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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年「老字號」不敵疫魔 百多員工自7月起被「拖糧」

創立至今56年的康泰旅行社終敵不過新冠疫情，清盤收

場。康泰的內地母公司凱撒同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昨日在深

交所發出通告，指康泰旅行社今年頭半年已虧損513萬港

元，截至6月底其資產淨值為負7,454萬港元，資不抵債，故

董事會前日開會通過康泰旅行社啟動自動清盤程序，意味這

間盛載港人愉快回憶的「老字號」即將壽終正寢。公告未有

交代巿民若已購買康泰旅遊產品的安排，消費者委員會指已

接獲兩宗投訴，要求康泰交代。有員工則表示，公司目前仍

有百多名員工，但他們自7月開始一直被「拖糧」，擔心康

泰清盤後追討無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康泰旅行社由黃明銓於1966年創立，為本
港歷史最悠久及規模最大的旅行社之一。康泰
創立初期主要業務為代訂機票、船票及營辦入
境遊，黃明銓之子黃士心於1968年接手經
營，擔任董事長後康泰逐漸壯大，分社遍布香

港、澳門及內地，涵蓋旅行團、個人遊、郵輪、機票、酒店、
獎勵旅遊、私人組團、遊學服務及海外婚禮等，曾連續14年
成為參加人數全港最多的旅行社。

獨家贊助港姐外景拍攝
黃士心出掌康泰期間，令旅行社多年來穩佔市場領導地位，

更多次開創先河，如康泰於1977年推出各款東南亞旅行團之
際，政府立法規定僱員可享有7天勞工假期，康泰即率先創出
「早機去、晚機返，玩足七天」作宣傳，備受巿民歡迎。
1986年，康泰獨家贊助無綫的香港小姐外景拍攝，開創了拍
攝電視旅遊特輯的先河。翌年，佳寧旅行社倒閉，令市民對旅
行社的信心動搖，黃士心特別投放1,000萬港元作銀行定期，
作為顧客賠償保證金，令巿民安心。

馬尼拉人質事件最傷痛
不過，馬尼拉人質事件成為康泰以至港人的傷痛。2010年8月，康泰

一個21人馬尼拉旅行團結束行程之際，在黎剎公園遭革職警員門多薩
登上旅遊巴挾持團友作人質，要求菲政府恢復其職務。菲警其後進攻，
與門多薩爆發槍戰，事件導致康泰領隊謝廷駿及7名團友死亡。
是次慘劇未有影響康泰的業務發展，康泰覷準內地經濟起飛帶來的商

機，積極開拓內地巿場，於2013年獲國家旅遊局批准成為CEPA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全國第一家粵港
合資出境組團旅行社，在深圳及廣州均設立分社，2018年則獲港鐵委
任為香港高鐵特約代理，全線分行可代訂香港高鐵車票和旅遊產品。

海航集團於2019年全面收購康泰，黃士心與當時任職董事總經理的
兒子黃進達退場。海航其後因財困，康泰再易手予凱撒旅業，康泰則繼
續發展，更在網頁內指其願景是立足香港，融入大灣區，立志成為全球
領先的旅遊服務商。然而，康泰旅行社最終在疫情下因嚴重虧蝕，未能
走出困局，要結束逾半世紀的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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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泰全線分店日前暫停營業。當時，康泰
否認會結業，只稱關閉門巿是為了以最

小化的成本繼續營運，以保留實力直至全面恢
復通關。不過，凱撒於前日舉行董事會會議，
審議通過啟動康泰自動清盤程序，並指出康泰
主營業務在粵港澳地區開展，受疫情持續影響
較大，盈利能力驟減，現已不能償還到期債
務，且明顯缺乏債務清償能力，故綜合自身情
況擬啟動自動清盤程序，以公平處理債權債
務，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網頁顯示每天有團出發成疑問
根據康泰旅行社網頁，今天至月底也有旅
行團出發，其中今日至31日每天有曼谷及芭
堤雅團，明日則有星馬的吉隆坡、檳城和怡
保團，以及越南胡志明巿旅行團；長線有明
天出發的東歐五國10天遊，後日有葡萄牙、
直布羅陀及西班牙12天團等，但康泰網頁未
有交代旅行團會否如期出發。
消費者委員會昨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表示，高度關注康泰清盤事宜，前日至昨
日共接獲兩宗有關康泰的消費者投訴，分別

涉及預訂旅行團或船票而未能取回訂金。基
於清盤公告未提及對受影響客戶的後續安
排，消委會促康泰交代。
消委會指出，經持牌旅行代理商購買指定

外遊服務並繳付「旅遊業賠償基金」印花費
後應受基金保障，可連同附有印花徵費的收
據申請，惟單獨購買機票、船票或酒店住宿
的交易則不在基金賠償範圍內。受影響消費
者可留意日後清盤人資料公布，按指示填妥
債權申索表格，啟動索償程序；若使用信用
卡支付費用，則要盡快聯絡發卡機構申請退
款，但退款機制設有申請期限，能否成功取
回款項視乎各發卡銀行審批政策。

