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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主要投訴及建議事項  

 本報告書為二零二零年第二份季報，匯報二零二零年 

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期間的事項。 

年度及季度趨勢  

2. 交通投訴組在季內共收到 7 522 宗1 投訴及建議，包括 61 宗

純粹建議。大約 81%的個案（即 6 086 宗）透過交通投訴組網上投訴

／建議表格和電郵收到，18%（即 1 407 宗）透過電話收到，其餘則

透過傳真或郵寄方式收到。個案數目較上季的 4 767 宗2 上升 57.8%1，

與二零一九年同季的 8 916 宗3比較，則下降 15.6%1。本季收到的投訴

及建議個案的分類載於附件 A。  

3. 交通投訴組過去十年（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九年）收到的投

訴及建議的趨勢圖表載於附件 B(i)。另一圖表，載於附件 B(ii)，則顯

示自二零一六年起每季收到的投訴及建議的趨勢。 

4. 季內，共 7 108 宗個案（包括在過往季度未解決的個案）的調查

工作已完成。當中有 6 147 宗（86%）證實成立，不成立的有 30 宗

（1%），其餘 931 宗（13%）則因證據不足而無法追查。這些個案的

調查結果一覽表載於附件 C。如投訴人願意作證，其個案將轉介予警

方作進一步調查。在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警方告知本組較早前轉

介的 701 宗 4 個案的最新進展，當中有 138 名 4 駕駛者被票控。 

 

5. 季內，有關政府部門及公共交通機構共採納 10 項由市民提出

的建議，以改善公共交通服務及交通情況，有關個案的概要載於 

附件 D。交通投訴組小組委員會主席已向提出這些建議而又有提供聯

                                                 
1  在 7 522宗投訴及建議中，有兩位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共 1 331宗投訴；他們各在此

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不包括這些投訴的數字為 6 191宗，與上季的 4 347宗 

（見註 2）相比，增幅為 42.4%。與二零一九年同季的 7 250 宗（見註 3）相比，減

幅為 14.6%。不包括這些投訴的分類載於附件 A(i)(b)。 
2
  在 4 767宗投訴及建議中，有兩位投訴人在上季內提出共 420宗投訴；他們各在上季

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不包括這些投訴的數字為 4 347宗。 
3  在 8 916宗投訴及建議中，有兩位投訴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共 1 666宗投訴；

他們各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不包括這些投訴的數字為 7 250宗。 
4   數字已包括第 22段中所述的的士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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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方法的人士發出謝函。 

公共交通服務 

6. 有關公共交通服務的投訴及建議共有 5 962宗5，較上季的

3 622 宗6上升 64.6%5，與二零一九年同季的 8 086 宗7比較，則下降

26.3%5。本季接獲的投訴及建議的分類載於附件 E(i)。自二零一六年

起每季收到的投訴及建議的趨勢圖表，則載於附件 E(ii)。 

 

 

專營巴士服務 

7. 季內，有關專營巴士服務的投訴及建議共有 3 385 宗8，較上

季的 1 749 宗9上升 93.5%8，與二零一九年同季的 3 865 宗10比較，則

下降 12.4%8。 

8. 今季有關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巴）服務的投

訴及建議共有 2 311 宗11，上季有 1 225 宗12，二零一九年同季則有 

                                                 
5 在 5 962宗投訴及建議中，有兩位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共 1 331宗投訴；他們各在此

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不包括這些投訴的數字為 4 631宗，與上季的 3 313宗 

（見註 6）相比，增幅為 39.8%。與二零一九年同季的 6 420 宗（見註 7）相比，減

幅為 27.9%。不包括這些投訴的分類載於附件 E(i)(b)。 
6  在 3 622宗投訴及建議中，有一位投訴人在上季內提出 309宗投訴；該投訴人在上季

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不包括這些投訴的數字為 3 313宗。 
7  在 8 086宗投訴及建議中，有兩位投訴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共 1 666宗投訴；

他們各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不包括這些投訴的數字為 6 420宗。 
8  在 3 385宗投訴及建議中，有兩位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共 1 331宗投訴；他們各在此

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不包括這些投訴的數字為 2 054宗，與上季的 1 440宗 

（見註 9）相比，增幅為 42.6%。與二零一九年同季內的 2 199宗（見註 10）相比，

減幅為 6.6%。 
9  在 1 749宗投訴及建議中，有一位投訴人在上季內提出 309宗投訴；該投訴人在上季

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不包括這些投訴的數字為 1 440宗。 
10 在 3 865宗投訴及建議中，有兩位投訴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共 1 666宗投訴；

他們各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不包括這些投訴的數字為 2 199宗。 
11 在 2 311宗投訴及建議中，有一位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 1 127宗投訴（涉及服務質量

的個案有 137宗，而涉及服務水準的個案則有 990宗）；該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 
12 在 1 225宗投訴及建議中，有一位投訴人在上季內提出 309宗投訴；該投訴人在上季

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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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68 宗13。今季的 2 311 宗 11個案中，涉及服務質量的個案有 202宗 11

（8.7%），而涉及服務水準的個案則有 2 095 宗 11（90.7%）。 

9. 今季有關城巴有限公司（城巴）（香港島及過海巴士網絡專

營權）（第一類專營權）服務的投訴及建議共有 222 宗 14，上季有 

76 宗，二零一九年同季則有 161 宗。今季的 222 宗 14 個案中，涉及服

務質量的個案有 54 宗 1 4（24 .3%），而涉及服務水準的個案則有  

162 宗 14（73.0%）。 

10. 今季有關城巴有限公司（城巴）（機場及北大嶼山巴士網絡

專營權）（第二類專營權）服務的投訴及建議共有 51 宗15，上季有  

36 宗，二零一九年同季則有 69 宗。今季的 51 宗 15 個案中，涉及服務

質量的個案有 12 宗 15（23.5%），而涉及服務水準的個案則有 38 宗

（74.5%）。 

11. 今季有關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新巴）服務的投訴

及建議共有 157宗16，上季有 66宗，二零一九年同季則有 152宗。今季的

157 宗 16 個案中，涉及服務質量的個案有七宗（4.5%），而涉及服務

水準的個案則有 138 宗 16（87.9%）。 

 

