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限制食肆堂食人數，鼓勵市民留在家中，造就外賣美食平台
生意上升。有原本從事旅遊業的人表示，過去幾個月零收入，最近
轉行送外賣。大公報記者實測，過去一星期透過一間外賣平台
，每日同一時段點餐，涉及五間食肆，包括連鎖快餐店和茶
餐廳，結果發現七日內出現六張面孔，外賣員有男有女，
以青少年居多，也有年約50歲中年人。全部人送外賣時
都有戴口罩，一個人更戴上手套，其中一名青年甚至戴
上防毒面罩。

「每張單平均可以拆帳50元，千元訂單更可以
賺200元，現時月入兩、三萬元，真的很容易！」
阿豪說，他入行三年，在行內來說，算資深。

阿豪是一名電單車外賣員，在各主要外賣平
台均有註冊登記。他表示，疫情之下吸引大批新
人，面對同業競爭，收入沒有減少，對比疫情前
，個人收入維持平均接近三萬元。三年前阿豪失
業，他有電單車牌，於是嘗試送外賣，之後變成
「長工」 ，收入養起一頭家。他透露，早期入行

的外賣員，擁有較佳的員工福利，包括勞工保險
和強積金， 「這行業的優點，是時間較彈性，很自
由，但缺點是萬一病了，就冇晒收入！」

業界群組關注「疫廈」名單
外賣員的收入，來自每張訂單分帳，員工分不同

級別，排名影響升級，以三大熱門平台UberEats、
Foodpanda、Deliveroo（戶戶送）為例，分三至四級，新
入行最低級，工作地區也有影響。以阿豪工作的港島區為例
，訂單較多，他駕駛電單車，送餐較快，範圍較廣，收入屬上
游位置。至於新入行人士，因排名較低，加上不熟路，接單量較少
，但收入也有最低工資水平，以現時市況來說已算不俗。

現時外賣平台均有提供 「零接觸」 送餐服務，即客人可選擇將食物 「
放在門前」 ，減少直接接觸，但畢竟外賣員送單多，難逐張單問長問短。當下
外賣員群組中最熱爆和最關注的話題，就是遇上送貨目的地，正是 「家居隔離令」 名
單上，又或是新的 「10+4」 隔離措施之列。 「有人選擇拒送，我就不會理會，照樣送上
去！」 阿豪表示，自己是家庭的經濟支柱，為了餬口，沒有選擇權。而且他認為送外賣只
是在門外交收，做足防疫措施，戴口罩、隨身帶備酒精搓手液，便不用過分擔心。

三大熱門外賣平台Foodpanda、Deliveroo、UberEats均表示，有為員工作防疫支援
，外送員工一旦確診感染新冠肺炎，或需接受自我隔離，UberEats和Deliveroo會提供最
多14日經濟協助，Foodpanda則會補助員工治療及檢測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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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義工隊
抗疫顯柔情

【大公報訊】記者方學明報道：政府自3月19
日起規定海外抵港人士需強制隔離14日，面對龐
大被隔離人潮，衛生防護中心在北角、中環及南
昌設置支援中心，並需大量人手協助處理資料輸
入、致電查問隔離者位置等工作。消防處短短兩
日內招募到逾350名現役及退休消防人員擔任義工
。有義工坦言，工作微不足道，但能為疫情出力
，感覺值得。

▲（左起）楊嗣康、黃漢熙、馮俊傑、岑永昌、徐嘉麗及梁
明念擔任義工，為抗疫出心出力 大公報記者方學明攝

醫生：戴口罩已足夠 勿捽眼

市有錢途？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外賣員要賺
取收入，究竟錢從何來？有飲食業界人士透露，
新加入平台的餐廳要支付一次性的啟動費，並對
每張訂單拆帳，一般而言，每張訂單會被抽取
25%至30%利潤。UberEats回覆查詢稱，豁免所
有新加入平台的餐廳一次性的啟動費，以及讓合
作餐廳選擇，從以往的每周費用結算改為每日結
算，增加食肆的流動資金。foodpanda則回應，

