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新發展區擬推App預約搭小巴
紅綠Van日均客量8年跌19% 營辦商盼北都區預留空間開新線

香港特區政府擴展鐵路系統，公共小巴等其他陸路交通

工具的營運空間無可避免地被壓縮，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明天（21日）將召開會議討論公共小巴的經營環境。有

小巴承辦商引用消息指，特區政府擬在新發展區引入「按

需求提供交通服務模式」，即乘客透過手機App網約預訂

小巴服務，業界冀特區政府提早講解安排。有專線小巴營

辦商指出，集體運輸系統的發展乃大勢所趨，但仍可預留

空間開辦小巴線給業界營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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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線小巴
平均每日
乘客人次
（市佔率）
152.0萬
（12%）
151.8萬
（12%）
147.8萬
（12%）
111.1萬
（12%）
127.2萬
（12%）
117.0萬
（12%）
130.6萬
（11%）
132.5萬
（11%）

紅色小巴
平均每日
乘客人次
（市佔率）

29.5萬
（2%）
28.8萬
（2%）
28.3萬
（2%）
18.3萬
（2%）
20.9萬
（2%）
16.0萬
（2%）
15.8萬
（1%）
14.6萬
（1%）

專線及紅巴
合計平均每日
乘客人次
（市佔率）
181.5萬
（14%）
180.6萬
（14%）
176.1萬
（14%）
129.4萬
（14%）
148.2萬
（14%）
133.0萬
（14%）
146.4萬
（13%）
147.1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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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專線小巴的陳志輝（左）
及謝卓余均期望，北都區發展
能為業界帶來營運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攝

根據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文件顯示，公共小巴客量於疫情後有回
升之勢。去年，專線及紅色小巴平均每日客量有147.1萬人次，但

隨着市民出行需要及習慣改變，仍較2017年時的181.5萬下跌約19%
（見表）。2023/24財政年度，專線小巴車資收入有增加，惟司機薪酬及
燃料等成本上升，部分路線出現虧損，但在去年調整票價效應下，預期
整體收支會持續改善。
專線小巴營辦商謝卓余，及另一營辦商兼綠色專線小巴總商會執委陳

志輝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業界除面對人手不足、油價和保
險等成本上升問題外，更受鐵路發展影響。他們舉例指出，九龍觀塘
「四順」（順利邨、順安邨、順天邨及居屋順緻苑）居民以往靠小巴及巴士
上落山，但隨着政府規劃發展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項目，估計
最少有超過100輛小巴受影響。
謝卓余直言，集體運輸系統方便居民出入，是大勢所趨，難以避免。

不過，他期望特區政府為小巴業界謀求出路，巿區已飽和，新發展區尤
其是超過3,000公頃的北部都會區發展項目，將提供大量空間開設新
線，「新發展區會唔會留多一啲空間畀小巴開新線？希望規劃上會有呢
啲因素。」
陳志輝表示，運輸署2020年至今只提供19條小巴線給業界申請承

辦，「即平均每年只有3.8條新線，部分更加係之前行家唔做再攞出嚟
投（標），呢啲小巴線其實係客量唔多嘅死線，有啲行家為咗安置小巴都
會去投標，因覺得車費可以提高一啲，希望試一試。」

小巴接駁流轉快 可帶乘客乘鐵路
謝卓余認為，北都區發展鐵路運輸系統的同時，亦需要小巴作為短途

接駁的工具，「小巴角色係短途接駁，流轉快，可以將乘客帶往鐵路系
統，至於北都區可容納到幾多新線，需要視乎詳細規劃。」
他透露，特區政府計劃在新發展區引入「按需求提供交通服務模

式」，小巴日後或可接受預訂，「例如我（乘客）知道自己聽日會坐車去
邊度，就可以撳App（手機應用程式）留位，到時就無須排隊就可以上
車。」專線小巴現時為每個班次設定相隔多少分鐘開車時間，但此模式
下若有多人訂座，就可靈活增加班次，但他直言，這是新概念，到底如
何運作有待運輸署的規劃。

