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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官方昨日宣佈，將於6月1日起在上海和東京

兩地市場啟動人民幣與日圓的直接交易。作為全球

第二大和第三大經濟體的中國和日本，在國際貨幣

市場進行直接交易，不僅有利於進一步促進中日兩

國的貿易和投資，推動亞洲經濟一體化，而且也是

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步，可借助與日圓合作提升

人民幣國際影響力，使人民幣的匯率價格更接近真

實市場，增強國際認受性。

目前中日使用美元進行貿易結算，這意味㠥必須

支付兌換手續費。中日兩國的貿易總量巨大，2011

年中日貿易總額達到3449億美元。人民幣和日圓直

接兌換後，中日貿易每年將節省30億美元的相關費

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元的匯率波動幅度之

大有目共睹，給中日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人民幣對

日圓的直接交易，可規避企業因美元匯率浮動而帶

來的風險，降低中日企業間的匯兌損失，將促進人

民幣與日圓在雙邊貿易和投資的使用，有助於擴大

和深化中日間貿易和投資活動，促進中日不斷發展

的經濟金融關係。

人民幣和日圓實現直接交易，對中日經濟是雙贏

的舉措，也有利於中日關係的改善。兩國關係中，

經濟和政治之間是互相影響的。儘管中日在交往之

中存在不少分歧、矛盾，但是雙方合作的利益是主

要的，只要雙方創造更多的利益共同點，分享到合

作的紅利，必然有利於化解彼此的誤會，增進互信

和友誼。中日在貿易、金融、技術、資源等領域都

有合作互補的廣闊空間，應該積極營造雙贏的機

會，推動中日關係持續良性的發展。

人民幣兌日圓直接交易也被視為人民幣國際化邁

出的重要一步，提升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國際地

位。目前，人民幣對其他幣種的交易方式均以美元

為中介進行，這一間接交易方式不易形成真實的匯

率價格。人民幣對日圓直接交易，意味㠥人民幣正

在離開美元中介進入到國際貨幣市場，加大了人民

幣定價的自主空間，有利於人民幣真實市場匯率價

格的形成，將為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改革打

下基礎。而且，東京外匯市場是全球三大外匯市場

之一，人民幣在東京市場的交易提高了人民幣的可

兌換性，可增強人民幣在國際上被接受的程度。

隨㠥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加快，面臨的風險也相

應增加，容易受到國際市場的衝擊。因此，在加快

人民幣國際化的同時，有關方面需要加強風險防

範，保障人民幣國際化穩步前行。

(相關新聞刊A3版)

香港飲食業聯會總會進行的調查顯

示，約6成受訪飲食業僱主認為，最低工

資應維持28元時薪水平。但僱員團體要

求最低工資盡快調高至33至35元。最低

工資的主要矛盾點，在於把弱勢中小企

和弱勢勞工兩個弱勢群體綑綁一起。然

而，要弱勢的中小企解決弱勢基層勞工

的在職貧窮問題，基本上是一個不可能

做到的事情。最低工資當然應該增加，

但要顧及企業的負擔能力。中小企力所

不能及的地方，需要政府以社會福利的

方式予以支援。只有企業與政府相互配

合，才能全面提升弱勢勞工的生活水

平。

最低工資設立原意在於保障基層市民

的生活水平，但也不能忘記工資仍然受

制於市場環境和企業承擔能力，不能與

現實脫節。最低工資確有需要跟隨通脹

逐步調升，但也不可能沒有限制地調升

最低工資水平，「揠苗助長」令企業不

勝負荷，最終只會造成「勞資雙輸」的

局面。

大財團財雄勢大，應對營商環境能力

強有彈性。最低工資最要注意的是弱勢

中小企的營商成本大幅增加。飲食、保

安、清潔等行業職位由本地弱勢中小企

提供。這些行業職位主要提供低學歷和

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工作，使這些行

業的經營成本主要體現在工資上面。最

低工資水平與他們的營商環境便息息相

關。如何兼顧中小企的負擔能力，值得

留意。

現時最低工資水平討論，勞資雙方南

轅北轍，主因在於缺乏科學數據和制定

機制，勞資雙方爭論沒完沒了，加劇勞

資矛盾。政府應早日確立勞資雙方認可

的最低工資水平計算機制，考慮要素包

括工資市場情況、營商成本、一年一

檢、物價水平、外圍經濟環境等因素。

檢討最低工資應在弱勢中小企的承受能

力與勞動階層的訴求之間取得平衡，以

求達致維護勞工權益之餘，又減少對中

小企的衝擊。

(相關新聞刊A2版)

