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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直擊兩地員工拍住上 家品店：港應借鑑理順出入境安排

香港特區政府日前宣布為建造業和運輸業推出輸入
外勞的「特別計劃」，以及放寬讓售貨員等26個工
種，經勞顧會審批後便可以輸入外勞。香港零售管理
協會主席謝邱安儀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
零售業欠缺最少兩萬名人手，而隨着業界希望擴充業
務，估計缺口將進一步增至逾3萬人，輸入外勞有助
紓緩問題。日本城創辦人、國際家居零售有限公司主
席兼行政總裁魏麗霞認為，今次總算是「打開一道
門」，若成效仍不彰，冀政府參考建造業及運輸業的
做法，為零售業推出「特別計劃」。

增薪未能吸人 空缺率或超兩成
謝邱安儀透露，該會年初已向會員查詢，反映整

個零售業的人手短缺達10%至20%，推算今年第四
季空缺率或升至超過兩成。她指出，「若全行復甦
至以往規模，（空缺率）就不止這個百分比，業界
睇好未來巿道逐步好轉，包括訪港旅客持續增加，
本地消費回暖，業界也想重開多些店舖，回復接近
以往的規模，但人手短缺影響擴展業務。」
她強調，業界已調高薪酬吸人才，「（薪酬）增幅

不少，屬雙位數調整，但依然欠缺人手，其實反映有
機會是一個結構性問題，香港人口真的不足以support
（支持）零售業，相信各行各業亦面對此情況，就算
點出錢都不會請到足夠人手，真的需要政府介入。」

灣區交通方便 輸入人手無問題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交通方便，她認為輸入人手
絕無問題，「以前聘請內地人要考慮居住安排，現時
鄰近地區跨境來港十分方便，即日來回都得。」
魏麗霞經營的日本城香港分店亦面對人手嚴重短

缺問題，「不夠人影響業務擴展，亦未能提升服
務質素。」對政府為建造業和運輸業推出「特別計
劃」輸入外勞，但未包括零售業，她坦言有點失
望，但明白政府要循序漸進引入，而政府放寬讓售
貨員等26個工種輸入外勞，及以表列形式讓勞顧會
審批，令申請程序縮減至3個月，已「打開一道
門」，「以往連門都沒有，現在起碼可以申請。」
她認為特區政府定期檢視輸入26個工種外勞的成

效，若效果不理想，希望政府同樣為零售業推出
「特別計劃」。

欠最少兩萬從業員 零售業期待「特別計劃」

澳門昔陷人手荒
憑外援擺脫困境

與香港現在
的情況一樣，
澳門當年引入
勞工時，也有

「外勞搶飯碗」的聲音，亦有人擔
心本地僱員的薪酬受壓。日本城區
域總經理陳章達說，經過幾年來的
運作，澳門社會漸見外勞紓緩「人
手荒」，分擔工作量，對本地僱
員、顧客及整個行業也有好處。他
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應借鑑澳門經
驗，在關口設專用通道予外勞出入
境，減省他們過關時間；多宣傳政
策，以免出現抗拒情緒。在企業方
面，需要為外勞提供足夠的培訓，
以及在輸入外勞前向本地員工詳細
解釋，讓他們了解聘用外勞絕不影
響本地員工薪酬福利。

「不會拉低本地僱員薪金」
與香港擬訂的外勞政策一樣，澳

門特區政府規定輸入外勞前，僱主
要在勞工處及其他渠道刊登招聘廣
告，證明請不到本地人才符合資格
申請外勞，審批需時約3個月，而
外勞薪酬必須與本地員工相若。

在人數比例方面，澳門特區政府
容許企業聘用的本地員工和外勞人
數比例為1比1，較香港的2比1寬
鬆。陳章達說：「因為要為部分外
勞提供住宿或租金津貼，所以聘請
外勞的費用較本地員工還高，根本
不會拉低本地僱員薪金。」

他直言，當年引入外勞也有「外
勞搶飯碗」的聲音，因此該公司下
了不少工夫向本地員工進行解說，
「要講清楚請唔到本地人，才聘用
內地員工。他們來澳門有助分擔本
地僱員的工作壓力，不會對本地員
工構成負面影響。」

為了加快兩地員工磨合，陳章達
在甄選外勞時也十分講究，「當時
有不少考慮，包括專門挑懂廣東話
的外勞以便溝通，其次是有些外勞
即日來回澳門和內地，也有些是住
宿舍，公司都要打點一下。」

當年，澳門與珠海薪酬差距
較大，吸引了不少內地勞工到澳門
工作。該集團招得的外勞多數在一
個多月至三個月內已熟習澳門的工
作方式，與本地員工在良性競爭
下，一些外勞經過幾年努力獲晉升
為店長，有助提升整體服務質素。

應設專用通道便利出入境
因應在澳門的經驗，陳章達建議

香港特區政府在輸入外勞時要做好
配套，例如仿效澳門特區政府在關
口設立專用通道，方便跨境工作的
勞工出入境，減省排隊過關時間。
另外，他表示香港特區政府應加強
宣傳，讓巿民了解人手不足的問題
和外勞的價值。

