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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做卧底籌款員期間，發現一個怪現象：中介
公司用高薪厚祿請籌款員，但每月拉客業績又不算豐厚，
記者直擊組長埋數，全組每月只開得40張單，連支付每
名籌款員底薪都有困難，這門生意點為皮？關鍵原來是中
介堅持要善長仁翁用信用卡或自動轉賬支付捐款，確保每
月也有基本善款如滾雪球般，將善款幾何級數累積下去，
每月新舊善款高達數千萬元，十分和味。

其中一間中介公司為新入職籌款員派發「天書」，重
點傳授「劏客」技巧。「天書」模擬與市民對答時情景，
提供「標準答案」，還千叮萬囑要哄市民採用信用卡或銀
行卡自動轉賬，不接受現金或郵寄支票捐款。中介公司人
力資源部的培訓導師教路：「如客人對使用信用卡過數有
猶豫時，可哄騙說：『不用擔心，因為幾時想cut單都
得，我哋有熱線跟進信用卡停止捐款的安排。』」

之後正式返工每次都是6人一隊到全港各區募捐，其
中5人是宰客的籌款員，另一人是組長負責在遠處監工及
督導，要求組員「摩打腳」拉客截停路人，不過全組「戰
績」依然差強人意。記者目擊組長月尾埋數，該月全隊成
功開到40張單，以每張單平均148元捐款推算，全隊月
入近6,000元。僅以每名籌款員底薪1.1萬元計，6名組員
月薪最少5.4萬元，豈不是蝕到入肉？

4年疑呃逾五千萬善款

記者一次與組員閒聊索料，組員一語點醒：「唔好唔
記得每月捐款計劃是個個月都有錢入嚟。」以該中介公司
為例，有4年歷史，旗下有8隊籌款員，假設每隊每月

6,000元，8隊便有4.8萬元，這只是當月新增善
款；假如過去4年沒有捐款者中途退出捐款計劃，新舊善
款便會以幾何級數滾存下去，4年來已累積5,000多萬元
善款。

如何阻止捐款者「cut單」？信用卡或銀行卡自動轉
賬「功不可沒」。有中招的市民表示，雖然籌款員聲稱公
司設立熱線跟進，「熱線職員會叫你同信用卡或銀行申
請，但打去銀行又話唔關佢事，要求你同受助機構
協商取消轉賬，總之踢來踢去。」

自動轉賬 cut 單難的問題在香港存在已
久，根據金管局的解釋，信用卡轉賬是市民
授權過數，要雙方有共識才能終止，換言
之志願團體不予理會，市民也「冇
符」。在cut單難、善款銀碼細的情
況下，不少捐款者嫌麻煩打消終止
轉賬的念頭。

另外，市民透過中介參與每月
捐款計劃，也有個人資料外洩的風
險，記者試工期間發現中介每次
開單會收集市民大量敏感個人
資料，包括信用卡、住址、身
份證等，申請表一般由中介
保存幾天至十多天才交予
志願團體，期間會否有
人將資料賣予假卡集
團牟利？不得而知。

氹客碌卡每月捐
銀行懶理難cut單

在港鐵站、天橋、商場前空地，不難發現街頭籌款員的身影，他們
通常一行幾人擺街站，然後各自向路人募捐，在慈善或環保志願

團體制服的加持下，吸引部分樂善好施的市民慷慨解囊。
記者早前經過這些街站，遂向其中一名籌款員查詢他們是否慈善機

構的員工或義工，對方毫不猶豫稱是，然後賣力介紹：「我哋係幫非洲小
朋友籌款，你每月捐款120蚊至500蚊就可以幫到佢哋。月捐最平120蚊
啫，相當於每日捐4蚊、每日飲少兩次凍飲就能夠幫佢哋，佢哋好可憐、無
書讀……」籌款員語言「偽術」超高，捐款額被形容為微不足道。
120元數目雖小，但也不能不明不白捐出。為追查他們的底蘊，記者近

期應徵做「籌款大使」，先後在兩間中介公司返工共兩個月，直擊中介「吸
血」種種手法，踢爆背後黑幕。

仿傳銷設上下線

據記者直擊，原來這些籌款員根本不是志願機構的員工或義工，而是受僱於籌
款中介公司。其中一間取錄記者的籌款中介，為新入職籌款員派發哄客落疊的「天
書」，教唆籌款員向路人說謊。該中介公司人力資源部的培訓導師警告說：「不能
（對市民）透露中介參與其中。」培訓導師並透露，中介與志願團體是夥伴關係，「係
呢啲團體將籌款合約外判畀我哋再請人募捐。」記者遂問，若有市民問起捐款去向，應
如何對答？導師不加思索說：「答85%捐款都直接畀慈善項目。」
中介公司的運作充滿謊言，故記者對職員的話也打折扣。事實上，中介財大氣粗，「食

