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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公署昨日批評運輸署，指多年來未有

謹慎盡責，改善小巴營運安全，態度因循。小巴

事故屢見不鮮，改善緩慢，運輸署漠視市民安

全，監管拖沓，作風官僚，難辭其咎，應予批

評。運輸署必須高度重視有關批評，全面承擔監

管小巴的責任，加強小巴安全運作，採取包括要

求所有小巴加裝安全帶等措施，切實保障乘客安

全。

小巴是本港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之一，每天接

載人次高達180萬。但是長期以來，小巴安全事

故層出不窮，給人「高危」交通工具的形象。單

是去年本港涉及小巴造成的交通意外就有1,110

宗，造成21人死亡及187人重傷，佔整體交通意

外傷亡人數的9%，但小巴數目僅佔所有車輛的

0.76%，小巴發生意外的比例明顯較其他種類的車

輛高。

小巴安全問題越來越嚴重，申訴專員公署的

調查揭示原因，是與運輸署監管不力有密切關

係。早於2000年，本港發生數宗涉及小巴的致

命交通意外，運輸署已承諾研究及制訂措施改

善小巴營運安全，可惜10年過去，小巴安全並

未見有明顯改善。諸如要求小巴安裝車速限制

器、「黑盒」（行車紀錄儀）等措施，以及要求

小巴司機參加強制性職前培訓課程等，運輸署

一拖再拖，耗費數年時間也不見有寸進。運輸

署不積極盡心監管小巴，是失職的表現，等同

對市民、社會安全置之不理。運輸署管理低

效、渾渾噩噩、得過且過的官僚作風，令市民

難以接受。當局對此絕不能聽之任之，必須因

應責任給予嚴肅處理，徹底根除政府部門的官

僚毛病。

目前全港4000多輛小巴中，只有55%裝設乘客

安全帶，低於60%的預期，估計至2015年仍約有

千輛沒有安全帶的小巴在道路上行駛。正因為眾

多小巴沒有安裝安全帶，導致交通意外時乘客被

拋出車外，傷亡慘重。按規定，2004年8月1日前

登記的小巴得以豁免安裝安全帶，運輸署和業界

都指存在技術困難。但市民的安全最重要，有什

麼理由可以容許部分舊式的小巴免裝安全帶，讓

乘客冒生命的危險。運輸署必須接納申訴專員的

建議，與業界達成在舊式小巴加裝安全帶的共

識，並盡快付諸落實，令乘客更有保障。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與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昨

日在台北舉行兩會恢復協商以來的第六次領導

人會談。這次「陳江會」成果豐碩，不僅由經

濟領域拓寬至社會民生議題，而且達成了建立

兩岸協議成效落實機制的共識。

這次「陳江會」的一大亮點是簽署「兩岸

醫衛合作協議」。這對於兩岸疫情的通報，藥

品、中藥材或醫療器材的管理及新藥的研發

等，建構了明確、可操作的合作規範。隨

兩岸的人流交往日益頻繁，醫療衛生合作的

重要性更為凸顯。這次簽署的協議不但為兩

岸同胞建立了一個健康的安全網，而且有助

推動未來兩岸醫藥業人才流動及病患就醫等

方面的進展。協議標誌 「陳江會」的成果

已經由經貿進一步擴展至民生的範疇，使兩

岸同胞在兩岸關係改善中享受到更全面的實

惠。

大陸在推進兩會協商方面，始終堅持為兩岸

同胞謀福祉，為兩岸民眾辦好事。「陳江會」

至今共舉行了六次會議，共同簽署15項協議，

達成兩項共識，成功推動兩岸達成了全面直

航、ECFA、開放大陸遊客訪台、金融合作、食

品安全管理、醫療衛生等涵蓋經濟、民生多領

域的協議。隨 這些協議陸續落實，繁榮了兩

岸經濟，為台灣民眾帶來實質的利益。今年1

至10月份，兩岸間的貿易達到1186億8千萬美

元，到年底同比增長41.9%；內地旅客訪台達到

132萬人次，同比增長73.68%，顯示兩岸的經貿

合作潛力巨大。

台灣的主流民意都認同「陳江會」的成果，

即使是過去對於兩岸合作抱有戒心的綠營人

士，懾於島內主流民意，也不敢再公然反對兩

岸合作。民進黨甚至要成立智庫，研究和討論

大陸經貿政策。在早前的「五都選舉」之中，

綠營沒有再拿兩岸關係、ECFA等議題說事，正

反映台灣民意的取向，合作取代對抗的理念逐

漸深入人心。將來不論台灣的政治形勢如何轉

變，相信都難以改變兩岸和平合作的潮流。同

時，為確保兩岸的合作能夠更有效地推動，兩

岸應將「陳江會」溝通渠道機制化，以確保各

項協議能夠更好地落實，為兩岸帶來更大的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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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必須改變官僚作風 「陳江會」拓寬兩岸合作領域

規管亡命小巴 運署嘆慢板挨批
申訴專員揭研裝黑盒拖6年 近半無安全帶要驚多8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運輸署多

