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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緝獲129公斤氯胺酮。

香港海關本周二
（9日）在機場截獲由
德國空運抵港兩批氯胺

酮毒品，貨物分別報稱「琥珀
原石」及「車漆閃粉」，將真
假貨物混在一起，企圖魚目混
珠瞞騙關員，最終在貨物中檢
獲共重129公斤懷疑氯胺酮，市
值約7,100萬元。同日海關展開
監控遞送行動，在旺角拘捕負
責收貨一名外籍男子，初步調
查相信他數日前在附近租用一
單位，圖在港拓展分銷網絡。
機場科空運貨物第三組署

理高級督察楊子濠昨表示，海
關透過風險評估，截查一批報
稱琥珀原石、由德國抵港空運
貨物，該批貨物共重238公斤，
經X光檢驗發覺貨物密度不一，
打開發現有兩個透明膠袋，寫
有不同字樣紙條，一袋載有不
規則啡白色顆粒，另一袋為奶
白色顆粒，經檢測後白色顆粒
呈氯胺酮陽性反應，共重100公
斤，估計市值5,500萬元；另一
袋啡白色顆粒則為普通石粒。
同日，關員亦對另一批由德國
抵港報稱車漆閃粉空運貨物起
疑，打開運載紙箱後，發現內
有8個小箱裝有69樽不同顏色
的粉末，當中29樽白色粉末亦
呈氯胺酮陽性，共重29公斤，
估計市值約1,600萬元。海關相
信今次已搗破一個新成立的毒
品儲存及分銷中心，阻止毒品
流入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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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借12萬後走佬累僱主 民建聯倡借貸設上限
集團利誘外傭 爆跳工失蹤潮

民建聯昨日聯同商會及受害僱主舉行
記者會，揭露外傭市場近期存在的

不良現象。立法會議員梁熙表示，民建聯
近期接到約400宗與外傭有關的投訴，涉
及跳工、借貸、無故失蹤等，更發現有利
益集團透過外傭友好組織、社交網站等，
主動接觸新來港外傭，利誘他們離開原來
僱主打黑工，「蛇頭」通常會給「單飛」
的外傭提供住宿，收取約3,000元每月的
住宿費，並安排外傭在香港從事黑工工
作，在扣除住宿費後，黑工收入仍高於當
家庭傭工，令部分外傭選擇鋌而走險。
「等外傭做滿一個月拎到身份證，（蛇
頭）就提出介紹一份1.8萬元的工作，讓
外傭找藉口離開僱主。」梁熙指，外傭轉
投黑工的工種繁多，有本地洗碗工、銷
售，亦有部分聲稱需前往內地、澳門，甚
至涉及色情服務。
部分外傭「走佬」之前更會大肆借

貸，讓僱主承擔後續負擔。苦主之一的
劉麗斯是全港商會總會長，早前僱用一
名菲籍傭工兩年，期間外傭表現良好並

獲續約，惟續約不久就聲稱留在家鄉的
女兒過世，要回家辦喪事，但從此一去
不回。「我仲借了兩萬給她，後來家裏
不斷接到財務公司騷擾，先至知佢外面
借了7萬多元。」

入境處設特別職務隊調查

僱主團體之一、國際政商勞資事務和
諧關愛會主席伍嘉慧表示，有外傭成為
「15日仙」，即在僱主家工作15天後便
失蹤，更以僱主地址借貸，後來被發現成
為「黑工」，更有僱主因外傭而遭15間
財務公司追債，涉款逾10萬元。會長林
夏瑤補充，該會收到大量上述情況投訴，
借款額最高達12萬元，其中訛稱家鄉有
事是較常見的失蹤手段，部分人直接選擇
不告而別。
入境事務處回應本報查詢時表示，一

直積極打擊外傭「跳工」的情況，並於

2013年6月成立特別職務隊。在審核簽證
申請時，入境處會將懷疑個案轉交特別職
務隊作調查。同時，該處亦致力打擊非法
勞工，不時巡查非法勞工黑點，對違反
《入境條例》的非法勞工及其僱主採取行
動，以及加強搜集情報，以提高打擊非法
勞工行動的成效。任何人違反對他有效的
逗留條件，最高罰款5萬元及監禁兩年，協
助及教唆者同罪。

■每逢星期日，大批外傭會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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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規管政策應與時俱進
本港現時有數十萬家庭僱有外籍傭

工，令不少市民能從繁瑣家務中脫身，
投入職場及服務社會。外傭對本港家庭
幸福和社會繁榮穩定亦功不可沒。然
而，任何行業都可能有害群之馬，外傭
亦不例外，經常有僱主投訴深受外傭跳
工、借貸和「黑工」等問題困擾。當局
不能輕視此等現象的惡劣影響，應認真
找出公平合理的根治方案。
民建聯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連同

業界召開記者會，促請政府參考新加
坡限制外傭借貸金額及成立「外籍傭
工事宜監管局」，減省跨部門繁複工
序，加強「放蛇」打擊等。外傭跳工

和借貸一直是困擾社會的老問題，最
新趨勢則是被不法分子用高薪誘惑從
事「黑工」，有的團夥或中介更加設
立「黑工宿舍」鑽監管漏洞，若不及
時制止，恐會步新冠疫情期間外傭被
利誘跳工氾濫的後塵。
入境處於2013年6月成立特別職

務隊，認為從核批簽證源頭加強調
查，並從聘用外傭的「標準僱傭合
約」入手採取措施，便能有效遏止跳
工問題。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間，大量
新合約傭工因防疫安排而無法如期到
職，市面需求大增，不少別有用心的
中介和人士因此煽惑傭工鑽法例漏

洞，藉不斷「跳槽加人工」圖利，跳
工問題大爆發，直至加強入境條例和
規管中介實務守則的執行力度，情況
才有所收斂，可見法令和執法與時俱
進的重要性。
「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

則衰」，古人早就總結出，社會沒有
法度就會混亂，守法而不知因時而
變，就會出現衰落等大問題。本港現
時外傭政策主要仍沿用1973年開始推
行的政策，規管中介的守則是2017年
修訂，過去就標準合約的修訂也只是
小修小補，而且政出多門，除入境處
外，勞工處負責以《僱傭條例》、

《職業介紹所規例》和《職業介紹所
實務守則》（亦即前述的實務守則）
執行中介發牌、巡查、調查和檢訴
等。若沒有大問題便罷，偏偏老問題
多多，當局重視力度又明顯不夠。
翻查資料，其實數年前民建聯早已

倡議要成立「外傭事宜監管局」以完善
相關政策，提出檢討《標準僱傭合
約》、訂立外傭中介機構評分制度和規
管外傭宿舍等十三大方面的具體建議，
如今回看，這些建議若被採用，今次
「黑工」行為便無所遁形。事實上，這
些建議大部分仍具前瞻性和實用性，依
然很值得相關部門借鑑參考。

香港目前引入約30萬名外籍家
庭傭工，但質素良莠不齊。民建聯
發現，疫情後外傭「跳工」轉做
「黑工」情況惡化，更有集團式操
作的新趨勢。有外傭向多達15間財
務公司，借款最多12萬元後「玩失
蹤」，僱主慘遭騷擾追債，亦有僱
主付出大量時間金錢聘請新來港外
傭，對方僅工作一個月就斷約，轉
投黑工市場。目前香港的外傭政策
沿用40多年，未能追上時代變化，
民建聯建議設立專責部門跟進，以
及效法新加坡對外傭借貸設上限，
保障僱主權益。

■民建聯發現外傭轉做「黑工」情況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