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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巴人才荒不再「車等人」行程絲滑
外援司機駕綠Van填補班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體驗行車穩陣服務佳

香港的小巴司機

不足、青黃不接的

問題日益嚴重，已

影響服務質素，一度導致行車班次疏落、誤點，甚至因為

司機老齡化對行車安全構成隱患，故特區政府去年推出運

輸業輸入勞工計劃—公共小巴/客車行業，兩輪合共批准逾

700名司機來港。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到「司機荒」重災區

的小巴路線進行實測，發現輸入勞工之前「人等車」的情況

不復見，反之是「車等人」，幾乎5分鐘至10分鐘一班車。

記者搭乘一班由外勞司機駕駛的小巴，發現司機能與乘客流

利溝通，行駛平穩，準時到達終點。有乘客認為外勞司機與

本地司機的駕駛技術沒有明顯分別，好處是目前班次加密，

無須排長龍等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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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司機
張先生面帶微
笑對待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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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往黃埔花園與又一城的2號、2A號小巴線，曾經
因為「司機荒」沒有足夠司機開車，汽車被迫閒

置。香港文匯報記者去年現場直擊發現該路線班次十
分疏落，經常是「人等車」。日前，記者於中午非繁
忙時段再次到訪，發現另有一番光景：該兩條路線的
班次約為5分鐘至10分鐘一班。雖然已過上下班的乘
車高峰期，乘客量不多，但營辦商依然頻密出車，部
分班次未坐滿半車乘客已開出，更不時出現「車等
人」的狀況。

班次充足 車程誤差兩分鐘以內
記者在沒有表露身份下向當值的站長打探，得悉當
天原來有約十幾位內地司機上班駕駛小巴。在確定其
中一班2A號小巴由內地司機駕駛前往又一城後，記者
即登車乘搭。
在行車過程中，該名內地司機以一口流利的廣東話
回應乘客，聽到乘客說要在哪個地方落車，或按鐘提
示，他都會舉手示意，或出聲說：「收到。」乘客落
車時，更會與司機說「拜拜」或「唔該師傅」，司機
則腼腆微笑、揮手致意。
記者印象中部分本地小巴司機駕駛車輛的速度較快，
甚至會出現「飄移」，但當天駕駛2A路線的內地司機着
重穩陣。當車輛到達轉彎位、十字路口時，司機會首先
觀察路面情況，再轉彎或過路口，相比本地小巴司機，
他的路速較為平穩、緩慢些。記者統計該次全程行駛約
28分鐘，與導航地圖估計的26分鐘相近。
車輛到達總站又一城後，記者落車採訪乘搭2A和2

號線的小巴乘客。與記者搭乘同一班車的李女士表
示，這是她第一次搭乘2A線，感覺整個過程與香港本
地司機的駕駛過程沒有分別。

熟客：行駛溝通與本地司機無異
經常乘搭該小巴路的黃女士表示，雖然已經有不少

來自內地的小巴司機開工，但平日坐小巴沒有特
別察覺他們與香港本地司機的分別，「無論
行駛技術、語言溝通的差別等，我感覺
這些司機與本地司機沒有差別。」
蕭女士反映，之前小巴司機人
手不足的時候，有時乘搭小巴
需要等候較長時間，「市民排
長龍等車，而現時已經有不少
內地司機加入小巴行業，感
覺 小 巴 班 次 比 以 前 更 密
些。」她認為只要能夠解決
人手不足的問題，有足夠的班
次讓乘客可以乘搭，以及安全
地將乘客送到目的地，根
本無須理會開車的司
機是本地人還
是內地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小巴業界輸入外
勞之後，經過培訓、駕駛考試等程序，近期陸續
有外勞司機上崗為市民服務。有外勞司機向香港
文匯報表示，與內地乘客不同，香港街坊乘客更
熱情、有禮貌，上落車會講「拜拜」「唔該」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其後表露身份，採訪駕駛2A
號小巴線的內地司機張先生。張先生來自廣東省
河源、50歲，已經在港開工約4個多月。他表
示，開工之前進行約兩個多月的培訓，投考3次
駕駛考試才通過。
張先生認為路試最難過關，因為香港與內地的
駕駛位不同，要由內地的左駕駛位，轉為在香港
的右駕駛位操作，而兩地駕車習慣和道路規則，
需要時間適應，但上班後發現在香港駕車與在內
地的差別並不大。他承諾日後會努力工作服務香
港市民。
張先生懂得講廣東話，因此與乘客交流沒有困
難。印象最深刻的是上午當值時，乘客通常是趕
着上課的學生，故每當滿座他便立即開車避免學
生遲到，他笑說「小巴變校車」，「安全地將學
生送到學校最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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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香港飲食業界輸入勞
工進度緩慢，但在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下其他部分工
種已陸續有內地勞工抵港，其中受聘於連鎖家品店
的瑞群和秋華對在港工作感到十分滿意。由於兩人
在內地均有從事零售業的經驗，來港後很快就適應
工作環境，沒有什麽磨合問題，相信自己可以在香
港發揮所長。
來自廣東省恩平巿的瑞群表示祖母本身在港居
住，故她以往經常赴港探親。她坦言香港薪酬較
高，且自己喜歡香港的美食和文化，故以往一直希
望能來港工作，只是苦無機會，幸香港特區政府推
出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因此爭取有關來港的機會，
結果成功獲聘到香港工作。

