三者保險費
竟為私家車
十倍。
香港文匯報
PDF版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立本）香海關昨日
舉行學員結業會操典禮，共有79名見習督察及
94名見習關員結業。在應屆結業的海關學員中，
首次有 6 名「香海關青年發展計劃」
（Customs YES）學員成為見習督察，其中兩人
受訪時鼓勵年輕人參加計劃，藉着不同活動如工
作坊、實習計劃、講座等，加深對海關認識，包
括與現職海關督察分享經驗、親身體驗海關工作
性質和透過交流團到內地探訪，加深認識國情和
國民身份認同，建立正確價值觀及社會歸屬感，
為香為國家作出貢獻。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檢閱儀式上致辭，勉勵結
業學員要成為勇於承擔、嚴守紀律、盡忠職守的
海關人員，在維護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穩定方
面，時刻保持警惕，堅持底線思維。
在理大修讀專業英語的應屆見習督察黃嘉瑩表
示，2010年讀小學六年級時，一次看新聞知道一
位關員執勤時意外導致肝臟嚴重受傷，須移植肝
臟保命，當時幸有一位海關督察願意捐出部分肝
臟救回一命，「這份人情味直到現在，我都覺得
非常感動，這份人情味在哪裏可以找到？我唯獨

在香海關找到。」
自此，她立志加入海關，2021年參加了「香

海關青年發展計劃」，透過不同活動了解海關不同
職能和責任，以及學會分工合作、溝通和團隊精神
的重要性，為她成為一名海關督察建立良好基礎。

見習督察盼打擊毒品幫更多人
去年在中大護理學系畢業的應屆見習督察梁泔
強說，回想在讀書實習和畢業做護士時，經常看
到有吸毒者到醫院求診，輕則四肢生有膿瘡，嚴
重者可能需要截肢。作為一名護士，他只能盡力
減輕他們的痛楚。後來，他參加「香海關青年
發展計劃」獲得啟發，了解到加入海關可以從源
頭打擊毒品，有效幫助更多人，所以立志投考海
關。
海關關長何珮珊在學員結業會操典禮後見傳媒
時表示，海關今年已成功招募79名督察及200名
關員，其中督察職位共接獲超過7,500份申請，
較去年上升74%，當中四分之三人屬30歲以下，
而25歲以下更錄得1.4倍的升幅，「對見到有愈
來愈多年輕人報考海關，感到高興。」

海關督察招募申請按年升74%

◀香港海關昨日舉行學員結業會操
典禮，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主持檢
閱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梁泔強（左一）、黃嘉瑩（左
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