日本城澳門區長梁潔英表示，珠
海跨境到澳門極方便，甚至無須交
通費就可到達關口，但香港交通費
高昂，租房亦不便宜，建議香港特
區政府可考慮提供支援。陳章達則
建議參考新加坡做法，即讓「祖
屋」（相當於香港的公屋）居民出
租單位予外勞居住。

香港人力資源短缺，特區政府擬放寬

輸入售貨員等26個工種的外勞。與香港

一江之隔的澳門，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

已開始從珠海等地引入勞工。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到澳門了解外勞

政策對當地勞動市場及服務業的影響，直擊一間家品連鎖店的本地

員工及外勞合作無間，與顧客溝通無隔膜。有該店的「老臣子」表

示，澳門早年也遇到與香港當前一樣的「人手荒」困擾，員工「做到

癲」、「顧得收銀顧唔到執貨」，幸引入外勞分擔工作後才能維持服

務質素。該公司負責人認為，香港應參考澳門外勞的經驗，理順外勞

出入境安排，及加快兩地僱員磨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陳章達（右）及梁潔英表示澳門
的外勞與本地員工合作無間，相處
融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爆 料 專 線
（852）60668769

60668769@
wenweipo.com

文匯報 香港仔

 &化
解
「
搶
飯
碗
」
疑
慮

向
本
地
員
工
詳
細
解
釋◆日本城在澳門的分店有足夠員工打理，與香港的一人店舖窘迫情況截然不

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攝

◀澳門店長陳冠梨表示人手不足時連
放假也不能，幸好有內地員工幫手紓
緩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攝

▶店長甘麗鳳
（左）與同樣
來自珠海的員
工 正 服 務 顧
客。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明攝

香港連鎖家品店日本城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進軍澳
門，至今在當地有9間分店，其中鄰近議事亭遊

客區的分店規模較大，除地下店面外，還有地庫一
層。全店聘用約六七名員工，分兩更由上午至晚上營
業，其中五人來自內地。

「開賭」惹跳槽潮 外援救急
香港文匯報記者到該店現場所見，店舖顧客絡繹不
絕，店員忙於整理貨架上的貨品，工作俐落。負責在
櫃枱收銀的店員來自珠海，跟顧客溝通完全沒有問
題，客人根本分辨不到該員工來自澳門抑或內地。
日本城區域總經理陳章達向香港文匯報解釋，集團
根據分店所在地點調派人手，遊客區派駐較多內地僱
員，住宅區則以澳門本地員工為主，有時5名員工當
中只有一人來自內地。人手充足可避免顧客被怠慢，
是集團維持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他坦言，今日的光景得來不易，其中一大挑戰是

2002年澳門特區政府開放賭權時，澳門零售業爆發
「人手荒」，情況與香港當前的景況相若，「當時新
的娛樂場相繼開業，吸引零售業從業員跳槽，試過一
間分店每更僅有一名員工返工，而本地員工亦承受極
大工作壓力，好彩澳門政府有輸入外勞政策。」

老臣子：曾「做到癲」冇休息
陳冠梨是日本城澳門分店的老
臣子，見證當地零售業一度求才
若渴，「當時員工大量流失，沒
有足夠人手維持業務，留低員
工做到死，唔夠人做嘢，例假都
放唔到，又分唔到更數！」
她形容，當時「顧得收銀，顧
不了執貨」，每日忙個不停，
「啲貨擺喺度亦無時間上架，要
先做收銀工作，另外會超時工
作，間舖開12個鐘，唔夠人就做
足12個鐘。」
幸好，澳門的外勞政策緩解了
「人手荒」，該公司招聘內地僱
員到澳門救亡，陳冠梨直言，自
己當時並不擔心會被「搶飯
碗」，「有人幫手做嘢分輕咗負
擔，員工唔使由朝做到晚，點都
係好事。」

澳門和來自珠海等地的僱員由於「同聲同氣」，
都使用廣東話溝通，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兩地僱員
很快順利磨合，來自珠海的甘麗鳳更是陳冠梨的最
佳拍檔。

珠海員工：一個月適應 跨境冇問題
來澳工作9年的甘麗鳳已晉升為澳門議事亭分店

的店長。她表示，來澳前在珠海服裝店和食肆工作
過，得悉澳門招聘售貨員馬上應徵，經過在職培訓
後，已適應澳門的工作節奏和文化，「初時會有啲
唔慣，喺本地員工不斷指點下，大概用咗一個月時
間適應。」
目前，她每朝由珠海過境到澳門上班，車程需時一

小時左右，收工就返回珠海，「跨境工作冇問題，同
澳門本地工友相處及合作都暢順，沒有遭受歧視。」
她與陳冠梨均表示，最難忘的工作經歷包括颱風
「天鴿」及「山竹」來襲令澳門大水浸，當時店舖也
遭受水災，不少貨物被浸壞，一眾員工同心協力清理
積水，以及將貨品搬往高處，體現團隊合作精神。
另一難忘經歷是新冠疫情肆虐，甘麗鳳說，當時珠

海控關未能回家，公司便四處為外勞張羅住宿及租住
酒店以安置他們，「珠海首次（控關）足足3個月，
我只靠視頻與丈夫及子女保持溝通，但未有後悔留在
澳門堅守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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