細節差異小 同事友善助適應
瑞群以往在內地商場內的大型超巿工作，因此已
有零售業經驗，來港工作未感適應有困難，「香港與
內地做事方式如入貨、執貨等只是有少許差別，但
我習慣了做這行業，感覺差異不大，且同事和店長
也友善，有不明白的地方他們也會教我，所以很快
就適應。」現時在北角渣華道分店工作的瑞華，在
接受訪問期間一直面帶笑容。她表示，北角有各種

階層的顧客，但
待客之道並無分
別，自己懂廣東話和普通話是一種優勢，英語雖只
能簡單應對，但相信只要自己真誠地服務和保持微
笑，協助顧客買到所需貨品，就能夠讓客人滿意。

工作環境少滋擾 更展所長
在黃埔分店工作的秋華來自珠海，同樣喜愛香港

的工作環境和薪酬待遇，已成功爭取來港工作。她
在內地的大型超巿工作過，亦當過運動店舖的銷售

員，具豐富的零售業經驗，故來港工作第一天已感
到如魚得水。
雖然香港零售業工作繁忙，節奏較快，但她自言

適應上完全沒有問題，「我在內地工作的店舖同樣
非常繁忙，來到香港覺得真係無難度，而且公司畀
好多支持我哋，同事都非常好，有唔明白或者唔識
的地方，同事都好願意教我哋，好似點樣擺貨都學
得好快。」
除在港工作沒有年齡歧視和限制外，另一點令她

感到滿意的是同事間關係良好，但同時會尊重她的
私隱，不似內地「有啲同事會問你年紀、家庭狀
況、婚姻情況，其實我個人唔係好喜歡咁樣，我覺
得上班就上班，不應八卦私事」。
她坦言，自己懂廣東話和普通話是其優勢，雖然

只懂簡單的英語，但相信不構成障礙，「其實零售
行業遇到不同的人，不止話日文、英文，印度人或
者是其他國籍都有，唔一定講英文，但即使你唔識
他們的語言，肢體語言最重要。」她表示憑着多年
經驗，待客絕對沒有問題，相信在港工作定能發揮
自己所長。

曾一度鬧人手荒的一家連鎖家品店，在特區政
府放寬輸入勞工後，申請聘用外勞以緩解人手短缺
的問題。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該家品店位於北角
渣華道的分店觀察。據悉，該店已有多名外勞上
班，當天全店有約四位店員當值，當顧客進內購物
時，都受到職員殷勤地招待。家住北角一帶的梁女
士經常光顧該店。對服務質量的評價，她形容近期
有明顯提高，「以前這間店就只有一位職員當值，
就是收銀員，我進內她也沒空搭理我，我想要買的
物品都要自己找好長一段時間。現在店內的職員多
了許多，當我進去的時候，有時職員還會主動詢問
我需要什麼，並帶我去這個物品所在的貨櫃。」
剛從該店購物出來的林先生發現，店內職員數量
比以前明顯增加，「現在找不到的東西可以找職員
問。」職員的態度亦比較良好，整體購物體驗比以前提
升。不過亦有顧客表示：「我的購物習慣是喜歡自己
找，不希望有人來跟我說話。」但她稱讚該店善用
科技，讓顧客可以自助付款，「我覺得自己掃碼付款
能夠節省更多時間，便利了顧客。」
聘請外勞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們多數精通普通
話，能夠與旅客暢順溝通。來自深圳的旅客李先生
表示，滿意該店的服務，「她們都比較耐心地告訴
我想要的物品放置，而且也會用普通話交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零售業外勞經驗豐
速上手適應無難度

輸入勞工計劃
統計數字

資料來源：發展局、
運輸及物流局、運輸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明

◆

顧
客
陳
女
士

◆

顧
客
梁
女
士

◆瑞群（左）和秋華在內地均有從事零售業經驗，表示
來港工作，適應並無問題。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李女士
（右）

◆黃女士
（化名）

建造業
輸入勞工計劃

獲批申請
58宗（合共4輪申請）

輸入勞工人數
9,731人（連同補充勞工計

劃之前批准的703個配額）

*截至今年6月底

運輸運輸業業
輸入勞工計計輸入勞工計計劃劃
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客車行業客車行業

獲批申獲批申請請
223223宗宗（（合共合共22輪申請輪申請））

輸入勞工人輸入勞工人數數
逾逾 700700 名輸入司機已抵名輸入司機已抵

港並投入工作港並投入工作

**截至今年截至今年66月月2424日日

運輸運輸業業
輸入勞工計計輸入勞工計計劃劃
航空業航空業
獲批申獲批申請請

5555家公司家公司（（合共合共22輪申請輪申請））

輸入勞工人輸入勞工人數數
55,,823823 人人，，首輪獲批的首輪獲批的

22,,841841 個 配 額個 配 額 ，， 已 有 逾已 有 逾

11,,660660人到港人到港

**截至今年截至今年66月數字月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