12. 今季有關龍運巴士公司服務的投訴及建議共有 48 宗，上季有

89 宗，二零一九年同季則有 105 宗17。今季的 48 宗個案中，涉及服務

質量的個案有九宗（18.8%），而涉及服務水準的個案則有 38 宗

（79.2%）。 

13. 今季有關新大嶼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服務的投訴及

建議共有 18 宗，上季及二零一九年同季分別有 23 宗。今季的 18 宗個

                                                 
13  在 2 868宗投訴及建議中，有兩位投訴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共 1 635宗投訴；

他們各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 
14  在 222宗投訴及建議中，有一位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 125宗投訴（涉及服務質量的個

案有 48宗，而涉及服務水準的個案則有 77宗）；該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超過 100 宗

投訴。 
15  在 51宗投訴及建議中，有一位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九宗涉及服務質量的投訴；該投

訴人在此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 
16  在 157 宗投訴及建議中，有一位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四宗涉及服務水準的投訴；該

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 
17  在 105 宗投訴及建議中，有一位投訴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五宗投訴；該投訴

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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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涉及服務水準的個案有 16 宗（88.9%）。 

14.  18 今季有關過海隧巴服務 18 的投訴及建議共有 578 宗19，上季有 

234 宗，二零一九年同季則有 487 宗20。今季的 578 宗 19 個案中，涉

及服務質量的個案有 65 宗 19（11.2%），而涉及服務水準的個案則有

488 宗 19（84.4%）。 

15. 有關九巴、城巴（第一類專營權）、城巴（第二類專營權）、

新巴、龍運巴士、新大嶼山巴士和過海隧巴過去八個季度的投訴／建

議的比較載於附件 F。 

非專營巴士服務  

16. 今季有關非專營巴士服務（例如居民巴士服務及香港鐵路有

限公司（港鐵）接駁巴士）的投訴及建議共有 31 宗，上季有 20 宗，

二零一九年同季則有 63 宗。 

公共小巴服務 

17. 今季有關公共小巴服務的投訴及建議共有 1 008 宗，較上季  

上升 55.3%，與二零一九年同季比較，則下降 26.3%。所有個案已轉

介運輸署或警方處理。 

18. 季內接獲的公共小巴個案中，涉及專線小巴服務的投訴及建

議佔 91.2%（即 919 宗）。上季及二零一九年同季收到的個案數目分

別為 586 宗及 1 296 宗。今季的 919 宗個案中，涉及服務質量的個案有 

44 宗（4.8%），而涉及服務水準的個案則有 843 宗（91.7%）。 

19. 其餘 8.8%的個案（即 89 宗）則為有關紅色小巴服務的投訴

及建議。上季及二零一九年同季收到的個案數目分別為 63 宗及 72 宗。 

                                                 
18  過海隧巴服務是九巴、城巴及新巴聯合經營，因此投訴及建議不能按巴士公司分類。 
19  在 578宗投訴及建議中，有兩位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共 66宗投訴（涉及服務質量的

個案有 25宗，而涉及服務水準的個案則有 41宗）；他們各在此季內提出超過 100 宗

投訴。 
20  在 487宗投訴及建議中，有兩位投訴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共 26宗投訴；他們

各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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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服務 

20. 今季有關的士服務的個案共有 1 431 宗，較上季上升 28.0%，

與二零一九年同季比較，則下降 47.1%。有關的士服務過去八個季度

的投訴及建議的比較載於附件 G。  

21. 在季內收到的 1 431 宗個案中，涉及的士司機違規行為的個

案有 1 316 宗（92.0%），上季則有 1 074 宗（96.1%）。有關的士司

機違規行為的投訴，包括司機舉止無禮和不守規矩、拒載、駕駛行為

不當、濫收車資、的士咪錶的違規行為、不採用最直接可行的路線等。

有關的士服務的投訴及建議的詳細分類載於附件 H。如投訴人願意作

證，本組會把個案轉交警方進一步調查。季內，本組共轉介  

227 宗（17.2%）這類個案予警方處理。 

22. 警方在季內告知本組較早前轉介的 458 宗個案的最新進展。

它們的分類如下： 

 

  個案數目  百分比 

(a)  已被票控   69 (46)   15 (11) 

(b)   投訴人撤銷投訴 256 (238) 56 (58) 

(c) 警方認為無足夠證據 

進一步處理 

133 (127) 29 (31) 

 458 (411) 100 (100) 
 

（註：括號內為上季數字。） 
 

從上述數字可見，85%的個案因投訴人撤銷投訴或證據不足而無法追

查。 

23.  在上季被票控的 46 宗個案中，有 25 位的士司機被法庭21裁定

違例駕駛。其中一位的士司機因未有展示司機證而被罰款 6,000 元，

另一位的士司機因兜客而被罰款 3,000 元。有兩位的士司機因不使用

最直接可行之路線而分別被罰款 1,300 元和 1,500 元。而另外七位的

士司機因在的士站拒載和拒載而被罰款 320 元至 3,000 元。 

 

                                                 
21 截至 2020年 8月底，其他被票控案件的結果尚未有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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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服務 

24. 季內，共有 82 宗涉及鐵路服務的投訴及建議，上季共有  

74 宗，二零一九年同季則有 78 宗。今季的 82 宗個案中，涉及港鐵服

務的個案佔 74 宗。 

渡輪服務 

25. 有關渡輪服務的投訴及建議，今季共有 25 宗，上季有 12 宗，

二零一九年同季則有八宗。 

交通情況 

26. 今季接獲有關交通擠塞的投訴共有 176 宗，上季有 115 宗， 

二零一九年同季則有 84 宗。投訴涉及的地區詳情如下： 

 投訴數目 

港島 28  (14) 

九龍 85  (55) 

新界 63  (46) 

其他（一般事宜及隧道

區域等） 

-  (-) 

總數 176   (115) 

  

 （註：括號內為上季數字。） 

27. 投訴數目顯示，受交通擠塞影響比較嚴重的地區為深水埗  

（25 宗）及觀塘（23 宗）。有關各區交通及道路情況的投訴及建議的

數目載於附件 I。  

 

