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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Taxi自 2013年成立至今一直為的士業和廣大市民服務，現時擁有超過 6萬名註冊

司機，每月處理超過 150萬張訂單，近年更一直推動電子付款在網約的士普及化，過去 12

個月已錄得過億的交易額，同時我們亦從事的士管理業務多年，擁有管理逾 200台的士經

驗，清楚了解到司機和乘客的不同需求，亦收集了不少資訊，特意來函分享一些對《專營的

士服務條例草案》的意見。 

近年，市民萌生了對嶄新的點對點出行方式的需求，同時對傳統的士服務之期望亦不

斷提升，但傳統的士牌照制度令政府不能作出有效率的監管，導致出現「不願加，不會減，

不能改」的怪現象。現在草案雖未能全面開放的士市場，亦非對出租汽車許可證的制度進行

大革新，但總算是對封閉多年之的士市場打開新出路，最終得益的將會是可以有更多選擇的

普羅大眾。我們認同方案中為的士服務尋找新出路的大方向，但要有效確保新服務的質素，

還需要在多方面作出配合。 

首先，我們認為必須要考慮到用家希望能夠「有車坐」的最基本要求。根據政府目前

的建議，3個專營的士營運商總共能營運 600輛專營的士，這數目對於整體逾 1.8萬輛的的

士市場而言其實非常有限，以我們的經驗估算，需要有更多的數量才可以做到有效率地配對

預約。若能夠在牌照的試驗期內，加入不同的評估準則，保留政府在期內批准再增加專營的

士數量的彈性，相信到時候可以更及時地滿足廣大市民的需求。 

立法會CB(4)222/19-20(07)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在「牌照年期」方面，現在草案提出的專營權只有 5年時間，營運商要達至合理的商

業規模並不容易，故此我們提議延長兩至三年，並加入讓優秀的營運商優先續牌的條款，令

專營的士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與傳統的士互補不足。 

另外，專營的士牌照比傳統的士牌照有更多的限制，如年期、轉讓、新的監管罰則等

等，所以應該在營運上給予更多靈活性，例如可彈性調節車費、降低採購車輛的限制(七人

車) 、可更自由地在不同地點上落客等等。 

 

最後我們希望大家可以考慮到，創新求變往往會為市場帶來突破及震盪，可能會令人

猶豫甚或卻步，所以正正需要一個有法可依的環境，讓大家公平以及良性地競爭，不斷改善

服務，才會為社會帶來最佳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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