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頭逾千司機罷駛

抗議生意受損
在人口超過120萬的汕頭市主要城區，幾乎是三

輪車、摩托車等黑車的天下。根據汕頭市的官方統
計，該市正規出租車的實載率為35%至45%，只及
珠三角地區其他城市的一半。汕頭市的正規出租
車司機，由於生計深受黑車影響，在忍無可忍
下，過千人於今年2月7日罷駛示威，抗議當
地政府監管黑車不力。據報道，部分參

與罷駛的正規出租車司機情緒激
動，破壞至少6部黑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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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廣東省汕頭市有過千名正規出租車司機(又稱計程車；香港稱的士)

集體罷駛，抗議沒有營業執照的「黑車」非法經營，引起傳媒廣泛報道。事

實上，過去幾年，在重慶、瀋陽、杭州等大城市，也先後出現正規出租車司機

罷駛的事件。為甚麼內地會出現黑車？黑車現象的基本特徵是甚麼？有哪些方法可

解決有關問題？下文將會逐一作出探討。 ■陳振寧、戴慶成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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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該文指出，嚴厲打擊黑車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可能促使集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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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舉例解釋何謂黑車。

2. 黑車對內地的交通運輸業造成甚麼影響？

3. 你在何等程度認同「正規出租車供不應求，導致黑車氾濫」這個說法？為甚麼？

4. 香港有俗稱「8折的」的非法出租車，解釋其成因及影響。

5. 你到內地旅遊時，有否乘坐過黑車？原因為何？

內地黑車違規經營成因
•門檻較低 失業者易受誘惑入行

•集團式經營 執法人員難懲處

•正規出租車設數量限制 供應追不上需求

經營模式
•不會到處招客，只會在固定地點待客。

•收到電召才會出動，熟客幫助逃脫罰款。

•連群結黨，不載出價低的乘客。

•為保利潤和競爭力，收費不能過低或過高。

整頓措施
•放寬正規車數目 增強服務素質

•引進廉價公交工具

•讓黑車經營合法化

現代中國
＋全球化

搶客無道
黑車橫行

▲北京城管執法人

員處罰黑車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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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針對黑車問題，可從整
頓黑車業界、改革正規車制度及發展
公共交通網絡3方面 手：

授予「名份」合法賺錢
不能否認的是，市場對黑車有一

定需求，政府即使嚴厲執法，也難
以將其完全取締。有意見說，內地
可參考美國的做法，把黑車集中起
來成為合法的出租車行業。參與營
運的黑車只可在電話預約下提供服
務，不能在街道或正規出租車站截
客。此舉可紓緩正規出租車的短缺

問題，也可令黑車司機的經營合法
化，方便政府管理。但有關建議的
大前提是，黑車必須符合安全規
格，司機也應獲得認可執照。

放寬正規車數目 增服務素質
有意見說，正規出租車行業能作出

以下改革，以抗衡黑車的經營：
1. 放寬正規出租車的數量限制。當

然，有關限制要視乎各個城市的個

別情況而定。此舉可令部分合資格

的黑車司機成為正規出租車司機，

間接打擊黑車的規模；

2. 加強服務素質，只讓合資格的司機

和車輛參與正規出租車行業，增強

競爭力。

引進廉價公交工具
黑車氾濫其實與公共交通網絡尚未

完善有一定關係。長遠而言，政府要
大力發展廉價公交工具，以紓解居民
的出入之苦。

廣東省汕頭

市有過千名正

規出租車司機

集體罷駛，抗

議沒有營業執

照的黑車非法

經營，導致他

們的生意大受

打擊。

引發

准入門檻較低 失業者易受誘
經營黑車對技術、教育程度等的要求較

低，但利潤高、成本低(因為不用繳交正規
出租車營運牌照費及承包費等)，這令一些
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等深受誘惑，鋌而走
險，加入駕駛和經營黑車的行列。

政府失策 求過於供
上世紀80年代，內地的正規出租車行業

開始起步，個人或企業進入該行業的難度

不高。但到90年代，中央政府為整頓正規
出租車的經營，實行正規出租車准入數量
限制，即政府對正規出租車的需求進行估
算，按照數量進行資源投放。由於正規出
租車的數量有所限制，不能滿足越來越大
的需求，形成供求缺口，變相為黑車提供
了「滋生溫床」。
另外，正規出租車行業的准入條件較