28. 有關交通擠塞投訴的主要成因包括車輛阻塞、交通工程事宜

（例如交通燈號時間的分配、行車線安排及禁區的設立）及道路工程。 

29. 今季共接獲 44 宗有關交通管理的投訴及建議，以及 18 項增

設交通標誌及設備的要求。上季這些個案的數目分別為 15 宗及

14 項，二零一九年同季的數目則分別為 57 宗及 1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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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關於交通擠塞的投訴以及改善交通管理的建議（包括增加交

通標誌及設備的意見），均已轉交有關政府部門研究。 

道路維修 

31. 今季有關道路維修的投訴有 57 宗，上季的數目為 23 宗，  

二零一九年同季的數目是 21 宗。今季的 57 宗投訴中，涉及道路情況

的投訴佔 31 宗，而涉及交通標誌及設備的投訴則有 24 宗。 

32. 涉及較多有關道路維修的投訴的地區為深水埗（五宗）。 

 

 

法例執行 

33. 季內，與交通法例執行事宜有關的投訴有 1 198 宗，較上季

的 941 宗22上升 27.3%，與二零一九年同季的 614 宗比較，則上升

95.1%。投訴個案主要是要求當局對違例泊車（908 宗），不遵從交通

標誌／計劃的指示（81 宗），突然切線／超車時越過路面實線（55

宗）及衝紅燈／不讓行人先過馬路或不讓路予其他車輛（52 宗）的駕

車人士採取執法行動。這些投訴均已轉介警方處理。有關各區交通法

例執行情況載於附件 I。 

 

34. 涉及較多有關違例泊車的投訴的地區包括觀塘（100 宗）、深

水埗（88 宗）、元朗（87 宗）及沙田（80 宗）。 

                                                 
22  在 941宗投訴及建議中，有一位投訴人在上季內提出 111宗投訴；該投訴人在上季內

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不包括這些投訴的數字為 83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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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季大事紀要及值得注意的個案  

交通投訴組小組委員會會議  

 在二零二零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的交通投訴組小組委員會季會

上，委員討論了以下事項： 

 

 (a) 有關專營巴士服務班次不足和欠準的投訴； 

 

 (b) 有關道路工程及道路維修的投訴及建議； 

 

 (c) 有關違例泊車的投訴及建議；以及 

 

 (d) 交通投訴組二零二零年第一號季報。 

 

2. 各委員同意應呈遞以下文件予交通諮詢委員會審閱： 

 

 (a) 有關違例泊車的投訴及建議；以及 

 

 (b) 交通投訴組二零二零年第一號季報。 

有關摩星嶺域多利道巴士站附近照明情況的投訴  

 

3. 一名市民投訴專線小巴司機沒有在域多利道近摩星嶺道的巴

士站附近接載他。他關注到該巴士站附近照明不足，令專線小巴司機

無法留意到候車乘客。為改善照明情況，投訴人建議加裝路燈，以及

檢視附近可能阻礙路燈照明的樹木生長情況。 

 

4. 有關個案已轉交運輸署、路政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

文署」）考慮。運輸署回覆指他們已要求專線小巴營辦商提醒旗下司

機注意中途乘客的登車需要，並應在專線小巴尚未客滿時接載乘客。 

 

5. 路政署表示，路面照明度是按《公共照明設施設計手冊》所

載的標準來釐定。路政署已進行實地視察，並以測光錶量度該段路面

的照明度。為回應投訴人的關注，路政署已把該巴士站附近燈柱的傳

統燈具更換為發光二極管燈具。發光二極管燈具的顯色指數較高，令

人較容易察覺街上的其他道路使用者及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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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檢視附近樹木生長情況的建議，路政署和康文署已進行

勘察，並修剪該巴士站附近的樹木，以盡量減少路燈受阻礙的情況。 

 

7. 該名市民已獲告知相關部門所採取的跟進行動，他沒有提出

其他意見。 

 

 

對旺角太子道西行人路及行車道被佔用的關注  

 

8. 一名市民對太子道西旺角花墟附近一間花店佔用行人路及行

車道的情況表示關注。該名市民指出，由於道路被佔用，行人及駕車

人士均需兜路，因而對他們構成不便和潛在危險。 

 

9. 有關個案已轉交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及警方，以

便進行調查和採取所需的執法行動。食環署表示，按照相關部門與商

戶所達成的共識（獲油尖旺區議會通過），花墟商戶可擴展營業範圍

至舖前三尺的地方（即「酌情容許範圍」），條件是店舖經營者能自

律遵守協議的擴展範圍，此舉旨在為當區增添姿采和營造獨特的地區

特色。儘管如此，食環署關注有關地點的環境衞生問題（包括店舖非

法擴展營業範圍及非法擺賣）。食環署除了派員於每日不同時段進行

巡查外，亦已採取不同的行動策略（包括定點巡邏、突擊掃蕩，以及

教育和宣傳工作），以打擊上述違法活動。 

 

10. 食環署表示已在有關地點進行兩次實地巡查，並無發現貨物

阻街。儘管如此，該署已提醒商戶不要擺放任何會對行人造成阻礙的

貨物，否則會被檢控。就店舖阻街而言，食環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向

花墟附近的違例者發出 107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該署會繼續維持有關

地點的環境衞生。 

 

11. 警方表示，他們會繼續在有關地點採取嚴厲的交通執法行動。 

 

12. 上述資料已轉告該名市民，他沒有提出其他意見。 

 

 

有關「大嶼山自駕遊」計劃申請系統的投訴  

 

13. 一名市民指出，他無法透過網上申請系統申請參加「大嶼山

自駕遊」計劃（「計劃」）。他投訴新的名額在發出後一兩分鐘內便

已額滿，並促請運輸署調查有關系統是否操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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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關個案已轉交運輸署。該署表示，推行該計劃是要讓市民

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駕駛私家車行經大嶼山的封閉道路，以推

動旅遊業和本地經濟。在該計劃下，運輸署容許每天最多 25 部私家車

進入大嶼山的封閉道路，其中五個名額會編配予電動私家車，以推動

環保。名額會以先到先得方式發出，而每部私家車每個月只會獲得  

一個名額。申請人須透過運輸署的網上系統作出申請，並在網上繳付

許可證費用。運輸署會在可進入大嶼山南部（「嶼南」）的日子起計 

一個月前發出新的名額，上載時間是該日上午七時。 

 

