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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香港仔

「銀髮司機」人數
年份 持有效駕駛執照的 駕駛執照總持有人 長者司機比例

70歲或以上人士

2017年 44,641 2,264,019 2%

2018年 54,261 2,290,097 2.4%

2019年 65,465 2,326,760 2.8%

2020年 73,358 2,314,981 3.2%

2021年 80,863 2,329,354 3.5%
資料來源：運輸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運輸署去年
的道路交通意外統計顯示，公共小巴（包括綠
色專線小巴及紅色小巴）每百萬車輛行駛公里
涉及的意外率為 2.43，較 2020年的 2.04 上升
19%，成因或與小巴司機愈發短缺及年老有關。
50歲小巴司機大揚因為算是行內「後生」一輩，經
常「捱義氣」連踩多更，經常要飲咖啡提神，但也
曾因為打瞌睡險釀成意外。在乘客安全及行業長遠發
展大前提下，他已不顧個人飯碗問題，支持引入新血及
外勞，讓年長的司機不用強打精神駕駛，以減低交通意

外幾率，力挽行業的劣勢。
大揚入行10年，行走49M小巴專線約5年，因人手

不足，加上他比其他同事「後生」許多，所以經常需要
頂替幾個小時夜更，每星期約有四五天需要連續工作14
小時，「長時間連續的駕駛工作，即使是年輕力壯，也
有精神不濟的時候。」
為了一車人的生命安全，大揚每日都飲咖啡提振精

神，但強作精神也有差點失手時候。他心有餘悸地憶
述，以往在睡眠不足的情況下，不時在等候交通燈轉燈
時閉目養神，有次因精神恍惚而鬆開煞車踏板，導致車
輛往前溜了十幾厘米，「幸好我及時驚醒控制車輛，才
避免發生交通意外，從此以後不敢啦，即使再疲累都不
會在轉燈時鬆懈休息。」

意外率上升 需新血入行減負
「年輕」如大揚也有精神不振的時候，更何況是年長

司機，「他們開工10小時亦非常辛苦，一起食飯時，
看到他們的背是駝的，整個人沒什麼精神。」大揚期
望，政府想辦法讓更多新血入行，減輕從業員的工作負
擔，「尤其是多一點年輕人入行，令我們不用承擔長時
間工作，最重要是大大減低意外幾率。」

怕外勞不熟路 加人工更吸引
麥小姐：本地小巴司機年

紀不算太大，一般開車也很
快，我經常搭、已習慣，不
會感到不安全。如果輸入外
勞也無所謂，相信揸車前有
培訓熟悉香港的道路。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近
30載歲月都貢獻給小巴行業的釗
哥，喜歡看風景及跟客人聊天，即
使已年屆82歲仍然想繼續「做落
去」。看着小巴業從巔峰走向衰
落，釗哥分析箇中原因除了社會環
境變遷、交通工具多元化外，行業
欠缺新人也是致命傷，期望有更多
新血入行，讓小巴業得以延續。

定期檢查 不適會告假
釗哥雖然年事已高，但精力充沛，
「以前一年休息3天，年初一、年初
二，以及清明節，現在上了年紀，會定
期覆診進行健康檢查，休假也多了，不
過亦只是多了幾天放假日。為了乘客安
全着想，如果我一起床有不舒服就打電
話請假，但這種情況也不多。」
釗哥的妻子離世多年，兩子一女
各自有工作，經常不在家，不願意
獨自悶在家中的釗哥非常喜歡開小
巴，「開車當做運動，在屋企對住
四面牆好無聊。」
他是該小巴公司的「開國功
臣」，他表示過往小巴是不少港人
交通工具的首選，繁忙時段每班車
都是「爆棚」及排長龍等車，但隨
着地鐵及巴士逢勃發展，風光不
再，但無損釗哥對公司及行業的歸
屬感，他表示想做到「開唔郁
車」為止，並期望見證後生新人
入行，延續小巴業，而不是等到
行業消失以後，港人才在集體回
憶中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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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
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人口老
化下，交通界包括小巴、巴士及
的士等行業均面臨司機老化、人
手不足的問題，尤以小巴司機平
均年齡達70歲以上最重災，由
於小巴的行走路線固定，即使是
不熟悉香港路面的非本地司機經
培訓後也能駕馭，最適合作為交
通業輸入外勞的試點，若效果理
想，可考慮讓更多類別的交通工
具駕駛員也納入「補充勞工計
劃」內。
易志明指招聘外勞不是零門

檻，建議採用配額制，外勞來港
後進行培訓才能上班。他解釋專
線小巴的行業性質十分適合輸入
外勞，「專線小巴定班定線，司
機直接按原定路線開即可，即使
外勞不熟香港道路也駕馭得來，
而且乘客亦幾乎都是八達通拍卡
付費，少有與司機溝通，語言問
題不大。」而小巴業輸入外勞之
後，亦讓小部分年輕的本地小巴
司機流轉到其他交通工具，形成
良好的連鎖反應。
不過，有關安排只屬短期措

施，「例如可以先執行3年，若
3年內香港解決到人力資源不足
的問題，即可以請回本地司
機。」他認為，當中的細節，
例如外勞佔比可以再協商，
「起碼不要令部分小巴因為唔
夠司機而閒置、影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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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踩多更太倦
熟手「後生」險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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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港島區49M綠色專線小巴是「司機荒」的重災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到站頭觀察，發現不少司機滿頭