人民幣對日圓直接交易意義重大 如何化解最低工資難題

校巴生意難做 報價最高倍增
轉做旅巴更好賺 或累學童自行上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歐陽文倩）校巴供應短
缺令市場扭曲，校巴公司不愁生意，學校只能在時間表、
課外活動等方面盡量遷就。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引述學界
指，近年部分校巴承辦商接訂單時會向學校開出4大要
求，包括把上下課時間提早、統一課外活動時間、校外活
動提早半年至1年訂車及合併招標，否則或未能讓學童繼
續享用校巴服務。

冀走兩轉車 4形式安排
校巴生意源源不絕，承辦商更有條件「揀生意做」，學

校則要反過來「爭取」校巴公司。王惠成表示，近年不少
學校反映，即使有承辦商願意接洽提供服務，也往往有不
少附帶條件，主要包括4大形式，讓校巴公司更方便出
車。例如要求學校把上課和下課時間提早20分鐘，以讓同
一架校巴可以「走兩轉」，先後到小學及幼稚園接客；又
要求學校參與課後活動學生統一活動結束時間，讓供應商
能「一趟車」載客。

㠥合併招標 減虧蝕機會
現時學界不時有安排校外旅行及其他校外參觀活動，往

往需要預訂旅遊巴服務一併接載學生。王惠成稱，承辦商
接學校全年校巴訂單時，也有要求校外活動需提早半年至
1年預訂。另承辦商又要求學校主動尋找其他學校合併招
標，以增加服務學生人數，減低校巴虧蝕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 深圳報道）除了香港本地
學童外，居於深圳的跨境學
童新學年亦可能要捱貴車
費，保姆車費或增加近一
倍，每月或超過1,000港元。
深圳不少跨境童家長對此大
感不滿，有家長甚至表示，
或讓孩子暫時停課以示抗
議。而有消息指，保姆車公
司已答應與家長代表協商。
深圳跨境童家長林先生日

前接獲保姆車公司漲價通
知。他表示，現時保姆車從
羅湖口岸到香港上水車費每
月約550港元至700港元；到
粉嶺650港元至800港元。但9
月1日起，到上水車費將增至
每月900元人民幣（約港幣
1,100餘元），到粉嶺也要每月
950元人民幣。若經福田口岸
乘坐保姆車，每名兒童加價
100港元。林先生稱，保姆車

公司要求盡快繳交500元人民
幣「乘車留位押金」，否則不
擔保能替學童申請跨境禁區
紙。
由於加幅太高，不少跨境

學童家長強烈不滿。有家長
稱，或讓孩子暫時停課以示
抗議。家長代表將與保姆車
公司協商。

公司：成本漲經營難
保姆車負責人解釋稱，由

於人工、物價、保險費、維
修保養、油價等不斷上漲，
運營成本不斷上升，加上新
學年跨境童人數持續增加，
當局有意就羅湖口岸發放跨
境童禁區紙採取新措施，每
輛學童校車將按照核載人數
給固定配額，意味㠥可持羅
湖禁區紙過關學童數目或減
少，令保姆車經營情況更見
嚴峻，構成加價壓力。

為 了解近日學校就校巴服務招標的情況，教
聯會與民建聯合作，在5月中旬向全港中小

學及幼稚園發出問卷，最後成功回收244份問卷。
當中，七成受訪者為小學、一成半為中學，其餘
為幼稚園和特殊學校。

邀請競投合約乏人問津
整體而言，有193間學校有就校巴招標情況作回

應，22間採用「公開招標」，171間則是「邀請招
標」，後者平均邀請6.3間校巴承辦商投標。在186間
已截標的學校中，約14%受訪學校邀請了多間公司
競投校巴合約，卻乏人問津；至於收到標書的學
校，每校平均只獲1.3間承辦商報價，即選擇不足2
間，變相「無得揀」。調查又發現，93.5%學校表
示，過去數年承辦商報價上升或大幅上升，而新學
年平均加幅達11.4%，其中2間學校回覆指，其收回

