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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約車平台抽佣食水深
司機抱怨任人魚肉 促一併監管收費增透明度

港的士業迎來網約世代，

方便乘客的背後，作為這條

經濟鏈的司機的車資收入被

平台瓜分，卻沒太多議價能

力討價還價。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訪問網約平台的的士司機和

白牌車司機，他們異口同聲表示已成功搶佔市場的網約車平台

已逐步加收佣金或手續費，收取每張單一至三成交易額，但分

成比例的計法往往無從稽查。有司機說：「一時抽一成，一時

抽三成，唔知平台根據什麼因素釐定，但我哋無話語權，只能

任人魚肉。」司機嘆網約車平台食水深，分成欠透明度，沒有

交代收佣的釐定標準。業界促請特區政府在規管網約車時，一

併監管網約平台的收費透明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各地對網約私家車規管摘錄
中國內地

◆平台須申領網絡預約汽車經營許可證

◆車輛須為7人座及以下，須安裝行車紀錄裝置、緊急警
報裝置

◆須為乘客購買承運人責任險等保險

◆司機須具3年以上駕駛經驗，無交通肇事、危險駕駛、
吸毒、酒駕和暴力犯罪紀錄，最近連續3個記分周期內
沒有記滿12分

◆須向乘客提供發票，不得排擠競爭對手或獨佔市場

中國台灣
◆司機須考取小客車等職業駕照，並要考取計程車執業登
記證

◆不限制車輛款式，四門以上小客車皆可，車身不能是傳
統的士的黃色

◆不得在街上攬客或於計程車站排隊上客

◆車齡限制各縣市不同：台北上限15年，桃園上限10
年，新北市則不限車齡

新加坡
◆任何超過20輛車的網約車平台，都須註冊取得經營許可

◆司機須參加私人出租車司機職業執照課程和通過考核

◆司機須持有3/3A駕照（載貨不超過3公噸及乘客不超過
7人的汽車）至少兩年

◆司機須通過審查和參加身體檢查

◆不得在街上攬客，並須提前向乘客說明一切收費如預約
費、高峰時段附加費等

美國
◆各地立法監管，平台營運前須申請許可，並須購買責任
保險

◆司機須年滿21歲，部分州份要求有3年以上駕齡

◆司機須通過刑事背景審查和駕駛紀錄核查，並有購買保險

◆車輛須營運前及每年完成全面安全檢查，並保留檢查紀
錄供審查

◆華盛頓特區規定不得對殘障乘客叫車增加收費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學者：滿足乘客需求 白牌車宜合法化
目前香港的網約車種分為的士
與私家車，前者載客取酬合法，
後者則是白牌車，載客取酬屬違
法，日後特區政府將網約車規範

化，會否一併將白牌車也合法化？成為目前最
棘手的問題。有經濟學者認為，開放網約車順
應時代潮流是大勢所趨，符合乘客的利益，但
的士不僅是交通工具，也是投資工具，的士車
牌牌價有可能因為白牌車合法化，而令車主蒙
受投資損失，建議特區政府先考慮香港目前1.8
萬輛的士是否滿足市場需要，不夠才適度為白
牌車發牌，但必須對汽車性能、司機資格有嚴
格要求，保障乘客，發牌的部分收益要賠償受
影響的的士車主。
香港浸會大學商學院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麥
萃才向香港文匯報分析指，香港的士牌照屬終
身制，同時限定發牌數量，令車牌不僅作為一
種運營資質，更是個人資產，持牌人可永久透
過運營、租賃等方式產生收入，造成香港的士
牌價一路走高。「這是歷史遺留問題，內地以
及很多海外國家、地區，的士運營資格是有年
限的，待運營權到期後，政府修改法例也比較
容易。」
若在香港目前制度下，直接開放大量網約白
牌車運營，無疑會傷害的士持牌人的利益。

同時，政府亦難以漠視市民和旅客對網約車
日益漸長的需求。麥萃才舉例，香港作為國際
都市，常有非英語國家的旅客訪港，本地的士
司機大多只諳熟廣東話，在通訊不發達的年代
乘客往往需要事先打印目的地資料，「現在有
手機就方便多了，旅客可以在網約車程式直接
輸入目的地，全程不用翻譯。」

思考妥協 補償持牌者
他認為，改革的士業的最高目標是雙贏，政
府必須思考如何進行妥協和利益重新分配。
「以我的看法，乘客相對的士持牌人是一個數

量更大的群體。」在兩者不能同時雙贏時，就
要傾向顧及較大群體的利益。
至於如何規管網約車平台，他認為，政策的

第一步是合法合規地容許平台存在，引入的士
業的競爭者，第二步則是利益補償。「政府會
否考慮將增長的一部分（發牌收益）回饋給現
時的士牌照持有人？」
經濟學者關焯照直言，的士業無法永遠靠牌

照限制趕絕所有競爭者，業界應勇於接納競
爭，提升自身服務質素，才能在科技時代立
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網約平台方便市民預約的士服務，而且有完善投訴機制，司機行為受
約束，服務質素也有保障，不少市民也轉投網約平台的懷抱。對於