15. 運輸署與系統供應商作出檢查後，表示並無發現不當或濫用

情況。此外，運輸署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服務（例如專營巴士及渡

輪）前往嶼南。 

 

16. 上述資料已轉告有關投訴人，他沒有提出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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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專題文章 

有關的士服務的投訴及建議  

 

 

背景 

 

 的士服務是其中一個經常引起投訴的主要範疇。涉及的士服

務的投訴及建議，平均佔公共交通服務個案總數約 45%。 

 

 

投訴／建議統計數字 

 

2. 過去五年有關的士服務的投訴及建議的趨勢如下：  

 

 年份  投訴／建議數目 增／減  

 2015 10 359 (29.52) -  

 2016 10 357 (30.34) -0.02% (+2.8%) 

 2017 10 759 (32.85) +3.9% (+8.3%) 

 2018 11 000 (33.89) +2.2% (+3.2%) 

 2019 10 318 (33.10) -6.2% (-2.3%) 

 2020 

(截至2020年6月30日) 

2 549 (21.14) -  

註：括號內是每百萬乘客人次計的投訴／建議數字。  

 

3. 在二零二零年一月至六月期間，交通投訴組共接獲2 549宗有

關的士服務的投訴及建議，即每百萬乘客人次計有21.14宗投訴／建

議，與二零一九年同期接獲的5 323宗及每百萬乘客人次計有33.68宗

投訴／建議比較，分別下跌52.1%及37.2%。的士服務的投訴及建議按

性質的分類載於附件J。被投訴的的士中，有625部的士（以車牌號碼

識別）及33名的士司機（以的士司機證號碼識別）在一年內涉及多於

一宗投訴。 

 

4. 在收到的2 549宗個案中，有關的士司機違規行為的個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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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90宗（即94%），二零一九年同期該類個案則有5 188宗（即98%）。

在各種的士司機違規行為中，投訴司機駕駛行為不當（673宗）、不

使用最直接可行之路線（483宗）、司機舉止無禮和不守規矩（390宗）

和拒載（368宗）的個案相對較多。 

 

5. 除了涉及的士司機違規行為的投訴外，另有159宗投訴關乎的

士阻塞交通及其他事宜（例如車身狀況、乘客服務及設施等）。本組

亦接獲有關處理的士服務投訴機制的意見。 

 

 

改善措施 

 

 

運輸署用以整合投訴個案紀錄的新內部資料庫  

 

6. 運輸署已改善其處理的士服務投訴的機制，以便對屢被投訴

的司機採取跟進行動，以及協助的士業界設立自行監察和規管制度。

內部資料庫可協助運輸署更有效地掌握整體的士服務質素，分析針對

個別車輛或個別公司名下的車輛的投訴是否有有上升趨勢，並按個案

情況作出適當跟進及針對性行動。運輸署亦會向警方提供屢被投訴的

的士車主及司機的資料，以便警方作出適當跟進調查及執法行動。 

 

 

改善的士司機行為  

 

7. 政府一直提升的士服務質素。為此，運輸署已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完成改組轄下的「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並易名為「的士

服務質素委員會」。該委員會作為一個多方平台，討論各項推動改革

的策略及措施，以提升現有的士的服務質素。在公眾教育方面，運輸

署出版和更新《香港的士服務標準》及《香港的士服務指南》，詳述

的士司機應有的行為及工作表現。該署亦推出一系列為現職的士司機

而設的網上培訓課程23及「的士服務嘉許計劃」24，以表揚提供卓越的

士服務的司機及服務管理團隊，從而提升的士從業員的專業形象。 

                                                 
23  網上培訓課程涵蓋的課題包括司機與乘客有效溝通的技巧、處理衝突的方法，

以及無障礙設施的知識。  
24  運輸署把「的士司機嘉許計劃」優化為「的士服務嘉許計劃」，並於二零一九年

十月推出該計劃。嘉許計劃的範圍涵蓋的士司機及的士服務管理團隊。為表揚

獲奬的士司機及的士服務管理團隊的良好表現，運輸署計劃於二零二零年第四

季舉辦二零一九年度的士服務嘉許計劃頒獎典禮，但須視乎屆時的疫情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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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應社會訴求及的士業界的意見，政府計劃提交修例建議，

以提高各項的士司機違規行為的罰則水平，包括(i)就性質較嚴重的的

士司機相關罪行引入兩級制罰則，對屢犯者施加較重的罰則；(ii)引入

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的士司機若屢犯各項的士司機相關罪行，可

被取消的士駕駛資格一段時期；以及(iii)更新部分現有的士司機相關

罪行的條文，以確保條文切合時宜。 

 

 

在駕駛時使用流動電話  

 

9. 道路安全是警務處首要行動項目之一，有關執法的元素是透

過重點交通執法項目來實施。在二零二零重點交通執法項目中，警方

的目標包括駕駛時以手持方式使用流動通訊設備、不小心駕駛等。警

方盡力透過嚴厲執法、公眾參與及宣傳活動，改變這些不負責任的駕

駛行為，以確保香港道路安全。警方認為在駕駛時使用流動通訊裝置，

不論放置在車輛上的裝置數目多寡及使用裝置的目的為何，均會危害

道路安全。因此，警方充分支持限制使用流動通訊裝置及修訂現有條

例以配合資訊科技急速發展的建議。鑑於世界其他地方越來越嚴肅處

理駕駛時使用流動電話的問題，我們更不應容許駕駛人士因使用流動

電話而分散注意力。除非有強烈理據顯示實施「零容忍」政策並不切

實可行，否則不應犧牲道路安全而容許在駕駛時使用流動通訊裝置。 

 

10. 運輸署表示，根據《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374G

章）》，任何司機在他所駕駛的汽車移動時，以他本人手持或放置於

他的頭與肩膀之間的方式使用流動電話，即屬違法。現時法例雖然沒

有限制司機在駕駛車輛時以指尖操控流動電話，以及在車輛儀錶板上

放置流動電話的數目，但是如有證據證明司機因為相關的行為而影響

其駕駛，他可能被控觸犯《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有關「危險

駕駛」或「不小心駕駛」的罪行。運輸署會繼續呼籲的士業界提醒的

士司機，避免在駕駛時使用流動裝置。 

 

