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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屢遇拒載兜路一肚氣
盼車隊白牌車加入競爭 提升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尖沙咀廣東道直
擊市民張先生被的士拒載。他向記者

表示，欲搭的士返回大角咀住所，走到一架
停泊路邊的的士時，司機突然「冚旗」（豎
起「停止載客」牌子）並表明不載客，「搭
的士前與朋友在路邊傾偈，朋友當時睇到的
士未有冚旗，但走到的士旁想拉車門時，就
見到佢冚咗旗。」事實上，香港文匯報記者
在現場觀察，該輛的士時而冚旗，時而起
旗，疑似專揀路程長的乘客接載。

質疑兜路 不獲理睬
張先生表示，以往亦不止一次遭拒載，
「唔係好多次，但都佔一部分……（我）開
車門（司機）問去邊？譬如尖沙咀去大角
咀，好短嘅路程都唔接，司機多數話『幾步
路咋喎！』好似喺度反問『咁短路程都搭的

士？』」他直言只揀長途客的拒載行為會影
響香港形象，以及影響市民出入。「人家
（遊客）都唔知你乜事拒載唔去，佢又唔識
路去，咁點算呢？！」
除被拒載外，他亦曾搭的士由公主道返
回大角咀時，最直接路徑理應是轉入亞皆
老街，但司機兜路多收車資，他指回家車
資一般為60多元，但那次多收五成，盛惠
90多元，「我問司機點解價錢差咁遠，相
差10元以內都可以接受，相差30元就好
明顯，我問佢（司機）但佢無理我，最後
都要畀錢嘅。」
對於特區政府會發的士車隊牌照，他期
望的士服務日後有所改善，至於白牌車會
否合法化，他以乘客角度認為有競爭自然
有進步，「不過最緊要係安全問題，如果
政府做好啲政策，確保發牌予合資格的司

機就無問題。」

嫌路程短 說話難聽
家住上環荷李活道的Jack同樣因為搭的士多

次受氣，「有次去澳門公幹，去到港澳碼頭先
發現帶漏嘢，要趕返屋企攞，所以喺港澳碼頭
的士站跳上的士返荷李活道，司機似乎好唔滿
意路程短，同其他司機通話時『單單打打』，
話排咗咁耐隊，點知先做27蚊嘅生意。我知車
錢少，但唔趕時間都唔使搭的士啦！」
另外，他曾在晚上由灣仔工作地點搭的士

回家，「上車時已話咗畀司機聽目的地，車
資一般為50幾元，司機結果經皇后街由荷
李活道上段上去，好似跳多三次錶，即要多
畀6元。雖然唔係大數目，但明顯係兜路。
我問佢（司機）點解要行遠啲，佢唔知真傻
定扮懵，話一時分心行錯咗，最後死死氣地
收我畀開嘅價錢。」

他自此不再在街上截的士，改為搭網
約車，「司機知道你去邊，路程有幾
遠，啱路願意接單先嚟車我，唔使再聽
諷刺嘅說話，亦唔會再兜路。」他亦期
望政府發出的士車隊牌照和規管網約車
服務後，市民有更多更好的交通選擇。

香 港 的 士 司 機 服 務 素 質 參

差，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尖沙咀

廣東道直擊被的士拒載的乘客之中，既

有旅客，還有不少市民。有巿民表示，不

止一次因路程短而被的士拒載，對出行構成不便，更曾遭司機兜路，多收

五成車資，向司機質問亦未獲理會。截的士截到一肚氣，有巿民表示多次遭

到的士司機兜路和嫌路程短後，「唔想繼續受氣，從此不再截街車，改為乘搭

網約車。」多數市民都期望特區政府發出的士車隊牌照，以及規管網約白牌車

後，為的士業引入競爭從而提升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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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小姐：雖然在香港生活了

