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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司機初上陣內地司機初上陣 經驗豐富行車穩經驗豐富行車穩
跨境客車公司首輪四「新血」抵港 二人考牌「一take過」

「運輸業輸入勞工計劃」下的小巴及客車司機輸入名額高達1,700

個，首批內地司機已陸續抵港，有跨境客車公司首輪4名內地司機已

抵港，當中兩名司機上月「一take過」成功考取本地駕駛執照，另

有兩名司機日前剛抵港，本月中考牌。該些司機均有多年駕駛經驗，考牌成功的司機日前接載香

港文匯報記者，全程被鏡頭對住，但司機保持專注力，轉彎及駛經燈位時特別留神，行車相當穩

定。跨境客車公司則在旺角鬧巿為他們租用單位作宿舍，香港文匯報記者直擊發現，單位除交通

方便外，亦添置Wi-Fi等設施，司機們均表示工作環境理想，生活和飲食習慣等亦容易適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啟業

本本報報專訪專訪 深港榮利直通巴有限公司聯席總經理張
劍平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指出，

公司首批輸入的6名司機（4人已抵港，兩
人準備來港），他們本身為其公司在內地
駕駛短途客車，在香港特區政府推出該計
劃後，公司便在內部揀選表現和服務質素
良好的內地司機來港，另一重要考慮是他
們均會說廣東話，與香港乘客溝通沒有問
題，直言他們都經過精心挑選。

先熟習港巿區路線
「做到瞌埋眼都識行」

首兩名上月1日抵港培訓的司機，他們同
月7日「一take過」考取香港駕駛執照，因
要辦理香港身份證及農曆新年假期回家度
歲，一人日前開工，另一人亦準備投入服
務。張劍平指兩人會先駕駛太子到深圳灣
香港口岸的短途線，「他們駕駛沒有問
題，但香港道路對他們來說是生疏的，所
以要他們先熟習香港巿區路線，做到瞌埋
眼都識行。」
已開工的余偉明來自廣東茂名巿，他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有20年以上駕駛大
巴經驗，他認為香港巿區車速較快，但又
彎多路窄，「只要跟着交通規則行車便沒
有問題，並要看路面情況，注意哪些移動
物體以及路旁的所謂死車，要注意安全距
離，留意會否有人走出馬路，時刻提高警
覺。」
當日他駕駛旅遊巴由太子來回尖沙咀中
港城，雖面對鏡頭略顯緊張，但未影響行
車專注力，一直留意路面情況，尤其轉彎
及經過交通燈位時都十分小心，且行車穩
定。對於一次過成功考牌，他表示關鍵在
細節位，「只要跟足駕車師傅教的細節，

做好必要步驟就得，當然自己都要臨場發
揮，在港駕駛初時都有點緊張，尤其來到
一個陌生地方，加上行車方向改變（右上
左落改為左上右落），但經過培訓就無問
題。」
同時一次過成功考牌的李春儒亦來自廣
東茂名，與妻兒居於深圳，有逾30年駕駛
經驗。他表示公司內地線也採用右軚車，
操控沒有問題，期望盡快適應香港路況，
其考取香港駕照的心得是跟足香港駕車師
傅的教導，「如果未駕駛過香港車或會有
些難度，因香港交通法規跟內地不同，但
跟足教練做應該不難（考牌）。」
本月6日才剛抵港的廖海彪和黎騰興正接
受駕駛學院的培訓，本月15日考香港駕
照。其中廖海彪曾駕駛校巴，自言安全意
識足夠，被問及有否信心考牌時，他表示
會用心學習，考牌則要看運氣。在內地有
駕駛專線巴士和公交車經驗的黎騰興則表
示有信心成功考牌，「開了20多年大巴，
技術我絕對相信自己，跟足師傅做應該問
題不大，你說百分百信心就不敢包，起碼
都百分之九十幾，這些自信還是有的。」

公司安排宿舍
「最重要住得安心」

旺角太平道一幢舊樓三房單位獲安排，
作內地司機宿舍。記者現場直擊，當中兩
個房間合共擺放三張簇新的木製碌架床，
客廳則有儲物櫃讓司機使用，並有簡單的
桌椅傢具。張劍平表示，該單位是內地母
公司的物業，作出租用途，他向母公司租
用，母公司則出資裝修，而他亦添置Wi-Fi
和廚房設施，「晚上外出用膳也很方便，
最重要是讓司機住得安心。」

內地司機雖有多年駕駛大巴經驗，但內地
與香港路況差異甚大，除道路寬闊程度和行
車方向不一外，路牌和轉向亦不同。張劍平
的公司特別在內地租用場地先為輸港司機進
行訓練，讓內地司機熟習在港駕駛右軚車轉
向等行駛習慣，讓他們抵港後更快適應。而
內地司機抵港後由駕駛學院度身設計一套針
對考牌的密集式培訓，讓他們容易成功考
牌。張劍平直言內地司機抵港後便開始計
薪，而每名司機在駕駛學院培訓費用萬餘
元，所以已想盡辦法幫他們備試，務求考牌
一擊即中，以盡快開工。
張劍平表示，在內地駕駛客車，較多會行走
高速公路，就算進入市區，路面也較香港寬
闊，客車的站點也較香港闊落。深港榮利直通

巴有限公司車務經理黎天雄補充，在香港就算
走高速公路也有不少彎路，另外最大問題是兩
地駕車在迴旋處和出路口的習慣不同，「其實
行車方向不同，都是要預留足夠空間讓車輛轉
彎，這是沒有變的，只不過要留意看鏡的角
度，因為不同方向，習慣了內地看鏡，則要習
慣在香港看哪邊鏡較多。」