 

提升的士服務質素  

 

11. 運輸署及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鼓勵業界善用科技提升營運效

率及服務質素，例如設立或整合召喚的士服務應用程式平台，為乘客

提供更佳的服務體驗。隨着智能手機及流動應用程式日漸普及，以流

動應用程式召喚的士服務亦日趨普遍，這種流動應用程式為乘客帶來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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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的士乘客須依法按咪錶繳付的士車資，以及所需的附加費。

就此，運輸署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進行宣傳，例如在「的士通訊」發

放信息、派發宣傳單張、與的士業界定期會面，以及在的士車廂內張

貼乘客告示。 

 

13. 政府一向致力協助業界維持優質的士服務。在法律架構方

面，《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及其附屬法例規管的士營運。警

方負責嚴厲執法以打擊違規行為，而運輸署則集中於教育及宣傳工

作，例如透過不同途徑公布的士服務標準，以推廣的士司機的正確行

為。此外，運輸署亦與的士業界組織保持緊密聯繫，提醒並讓他們明

白在香港提供的士服務時須遵守法律規定的需要和重要性。 

 

14. 在二零二零年一月至六月期間，在本組接獲有關的士司機違

規行為的個案中，有403宗（即17%）在投訴人同意作證的情況下，已

轉交警方作進一步調查25。此外，警方採取執法行動，尤其是在旅客

常到的地區，打擊的士司機違規行為，主要包括在蘭桂坊和廣東道等

黑點加強巡邏工作，以及根據情報展開行動。遇有任何的士司機違規，

例如濫收車資、拒載或兜客，當局鼓勵市民向警方舉報，提供事發日

期、時間、地點、的士車牌號碼等詳細資料，以便警方調查。如有足

夠證據，警方便會採取檢控行動。 

 

15. 現時有超過 59 000 名的士司機，當中大多數是自僱的租車司

機或車主司機。大部分司機並非由車主僱用，服務管理質素參差。由

於牌照擁有權及的士管理權高度分散，加上司機收入並不一定與服務

質素掛鈎，因此提升整體服務水平的各項工作成效一直未如理想。政

府及的士業界均承認有必要改善服務。就此， 1 7 個的士團體在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成立香港的士業議會（「的士業議會」），旨在以

自我監管模式改善服務質素。據了解，的士業議會已推出一個可供全

港普通的士共用的召喚的士服務流動應用程式。與此同時，運輸署正

協助業界探討在現有法律及規管架構下提升的士服務的可行性，其中

一種方法是鼓勵的士業界透過「包車」形式提供較高質素的服務。令

人鼓舞的是，業界部分成員已朝這方向著手，並嘗試進一步擴展這種

「包車」服務。 

 

16. 至於涉及的士阻塞交通及其他事宜的投訴個案（159 宗），所

                                                 
25  在二零二零年一月至六月期間，警方報告早前轉交他們的 869 宗個案的調查結

果。有關結果載於交通投訴組二零二零年第一號季報和二零二零年第二號季報的

第一章第 22 及 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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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些個案已轉介相關部門採取行動。以的士阻塞交通的個案為例，

本組已要求警方加強執法，並促請運輸署考慮採取交通管理措施，以

處理有關問題。 

 

17. 交通投訴組會繼續密切監察並與相關部門跟進有關的士服務

的投訴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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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a) 

交通投訴組接獲的投訴及建議  

 

投訴/建議性質(1) (2) 

2019年同季 

(1.4.19 - 30.6.19) 

上季 

(1.1.20 – 31.3.20) 

今季 

(1.4.20 – 30.6.20) 
 

I. 公共交通服務 
   

 (a) 服務質量  250 [21]  299 [26]  421 [27] 

 (b) 服務水準  7 700 [2]  3 207 [4]  5 323 [5] 

 (c) 一般性質  136   116 [7]  218 [6] 

  8 086(3) [23] (90%)  3 622(3) [37] (76%)  5 962(3) [38] (79%) 

II. 交通情況    

 (a) 交通擠塞  84   115 [3]  176 [5] 

 (b) 交通管理  57 [9]  15 [5]  44 [7] 

 (c) 增設交通標誌及設備  19 [5]  14 [5]  18 [7] 

 (d) 泊車設施   4    4    6 [1] 

  164 [14] (1%)  148 [13] (3%)  244 [20] (3%) 

III. 道路維修    

 (a) 道路情況  10   5   31  

 (b) 交通標誌及設備  10 [1]  16   24  

 (c) 行車道標記  1   2   2  

  21 [1] (1%)  23  (1%)  57  (1%) 

IV. 法例執行    

 (a) 違例泊車  381 [1]  790   908  

 (b) 其他執法事宜  233 [1]  151 [1]  290 [2] 

  614 [2] (7%)  941(3) [1] (19%)  1 198 [2] (16%) 

    

V. 其他    31 [1] (1%)   33  (1%)   61 [1] (1%) 

 合計  8 916(3) [41] (100%)  4 767(3) [51] (100%)  7 522(3) [61] (100%) 

    

 

註：  (1) 方括號內是季內接獲的純粹建議數目。個案總數已包括這些數目在內。 

 (2) 括號內百分率代表每類投訴／建議在季內接獲的全部個案中所佔的比例。 

(3) 請參閱第一章第二、六段及三十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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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b) 

交通投訴組接獲的投訴及建議 (1 ) 

 

投訴/建議性質(2) (3)  

2019年同季 

(1.4.19 - 30.6.19)(4) 

上季 

(1.1.20 – 31.3.20)(5) 

今季 

(1.4.20 – 30.6.20)(8) 

I. 公共交通服務    

 (a) 服務質量  236 [21]  218 [26]  202 [27] 

 (b) 服務水準  6 048 [2]  2 979 [4]  4 211 [5] 

 (c) 一般性質  136   116 [7]  218 [6] 

  6 420(4) [23] (88%)  3 313(6) [37] (76%)  4 631(8) [38] (75%) 