議員建議用科技靈活調班次
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明白小巴業界面對艱難情況，

相信北都區及東涌的擴展工程能給業界更多機會，期望特區政府積極探
討如何令業界運作。
他提到，政府在整體運輸策略研究中已提出研究「按需求提供交通服

務模式」，利用科技按需要靈活調配不同載客量的車輛，以較高彈性安
排班次和規劃路線，小巴業界應迎合新時代的改變，「可以用現有科技
或將來嘅科技，按乘客多時多開幾班車，人少則可以開少幾班。」
運輸及物流局文件指出，運輸署會密切留意各區公共交通服務需求變

化，不時更新規劃及調整公共交通服務安排，制訂適合專線小巴經營的
新路線組合，透過專線小巴營辦商遴選計劃，公開邀請有興趣人士包括
紅巴營辦商，申請營運新專線小巴路線，同時會因應乘客需求，容許相
關專線小巴服務增加車輛數目，而2019至2024年期間共推出21條全新
專線小巴路線供申請營運，當中涉及76輛新增專線小巴。

▲有專線小巴營辦商認為，北
都區在發展鐵路運輸系統的同
時，亦需要專線小巴作為短途
接駁交通工具。圖為市民排隊
乘搭專線小巴。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公共小巴業界
面對司機短缺的問題，特區政府2023年推出
「運輸業輸入勞工計劃—公共小巴/客車行
業」計劃，並已批出全數900個輸入小巴司機
配額，小巴業界認為已紓緩了以往「有車無人
開」情況，但隨着本地年長司機相繼退休，現
時人手仍然不足，且預計未來新發展區會開辦
新路線，期望特區政府推出第三輪申請。
根據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提交立法會交通
事務委員會的文件指出，政府先後在2023年9
月，以及去年7月透過兩輪申請批出900個公
共小巴輸入司機配額，截至今年2月中，超過
650名輸入的司機已考取本地駕駛執照，已於
相關專線小巴路線提供服務，認為有效紓緩業
界人手不足情況。
營運多條專線小巴線的綠色專線小巴總商會
執委陳志輝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表示，以往缺
乏司機，不少小巴只能長期停泊在小巴站頭，
而他輸入了30名內地司機，「家基本上（小
巴）可以開齊，開多出幾架車，班次亦密咗，
以往往來黃埔至鑽石山/又一城要13分鐘一班
車，家大概6分鐘開一班車。」
另一專線小巴營辦商謝卓余表示，其公司四
組路線有90輛小巴，也聘用了超過50名內地
司機，可解決以往司機匱乏問題。
不過，兩人均直言現時司機仍不足夠，因本
地年輕人鮮有加入小巴司機行列，而年長司機
亦要退休。其中陳志輝說：「有年長司機話以
前幫手頂住先，家有內地司機加入，所以就
退休，亦有一啲年長司機只願做兼職。」
他們期望特區政府再推出第三輪計劃，提供
更多小巴司機配額。

輸 入 的 外
勞司機面對

考取駕照及格率低的壓
力，有內地義工團體協助
紓解來港外勞小巴司機的
情緒，並邀請外勞司機加
入義工行列，為同行紓惑
解困。
內地司機來港須成功考

取本地駕照才能投入工
作，綠色專線小巴商會執
委陳志輝和專線小巴營辦
商謝卓余均表示，在內地已為輸入的司
機提供右軚小巴進行培訓。

外勞小巴司機考試及格率僅42%
根據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資料顯

示，截至去年底有726名輸入司機參與
1,453次公共小巴駕駛考試，其中有727
次是重考，而考試及格率只有42%。陳
志輝透露，曾有司機情緒受困擾，經了
解原因是兩次考試都不及格，回內地休
息及經義工團體開導才放鬆心情，回港
後終考獲駕照。
為外勞司機提供輔導的是深圳市嘿桃