很多年，但搭乘的士的次數不

多，我覺得香港的士司機的服

務質素還可以，沒有網上所說

的那麼差。不過亦還有改善空間，因為我

早幾天去台灣地區旅行的時候，也在當地

搭乘很多的士，當地的士司機感覺上更熱

情一些。

吳先生：從乘客角度來看，我認為形成

不那麼好的體驗主要是香港很多的士都很

老舊，我覺得車坐得不舒服，車裏面也挺

骯髒的。內地的的士和網約車都比較新，

車內也更加乾淨，我希望香港在這方面可

以加強改善。

李小姐：依我的搭乘體驗而言，香港的士

司機的服務態度其實還不錯，有時候會遇到

比較友善的的士司機。但有時在香港打的士

比較困難，的士站不是經常都會有的士等

客，乘客時常需要等待較長時間；在街上也

不太好攔截的士，我希望能夠完善網上的士

平台，能夠讓市民自約的士，這會更加方

便。

劉小姐：我認為香港的士司機的服務質素

不算差，只是沒有內地的的士司機那麼熱

情，內地很多的士司機會主動問乘客，尤其

是旅客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乘客：熱情遜兩岸 有改善空間
熱點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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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的士是不少輪
椅人士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由於輪椅上
車前要摺合，不少的士司機嫌麻煩，遇到輪
椅人士截車會拒絕接載。19歲的賴小姐患有
脊髓肌肉萎縮症，要定期到東區醫院覆診，
在街上截的士成功率低，故已申請慈善機構
贊助預訂輪椅的士接送，但服務質素有時也
沒保證。賴母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我
是提前一天預約接送時間，每次都很擔心佢
哋甩底或者遲到。如果錯過覆診時間，要押
後幾個月先有得再睇醫生。」母女倆試過有
次預約上午8時來接載，結果的士無影，而
的士車行要上午9時才營業，賴母投訴也無
補於事，「對方也只是一聲『會調查』了
事，道歉都沒一句。」
賴母表示：「我最擔心的，還是的士司機
的惡劣駕駛習慣。」每次搭的士，賴媽媽都
坐女兒身邊，用手扶着女兒頭部，擔心急轉
彎、急剎車令女兒受傷：「囡囡脖子肌肉無
力，頭是垂着的，急劇晃動就會很危險。」
有次女兒剛完成脊椎手術，搭的士回家，的
士又亡命飛車，在大坑口經過地面一個減速
帶時「成架車高速行駛，飛起咁滯」，嚇得
賴母膽戰心驚，「這樣顛簸，正常人都受不
了，何況肌肉萎縮症患者？」

年輕司機願幫忙 年長者服務參差
罕見病聯盟統籌經理陳淑雲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聯盟內不少會員是輪椅人士，會
員普遍反映街截的士經常拒載輪椅人士。
陳淑雲本身亦是照顧者，其母親需要坐輪
椅出行，街截的士通常被拒，唯有預約專
門的士，但服務有好有壞，「香港個別的
士司機畀面色乘客睇，每次我預約的士接
載母親，都會提前聲明有摺疊輪椅，上車
後亦會主動聲明會多給十元、八元貼士，
並婉轉要求司機駛慢點，開穩些。只要說
明給小費，的士司機大都會配合開平穩
些，否則根本不會理睬。」
由於電動輪椅體積大，只能預約有架設伸
縮斜板的輪椅的士，每程需繳付120元附加
費。以陳淑雲多年協助母親搭的士體驗，較
年輕的士司機較有同理心，通常會幫助輪椅
人士上下車，搬輪椅進後尾箱。年長司機服
務質素參差，有時不願幫忙，只願開車尾行
李箱，坐視她艱難地扶母親上車，以及將輪
椅搬進車尾箱。
陳淑雲建議的士考牌需加入待客培訓：
「傷殘人士情緒敏感，面對司機的黑面和
惡劣駕駛習慣，有可能引致身心受創。的
士是服務行業，上幾堂待客培訓，學會以
同理心對待輪椅人士，也有助改善行業素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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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根據香港特
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統計數據，運輸署去年
接獲涉及性質較嚴重的的士投訴是三年來最
高，一共錄得1,006宗，比 2021年多一倍；
去年投訴數字中，濫收車資及拒載各佔逾
300 多宗，兜路則有 270 多宗，拒接載至指
定地點則有28宗。
此外，過去3年（即2021年至2023年），
涉及的士的交通意外宗數按年分別為 4,153
宗、3,632宗及 4,585宗。期內警務處就非法

出租或取酬載客個案所採取的執法行動次數
約80次。
警方聯同的士業界等於今年4月推出為期3

個月的蘭桂坊的士大使計劃，於指定的士站
為乘客提供的士資料卡，以在登車前記錄預
計車資、的士車牌號碼及目的地等資料。至
今已協助超過 7,000 名市民及遊客乘搭的
士。有關計劃成功加強乘客和的士司機之間
的溝通，減少雙方因為言語不通或不了解的
士收費準則而引起的誤會，亦有效加強對不

法的的士司機的阻嚇作用。

研修例打擊非法活動
運輸署表示，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提醒

的士司機奉公守法，以禮待客，亦歡迎業
界繼續組織和參與提升的士業形象的活
動，群策群力打擊業內的害群之馬，提升
的士的整體服務質素。政府表示，知道社
會十分關注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活動及規
管網約平台的意見。一方面，政府正檢視

如何完善現有法例，更有效打擊有關非法
活動；另一方面，亦正研究如何規管網約
平台，以期只有的士及持許可證的出租汽
車可透過平台提供服務。
政府計劃於今年年中，就有關規管所涉及的
政策和法律觀點，以及其他地方的經驗研究所
得的考慮要點，與立法會議員、業界及其他持
份者溝通。在聽取持份者的意見後，擬訂未來
路向，以期滿足市民對優質個人化點對點交通
服務的需求。
同時，警務處會繼續打擊非法載客取酬活
動，就公眾提供資料舉報非法載客取酬活動，
定會嚴肅跟進和調查，如有足夠證據，會對相
關活動採取執法行動。

投訴逾千宗 兩年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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