高、車費過高、經營權及承包費等損害司
機利益等原因，都令黑車獲得更大的生存
空間。

集團式營運 執法難
內地城市交通網絡的發展尚未完善，部

分地區的居民在某些時段不能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加上公交工具難以在短時間內發
展起來，黑車遂應運而生。
另外，黑車司機與乘客熟絡，並逐漸參

與集團式營運，這令執法部門難以取證、
查車、處罰等。

黑車的經營模式可被歸納為以下各項：

「掃街」太高調 定點待客
內地黑車若採取「掃街」(到處招客)的經營模式，一般較難

取得乘客的信任，而且在街道上與乘客議價，很容易被執法
部門發現。因此，黑車比較集中在景點、學校、屋苑、地鐵
站等乘客較多、較少執法部門人員打擊的地點經營。

電召才出動 熟客幫拖
黑車長期在同一地點等待經營，司機

與乘客逐漸形成默契，即使被執
法人員查獲，乘客也會協助黑
車司機逃脫罰款。黑車司
機還會印製卡片，派發
給乘客。乘客在打電話
預約黑車時，已作議價。
這些舉動進一步加大執法部
門懲處黑車的難度。

連群結黨 價低不載
黑車大多在熟悉的地區經營，

以減少被捕的風險。大部分了解行
情的黑車司機會按照「先來先出」

的規則工作，不會互相搶客。如果乘客出價過低，所有黑
車司機都不會接受。當不懂規則的黑車司機出現，可能會
被其他黑車司機欺負。部分地區更出現集團式經營，黑車
司機連群結黨，互相配合，連正規出租車都無法與其競
爭。

收費略低 競爭保利潤
雖然黑車不受法定價格管制，但在市場運作下，

其平均價格一般只會略低過正規出租車。因為黑車
要與正規出租車競爭，如果價格過高，難

以獲得生意；但若價格過低，
則可能令利潤空
間縮窄。

「北京」「溫州」─兩大正規經營模式
現時，內地大部分城市的出租車，主要以「北京模式」或「溫州模式」經營：「北

京模式」意指公司從政府部門取得正規出租車的經營權，並採取每月徵收承包費的方
式，將經營權租予司機；至於「溫州模式」，則指個體經營者可直接從政府部門取得
經營權，進行自主經營。
兩種模式的主要區別在於「北京模式」對個人取得出租車經營權進行較嚴格的限

制。據統計，全國而言，85%以上的城市正規出租車採取「北京模式」來經營。

首都黑車罰則
以北京為例，按照市政府的規

定，對黑車的處罰標準如下：

1.對利用三輪摩托車、三輪輕便摩

托車、殘疾人機動輪椅車以及未

取得計程車經營許可證件的機動

車從事非法運營的違法行為，依

照《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

扣押違法車輛、沒收違法所得，

並處2萬元人民幣以下罰款；

2.對非法運營行為規模較大、社會危害嚴重的，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款；

3.對其非法運營行為危害人體健康、存在重大安全隱患、威脅公共安全、破壞環境資

源，沒收違法車輛並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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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回正途 奈何無錢承包
現時，內地多個城市都出現黑車司機。其中一名在北京經營黑

車的司機說，他本想經營正規出租車，但承包費太貴，感到被剝
削，所以經營黑車，想回正途也無能為力。他駕駛黑車時，時
刻保持警覺，擔心隨時被捕，不時衝紅燈、指罵其他司機
等，令乘客覺得他並不好惹。不過，他對其他不守交通規
則的黑車司機會感到厭惡，希望執法部門予以打擊。

從上述個案可見，作為黑車司機，都會害怕隨時
被捕，奈何正規出租車的承包費太貴，惟有鋌而
走險，走上生命財產都無法獲得保障的歪路。

真心剖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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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電單車會被用作黑車非法經營。 資料圖片

趁機分羹 應運而生
綜合而言，基於准入條件較低、正規經營模式積弊、交通網絡落後及打擊困難這

4大原因，黑車迅速興起。

整頓「黑白」業界 紓解出入之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