年來改善小巴營運安全「慢半拍」。申訴專員

公署調查後發現，當局多年來聲稱要改善小巴

安全，但在小巴加裝限速器及黑盒，以至司機

職前培訓都採取「拖字訣」，直至去年6月及7

月先後發生兩宗奪命小巴意外後，始 緊處理

問題，並強制小巴安裝車速限制器及黑盒。申

訴專員黎年批評運輸署未有謹慎盡責，並指現

僅有55.5%小巴裝有乘客安全帶，推算乘客在

未來8年仍要面對威脅。運輸署表示，會跟進

公署多項建議，將研究應否規定在2004年8月1

日前登記的小巴加裝乘客安全

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申訴
專員公署調查發現，醫管局提供的
非緊急救護車載送服務，在過去3年
有逾半數個案未能達到服務指標，
較預約時間遲逾30分鐘抵達，有
17%病人被迫取消服務，有病人改
用非法改裝客貨車，亦有病人要留
院多1晚。申訴專員黎年表示，當局
應檢討有關服務安排，應付日益增
長的需求。

醫管局設有免費的非緊急救護車
服務，涉及133架救護車，讓住院病
人或門診病人預訂使用，今年首8個
月共收到31萬宗申請，但有17%主
動取消。申訴專員公署曾透過病人
組織訪問34名病人，有10名指等候
時間過長，曾選用非法改裝客貨
車；亦訪問150名醫管局員工，有97
名指病人因等候時間太長，對接載
服務感不滿。

申訴專員公署發現，過去有1名老

婦預約有關服務往醫院覆診，來回
都分別等候逾1.5小時，皆因職員要
清洗救護車和用膳，但明知遲到也
沒有通知該老婦；有病人和家屬出
院當日預約服務，至下午4時才知道
無法安排，要留院多1晚。有病人3
日前已預約服務，醫管局至當日才
通知無法安排，便改用私營服務車
輛出院。

籲醫局與私營機構合作
黎年表示，醫管局目前調配服務

依照行車路線而定，並非以預約先
後及傷病者緊急程度，未能切合實
際需要，建議醫管局可考慮發牌制
度，透過與私人營辦商或非牟利團
體合作，提供接載服務。醫管局發
言人表示，同意申訴專員的建議，
會成立專責小組檢討服務表現指標
和監察機制，並研究改善病人的等
候時間。

非緊急救護車等候時間長

近期涉及小巴奪命交通意外
日期 事件

2010.05.17 沙田大涌橋路有一輛小巴與一輛的士
在十字路口相撞，小巴衝前直插行人
隧道內，一名小巴男乘客拋出車外慘
死，兩車另6人受傷。

2009.07.25 元朗公路近博愛交匯處一輛小巴，失
控猛撼前面的貨櫃車，釀成3死14
傷，死者包括小巴司機。

2009.07.14 一輛小巴在長沙灣撞到一名78歲老
婦，老婦延至凌晨不治。

2009.06.12 一輛開往落馬洲小巴在旺角道疑與一
輛九巴相撞後，剷上行人路撞倒多名
途人，釀成2死8傷。

2009.04.06 一名老婦在金鐘夏愨道被一輛小巴撞
死；同日一輛往觀塘的小巴，司機收
掣不及撞死過馬路男子。

2009.04.01 一名88歲男子在紅磡交通燈位過馬路
時，被一輛小巴撞倒，送院後證實不
治。

2009.03.11 一名警署警長趕往大角咀處理奪命車
禍途中，與逆線轉出的小巴狂撼，警
長送院後證實不治。

2009.01.11 一輛小巴在元朗東堤街左轉入泰利街
時，司機掉頭時輾斃一名持枴杖的過
路老翁。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中心

改善小巴安全「慢半拍」
運輸署：在2000年初稱會研究制訂措施改善安全

1. 黑盒及限速器

■2003年在立法會上承諾研究加裝黑盒，2007年
始向生產力促進局查詢有關技術，未有跟進；

■2003年向小巴生產商查詢日本加裝限速器情
況，並諮詢兩大生產商，並於2009年中稱加裝
限速器有困難；

■2009年6月12日及7月25日先後發生2宗致命意外
後，便於7月及8月宣布強制加裝限速器及黑
盒。

2. 司機職前培訓

■2006年中提出要求司機參與職前培訓，並獲業
界普遍支持；

■2008年7月與警方及律政司商討細節，計劃
2010/11年度提出修例，指籌備需時4年與訂定
評核準則有關。

申訴專員公署建議

1. 檢討及考慮把2004年8月1日前登記的小巴，須
強制加裝乘客安全帶；

2. 制訂措施以防被干擾限速器及黑盒；

3. 考慮利用黑盒數據監察司機駕駛行為；

4. 監察不同措施進度及制訂工作時間表；

5. 評估各項改善小巴安全措施的可行性，定期檢
討成效；

6. 聯同業界維持資訊網絡，以掌握本港及海外技
術及市場資訊。

資料來源：申訴專員公署報告

本港去年涉及小巴造成的
交通意外有1,110宗，造成21
人死亡及187人重傷，佔整體
交通意外傷亡人數的9%，但
小 巴 數 目 佔 所 有 車 輛 的
0.76%。申訴專員公署調查指
出，在全港4,350輛小巴中，
只有55.5%裝設乘客安全帶，
低於60%的預期，估計至
2015年仍有約千輛沒有安全
帶的小巴在道路上行駛，形
容情況不能接受。