三月起合作餐廳可延後三個月將佣金分
還，亦有免運費推廣，冀補貼餐廳堂食
損失。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表示，市民減
少外出，食肆堂食生意減少，外賣生意增加，但
仍只佔生意兩、三成，現時經營狀況只屬 「吊鹽
水」 。叙福樓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黃傑龍稱，旗
下所有品牌包括火鍋店也有推出半價外賣套餐。

外賣平台每張單抽佣最多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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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送外賣經常
會接觸不同的人，有傳染病專家表示，外賣員就
算送食物到 「家居隔離」 人士住處，由於一般情
況下有戴口罩，而且雙方接觸時間短，保持距離
，感染風險低過收銀員。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認
為，外賣員工作時戴口罩已經足夠，不建議戴手
套和眼罩，因為手套可能令人自以為已夠安全，

忽略洗手，當觸摸升降機按扭等公共設施後，可
能沾染病毒而不自知。至於眼罩，由於部分外賣
員駕駛電單車，呼出的霧氣可能影響視線，考慮
其工作狀況，並沒必要戴上。政府抗疫督導委員
會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
昌認為，外賣員跟顧客的接觸時間短暫，而且一
般只在單位門外交收，只要做足防疫措施，包括
戴口罩、勤潔手、勿捽眼，感染風險不高。

▼

外
賣
員
﹁阿
豪
﹂
表
示
為
了
一
家
溫
飽
，
即
使
明
知
客
人
是
隔

離
人
士
也
會
照
送
外
賣

消防設備專責隊伍高級消防隊長楊嗣康 38歲 入職13年

「我主要負責義工編更工作
，由上月20日收到衛生署通知，
希望招募人手當義工後，我馬上
在處內招募，兩日收到350名同
袍參加，至今參加人數遠高於
350人。他們分配到衛生署不同
中心當值，每更平均30人用視象
電話致電隔離人士查問位置。」

火速獲得大批同袍支持，楊

嗣康說十分感動， 「我哋每名義
工本身工作好忙，但都願意在工
餘時間付出一分力，正好證明我
哋充滿愛。」 談到這段時間的難
忘事，楊嗣康稱，曾經致電較年
長的隔離人士，雖然結果還是未
能完成視像通話程序，但 「轉頭
」 收到對方短訊，報上平安，感
覺暖心。

調派及通訊組高級消防隊長（控制）徐嘉麗 53歲 入職29年

「我除咗編配去深水埗南昌
中心負責打視像通話給隔離人士
，較難忘是我大約每星期有兩至
三日，被編配去威爾斯親王醫院
洗衣部做燙衫工作。」 徐嘉麗坦
言，曾經擔心在醫院範圍做義工
，可能較易感染病毒，但認為決
定了當義工，便 「唔驚得咁多」
。而且，院方提供的裝備完善，

而她的工作是將醫護制服完成清
洗後，負責燙直。說時，徐嘉麗
眼眨淚光說， 「非常感激前線醫
護人員的無私奉獻，義工工作非
常微小，我深深感受到他們的落
力，為守住香港盡晒全力。」

她稱不敢將在醫院當義工告
訴母親及兒子， 「屋企始終有老
人家，唔想他們擔心。」

葵涌救護站救護隊目馮俊傑 41歲 入職16年

「我主要編配做視像電話查
問隔離者位置工作，曾經去過機
場亞洲博覽館做義工，與懷疑確
診患者近距離接觸。」

馮俊傑稱，不擔心自己受感
染， 「我哋做救護，負責車不同
病人到醫院，當中可能有確診患
者，如果一知道確診就驚，我覺
得這個人沒資格勝任我們的工

作，最緊要是我們做足防備工
作。」

透過視像電話聯絡隔離者，
馮俊傑稱，曾經有一家人需要家
居隔離，他們說在家感到孤立、
無助，情緒非常低落，他於是扮
演轉導員，鼓勵他們， 「我同佢
哋講，14日好短，為咗自己為咗
香港，大家忍耐一下。」

