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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戈新文 匯 要 聞

香港特區政府為解決運輸業人手緊絀

問題而推出的「運輸業輸入勞工計劃—

公共小巴 / 客車行業」首輪申請昨日截

止，運輸署截至昨午5時，共收到118

宗申請。小巴業準備就緒，早前到珠海

跟逾百名內地司機進行面試，有與會的

小巴營運商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

示，該批司機大多會講廣東話，已持有

內地大巴執照，司機們較關注香港工作

及住舍環境。營運商已密鑼緊鼓在港物

色單位用作宿舍，當申請成功，司機抵

港後會先到駕駛學校受訓及考取本地大

巴牌照，以及熟習路線，由申請到投入

服務大概需近4個月，其間如常出糧。

營運商說：「規定基本人工逾 1.4 萬

元，計埋加班費月入2.1萬元，所以聘

請外勞其實並不划算，但無法聘到本地

人手才迫不得已。」業界建議政府提供

補貼，緩和小巴加價壓力。

小巴聘外援司機 成本貴頂硬上
首輪申請118宗 營運商倡政府提供補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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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在黃埔公共小巴站直擊
在司機人手不足下，站頭最少8輛小巴閒

置，以專線小巴營運商陳志輝為例，他在該處
經營三條小巴路線，共有26輛小巴，但僅聘用
30餘名司機，「每輛小巴分早晚兩更要兩名司
機，另要兼職為放假司機替更，以往正常班次
是8至10分鐘一班車，人手不足下要延長至12
至15分鐘開出一班，乘客不耐煩轉搭港鐵。」
為解決人手問題，陳志輝已參加運輸業特別輸
入勞工計劃，擬聘用十多名內地司機，上月他與
10名行家到珠海進行面試。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表示，該招聘會由當地勞工事務局認可的
中介安排，「約百餘名內地司機來面試，我們亦
聯繫了當地駕駛學校為他們測試。」

每日8小時計月薪14300元
陳志輝開出的招聘條件包括會說廣東話者優
先，其次必須持有大客車牌照。他在招聘會上
亦講解香港工作環境、薪酬待遇和輸入勞工計
劃的細節，「根據政府指引，以本地工資中位
數聘用他們，即每月工作26日及每日8小時
計，月薪14,300元，可以加班，但要按指引給
予足夠的休息時間，每小時加班費約68.5元，
若每日加班4小時，他們月入2.1萬餘元。」
面試時，陳志輝着重內地司機的安全意識，
「他們大多有駕駛大巴或拖頭經驗，技術上沒
有問題，面試時會問跟車距離及轉彎何時收油
等問題，考查他們的安全意識。至於在當地的
路試，亦是觀察駕駛態度。他們不少是深圳巴
士和珠海巴士的司機，安全意識無問題。」

扣薪10%供宿舍要補貼
內地司機最關注香港生活環境尤其是住宿問
題，「我們會提供宿舍，只扣除薪金10%住宿
費，即每月扣1,430元。現正物色單位作宿
舍。」陳志輝指首輪申請是補充往來黃埔三條
小巴線的司機，故會物色土瓜灣或紅磡的單位
作為宿舍，「每個宿舍約住4人至8人，土瓜灣
租金相對便宜，但扣除司機10%薪酬後仍要補

貼租金差額。」

上崗前需花費四五萬元
從提出申請到內地司機上崗，前後需時近4
個月，最快今年底投入服務。陳志輝說：「運
輸署審批要一個半月至兩個月，之後要內地勞
工事務部門審批工作證，相信少於一個月便批
出。但來港後要到駕駛學校受訓及考取本港牌
照，營辦商仲要用一兩周培訓內地司機熟習路

線，即抵港後也要一個月才開工。」
內地司機抵港首天便計薪，僱主並要負責駕
駛學校及考牌費用，「與三四間駕駛學校聯
繫，每名司機大約要8,000元至9,000元，如果
第一次考牌『肥咗』，要再出錢繼續考牌，連
同宿舍租金補貼等，每名司機未開工便花四五
萬元，成本不低，無奈請不到本地司機才要輸
入。」有業內人士建議政府提供補貼，以減低
小巴加價壓力。

生存空間收窄 盼設退場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明）小巴業近年面對

港鐵不斷擴展和巴士競爭，生意普遍較疫情前
下跌三成，加上有人建議在東九龍區引入「雲
巴」的架空單軌列車系統，勢必令小巴生存空
間進一步縮減。 小巴司機人手不足令班次疏
落，亦加速乘客流失，因此小巴業除了希望引
入外勞增加人手恢復正常班次外，更希望特區

政府開放大嶼山讓小巴進駐，另外讓小巴轉型
作出租及屋邨接駁巴士等用途，以及設立退場
機制，讓無心營辦的小巴商獲補償離場。
多名專線小巴營辦商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指出，近年小巴乘客流失加劇，經營5組
專線小巴的魏沛揚旗下鑽石山往大角咀的小巴
線，以及九龍塘兩組小巴線均受港鐵屯馬線開
通的影響，「2019年疫情前每日有1萬乘客，
現時復常後，有關路線生意跌了約三成。」
經營20多組小巴線的馬僑生亦有小巴線受屯