銀髮、年紀老邁，每轉車只見司機埋站休息不久又要落場，
甚至連踩多轉，司機人手不足可見一斑。個別司機做到「躁
底」，有乘客向記者表示司機服務態度每況愈下，「太早或
太遲揚聲說『有落』，或太細聲叫落等都可能被問候一番，
有時驚咗司機，對坐小巴卻步。」

小巴司機平均年齡竟是70歲
這些乘客的意見只是冰山一角，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交通

諮詢委員會交通投訴組的資料，發現有關專線小巴服務的投
訴及建議數字，由2011年的3,051宗上升至去年的4,958宗，
10年間上升超過六成；位列頭三位的投訴原因是員工行為及
工作表現、服務班次，以及駕駛行為不當。
香港專線小巴持牌人協會代表馬僑生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解釋，班次及對司機投訴上升的原因，與行業出現「人
手荒」及司機「老齡化」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目前小巴司機
的平均年齡高達70歲，體力透支或影響司機的駕駛心情，甚
至增加意外率。但即使司機被客人投訴，營運商也不敢嚴厲處
分，對小巴服務造成惡性循環，「最多勸說兩句，叫司機收斂
下，不敢鬧得太狠，怕逼得太犀利又有司機辭職走人。」
然而這些「銀髮司機」總有年老退休的時候，當行內缺乏

新人加入，「司機荒」問題日益惡化。馬僑生以香港文匯報
記者巡察的49M小巴線為例，指該路線由13輛小巴營運，
日更加上夜更的正常人手編制是23名司機輪流駕駛，但因人
手嚴重不足，現時每日只有約10名司機支撐全日的路線運
作，即空缺率高達56%，脫班無可避免。
無計可施下，「補充勞工計劃」是業界最後希望。該計劃

下建築地盤業、珠寶、酒店、電子等行業的個別職位，都可
以按要求聘請外勞，但小巴業以至運輸業不在名單上。馬僑
生希望特區政府體恤業界請人難的苦況，將小巴司機也納入
計劃內，為業界補充新血，繼而提升整體服務質素，小巴業

才能保住僅餘的生存空間。

輸入外勞成本高過聘請本地司機
他指輸入外勞的成本比聘請本地司機還要高，首先外

勞的工資必須是本地司機月入中位數或以上，同時營運商
要承擔外勞的住宿費。他認為要留住乘客就要先解決司機人
手及質素，成本高一點也在所不惜。據了解，目前本地小巴
司機的平均月薪是1.5萬元。
至於聘請外勞後是否會放棄聘請本地司機？馬僑生強調

外勞是短期補充人手的措施，初期本地及外勞司機分別
佔七成及三成，「紓緩咗當前的燃眉之急後，長遠來
講，業界還是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方法吸引本地人做小
巴司機，慢慢將外勞比例減低。」他表示近日已向
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遞交建議書，並
希望約見局方代表，惟尚未獲該局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運輸署查詢是否認同業界

輸入外勞。署方回應指，除需考慮本地司機的
生計外，亦需考慮外地司機的駕駛文化差異
或會對道路安全有潛在影響，故此政府必
須小心考慮有關建議，但政府樂意與業界
共同商討應對策略，並在可行情況下於
政策上配合，期望業界致力改善工作環
境及待遇，吸引新人入行。

有專線司機空缺率達有專線司機空缺率達5656%%「「一個頂倆一個頂倆」」躁累易生意外躁累易生意外

香港人口老齡化如海嘯般香港人口老齡化如海嘯般

衝擊各行各業衝擊各行各業，，其中對交其中對交

通業的影響已浮現通業的影響已浮現。。特區特區

政府運輸署統計顯示政府運輸署統計顯示，，全港全港

7070歲或以上司機人數歲或以上司機人數55年間激增八年間激增八

成成。。香港文匯報今起一連兩輯探討香港文匯報今起一連兩輯探討「「銀髮司銀髮司

機機」」情況及其對交通業影響情況及其對交通業影響，，當中以小巴業首當其當中以小巴業首當其

衝衝、、新血難求新血難求。。有專線小巴業界代表近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有專線小巴業界代表近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行行

內司機的平均年齡高達內司機的平均年齡高達7070歲歲，，雖說雖說「「薑愈老愈辣薑愈老愈辣」，」，但身體機能衰退是不但身體機能衰退是不

爭的問題爭的問題，，退休潮殺到退休潮殺到，，卻缺乏新血加入卻缺乏新血加入，「，「司機荒司機荒」」漸趨嚴重漸趨嚴重；；個別小巴路個別小巴路

線的司機空缺率高達線的司機空缺率高達5656%%，，即十個煲只有約即十個煲只有約44..55個蓋互相補位個蓋互相補位，，脫班問題惡化脫班問題惡化，，甚甚

至因司機疲倦頻生意外至因司機疲倦頻生意外。。無計可施之下無計可施之下，，業界近日向特區政府爭取將小巴司機納入業界近日向特區政府爭取將小巴司機納入

「「補充勞工計劃補充勞工計劃」，」，容許營運商聘請外勞容許營運商聘請外勞，，維持營運維持營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左起左起））馬僑生馬僑生、、易志明易志明，，及金匙車務及金匙車務
營運總監陳志輝營運總監陳志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小巴司機大揚期待年輕新小巴司機大揚期待年輕新
血加入血加入。。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8282歲的小巴司機歲的小巴司機
釗哥釗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黃先生：覺得現時的小巴司機年
紀偏大，可能對駕駛有影響，但不
贊成小巴業輸入外勞，始終外勞不
熟悉香港的道路，同時亦要保障本
地司機的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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