II. 交通情況    

 (a) 交通擠塞  84   115 [3]  176 [5] 

 (b) 交通管理  57 [9]  15 [5]  44 [7] 

 (c) 增設交通標誌及設備  19 [5]  14 [5]  18 [7] 

 (d) 泊車設施   4    4    6 [1] 

  164 [14] (2%)  148 [13] (3%)  244 [20] (4%) 

III. 道路維修    

 (a) 道路情況  10   5   31  

 (b) 交通標誌及設備  10 [1]  16   24  

 (c) 行車道標記  1   2   2  

  21 [1] (1%)  23  (1%)  57  (1%) 

IV. 法例執行    

 (a) 違例泊車  381 [1]  679   908  

 (b) 其他執法事宜  233 [1]  151 [1]  290 [2] 

  614 [2] (8%)  830(7) [1] (19%)  1 198 [2] (19%) 

    

V. 其他    31 [1] (1%)   33  (1%)   61 [1] (1%) 

 合計  7 250(4) [41] (100%)  4 347(5) [51] (100%)  6 191(8) [61] (100%) 

    
註：  (1) 此列表內的投訴及建議數目不包括個別投訴人在一季內提出超過100宗投訴的個案

數字。包括這些投訴的數字載於附件A(i)(a)。  

 (2) 方括號內是季內接獲的純粹建議數目。個案總數已包括這些數目在內。  

 (3) 括號內百分率代表每類投訴/建議在季內接獲的全部個案中所佔的比例。 

 (4) 不包括由兩位投訴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共1 666宗個案，他們各在二零一九年

同季內提出超過100宗投訴。  

 (5) 不包括由兩位投訴人在上季內提出共4 2 0宗個案，他們各在上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  

 (6) 不包括由一位投訴人在上季內提出 3 0 9宗個案，該投訴人在上季內提出超過  

100宗投訴。  

 (7) 不包括由一位投訴人在上季內提出111宗個案，該投訴人在上季內提出超過100宗投

訴。  

 (8) 不包括由兩位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共1 331宗個案，他們各在此季內提出超過100宗

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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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ii)

# 请参阅二零一九年第二及第四号季报。 * 请参阅第一章第二、六及三十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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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及建議的調查結果一覽表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調查結果 

 

 

投訴/建議性質 

 

 

 

A1 

 

 

 

A2 

 

 

 

B 

 

 

 

 C 

 

 

 

合計 

I. 公共交通服務      

 (a) 服務質量  18 390 1 -  409 

 (b) 服務水準  1 265  2 770  25  814  4 874 

 (c) 一般性質  82  100  -  7  189 

  1 365  3 260  26  821  5 472 

II. 交通情況      

 (a) 交通擠塞  88  68  -  -  156 

 (b) 交通管理  8  17  -  -  25 

 (c) 增設交通標誌及設備  3  10  -  -  13 

 (d) 泊車設施  2  3  -  -  5 

  101  98  -  -  199 

III. 道路維修       

 (a) 道路情況  12  7  1  -  20 

 (b) 交通標誌及設備  18  11  2  -  31 

 (c) 行車道標記  1  -  -  -  1 

  31  18  3  -  52 

IV. 法例執行      

 (a) 違例泊車  943  98  -  1  1 042 

 (b) 其他執法事宜  43  122  1  109  275 

  986  220  1  110  1 317 

V. 其他  31  37  -  -  68 

 

 

合計 

2 514 

(35%) 

3 633 

(51%) 

 

 30 

(1%) 

  

931  

 (13%) 

  

7 108 

 (100%)  6 147 

(86%) 

 
圖例 

A1 - 成立的個案 (行動已完成/已着手採取行動的個案) 

A2 - 成立的個案 (需進一步考慮才採取行動的個案) 

B - 不成立的個案 

C - 無法追查的個案 

附件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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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共交通服務的   

投訴及建議的調查結果一覽表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調查結果 

 

 

交通工具類別 

 

 

 

A1 

 

 

 

A2 

 

 

 

B 

 

 

 

C 

 

 

 

合計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388  2 034 3 16  2 441 

城巴有限公司(城巴) 

(第一類專營權) 

52 49 - 3 104 

城巴有限公司(城巴) 

(第二類專營權) 

29 29 1 - 59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新巴) 

55 54 2 5 116 

新大嶼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 11 13 1 1 26 

龍運巴士公司 22 67 - 2 91 

過海隧巴 149 185 - 4 338 

非專營巴士服務 10 15 2 2 29 

專線小巴 507 299 - 25 831 

紅色小巴 69 11 1 9 90 

的士 42 387 15 754 1 198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不包括輕鐵) 23 90 1 - 114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輕鐵) 2 13 - - 15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 - 3 - - 3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4 4 - - 8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 - - - - 

其他渡輪 2 7 - - 9 

 
 

合計 
 

 1 365 

 (25%) 

 3 260 

 (59%) 

  

26 

 

821 

 

5 472 

4 625 

(84%) 

(1%) (15%) (100%) 

圖例 

A1 - 成立的個案 (行動已完成/已着手採取行動的個案) 

A2 - 成立的個案 (需進一步考慮才採取行動的個案) 

B - 不成立的個案 

C - 無法追查的個案 

附件 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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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有關政府部門／公共交通機構採納的市民建議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I. 公共交通服務 

 在鳳德道近荷里活廣場的專線小巴 72 號線的車站加裝站牌，方便

乘客排隊。 

 

 改善來往中環至長洲高速船跳板的扶手，讓乘客安全上落船。 

 

 

II. 交通管理 

 

港島區 

 

 延長雪廠街近皇后大道中的「禁止停車」限制，紓緩交通擠塞。 

 

 整合和移除德己立街近蘭桂坊的「禁止停車」交通標誌，以騰出

更多行人路空間予行人使用。 

 
 

 九龍區 

 

 改善亞皆老街西行線與洗衣街及西洋菜南街交界處燈號的同步安

排，紓緩交通擠塞。 

 

 延長鯉魚門道東行線與連接東區海底隧道支路交界處交通燈在平

日早上繁忙時間的行車綠燈時間，改善交通流量。 

 

 

新界區 

 