強制加裝黑盒仍待修例
申訴專員公署表示，有證據顯示運輸署「未有謹慎盡

責及 緊處理問題」。調查報告指自去年6月12日及7月25
日先後發生兩宗致命意外後，運輸署態度才改變，迅速
跟進工作，在7月27日宣布強制小巴安裝限速器。報告指
在該兩宗意外前，運輸署未有進行相關試驗，當局去年6
月中時更稱安裝有困難。

申訴專員公署翻查運輸署早於2000年初已承諾研究及

制訂措施改善小巴營運安全，但工作進展緩慢，當局於
2003年承諾會研究在小巴安裝黑盒，但未有委託機構測
試，僅向生產力促進局查詢資料，運輸署其後亦未有跟
進。調查報告指出，直至去年中先後發生兩宗奪命意外
後，運輸署便於去年8月宣布強制小巴安裝黑盒，但仍要
修例才可落實。

黎年批運輸署因循欠積極
調查又發現運輸署曾於2006年中承諾要求小巴司機須

參加職前培訓，籌備工作達4年，但原來政府早有類似課
程，到現在才計劃2010/11年度提出修例，對於運輸署指
需時制訂評核內容的解釋，形容「無法令人接受」。報告
又批評運輸署諮詢範圍過窄，在限速器問題上只諮詢2大

生產商，黑盒問題只諮詢生產力促進局。
申訴專員黎年批評運輸署的態度因循及欠缺積極，小

巴每天都接載逾180萬人次，運輸署有責任加強小巴安
全，不應該讓乘客冒險。他提出6項建議要求運輸署改
善，包括建議當局要求把2004年8月1日前登記的小巴，
須強制加裝乘客安全帶。他又稱，運輸署應突擊及抽檢
限速器及黑盒，以防有人干擾設施。

運輸署發言人表示，會仔細研究及跟進多項建議，包
括與小巴業界研究應否規定在2004年8月1日前登記的小
巴加裝乘客安全帶，亦會按公署的要求提交進度報告。
發言人表示，運輸署自2000年起已推出多項措施改善小
巴營運安全，包括在小巴上裝設車速顯示器、加裝乘客
安全帶及車速限制器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每年有逾
百宗調亂水錶事件，引致每宗多收水費平均
700多元。申訴專員公署發現有個案被調亂水
錶13年始被揭發，另1宗更被徵收多近1倍水
費。公署調查後發現水務署監管不足，未有
核實外判承辦商安裝及更換水錶紀錄。申訴
專員黎年表示，政府部門可外判工作，但不
應同時把責任外判。

空置單位交900元水費
兩名市民發現水費偏高，不滿水務署延誤

處理，遂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第1宗個案的
投訴人，於去年1月收到900多元的水費單，
但單位已空置近半年，並發現水錶與水費單
上的編號不符，而實際水錶度數較水費單少
936度，水務署至3月才發現其水錶與下層另1
單位對調，4月底便致函通知投訴人，毋須繳

付有關水費。
投訴人不滿水務署未能交代錯誤配置水錶

原因及責任誰屬，申訴專員公署調查後發
現，屋苑發展商於1996年初安裝水錶，其後
於12月修訂，但因涉及承辦商填報資料錯
誤，水務署又未有派員到場核實，結果導致
出錯。調查亦發現，水務署客戶服務組因工
作繁忙，致使去年1月收到投訴後，要至3月
初才派員檢查。

另1宗個案的投訴人因其單位人數由4人減
至2人，但水費無明顯變動，遂於去年9月向
水務署投訴水費偏高，至翌年1月才收到函件
確認水錶被對調，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2
期間多收近1倍水費，應繳款項減至500多
元。申訴專員公署發現，承辦商更換舊水錶
時，誤把下層單位水錶對調，而水務署又無
核實水錶資料。

申訴專員公署又指出，有關個案在更換舊
水錶後，水務署半年內未更新電腦紀錄，以
致未能抄錶，使水錶錯配引致的用水量爭議
難以釐清。黎年表示，每年有逾百宗調亂水
錶事件，反映水務署監管外判商不足。水務
署發言人表示，已接納申訴專員建議，投訴
會在21個工作天內跟進，並會把水錶「即拆
即安裝」，減少出錯。

■本港每
年有逾百
宗調亂水
錶事件。
資料圖片

■旺角道去年有小巴疑與九巴相撞剷上行人路，造成2死8傷。 資料圖片

■黎年昨日發表報告，
批評運輸署未有盡責改
善公共小巴安全。

■有小巴亡
命飛車。圖
為香港文匯
報記者早前
攝得車速顯
示 1 0 0 公
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