的士司機而言，這是大勢所趨，也是為勢所逼，的士接街客的話，扣除
車租、油費及雜費後，車資全入司機口袋裏；若透過平台接單，司機收
入會被瓜分。

指有平台抽佣達三成
然而，擺在司機眼前的只有接與不接生意的問題，若不接就可能一直

「等運到」，故不少的士司機也在街客不足時，承接網約乘客。曾試用
多個網約車平台的的士司機黃先生日前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街上兜
客必然是司機的首選，「按錶收費，客畀幾多，我哋收幾多，清清楚
楚，唔求着數，都唔會蝕底。」但問題在於，如今的大環境下，不少乘
客已轉用手機App Call車，黃先生說：「你唔做，人哋做，生意少咗你
肯唔肯？」
他透露，曾接載一名網約乘客由北角前往機場，咪錶車資超過300元，
加上行李和隧道費隨時350元，「你知唔知我最後收幾多？只收250蚊
咋！」他坦言網約平台食水深，個別訂單須上繳三成車資予平台，故他
已轉會到新進軍香港的平台，「新平台打市場為吸引司機使用，已將佣
金分成降到最低，司機才有肉食。」
不過，他指出這都是新平台短暫的市場策略，「Uber又好、高德又
好，什麼平台一開始進入市場，兩頭益：畀乘客折扣，又畀司機優惠，
等大家對佢產生黏性，優惠就愈來愈少，最終都係被抽水。我覺得新平
台抽佣抽得多係遲早嘅事，我哋只有面對現實。」
開發平台需要投資，亦需要回本及盈利，作為的士司機的黃先生明
白羊毛出自羊身上的道理，但問題核心是平台收費透明度，他表示平
台沒有交代計算分成及包車價格的準則，司機乘客只能選擇接受與不
接受。

車主籲規管白牌車
身為的士車主的司機王先生從未使用網約車平台，但他不反對合法網
約車，「呢個世界，科技更係會令大家都方便，係一定要用嘅，但我年
紀大用唔慣，又唔鍾意擺咁多手機喺車前，但其他司機用，我絕對唔反
對。網約的士又好，白牌車又好，我覺得都要規管，令我哋行業生態更
健康。」
王先生坦言，今天香港的士行業已經爛到不能再爛，急需改革，「部

分司機唔爭氣搞壞行業名聲，一定要改變呢個風氣，你自己做唔好，唔
怪得人哋去坐白牌車。」
剛剛加入滴滴平台的的士司機關小姐認為，網約平台除了方便乘客，
也有規管司機行為的功能。她舉例說，颱風吹襲下，乘客Call台電召的
士要另加100元是情有可原，「但在蘭桂坊、纜車站截車，一開口就三四
百（元）係常態，咁樣唔係影衰香港係咩呢？」她認為，不論引入車隊
或平台，車廂安裝閉路電視、錄音、電子支付都有必要，「咁樣就可以
有效規管行業內嘅害群之馬，呢啲人其實唔係少數。」

白牌車司機嘆收入少的哥逾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曾任職的士
司機多年的曾先生形容，自己也是「黑的」
的受害人。由於個別害群之馬做壞個市，包
括拒載、兜客、不禮貌，甚至多收數倍車
資，令的士司機的公眾形象插水，曾先生也
曾被乘客單打、調侃，「每個司機做法唔
同，你唔知邊啲係（壞司機)，但成個行業
俾佢哋影衰晒。」因為羞與為伍，一年前轉
任網約白牌車司機。雖然無須交的士租金，
但新添私家車，以及要繳交網約平台佣金，
他坦言：「平台食水深，收入比任職的士司
機少逾一成。」
曾先生對部分的士司機的行為不敢恭維。

他曾接載一名過海的乘客，在的士站等候半
小時，「任由他怎樣截，的士司機就係唔肯

過海，用的士Call台都無司機接載，明明法例
要求的士不能拒載、揀客，但這些『黑的』
一直存在。」他也曾目擊一名輪椅客想乘搭
車身較高的混能的士卻屢遭司機拒絕，「其
實（司機）都不用扶他（輪椅客）上車，他
有人陪同，只需幫他放好輪椅便搞定。」

指溫水煮蛙抽佣加至30%
他直言，網約白牌車的公眾形象比的士

好，一年前改任網約白牌車司機，還購入一
輛日產私家車，每日供款約300元，「平過
租的士，供完係自己嘅資產。」他表示，白
牌車收費略較的士高，而且司機不用受氣，
但轉換角色後發現網約平台食水深，「加盟
初期，抽25%至27%佣，之後溫水煮蛙加到

27%至 30%，即你每搵1,000蚊都扣咗300
蚊，整體收入竟然比開的士少。」
他每日做12小時，平均接到30張訂單，
扣除平台收費後約有2,000元收入，再扣除
300元供車費用，500元燃油開支，實收約
1,200元。「的士我當你揸特更車租要700
蚊，大約加200蚊石油氣錢，揸14個鐘搵
2,300 至 2,400 蚊，好景時有 2,500 到 2,600
蚊，就當你搵2,300蚊，扣咗租車同石油氣
900蚊，都有1,400蚊執。」
之前有的士司機自發「放蛇」，但曾先生
直言不怕，因乘客以信用卡過數予網約車平
台，沒有當面的現金交易，警方舉證困難，
他直言：「就算政府打擊白牌車，但問題係
乘客返唔到轉頭，唔會因此改搭的士。」

◆白牌車司機曾先生指收入不及的
士司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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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司機黃先生擔心平台抽水力
度更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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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在蘭桂坊狂歡到子夜
時分，沒有了巴士、地鐵，的士成為首選交通
工具。從蘭桂坊到灣仔約4公里，一般只需10
分鐘，竟要盛惠450元！詳情請掃描二維碼。

蘭桂坊到灣仔劏客4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