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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新界及大嶼山的士業界早前齊齊提出加

價申請，落旗收費加幅介乎4.5元至6元，每次

跳錶收費則加0.1元至0.2元，整體平均加幅介乎

11.7%至17%。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昨日提交

立法會更詳細的文件顯示，除了起錶及跳錶上調

收費，業界同時提出加行李費，市區的士更要求

將跳錶停車等候時間由現時60秒一跳，縮短至

45秒一跳。政府表示在考慮加價申請時會做好把

關工作。不過，有立法會議員批評申請加幅遠超

通脹，市民亦批評加幅「高到飛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為確保香港醫
院管理及服務達到國際水平，同時促進大灣
區醫療業，香港醫管局將重啟醫院認證計
劃。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黎靖
匡昨日向傳媒表示，今次認證採用《國際醫
院評審認證標準（中國）》，該標準融合國
際及國家三甲醫院評審標準，香港7個聯網的
各「龍頭醫院」將會率先獲得認證，相當於
對標內地三甲醫院，去年年底東區醫院及威
爾斯親王醫院已開始推行相關認證，目標於
2026年底完成全部七間公立醫院的認證。
醫管局曾於2009年與國際認證機構——澳
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合作，推行醫院認證
計劃，至2017年結束，有20間公營醫院成功
取得相關認證資格。香港亦有不少私家醫院
獲認證，截至去年10月，有9間私院獲澳洲
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認證，兩間獲國際聯合
委員會認證。

助推灣區醫院評審質量安全標準化
對於今次重啟認證採取中國標準，黎靖匡解釋，內地
三甲醫院認證有悠久歷史，與香港提供的醫療服務亦十
分相近，而且相對澳洲，內地人口更多，病例豐富，內
地醫院的手術分級制度、術前討論環節、專症治療中心
（如胸痛中心）等都值得香港借鑒，同時採用該標準亦
有助推動大灣區醫院評審及醫療質量安全標準化，可令
國際更了解中國醫院認證標準，助力國家標準走向國
際。他說：「這也是香港的獨特優勢，這套標準在香港
行得通，會更易推向海外。」
他並強調，獲三甲醫院認證並不等於完全複製內地醫

院的醫療程序，認證包含醫療設施、環境、人手配比等
指標，也會審核診症程序是否跟從「循證醫學」指引，

「但不會具體到每一種病要如何醫。」

內地派出專家參與評審
他表示，認證會尊重不同地區醫療系統的獨特之處，

在具體醫院層面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訂製（customiza-
tion），「我們接下來會開一些共識會議，內地和香港專
家，兩邊一起探討，比如標準條文如何適應我們當地的
法例，是否需要改動。具體評核時也是兩邊同時參與，
例如香港方面派出衞生署代表、本地其他醫院同事，內
地會派出專家評審。」
至於時間表方面，黎靖匡指目前東區醫院和威爾斯親

王醫院都正在按計劃進行認證，下年會再選定兩三間醫
院進行認證，預計2026年底前共完成7間公立醫院認
證。

醫院認證重啟 七聯網「龍頭」先評

的士申請加價內容

項目 市區的士 新界的士 大嶼山的士
（變化） （變化） （變化）

◆落旗收費
（最初2公里 32元（+5元） 28元（+4.5元） 28元（+6元）
或以下路程）

◆跳錶收費 2.1元（+0.2元， 1.9元（+0.2元， 1.8元（+0.1元，
首2至9公里） 2至8公里） 2至20公里）
1.5元（+0.2元， 1.5元（+0.2元， 1.7元（+0.2元，
9公里後） 8公里後） 20公里後）

◆跳錶停車 45秒（減15秒） 60秒（維持不變） 60秒（維持不變）
等候時間

◆每件行李收費 7元（+1元） 7元（+1元） 8元（+2元）

◆每隻動物 7元（+2元） 7元（+2元） 8元（+2元）
或鳥類收費

◆每程電召預約 5元（維持不變） 5元（維持不變） 8元（+3元）
服務收費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的哥車主每月平均淨收入變化
2019年 2023年 名義變動 撇除通脹後

