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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台或App加錢情況

大嶼山內行走：加錢20元至50元

往來元朗站和上白泥：加錢50元

萬宜水庫到西貢碼頭：加錢150元

繁忙時段觀塘到油麻地：加錢20元

深夜中環雲咸街到蘭桂坊：加錢100元

油尖旺繁忙時段：加錢30元至50元

新界西偏遠地區：加錢50元至100元

大嶼山近年的發
展翻天覆地，除了
多項旅遊景點落
成，島上的東涌新
市鎮陸續有多條屋

邨、屋苑入伙，全島目前人口約
14.24萬，而且部分道路必須有禁區
紙才能出入，私家車難以駛入，巴士
網絡亦未必覆蓋全島，的士便成為島
上主要交通工具，惟目前該島只有75
輛俗稱「藍的」的大嶼山的士行駛，
交通配套嚴重追不上發展步伐。而市
區的士（「紅的」）、新界的士（「綠
的」）在大嶼山則只可於國際機場、
迪士尼樂園等地載客。

節假日嚴重供不應求
每逢節日假期，大嶼山都有大量

遊客到訪，即使因為疫情令香港失
去境外旅客，但本地行山遊客數量
增加，大嶼山區區75部的士仍難以
滿足市民需求。
大嶼山的士聯會主席陳金洪表

示，5年前政府已增加25輛大嶼山的
士，使總數加至75輛，但仍是杯水
車薪，節日假期的士供不應求，
「疫情期間，上午由東涌上山的遊
人多，到了黃昏，就多人落山，如
果你是反方向才會容易坐到回頭的
車。」對於司機拒絕「埋站」迫使
乘客Call台加價的現象，陳金洪表
示，「不排除的士中有害群之馬主
動加價，但本會絕不鼓勵司機不埋
站等Call台加價。」
香港無線電召的士聯會主席黃羽庭

表示，偏遠地區或繁忙時段無車時，
乘客加價吸引司機接單並非完全不合
理，但絕不鼓勵司機故意拒絕「埋
站」等Call台加價，「這樣做司機損
失的是自己的時間，未必有着數。」

業界倡的士不分顏色
對大嶼山的士供不應求的情況，

黃羽庭表示，東涌新市鎮建設起來
後，大嶼山居民日益增加，外加節
日假期遊客，「藍的」供不應求，
他質問政府為何仍有區域之分，
「為何的士仍要分3種顏色和限定
行走的區域呢？」他指出，的士分
區行駛已不合時宜，建議政府考

慮統一全港的士，「讓所有
顏色的士都可以全港四
處行走，這樣都有
生意做，市民也
方便。」

司機懶理人龍苦等拒「埋站」經Call台加錢始接載

遊大嶼一車難候
藍的士陰招劏客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境外遊停擺下，本地遊

掀起熱潮，過去3天端午節連周末長假期，香港各

區景點迫爆，部分的士司機趁機劏客。其中，大嶼

山全島僅75輛藍色的士（俗稱「藍的」）行駛，

「宰客」問題尤其猖獗。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在東

涌直擊，假日的士站一度有40名乘客等車，偏偏已

落客的多架的士泊在不遠處拒絕「埋站」，記者上

前問司機，反被要求致電Call台電召的士。Call台

接線生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直至記者肯按錶收費

以外，另加50元小費，一直說無車的接線生迅速改

口說：「15分鐘後有車。」有律師

指出，司機不能議價，但Call台與乘

客議價則「無王管」，質疑司機故

意唔「埋站」，走「法律罅」迫使

乘客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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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周末假期，大嶼山總是人山人海，「藍的」更是一車難
求。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連日到大嶼山巡查，發現部分「藍