馬線開通影響，其中與另一營辦商陳志輝合營
的土瓜灣往來九龍站26號線，生意減少三成。
而陳志輝自行經營的三組往來黃埔與尖沙咀及
又一城的路線，也受屯馬和觀塘延線影響，生
意減少，「鐵路、巴士和小巴的市場高度重
疊，港鐵搶巴士客源，巴士搶小巴客，小巴首
當其衝。」
除港鐵擴展外，有政團提出在九龍東引入架

空單軌系統「雲巴」，涵蓋慈雲山、順天、順
利、安達臣等。三名小巴營辦商均指出這勢必
進一步影響小巴業的生存空間，其中馬僑生便

有小巴線接駁慈雲山至黃大仙港鐵站，興建
「雲巴」系統將令其路線再受影響。

半數小巴閒置冀做屋苑接駁
陳志輝估計在九龍東建設「雲巴」，將有逾
百輛小巴流失乘客。不過，他直言引入「雲
巴」等新系統屬大勢所趨。目前全港有4,350
個小巴牌，當中約3,000輛為綠色專線小巴，
其餘為紅色小巴，馬僑生表示目前綠色小巴因
客量大減，半數小巴閒置，專線小巴需要尋求
其他出路；魏沛揚則希望政府開放偏遠的新發
展區，以及讓部分專線小巴轉型做新屋苑的接
駁巴士，而非只給港鐵接駁巴士「K車」經
營。
陳志輝亦指，除轉型作邨巴外，「北部都會
區」等發展需時「遠水不能救近火」，希望開
放大嶼山讓小巴進駐，「東涌等發展多年，有
不少屋邨和私人屋苑一直是小巴禁區，只有巴
士營運，冀小巴亦能入內經營，增加生存空
間。」三名營辦商並提出可設退場機制，若有
小巴商退出巿場，政府給予補償。

◆部分小巴因司機不足而停泊在站頭未有運
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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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外勞不會搶飯碗，因為根
本無人入行食這碗飯。」74歲的
小巴司機全叔指出，人手不足下個
別地區的小巴司機埋站後，馬上要

開另一班車，「去小解的時間都無！」故歡迎輸入內地司
機以減輕本地司機壓力。他指出，由於特區政府擬收緊年
長職業司機的續牌驗身要求，年滿65歲的司機或要一年
一檢，他相信部分司機或嫌麻煩而退休，加劇人手緊絀問
題，而內地司機又一時未能填補空缺，有營運商建議以循
序漸進方式收緊驗身要求，65歲司機三年一驗，70歲才
一年一驗。

全叔以往曾任職私家車司機，後轉任小巴司機至今20
年。他表示不少小巴司機均年事已高，「一些因生活需
要，如無錢，所以仍要工作，亦有一些是退休後無聊而選
擇揸小巴。」他直言時代轉變，「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沒
有地鐵，連綠色小巴也未有，揸紅色小巴好搵。當時年輕
人普遍學歷不太高，一些家庭供不起子女繼續升學，亦有
一些『古惑仔』無錢都會去揸小巴。但現時年輕一代讀飽
書，不會去揸小巴，所以這行沒有年輕的新血。」

忙到無時間去廁所
人手不足下，部分路線的司機較辛勞。如沙田有眾多屋

邨和私人屋苑，人口眾多需求較大，由各小巴線接駁往來
東鐵站，「不夠司機，好多時每1分鐘開一班車，慢的也
要3分鐘開出一班，去廁所的時間都無。」對於政府為小
巴業推出輸入外勞特別計劃，他認為是好事，可紓緩業界
的壓力。

全叔年紀雖大，但十分精神兼中氣十足。他現按規定要
每三年驗身一次才獲續牌，有消息指日後65歲或以上司
機，每年驗身才獲續牌，他直言並不贊成新要求，「好多
司機65歲仍很健康，無錢退休的只有『焗做』，但對只
為『過日辰』的司機來說，年年驗身太麻煩，可能會離
職，我覺得70幾歲年年驗身無問題，60幾歲的就無須每
年驗身。」

營運商倡70歲起一年一驗身
專線小巴的營運總監陳志輝則希望政府不要一刀切規

定，建議循序漸進，「可以65歲驗身一次便續三年牌，
到68歲再驗身續兩年，70歲起先要一年一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全叔認為70餘歲才應每年驗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攝

◆珠海的勞務中介早前為本港小巴營運商舉行招聘會，吸引逾百名有意來港的內地司機到場。 ◆本地小巴營運商在珠海的駕駛學校為內地司機進行測試。

◆陳志輝表示輸入內地司機成本高昂，惟本港人手
不足還是需要這些外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攝◆司機人手不足導致小巴班次較以往疏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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