（每月/元）（每月/元） 實質變動

租車司機

◆市區 19,359 21,767 +12.4% +6.2%
◆新界 17,872 19,079 +6.8% +0.8%
◆大嶼山 20,283 20,896 +3% -2.7%

車主兼司機

◆市區 30,638 28,296 -7.7% -12.8%
◆新界 25,817 24,686 -4.4% -9.7%
◆大嶼山 28,900 27,570 -4.6% -9.9%

出租的士車主

◆市區 11,740 6,429 -45.2% -48.3%
◆新界 7,380 4,437 -39.9% -43.2%
◆大嶼山 8,569 6,105 -28.8% -32.7%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的士司機兜路、劏客等情
況過去一直為人詬病，的士整體服務質素欠佳卻仍申請加
價，自然令市民氣難平。運輸及物流局昨日提交立法會的
文件亦明確指出，要改善的士業界的營運狀況，歸根結底
須提升的士的服務質素，增加乘客乘搭的士的信心，更重
要的是改變部分市民對的士的負面印象，增加乘客量，並
吸引更多新人入行。
因應市民的期望和的士業界的情況，特區政府早前檢視
了整體的士的營運和管理，並推出一系列措施提升個人化
點對點交通服務的整體質素，包括引入的士車隊制度、的
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及兩級制罰則等。
文件指出，運輸署正積極籌備，預計於本月邀請業界申請
的士車隊牌照，並於今年年中公布申請結果。考慮到籌建車
隊所需的時間，運輸署會要求的士車隊營辦商在獲批車隊牌
照後不多於12個月內（即不遲於2025年年中）開始營運，
同時會積極推動及協助業界組成車隊，盡早投入營運。
其他措施方面，運輸署得悉已有業界計劃引入6乘客座位
的士，以提升車輛的舒適度及乘客的乘車體驗。

加強打擊黑的 兩級制罰則已生效
在加強打擊的士司機不當行為方面，運輸及物流局相信隨
着針對四項較嚴重罪行（包括濫收車資、兩項與拒載相關的
罪行，以及毀損、損壞或更改的士咪錶）的兩級制罰則已經
生效，以及記分制將於今年9月22日生效，可有助打擊業內
的害群之馬，提升的士行業的整體形象和服務質素。
針對駕駛安全方面，文件指據了解已有保險公司提供保
費折扣、減低索償自付額等優惠，以鼓勵的士應用與司機
駕駛安全有關的科技裝置、報備司機資料等。政府亦期望
車隊的士在行業起示範和帶頭作用，有助進一步鼓勵更多
的士應用科技改善的士駕駛安全，令保險費用有下調的空
間，同時亦有助改善的士的營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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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業飛擒大咬申加價17%
同申加行李費縮跳錶停車等候時間 議員市民批加幅「高到飛起」

本港現時有18,163輛的士。三種的士對上一次加價是
2022年7月，當時平均加幅介乎11.5%至13.8%，

業界於不久後再提加價申請，並於去年3月達成共識。
根據運輸及物流局昨日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業界
最新加價申請為：市區的士落旗收費由27元加至32元、
每次跳錶加0.2元；新界的士落旗收費由23.5元加至28
元、每次跳錶同樣加0.2元。三種的士的行李、動物或鳥
類收費亦各有調整，市區的士同時要求縮減跳錶停車等
候時間（見表）。
市民譚小姐直言，現時市區的士落旗收費27元已經

貴，「內地才12元起錶。」但的士司機陳先生聲稱，近
年經營成本上升，加價只能抵消成本，「香港的士是全
世界最便宜，我告訴你。有些市民賺不了錢，坐什麼都
說貴。」

的哥月均淨收入遜運輸業平均數
立法會文件亦指出，在撇除通脹後，市區及新界的士

的租車司機於去年的每日咪錶收入較2019年疫情前高約
0.5%至1.1%，大嶼山的士則低約5%。計及同期間燃料
成本上升約19%至35%及的士車租下降約2%至12%後，
租車司機去年的每月平均淨收入約為19,079元至21,767
元，均較政府統計處所公布的同年第四季運輸行業平均
每月薪金24,800元為低。
的士車主方面，文件指去年的營運開支較2019年大幅
上升，其中保險費用急漲近60%，維修保養費用平均增
加約30%。而車主為了避免的士閒置，只能以低於2019
年水平的租金出租車輛，以致出租車主及車主司機去年
在撇除通脹後的每月平均淨收入俱較2019年大幅減少。