港交通繁忙 需留意突發情況
至於路標，黎天雄表示其實很多路標都是
國際化的，基本相若，但香港地下多了很多
指示，「要留意地下行車線的指示，譬如哪
些要讓、哪些要停，習慣留意在港駕駛路線
的路牌和地下的線，這些習慣會應用到另一
條路線，就算走另一條線，安全性就會高很

多，這都是講習慣問題。」另外，他提醒內
地司機香港交通繁忙，要時刻留意突發情
況，「部分路人不聽話周圍過馬路，一定要
小心，要看清楚路口情況。」
張劍平則在內地租場提前為輸港司機訓練，
「我們直接設定了block（路障）給他們（訓
練）」，模擬香港路況，並由黎天雄到該場地
提供訓練，讓內地司機提早熟悉香港的駕駛技
術和習慣，最重要是注意安全，「（考牌）開
車時要考記憶力和習慣，上車定要做很多動
作，你不做就『肥佬』。」準備輸港的內地司
機工餘時會抽空到該場地訓練，黎天雄表示有
關培訓大概一個多月時間，而來港後除接受駕
駛學院培訓以考牌外，亦會要求他們跟車先認
識香港的路況，才正式開工。

香港疫後復常至今一年，但張劍平表示跨
境客車生意在高鐵競爭下受影響，加上疫後
少了一批穿梭香港與內地上下班的乘客，故
其公司仍有客車未重投服務，至今仍停泊在

停車場。他坦言，
今次首輪引入 6
名內地司機是
「試水溫」，
由於本地司機
老化兼較少新
人入行，相信
未來仍會引入更
多內地司機補充人

手。
張劍平表示，其跨境直通巴公司至今仍有兩
三成巴士停泊在停車場，未重新行駛，原因是
過去一年不少客車要重新維修檢查，已花費一
大筆成本，暫時「要回氣」，尤其疫後生意不
如從前，暫亦無須所有客車投入運作，「主要
有兩個原因，一是疫後沒有了一批由香港北上
工作及內地南下香港工作的乘客，部分需求沒
有了；另外客人出行習慣亦改變了，這幾年坐
巴士的客人減少，因為內地乘客喜歡坐高鐵，
連深圳過來都坐高鐵，直巴生意難做了。」
他表示，首輪申請輸入 6名內地司機是

「試水溫」看成效，由於本地司機年齡漸

大，不少近60歲，按內地法規不得再駕駛大
巴，惟缺乏新人入職，相信未來仍要繼續引
入內地司機，「這是我們整個行業面對的問
題，不是外勞搶飯碗，是碗飯都無人食。」
特區政府規定輸入司機月薪不得低於本地
司機中位數（2.2萬元），張劍平指這是政府
按幾年前的中位數釐定，現時本地司機薪金
更高，部分高達3萬元至4萬元，但仍請人
難。而聘用內地司機計及其他成本，所費不
菲，除了月薪，亦要為他們購買醫保，且提供
宿舍，「雖可扣除他們一成薪金作住宿費，但
仍要補貼不少租金，且要聘用鐘點打掃宿舍，
因此輸入勞工不比聘用本地司機便宜。」

跨境客車公司4名已抵港的內地司
機，以往均曾多次訪港，本身喜愛香
港的環境，且工資較高亦具吸引力，
因此均希望來港發展。香港的飲食文

化和口味與廣東省相同，他們相信來港生活容易適
應，並表示在港工作穩定後，工餘會到處遊逛。
日前剛抵港準備考香港駕照的廖海彪是唯一廣
東省以外的司機，來自湖南，但他在廣東省工作
多年，能說流利廣東話。他喜愛戶外運動，以往
多次來港行山，「香港的山路我都走遍了」。他
表示喜歡現時任職的跨境直通巴公司和香港的工
作環境，「這裏環境好，價錢（薪酬）好，我進
來做很開心。」40多歲的他早結婚，女兒已大學
畢業，一家仍在湖南生活，他表示搭乘高鐵兩個
多小時便能回家，十分方便。
另一司機余偉明亦曾多次來港，自言十分喜歡香
港，加上來港薪酬較高，特區政府規定不少於本地
司機2.2萬元的薪金中位數，具吸引力，「薪金高
些，而香港比較國際化，對事業好。」問及在港工
作會否擔心生活不習慣，他則直言自己是農村出
身，打工人也是到處去，沒有什麼不習慣，且同是
廣東人，在港飲食口味也相同。
司機李春儒以往亦曾來港購物，家人不反對他來
港工作，「因為妻子和已讀大學的兒子居住在深
圳，十分近香港，放假可以經常回去。」他亦認為
在港生活容易習慣，飲食沒有問題，「深圳與香港
飲食方面都差不多，廣東人也不嗜辣，口味一
致。」現年52歲的他希望能一直在港工作，直到60
歲退休。
來自廣東羅定巿的黎騰興，以往亦曾來港購
物，而家人也支持他來港工作，「他們知道香港
又不是很遠，公司給你機會（來港），可以挑戰
自己。」他直言香港始終是較陌生的地方，惟生
活工作時間長了，對香港更熟悉後，相信會有感
情，日後工餘時間會和廖海彪一樣在港體驗戶外
活動，「會帶自己老婆子女過來玩，過來品嘗香
港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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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路況差異大 完成培訓始來港

僱主：輸入司機「試水溫」料陸續有來

◆張劍平在內地租用場地，為內地司機赴港前提供訓練。◆張劍平在旺角租用單位作內地司機的宿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攝

◆◆張劍平張劍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攝

◆余偉明已投入服務，訪問當天開車接載記者，行車十分穩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余偉明（左）與已經成功考牌的李春儒（前排中）及準備考牌
的黎騰興（後排中）和廖海彪（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