的」司機以陰招迫使乘客加錢。採訪當日，記者中午到東涌港鐵站
外的士站觀察3小時，站內大排長龍，高峰時有40名乘客排隊。

致電答覆無車 肯加錢即有車
奇怪的是「埋站」的士少之又少，每小時僅5輛的士「埋站」，
但的士站不遠處卻不時有「藍的」「冚旗」停泊遲遲未有駛入的士
站。起初，記者還以為有乘客已電召有關的士，故司機停泊該處等
已預約的客人，然而這些的士卻在旁停泊半小時，也未見乘客上
車，與一般電召情況不符。
其間，不時有的士站的乘客按捺不住，上前向「冚旗」的士敲窗
詢問，司機都未有接載他們。香港文匯報記者遂上前嘗試，果不其
然司機擺手拒絕接載，只遞給記者一張寫有Call台電話的卡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之後嘗試致電Call台，撥打電話數次後才接通，
接線生得悉記者目的地後便「嗌咪」問有無司機願接「柯打」，但
數分鐘後仍無回音，接線生便向記者說：「無車啵！」記者遂試探
式發問，「如果加錢，會不會有車呢？」接線員語氣輕蔑發問：
「咁你肯加幾多啊？」記者單刀直入稱，按錶收費以外再加50
元，不消半分鐘，對方即改口說：「有車，15分鐘到埗，你等不
等？」
炎炎夏日，乘客苦苦等待也食白果，在附近商場工作的林先生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大嶼山就是這樣，每逢星期日的士就特別
難搭，如果不Call台，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大嶼山居民劉先生對一車難求的情況見怪不怪，「藍的係咁喇，

你喺的士站等唔係無，都有嘅，不過有啲司機就會特登匿埋一邊，
唔埋站，等你Call台加附加費先肯應！」
據了解，這些Call台由一些的士商會或組織營運，大嶼山除了一兩
個主流Call台外，近年湧現多個由新的的士組織營運的Call台。有業
內人士透露，部分的士組織會收取會員數十元到數百元不等的月費，
入會後每當Call台有乘客叫車，便會分配工作給會員司機。乘客肯加
錢電召的士的話，便由司機與組織瓜分有關費用，業內人士說：「例
如5蚊Call台費，3蚊畀司機，Call台就分到2元，如此類推。」

司機禁議價 Call台「無王管」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道路交通條
例》規定的士必須按錶收費，司機不得主動議價，但乘客主動要求
加小費除外，故如果一直無的士埋站，乘客被迫按錶收費以外，再
加小費「利誘」司機接單，不屬違法。
此外，若Call台接線生問乘客是否願意加小費，吸引司機接單，
也是「無王管」，「這也是一個灰色地帶，因為收錢的是司機，除
非有證據證明司機同該Call台接線生事先傾好誘使乘客加錢，否則
難以證明職員協助司機違反《道路交通條例》。」

註：具體加幅，視乎時

段、人流、地點偏遠

情況

資料來源：記者實測

除了拒絕「埋站」迫使乘客致電Call台，近年潮
興的Call車App也有迫客加錢的情況。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數次在偏遠地區，通過有關App電召的士也發現，不加
錢根本無司機理會，例如記者早前在元朗上白泥，電召的
士前往附近的西鐵站，數分鐘後，手機屏幕上顯示訂單已發

送至1,000多名的士司機，但通通無人應機接單。記者遂在App平台上加10元小
費，仍然無人接單，記者遂20元、30元……一直「加碼」至50元才有司機接單。

部分App向司機收月費
除了偏遠地區，在市區如果在非繁忙時段提早預約的士也經常碰釘，即使小費增加
至20元仍無司機肯應。業內人士指出，部分Call的士App也有向入會司機收取月
費，並有不同的會員等級制度，愈高級的會員愈容易接到「大單」，即長途車程。
乘客支付的附加費，一般由App平台及會員司機分賬。
曾有的士司機在社交平台抱怨，電召的士平台設有「買分」，「不花錢買
分，搶單就搶不過其他司機。」據了解，使用App的司機原則上是公平搶
單，但如果有購買積分的司機，可使用積分方便更容易搶到「大單」，
此外支付年費的司機，有權以八五折費用接客，形成惡性競爭。

根據法例，的士司機必須按錶收費，因此的士App提供八五
折的優惠可能違法，部分程式現時已將有關選項刪除，
但用戶仍可在其他欄目上註明預約八五折的士，

甚至有部分電召的士仍提供折扣
優惠。

蠱惑蠱惑CallCall車車AppApp變議價平台變議價平台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假日的士站一度
有數十名乘客等
車，偏偏有藍的士
泊在不遠處拒絕
「埋站」。

●●不時有冚旗的士停在不時有冚旗的士停在
的士站不遠處的士站不遠處，，半小時半小時
也不也不「「埋站埋站」，」，疑為疑為
CallCall台台「「睇水睇水」。」。 的士與地區

的士類別 車輛數量（輛） 人口* 行走範圍

市區的士 15,250 366萬 任何地區
(東涌道及南大嶼山的道路除外)

新界的士 2,838 369萬 新界地區，包括沿指定路線往返赤鱲角
機場的客運大樓和地面運輸中心、港珠
澳大橋香港口岸公共運輸交匯處等

大嶼山的士 75 14.24萬 只限大嶼山、赤鱲角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
岸公共運輸交匯處

註：*按地方選區劃分 資料來源：運輸署、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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