車租未回到疫前 立會周五討論
對於不少意見關心在調整的士收費後，的士車租會隨
之上升，文件指的士租賃一直是車主與司機在自由市場
下的商業安排，租金價格會隨市場供求、車種、車齡及
維修情況等因素而變動。
一般而言，車主會先觀察加價初期的生意及司機收入
的變化，然後才按實際市場情況與司機團體商討車租調
整幅度。以上次的士加價為例，雖然車主在之後有逐步
增加車租，但至今仍未回復至疫情前水平。
根據一貫政策，運輸署在審視的士加價申請時，會考
慮其營運財務可行性、服務可接受水平、與其他公共交
通工具的收費之間維持合理的差距、市民的接受程度，
以及收費結構五大準則，並考慮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及交諮會的意見，然後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建
議。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於本周五討論的士加價申
請，而實施新收費的相關修訂規例須經過立法會「先訂
立、後審議」的程序確立。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恒鑌批評，如果落旗收
費只加兩三元以追回過去兩年通脹，還算合理，但業界
今次提出的加幅過高，他認為如果加價後服務質素可同
時提高，市民才會覺得「物有所值」。

▲的士業提出
加價申請，加幅
最高達17%。

資料圖片

◀運輸局指，
兩級制罰則有
助打擊的士業
害群之馬。圖
為警方打擊的
士違法行為。

資料圖片

◆醫管局將重啟醫院認證計劃，東區醫院在去年年底已開始推行相關
認證。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鼎煌）青少年
精神及心理健康是現代社會不容忽視的
問題，為能提早介入及預防，由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
系推出的「賽馬會心導遊+計劃」，今年
特別加入基於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
術的聊天機器人，專為18歲至29歲青年
及大專學生（包括本地生、內地來港學
生）提供粵、普、英三語的網上心理治
療。計劃預計在未來4年內惠及共6.5萬
新用戶，並希望服務涵蓋所有大專生。
據研究指，香港每7名成年人就有一人

於過去一星期經歷焦慮及抑鬱等常見情
緒困擾，而當中僅有25%人曾求助，如
何提高相關關注及支援是社會焦點。馬
會慈善事務總經理（健康社區、持續發
展及公益慈善研究院）梁振邦指，希望
透過「賽馬會心導遊+計劃」補充心理服
務及情緒支援方面的不足，特別是希望
幫助因離校進入社會而未獲原先學校支
援的畢業生。

增普通話服務支援內地生
他表示，今次計劃亦會加強與本地不同

院校合作，並在聊天機器人中加入普通話
服務，以支援到來港升學的內地學生。
計劃策劃人、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
教授麥穎思介紹，自「賽馬會心導遊+計
劃」的前身開始，團隊支援青少年精神
健康已有7年時間，今年的計劃最新階
段，特別加入由AI驅動的聊天機器人，
希望能讓更多人受惠，AI機器人將通過
與使用者測試及對談，評估其心理健康
狀況，再按需求，建議適合早期介入的
服務和支援，包括如認知行為治療、輔
助式學習及治療小組等，對於中度及嚴
重個案亦提供由臨床心理學家組成的治
療小組等支援。
現時，包括中大、港大、理大、東華學

院等5所大專院校已參與「賽馬會心導遊+
計劃」，並計劃於校內進行宣傳，以及轉
介有情緒問題或危機的學生登記使用。

馬會網上輔導青年 引入AI傾偈機器人

◆「賽馬會心
導遊+計劃」
今年新加入生
成式AI驅動聊
天機器人，向
年輕人提供網
上心理治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王鼎煌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