志願服務發展中心，其理事長吳女士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由於香港與
內地文化有差異，因此會協助他們適應
香港的生活，而輸港司機面對最大的困

擾就是在港考駕照問題，加上他們離鄉
別井，若有內地家人抱恙或有嚴重疾
病，亦令他們情緒受影響。
他們除了會為輸港司機提供輔導外，

亦會邀請該些司機擔當義工，協助其他
抵港的同行，至今外勞司機及內地義工
團隊已超過150人。來自梅州巿的李師
傅是首批輸入的外勞司機，是少數一次
過考獲本地駕駛執照的司機。
他直言，自己初來港時較難適應粵港

文化不同問題，現在，他已成為外勞司
機組成的義工團隊長。
作為與外勞司機溝通的橋樑，李師傅

說，他會為其他來港的內地司機提供協
助，以增加輸港司機的凝聚力，讓他們
在港打拚也不感孤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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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保護關鍵基礎設

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面對不斷增

加的網絡攻擊，政府立法提升關鍵基礎設
施的網絡安全、提升香港抵禦風險隱患能
力，這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應有之義，亦是
保障民生和經濟安全的必要行動。政府要
盡快設立專責辦公室，依法監管、落實關
鍵基礎設施營運者的網絡安全責任，切實
幫助其提升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能力和水
平，護航香港「八大中心」建設。

國家早在2021年8月就已公布《關鍵信

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並於 2021

年9月1日起施行，美、英、歐盟、新加

坡等亦早有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網絡安全的

立法。香港近年多個機構遭受網絡攻擊和

勒索，如香港數碼港、消費者委員會、仁

安醫院等，去年一年內香港網絡安全事故

協調中心處理的網絡保安事故就超萬宗，

凸顯香港亟需立法、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的

網絡安全。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 2022 年的施政報告

宣布，會立法提升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安

全，此後政府加緊制定條例草案，並經過

廣泛社會諮詢，於去年12月6日刊憲、12

月 11 日於立法會首讀，昨日二讀、三讀

通過法案。香港在立法保護關鍵基礎設施
網絡安全上，與內地及其他發達國家看
齊，進一步強化保障國家安全，有助穩固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是次立法涵蓋八大類關鍵基礎設施，包

括能源、資訊科技、銀行及金融服務、陸
空交通、電訊及廣播服務等，還包括維持

關鍵社會及經濟活動的基礎設施，如啟德體
育園等大型體育及表演場地、科技園區
等。相關設施的營運者有三類責任，包括

設立電腦系統安全部門，至少每年做一次

安全風險評估，及向專員通報安全事故

等。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表示，大部分

中小企業和一般市民，都不會受到條例影

響；條例沒有域外效力，政府不可在香港

境外執行相關條文，但對本港關鍵基礎設施

營運者作出規管和施加責任，完全符合屬地

原則。這些解說有效釋除各界疑慮，令社會

明白，條例目的是政府與關鍵基礎設施營運
者共同努力、提升電腦系統安全能力和水
平，確保關鍵基礎設施核心功能正常運轉，
保障民生和經濟安全。
完成立法工作，只是邁開未雨綢繆、保

護關鍵基礎設施免受網絡攻擊的第一步，
如何加強監管、確實提升關鍵基礎設施網
絡安全能力水平，才是真正的挑戰。政府

要加強條例的宣講，盡快成立專責辦公室，

督促、監管、幫助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在科

技發展一日千里下，不斷提升網絡安全能

力。同時，政府要及時完善條例，逐步擴大

受保護的關鍵基礎設施範圍，如有立法會議

員提出，今年1月，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公

布，美國情報機構對中國某先進材料設計研

究院、某智慧能源和數字信息大型高科技企

業進行網絡攻擊，而本港高校有眾多科研成

果，政府有必要將高校科研成果納入關鍵基

礎設施範圍等。這些建議值得政府吸納，政
府要與業界共同攜手，築起應對網絡攻擊的
銅牆鐵壁，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正常運營。