來的報價比之前足足高出一倍，幅度驚人。

校長指學校無議價空間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表示，不少校長向他吐苦

水，指學校在議價空間上幾乎「毫無還手之力」，
因為學校要是不接受報價，就等於取消校巴服務。
佛教榮茵學校校長杜家慶指，校巴市場萎縮的

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是成本上漲，包括校巴司
機、保母的工資及燃油、保險等成本上升；其次
是接載內地遊客的直通車生意愈來愈大；加上承
辦商覺得，校巴服務會招惹學校、家長等投訴
「太麻煩」，結果紛紛退出校巴市場，供應減少
下，更出現惡性循環，令校巴服務質素轉差。

李慧㠒倡放寬校巴發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㠒建議，運輸署應放寬

校巴牌照的發放，藉以增加整個市場的供應量，
令校巴數目「重回正軌」；又或是當局立例監管
校巴轉型，規定校巴牌照必須用作接載學童，不
可隨意用作其他用途及轉讓，以履行社會責任。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表示，校巴

式微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多年前全港小學「半日
制轉全日制」，令校巴承辦商利潤大跌一半，當時
問題已漸漸浮面。他對此深感體諒，認為市場萎
縮令供應減少無可厚非。不過，他希望學校與承
辦商繼續保持溝通，例如部分學校有大型停車
場，可考慮晚上借予承辦商泊車，減輕其經營成
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學校主動邀請公
司競投校巴合約，但業界反應冷淡，出現「有生
意，無人接」怪現象，但其實校巴經營者卻是
「有苦自己知」。有校巴公司負責人慨歎，校巴生
意成本日增，司機寧願轉行做保安，留人十分困
難。另一邊廂，接載旅客較校巴服務利潤相差10
倍或以上，不少行家改辦旅遊巴服務，或是把牌
照賣予大型公司套現，令校巴漸成夕陽行業。

油價勞保飆 加薪留司機
百利旅運公司負責人江先生表示，他5年至6年

前已淡出校巴業務，改為主力提供旅行團接送、
員工接載等服務。他指近年旅遊巴各項營運成本
增加，除了油價外，勞工保險狂升3倍，由去年5
萬元升至今年15萬元。另近年工作尚算輕鬆的保
安員月入因最低工資實施而上升，以及建築業蓬

勃，帶動工業用車輛司機收入倍增，吸引校巴司
機轉行。為了留住司機，不少承辦商調整薪酬。
由於成本上漲，接送內地旅客成為校巴承辦商

出路，「接送一個學生，平均一個月只可收取200
元至300元；但單是一個內地旅客，一日行程已可
獲100元！」以每月開工26日計算，兩者利潤至少
相差10倍以上。
就有意見指希望政府重新發牌或規定校巴只可

接載學生，江先生並不贊成，認為今日結果是政
府一手造成，「政府10年前限制發牌，又叫業內
人士自行買賣牌照；今日校巴牌已炒賣至200萬元
一個，如果重新發牌或限制校巴用途，不但有欠
公允，而且嚴重影響業界利潤」。

半日變全日 學制削收入
鄧太經營校巴服務28年，她指除了最低工資和

通脹外，學制由「半日變全日」，對業界造成重大
衝擊。
她表示，以往小學有上午班和下午班，校巴每

天可經營4轉，但如今收入只餘下一半。她以一輛
27座位校巴為例，「全車每月收入約2.6萬元，扣
除司機、油費等等支出，每月虧蝕2,000多元，還
未計算停車場租金、保險等等」。

期望政府提供燃油補貼
鄧太補充指，暑假將至，公司校巴生意停頓，

收入銳減，經營更困難，「即使加車費，也很難
收回成本，唯有假日接旅遊巴生意補貼」。她認為
現時校巴服務是賠本生意，沒有人願意入行，行
家紛紛出售校巴和校巴牌給大型公司套現。她希
望政府協助業界，包括提供燃油補貼，否則校巴
公司難以維生。

深保姆車費倍增
家長或停課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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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差10倍 寧改載旅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近年，香港不少校巴公司放棄校巴業務，轉攻利錢豐厚

的旅遊巴生意，令有關服務供不應求。教聯會與民建聯合作進行的調查發現，約14%受

訪學校邀請了多間公司競投校巴合約，卻無人入標；接獲標書的學校，近半指車資報價

劇增，平均加幅達11.4%，最誇張者甚至達一倍。有教育界人士擔心，在「無得揀」

下，校巴服務質素肯定受影響，學童隨時要自行上學。

■新學年校巴費大增，家長勢必負擔加重。有教育界人士擔心，在「無

得揀」下，校巴服務質素肯定受影響，學童隨時要自行上學。 資料圖片

■教聯會與民建聯調查顯示，新學年校巴車費平均加一成，最多加

100%。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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