小瀝源消防局消防隊目黃漢熙 42歲 入職23年

「小瀝源消防局16名同袍中
，10人自願做義工，接近三分二
。」 同袍踴躍加入義工行列，黃
漢熙深受感動， 「做義工，係用
我哋休息時間去貢獻社會，當我
知道有咁多人參加，我真係好感
動，想喊出來！」 黃漢熙負責在
支援中心當組長，若有隔離人士
確診或發燒，需馬上通知衛生防
護中心跟進，安排送院，不時要

處理較棘手個案， 「我哋會問得
好仔細，例如要求隔離人士即時
視像通話，或者用相機即時拍下
家中現況等。」

他稱這次做義工感到最特別
的是目睹一班平日 「粗聲粗氣」
的消防員同袍，竟用輕柔聲線跟
隔離人士對話， 「情景好得意，
我平日見到的魁梧大男人，為咗
疫情出力，放下身段。」

行政科助理秘書（內部審核）梁明念 28歲 入職5年

「我主要負責在衛生防護中
心九龍城總部內，將隔離人士的
資料輸入電腦，通宵工作。」 梁
明念稱，很久沒通宵工作，但為
了疫情，再辛苦也值得。

梁明念的通宵更義工工作，

由晚上11時至翌晨7時45分，在
凌晨3時至5時期間，有一小時 「
放飯」 即休息時間。每星期她有
一至兩晚當義工， 「凌晨3、4點
最辛苦，不過一捱過，見到就嚟
7點快收工，又會變得起勁。」

消防處退休屬員岑永昌 64歲

「我退休前係消防處九龍區
助理處長，2013年退休。」 岑永
昌稱，使命感驅使他退休後也回
來當義工， 「我哋做消防，經過
嚴格訓練，面對任何工作環境，
都有信心。」 岑永昌負責到威爾
斯親王醫院，在洗衣部整理醫護
人員制服，並在出入境口岸擔任
防疫大使，教人戴口罩，並在駿
洋邨負責支援運送物資。駿洋邨

的工作令他印象最深刻， 「隔離
者完成檢疫離開後，單位完成消
毒，我哋就去補充物資，例如鋪
床單、換被袋。」

岑永昌稱，一般三人一組進
入單位，各自負責填補物資、鋪
床、檢查等，分工清晰，每個單
位整理需時約20至30分鐘。他認
為，義工工作可以支援前線，減
低他們的壓力，非常有意義。

失業率飆升 外賣員激增
話你知

現時
外賣員一
般分為三

類：電單車手、單車手、徒步
的 「步兵」 ，入行手續非常簡單

，只需在相關網站上傳身份證和個
人照片，一天後通過審查，翌日便可
以開始送餐。

近月本港失業率上升，政府統計
處上月公布，最新升至3.7%，創九年
新高，餐飲業失業率更高達7.5%，不

少 失 業 人 士 轉 投 外 賣 員 行 列 。
Deliveroo（戶戶送）今年初估計，今
年外賣員人數由4000人增至6500人，
foodpanda希望由4000人增至8000人
，上述數字尚未包括UberEats和e肚仔
等品牌，以及個別餐廳自聘外賣員，
保守估計，全港外賣員多達數萬人。

Deliveroo香港區總經理羅家聰日
前表示，今年首季營業額已是去年第
四季的兩倍，三月份訂單總數比一月
時增加超過一倍。

新冠肺炎肆虐，市民減
少外出用膳，外賣平台成為 「疫」 市

奇葩， 「送外賣」 頓成失業及開工不足人士的
救生圈。阿豪是資深電單車外賣員，他說雖然近期大

量新人入行 「爭飯食」 ，其收入依然穩定，月入接近三萬
元。但賺錢背後，阿豪道出 「外賣仔」 刻下最大的擔心，就是

要冒着感染風險，把美食送到接受 「家居隔離」 人士的手上。
「有些行家不敢接，我就照送上去」 ，因為他是家庭支柱。

大公報記者 馮錫雄（文、圖） 疫 境 ‧ 世 情

◀疫情下 「送
外賣」 成為大批失
業及開工不足人士的
救生圈，但不少外賣
員都擔心要冒着感染
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