立法保護關鍵基建 保障民生經濟安全
檢討公立醫院急診室收費的改革方案即將在本

月底出爐，急診室收費或將實施兩級制。隨着人
口老化，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日益凸顯，要善用
醫療資源，一方面是要適當收費實現分流，另一
方面是要善用科技提升效率。內地發展互聯網醫
療和智慧型醫院的先進經驗，值得香港學習借
鑒，從而讓市民得到更便捷高效、經濟實惠的醫
療服務。

隨着人口老齡化加劇，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不

斷增大。在此背景下，公營醫療系統積極檢討公

立醫院急症室收費實無可厚非。公立醫院急症室

目前採取分流制度，將病人分為危殆、危急、緊

急、次緊急以及非緊急五類。然而，現實情況
是，大量次緊急和非緊急病人湧入急症室，導致
真正需要緊急治療的病人面臨漫長的輪候時間。
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黃立己指出，過去一年有

近200萬人次向急症室求醫，其中逾半為次緊急個

案，部分危急和緊急個案卻未能得到最佳治療。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消息指醫管局有意將急症
室收費實施兩級制，對危殆及危急病人繼續免
費，同時提高緊急、次緊急和非緊急病人收費。
這樣做旨在通過經濟手段引導病情較輕的病人轉
向其他醫療服務，從而釋放急症室資源，讓真正
急需救治的病人獲得及時治療。
香港文匯報連日調查發現，部分藥房職員充當

山寨醫生，給市民亂開處方藥。這些藥房不僅缺
乏專業的醫療人員，還違規出售管制藥物，給市
民的健康帶來嚴重風險。這種現象確實應該加強

執法和堵塞法律漏洞來應對，但進一步深思，這
種現象亦反映了香港基礎醫療服務收費高昂、市
民睇病成本貴的問題。一般市民即使就常見的傷

風感冒求診，都動輒要三四百元以上的診金，於

是部分基層市民選擇自行去藥房「配藥」。

內地在醫療科技方面的發展為香港提供了有
益的借鑒。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近日在社交媒體上

發布視頻，展示中國智慧型醫院的最新發展。這

些智慧型醫院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技

術，實現了醫療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醫療服務的高

效提供。內地近年來在互聯網醫療領域取得了顯
著進展。普羅民眾患上一般常見病症，可以通過
網絡問診與醫生線上溝通，然後直接購買處方藥
物。這種做法不僅大大降低了市民治療常見疾病

的成本，還有效緩解醫院的人流壓力。這給予了
香港醫療改革一個有益的啟示：必須善用最新的
技術手段來提升醫療效率，從而達到降低患者治
療成本的目的。

在具體的做法上，首先香港可以借鑒內地的
做法，建立互聯網醫療平台，讓市民能夠通過網
絡問診與醫生線上溝通，讓醫生判斷能否直接處
方藥物給患者。其次可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
先進技術，推動智慧型醫院的建設，實現醫療資
源的優化配置和醫療服務的高效提供，提高醫療
系統的整體效率。

事實上，政府建議修訂「醫健通」的使用機

制，賦權醫務衞生局局長可要求醫護必須將重要

電子健康紀錄，例如病人敏感及藥物不良反應、

化驗及放射報告等，存放至市民的醫健通戶口，

又建議在符合指明條件下，認可個別境外的醫護

提供者，跨境使用醫健通電子健康紀錄。這已經

為構建互聯網醫療系統和市民使用跨境醫療服務

構建了重要的數據庫基建。期待在特區政府和公

私營醫護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可以逐步解決醫療

資源不足、市民睇病成本昂貴等問題，為市民提

供更加優質、高效的醫療服務。

善用科技提升醫療效率惠澤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