 擴大赤鱲角路西行線近港珠澳大橋的交通標誌，並在該處加設道

路標記，提醒駕車人士前方為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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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長東涌海濱路西行線左轉至惠東路交通燈的行車綠燈時間，改

善交通流量。 

 

 延長安群街近京瑞廣場一期的 24 小時「禁止停車」限制，防止車

輛違例停泊和方便的士駛近的士站。 

 

 延長寶琳北路北行線與翠琳路交界處交通燈在晚上的行車綠燈時

間，改善交通流量。 

 

 

 

 

 

 



 
 

有關公共交通服務的投訴及建議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交通工具類別 陸上交通工具 鐵路運輸 水路交通工具  

 專營巴士         合計 

  城巴 城巴                 或 

  (第一類 (第二類  新大嶼山 龍運  非專營 專線 紅色   港鐵 港鐵    天星 其他 小計 

投訴/建議性質 九巴 專營權) 專營權) 新巴 巴士 巴士 過海隧巴 巴士 小巴 小巴    的士  (非輕鐵) (輕鐵) 電車  新渡輪 小輪 渡輪  

(A) 服務質量                     

(1) 班次/載客量 173 51 10 3 2 8 23 3 35 - -  17 1 -  - - 1 357 

(2) 路線 9 2 - 2 - 1 8 3 3 - -  - - -  - - 1 29 

(3) 服務時間 12 - - - - - 2 - - - -  - - -  - - - 14 

(4) 設置車站 8 1 2 2 - - 2 - 6 - -  - - -  - - - 21 

小計 202 54 12 7 2 9 65 6 44 - -  17 1 -  - - 2 421 

(B) 服務水準                     

(1) 服務班次 1452 112 3 72 6 14 229 7 278 - -  2 - -  2 - 5 2182 

(2) 路線依循情況 5 - 5 - - - 11 2 33 - 281  - - -  - - - 337 

(3) 駕駛行為不當 159 14 16 26 4 3 73 5 188 45 400  2 2 3  - - 3 943 

(4) 員工(包括司機)行為及 

  工作表現 

194 18 12 28 - 8 93 2 282 23 449  11 2 -  2 - 1 1125 

(5) 濫收車/船費 2 - - - 2 - 1 - 16 6 186 * - - -  - - 2 215 

(6) 清潔 25 9 - - - 1 - - 12 2 8  1 1 -  2 - - 61 

(7) 車輛/船隻狀況 13 1 - 3 - 2 2 1 8 1 3  1 - -  - - - 35 

(8) 乘客服務及設施 245 8 2 9 4 10 79 3 26 - 2  24 3 5  1 - 4 425 

小計 2095 162 38 138 16 38 488 20 843 77 1329  41 8 8  7 - 15 5323 

(C) 一般性質 14 6 1 12 - 1 25 5 32 12 102  7 - -  - - 1 218 

今季合計 2311 222 51 157 18 48 578 31 919 89 1431  65 9 8  7 - 18 5962 

總數 (3385) (2470) (82) (25)  

上季合計 1225 76 36 66 23 89 234 20 586 63 1118  63 8 3  6 - 6 3622 

2019年同季合計 2868 161 69  152 23 105 487 63 1296 72 2704  60 9 9  4 1 3 8086 

  
* 
 

包括有關的士咪錶的違規行為。 

註：請參閱第一章第六至十四段。 

附件 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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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關公共交通服務的投訴及建議(1)(2)(3)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交通工具類別 陸上交通工具  

 專營巴士 合計 

  城巴 城巴     或 

  (第一類 (第二類  新大嶼山  龍運  小計 

投訴/建議性質          九巴(1)(2)(3) 專營權)(1) 專營權)(1) 新巴(1) 巴士    巴士(3) 過海隧巴(1)(3)  

(A) 服務質量         

(1) 班次/載客量 40 3 1 3 2 8 28 85 

(2) 路線 9 2 - 2 - 1 8 22 

(3) 服務時間 8 - - - - - 2 10 

(4) 設置車站 8 1 2 2 - - 2 15 

小計 65 6 3 7 2 9 40 132 

(B) 服務水準         

(1) 服務班次 593 35 3 68 6 14 193 912 

(2) 路線依循情況 5 - 5 - - - 11 21 

(3) 駕駛行為不當 159 14 16 26 4 3 72 294 

(4) 員工(包括司機)行為及 

  工作表現 

194 18 12 28 - 8 93 353 

(5) 濫收車費 2 - - - 2 - 1 5 

(6) 清潔 25 9 - - - 1 - 35 

(7) 車輛狀況 13 1 - 3 - 2 2 21 

(8) 乘客服務及設施 114 8 2 9 4 10 75 222 

小計 1105 85 38 134 16 38 447 1863 

(C) 一般性質 14 6 1 12 - 1 25 59 

今季合計 1184 97 42 153 18 48 512 2054 

總數 (2054)  

上季合計 916 76 36 66 23 89 234 1440 

2019年同季合計 1233 161 69 152 23 100 461 2199 

 

附件 E(i)(b) 

-   2
8
   - 

(1)   不包括由兩位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共 1 331宗個案（1 127宗關於九巴、 125宗關於城巴（第一類專營權）、九宗關於城巴（第二類專營權）、四宗關於新巴

和 66宗關於過海隧巴）。包括這些投訴的數字載於附件 E(i)(a)。 

(2)   不包括由一位投訴人在上季內提出關於九巴的 309宗個案。 

(3)   不包括由兩位投訴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內提出共 1 666宗個案（1 635宗關於九巴、 五宗關於龍運巴士和 26宗關於過海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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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請參閱第一章第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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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viii) 

有關專營巴士服務的投訴及建議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巴士公司 投訴數目及建議(2) 

每百萬乘客人次 

計的投訴及建議(2)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 

公司(九巴) 

 2 311 (1 184) 13.41 (6.87) 

城巴有限公司(城巴) 

(第一類專營權) 

 222 (97) 9.72 (4.25) 

城巴有限公司(城巴)  

(第二類專營權) 

 51 (42) 10.88 (8.96)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 

公司(新巴) 

 157 (153) 7.81 (7.62) 

新大嶼山巴士(一九七三) 