不少員工過去兩年常放無薪假
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事長梁芳遠透

露，據她了解，康泰仍有百名員工每周工作
數天，處理會計、熱線查詢、綠色遊等工
作，但由7月起一直被「拖糧」，有前線員工
對追討欠薪及遣散費感「凍過水」。不少員
工在過去兩年一直放無薪假，對於能否追討
遣散費，也感「幾難搞」。

旅遊業僱員總會總幹事林志挺也指，康泰員
工早前被要求重新簽署停薪留職合約，部分人
因看不到前景而拒簽，其後取回遣散費，但不
少員工相信旅遊業復甦後可做回老本行，故願
意簽署。昨日，公司通知員工回公司取回私人
物品，但並沒有交代遣散安排。
東瀛遊表示，會吸納受影響的康泰員工，

並指現時旅遊業復甦之路仍舉步維艱，對康
泰結業感到痛心，而東瀛遊其中一位創辦人
曾任職康泰，深受培育之恩，故特設 ht_ca-
reer@egltours.com 讓受清盤事件影響的員工
電郵履歷，承諾優先處理，為業界挽留人才
並盼同行共渡時艱。
積金局指出，康泰未為3名員工繳交今年6

月至9月的強積金供款，亦未有為約250名員
工繳交7月及9月因遲供款而須繳交的附加
費，金額總數約2萬元。積金局表示，高度重
視僱主拖欠強積金供款情況，會代受影響僱
員追討，包括展開民事申索，若有關公司資
不抵債清盤，會代表僱員提出債權證明，收
到清盤人分派的款項會交強積金受託人存入
僱員的強積金賬戶。

截至6月負資產
近7500萬港元

據凱撒同盛在通告中

指出，康泰去年營收為

2,016.12 萬元人民幣，

以昨日兌換價計算即

2,205.77萬港元，而經

審計的淨利潤為負7,954.40萬元人民幣

（8,702.64萬港元），總資產至去年底

有1,432.77萬元人民幣（1,567.55萬港

元），淨資產為負6,361.67萬元人民幣

（6,960.09萬港元）。
今年頭六個月，康泰只有1,003.55萬

元人民幣（1,097.95萬港元）營收，未

經審計的淨利潤為負469.27萬元人民幣

（513.41萬港元），而截至6月總資產

減至只有97.27萬元人民幣（106.42萬

港元），淨資產為負6,813.45萬元人民

幣（7,454.37萬港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旅遊龍頭企業康泰旅行社宣布自
動清盤，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柏良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呼籲特區政府
繼續撥款資助旅遊業挽留人才，以「團
進團出」方式豁免境外旅客3天「黃碼」
限制，以及盡快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
才能避免香港旅遊業「全軍覆沒」。多

個旅遊業工會昨日與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
劉震會面時亦關注到康泰旅行社清盤一事，同
時促請康泰妥善處理員工的遣散善後工作。
姚柏良對營運逾半世紀的康泰旅行社被迫
結業深表惋惜。他表示，香港入境檢疫雖然
已放寬至「0+3」，但對旅遊業幫助有限，因
為並無足夠航班及機位出團，3天醫學監察亦

令海外遊客卻步。
他認為，只有以「團進團出」方式豁免旅

客3天「黃碼」限制，旅行社才有望恢復組
團，惟政府一直沒有正面回應。他預計只有
等香港和海外接軌、取消檢疫措施，旅遊業
才有望開始復甦，到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後
才能真正恢復生氣。

望政府資助旅業留人才
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香港專業導遊總工

會、香港外旅領隊協會、香港旅遊業導師協會4
間工會的代表，昨日聯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
偉强與劉震會面。郭偉强會後表示，旅遊從業
員是行業最重要資產，一旦人才流失便難以協

助業界重拾昔日中外文化中心旅遊勝地美譽。
他認為特區政府有責任為業界創造更多的

臨時崗位，協助僱員渡過寒冬。針對施政報
告中的6億元文化古蹟本地遊支援，他指應
彈性處理資源使用，因應穩步向前的疫情防
控措施，以「頭重尾輕」的比重批出款項。
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事長梁芳遠指

出，疫苗接種中心接二連三地關閉，相關臨
時職位也隨之消失，對保留旅遊從業員力量
產生不少負面影響。旅遊業僱員總會總幹事
林志挺呼籲政府正視旅遊業水深火熱的處
境，繼續提供支援以挽留骨幹人才，並為從
業員提供更多臨時職位維持生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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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香港逾半個世紀的康泰旅行社，因資不抵債啟啟動清盤程序。圖為日前已全線停業的康泰旅行社門店。 資料圖片

▲▲凱撒同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昨發公告凱撒同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昨發公告，，表表
示董事會通過康泰示董事會通過康泰啟啟動清盤程序動清盤程序。。 網頁截圖網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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