水」必然要夠深才能維持收支平衡，以籌款員待遇為例，除了每月9,000至1.1萬元底薪，成
功開單還有獎金；若當月開8張以上的單，還額外獲2,000元獎金。其中一間中介公司更仿效
傳銷公司，鼓勵員工搵「下線」做籌款員，「上線」員工可因此獲2,000元紅利。
經明查暗訪後，有消息人士爆料指中介公司分得兩成至五成的善款，而且會一直分賬直至市民

終止月捐計劃為止，換言之捐款人若每月捐10元，中介及籌款員「吸血」2至5元，而志願團體本身
也有內部的行政成本，包括員工工資、會址電費等也由善款支付，七除八扣後，受助人實際只分得兩
三元。

籌款金愈低 抽水率愈高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也曾獲一間中介公司招手合作籌款，該會助理總幹事林文超近日接受本報訪問時印
證該「分成」說法。他說：「嘍我哋嗰間中介開出條件係，將最
多40%善款畀佢哋做服務費，好揦脷。」他表示，籌款總金額愈
低，中介抽水比率愈高，例如籌款總額低於40萬元，中介抽水
四成，若籌款額超過100萬元，抽水率回落至25%。

他解釋，「一些規模細的社福機構因為無資源自己
培訓籌款員，索性將項目外判畀人哋賺。」但這種運作
模式，沒有將善款最大程度上用於有需要人士或項目
上，有負善長的信任，故該團體拒絕中介的邀請。他並
呼籲市民若想捐款，盡量避免經中介捐款，目前不少機
構網站也設有直接捐款途徑。
一名不願透露身份的志願團體負責人透露，「我哋

本想籌12萬元善款，有中介主動接觸，但要預繳6萬元
做酬金。用我哋個名招搖撞騙，仲
分埋一半善款，好離譜。」他也呼
籲市民避免經中介捐款。
記者試工期間，發現光顧中介

的志願機構包括多間著名的慈善團
體，而有關機構至截稿前並未回覆
本報查詢。

街頭籌
款活動是香

港傳統「一景」，尤其在周末假日，街頭巷尾不
時有身穿慈善或環保志願團體制服的籌款員募
捐，徽號鮮明的團體制服贏取路人信任，不少市
民甚至交出信用卡參與每月捐款計劃，以實際行動

為公益出力。不過本報卧底記者近期試工揭露，部分這類活動近
來已經完全「變味」，背後竟是籌款中介公司的純商業操作，中
介在承接志願團體的籌款項目合約後，招聘及培訓籌款員成為
宰客「刀手」，更有中介仿效傳銷公司，要求「刀手」找「下
線」。記者直擊籌款員哄客落疊無底線，最終多達五成的善款
落入籌款員及中介公司口袋裏，換言之市民每捐10元，中介及
籌款員最多共瓜分5元，七除八扣後可能只有兩三元真正用於慈
善。本報製作一連三輯「吸血籌款中介」系列調查報道，撕破部
分街頭籌款的「偽善」面具。 專題組

模擬情境（一）：
市民問：你哋係咪義工？還是
慈善機構員工？
標準答案：我哋係全職「籌募
大使」，「代表」該機構進行
募捐。
【真相】籌款員並非志願機構
的員工，更不是無償的義工，
但為博取信任，謊稱自己是機
構職員或義工。

籌款員並非志願機構的員
工，更不是無償的義工，但
為博取信任，謊稱自己是機
構職員或義工。

模擬情境（一）

：

：

模擬情境（二）
善款中有幾多成為你
哋嘅薪酬？

：

不會與善款掛鈎。：

不但與開單的數量及
金額掛鈎，而且捐款
者年齡愈低，獎金最
高。

你哋係咪義工？
還是慈善機構員工？

我哋係全職「籌募大使」，
「代表」該機構進行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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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元的捐款簽賬容易淹沒在信用卡月結單中，
使市民忘記這筆款項；而且終止自動轉賬的手續
繁複，不少市民見數目細，無動力終止。

：唔用自動轉賬捐款、用現金或郵寄支票捐款得唔得？

：自動轉賬方便又環保，不用每月記掛，又節省郵費。

模擬情境（三、四）

：只想一次性捐助，得唔得？

：最低捐款額每月120元，相當於每日4元，只是一瓶
礦泉水、兩餐凍飲的價錢，足以改變受助者的命運。

熱線職員通常將捐款者當「人
球」，着他們向信用卡或銀行
申請，但銀行並不負責停止自
動授權付款，雙方「互卸」。

模擬情境（五）
可唔可以隨時取消捐
款？

：

可致電熱線通知我們籌款
部同事跟進

：

真相真相真相真相

資料來源：中介培訓「天書」內容，
結合記者試工所見

培訓「天書」
教呃人

市民 標準答案

■■籌款員成功開單有獎金籌款員成功開單有獎金。。

■■籌款員積極向路人埋手籌款員積極向路人埋手。。

■■籌款員訛稱是慈善機構員工籌款員訛稱是慈善機構員工。。

■■中介的培訓中介的培訓
導師教唆籌款導師教唆籌款
員呃人員呃人。。

「吸血籌款中介」系列之一

掃碼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