有限公司 

 18  3.47  

龍運巴士公司  48 
 

7.59 

 

 

過海隧巴(1)  578 (512) 13.63 (12.07) 

合計 3 385 (2 054) 12.36 (7.50) 

 

 

註： (1) 過海隧巴服務是九巴、城巴及新巴聯合經營，因此投訴及建議不能按巴士公司分

類。 

 (2) 有兩位投訴人在此季內提出共1 331宗投訴（1 127宗關於九巴、125宗關於城巴（第

一類專營權）、九宗關於城巴（第二類專營權）、四宗關於新巴和66宗關於過海

隧巴）；他們各在此季內提出超過100宗投訴。不包括這些投訴的數字載於括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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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 

有關的士服務投訴及建議的分類  

 

  

 投訴/建議性質 

2019年同季 

(1.4.19 – 30.6.19) 

上季 

(1.1.20 – 31.3.20) 

 

今季 

(1.4.20 – 30.6.20) 

 

(a) 司機行為及工作表現 

 (i) 舉止無禮和不守規矩 438   171   219  

 (ii) 拒載 600   200   168  

 (iii) 兜客 4   2   -  

 (iv) 拒絕駛達目的地 124   38   48  

 (v) 未有展示司機證 8   7   13  

 (vi) 不正確展示司機證 3   1   1  

 小計 1 177  419  449  

(b) 駕駛行為不當 521   273   400  

(c) 濫收車資 417   154   157  

(d) 有關的士咪錶的違規行為 44   26   29  

(e) 不使用最直接可行之路線 481   202   281  

(f) 其他* 64   44   115  

合計 2 704  1 118  1 431  

      

 
* 這些投訴主要是有關的士引致交通阻塞和的士車身狀況。  

 

 

 

 

-   39   - 



 

 
 

 

有關交通及道路情況的投訴及建議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地區  港島   九龍  新界  其
他
（
一
般
事
宜 

及
隧
道
區
域
等
） 

    

合
計 

 

 

 

 

                                                     

投訴/建議性質 

東
區 

灣
仔 

中
西
區 

南
區 

觀
塘 

黃
大
仙 

九
龍
城 

深
水
埗 

油
尖
旺 

北
區 

大
埔 

沙
田 

元
朗 

屯
門 

荃
灣 

葵
青 

西
貢 

離
島 

交通情況                     

(a) 交通擠塞 11 9 8 - 23 1 14 25 22 2 10 7 8 5 10 7 12 2 - 176 

(b) 交通管理 5 4 2 - 6 - 1 1 4 1 - 4 4 3 2 3 2 2 - 44 

(c) 增設交通標誌及設備 3 - - 1 5 - - 2 1 2 - - 2 - 1 - 1 - - 18 

(d) 泊車設施 - - 1 2 1 - - - 1 - - - - - - - - 1 - 6 

小計 19 13 11 3 35 1 15 28 28 5 10 11 14 8 13 10 15 5 - 244 

道路維修                     

(a) 道路情況 - 2 1 - 2 1 1 5 1 - 3 3 3 2 3 1 1 1 1 31 

(b) 交通標誌及設備 - 3 1 - 1 2 3 - 4 1 - 2 1 2 - - 2 2 - 24 

(c) 行車道標記 - - - - - - - - - 1 - 1 - - - - - - - 2 

小計 - 5 2 - 3 3 4 5 5 2 3 6 4 4 3 1 3 3 1 57 

法例執行                     

(a) 違例泊車 49 29 43 14 100 41 55 88 48 21 44 80 87 55 40 46 60 7 1 908 

(b) 其他執法事宜 21 21 11 8 16 8 15 18 20 4 12 24 27 30 12 8 25 4 6 290 

小計 70 50 54 22 116 49 70 106 68 25 56 104 114 85 52 54 85 11 7 1198 

合計 89 68 67 25 154 53 89 139 101 32 69 121 132 97 68 65 103 19 8 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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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J 

 

有關的士服務的投訴及建議  

 

投訴／建議的性質  

 

的士司機違規行為  

 

2019年  

1月至6月  

 

2020年  

1月至6月  

 

 

增／減 

(a)  司機行為及工作表現     

 (i) 舉止無禮和不守規矩   871  390 (-55.2%) 

 (ii)  拒載   1 196  368 (-69.2%) 

 (iii)  兜客   12  2 (-83.3%) 

 (iv) 拒絕駛達目的地   232  86 (-62.9%) 

 (v) 未有展示司機證   20  20 - 

 (vi) 不正確展示司機證   5  2 (-60.0%) 

  
 2 336  868 (-62.8%) 

(b) 駕駛行為不當   1 031  673 (-34.7%) 

(c) 濫收車資   820  311 (-62.1%) 

(d) 有關的士咪錶的違規行為   90  55 (-38.9%) 

(e) 不使用最直接可行之路線   911  483 (-47.0%) 

小計   5 188  2 390 (-53.9%) 

其他     

(a) 的士阻塞交通   87  134 (+54.0%) 

(b) 雜項   48  25 (-47.9%) 

小計   135  159 (+17.8%) 

合計 (1 )  5 323 

[33.68] 

 2 549 

[21.14] 

(-52.1%) 

[-37.2%] 

 

註：(1) 方括號內是每百萬乘客人次計的投訴／建議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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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K 

向交通投訴組提出建議及投訴的方法  

 市民如欲提出任何有關交通問題的建議或投訴，可用電話與

交通投訴組聯絡。本組的熱線電話 2889 9999 在辦公時間有工作人員

接聽，而在辦公時間以外則提供留言服務。 

 另一方法是填妥適當表格（交通投訴表格及投訴的士表格），

然後寄往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2430 號本組收。這些表格可向各區民政

事務處及運輸署索取。 

 此外，市民亦可寫信向本組提出建議/投訴。本組地址如下：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東翼 20 樓 

 交通投訴組 

 本組圖文傳真機號碼是 2577 1858 ，電子郵箱地址是

info@tcu.gov.hk，而網頁地址是www.info.gov.hk/tcu。市民可用上

述各種方法提出建議或投訴。 

 

 

 

 

http://www.info.gov.hk/tcu/
http://www.info.gov.hk/tc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