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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林玉鳳議員

關於的士車載機安裝的問題

為實施新的士規章的相關規定，自本年八月起，本澳的士必須在年底前
安裝「的士車載智能終端系統」（俗稱「車載機」），以便完善的士的
錄音錄影監控、計程收費及GPS導航功能。然而，本人陸續收到業界反映
，這次的車載機安裝涉及的種種收費及計程功能均有模糊不清、功能不
善的問題。

首先，車載機安裝需要向的士執照持有人即車主收取每套系統按金5000
元及服務費每月300元。但據業界反映，這類的收費交通局局方都未有向
他們作過諮詢。翻查資料，這個車載機收費規定，既未載於立法會通過
的新的士規章（《輕型出租汽車客運法律制度》）及行政法規《輕型出
租汽車的要件、檢驗及使用期限》中，也沒有在最初車載機判給服務的
招標公告[1]及承投規則[2]中列明，直至交通局公佈「《的士管理系統的
供應及維護服務》重點內容和對供應商的罰則」[3] 才有註明，由於該文
件並不載明發佈日期，按內容推斷，相信是車載機判給服務合同的重點
內容、收費及罰則文件。也就是說，在公開的正式政府文件中，這項對
的士車主的收費幾乎是在最後完成判給合同後，當局才以重點內容文件
作「披露」。從來沒有正式文件載明，政府必須要清晰交待。

更進一步，根據資料顯示，內地車載機系統是由廠商免費提供，的士公
司負責支付服務費，但服務費是以的士車窗廣告和出售大數據的收益解
決，而澳門的士車載機所得大數據的權利歸屬，根據新的士規章第三十
二條，交通局處理車載機收集的大數據資料，而的士公司對此無權過問
（第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然則，交通局已收集得車載機的大數據
，理論上當局會一併獲得大數據所產生的各種權益，國內的士公司尚且
可用大數據出售去抵償車載機維護費，本澳交通局不但已收集所有大數
據，還協議由供應商向的士車主收維護費，由此可見，向的士車主收維
護費確有不公平的地方。當局在事前未經充份諮詢業界、沒有作公告的
情況下，卻在與供應商判給合同中訂定向業界收費，這種操作的透明性
、合理性、公平性、法律依據究竟如何，還望當局能夠向公眾解釋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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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據業界反映，目前本澳的車載機系統來自內地的設計，引入澳門
時有兩大技術問題。其一，本澳的1900輛的士來自31個不同廠商的不同
車型，跟內地相對劃一的車種不可同日而語，車載機很難取得31個車型
的OBD(on-board diagnostics 車載診斷系統)資料令系統可以無縫對接計算里
程。其二，本澳有四大電訊網絡營運商，GPS系統會受營運實況、訊號、
環境、設備故障等各種因素影響，一旦進入某些訊號「死角」，里程甚
至會歸零。所以最初以GPS導航系統計程，里程計算不準確，不但會削弱
乘客對司機的信心，車主和司機也飽受收入減少的困擾。據業界反映，
經近日投訴後，車載機營運商為部分的士改裝傳統的脈衝咪錶，但仍然
會拆除原有的脈衝咪錶，這又衍生另一個問題：既然都是用脈衝咪錶，
原有的咪錶司機已經付費，為何要他們另外再付費買一個新的同樣功能
的咪錶？三是原有的咪錶只需一次性付安裝費無須司機再付月費，當局
又有何理據允許服務供應商收取脈衝咪錶的月費？其實計程只是車載機
眾多功能中的一項，如果在未解決現存問題下將其一籃子綑綁，恐怕對
社會和業界都會有損害。這類問題還望當局能夠檢視跟進。

儘管當日本人有份贊成通過新的士規章，但在立法過程中，政府從未提
及收費及具體系統的技術問題，目前的實踐也顯示，政府從內地引入的
這一系統，不僅事前未經業界諮詢而出現水土不服，而且政府至今未能
清晰給出判給第三者提供服務時要求從未被諮詢的持分者付費的理據，
出現了種種在立法以外的收費規定及技術問題，因此，本人希望當局能
夠暫緩車載機的推行及相關收費。同時，本人作出如下質詢：

一、法律沒有訂明，政府事前沒有充份諮詢業界，也未有足夠的資料公
佈情況下，當局卻在與車載機供應商的判給合同中規定向「第三方」—
的士車主收取車載機按金及每月維護費，試問這種「隔山打牛」式操作
是否合理、是否公平？透明度是否足夠？有沒有充足的法律依據？

二、據業界反映，目前車載機以GPS導航系統計程，里程計算上很不準確
，長此恐怕削弱公眾對的士司機的信心，的士業界收入大減，在這段經
濟不景的時期內恐怕是雪上加霜。請問當局有沒有充足地評估過GPS計程
的準確性，有沒有向業界充份了解新系統對他們的影響？當局會如何完
善這套似乎仍然未適應本澳路況的GPS導航計程系統？如最終因為技術問
題，車載機營運商要為部分的士改裝傳統的脈衝咪錶，那拆除原有咪錶
又要的士司機為過往無須付月費的脈衝咪錶每月繳付服務費的理據又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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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鑑於目前車載機出現了種種在當初新的士規章立法以外的收費依據
成疑及技術問題？當局能否暫緩推行車載機系統，直至現存問題得以解
決？

註腳
[1] https://bo.io.gov.mo/bo/ii/2019/31/avisosoficiais_cn.asp#dsat
[2] http://www.dsat.gov.mo/pdf/3taxi_ms.pdf
[3] http://www.dsat.gov.mo/pdf/4taxi_m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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