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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高

施倩 浙江報道）「星動杭州 未來
之星」──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
習計劃於上月30日在杭展開，44
名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浸
會大學等不同大專院校的學生開始
在當地實習，浙江省青年聯合會主
席苗偉倫在歡迎儀式上表示，希望
通過此次交流，加強香港大學生對
內地的經濟、文化的認識，並了解
到內地和香港唇齒相依、密不可分
的關係。
按照計劃，44位港生將在中國銀

行、中國電信和中國移動通訊等15
家企業實習一個月，行業涉及酒
店、電子媒體、房地產、教育環保

科技和醫療等不同範疇。苗偉倫在
致辭時表示，「星動杭州 未來之
星」──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
計劃是港生了解浙江及內地發展的
好機會，今年已經是浙江第四次接
待香港「未來之星」實習團隊。
苗偉倫又指，浙江的歷史、文化

積澱深厚，且名人眾多，查良鏞
（金庸）、董建華、包玉剛都是浙
江優秀的鄉賢，他希望來浙江實習
的港生能通過此次交流，加強和浙
江的互動，未來也歡迎各位同學在
實習後能帶家人、朋友來內地旅
遊，又或在內地工作。

珠海生：對杭州更深了解
浙江桃花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長鍾宇馳指，今次為大會提供4
個實習空缺，希望大學生在步入社

會之前，可以多和社會接觸，掌握
企業的運作。珠海學院學生羅栩燁
指，希望通過一個月的實習，能學
到課本以外的知識，還能對杭州有
更深層次的了解。

44未來之星杭實習 浙青聯盼增互動

■浙江省青年聯合會主席苗偉倫在
歡迎儀式上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施倩 攝

■44位香港大學生離港赴杭州實習。

跨境車程8分鐘 月費「天價」逾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政府自2004年起停發校

巴牌照，令校巴服務供不應求，跨境校巴服務更有壟斷的
情況。有小學校長坦言，近年校巴費用越來越貴，其小學
與羅湖邊境只相距短短8分鐘車程，即來回才16分鐘，但
跨境校巴公司決定加價12.5%，每月收費逾千港元，家長
均大叫「肉痛」；亦有學童因居住地點偏遠，校巴公司要
求雙倍價錢才肯上山接載，家長為免捱貴車費，寧願替孩
子退學。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使用校巴服務接載跨境學生多年，
校長朱國強表示，近年坊間的校巴服務供不應求，市場壟
斷情況越趨嚴重，由羅湖到學校短短8分鐘車程，即上下
課來回才16分鐘，每月收費已由4年前約400港元，增至
今年800元人民幣（996港元），新學年校巴公司又再加價
12.5%，飆升至900元人民幣，即約1,120港元，令不少家
長大感詫異，紛紛向學校投訴。

有學生退學走數拖欠車費
為此校方專程與坊間的跨境校巴公司開會，並在通告中

交代校巴公司提出的加價理據，除經營成本上升外，校巴
公司又指部分學生中途停用校巴服務，再加上有個別學生
退學後「走數」，有時會拖欠一兩個月車費，凡此種種，
也令校巴費用上升。

車費貴過學費家長難捱
身兼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校長的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亦

指，該校有兩名居住在荔景山上的幼兒班學生，一般學生
的車費原是600元，但由於其居住地點偏遠，故校巴公司
提出把車費調升雙倍至1,200元才可接載。
她稱：「車費還貴過學費（600元），家長指難以負擔，無

辦法之下唯有退學。近年校巴不愁沒有學校生意，遇到偏遠
住所的類似個案，校巴公司會直接要求加價，留難家長。」
林翠玲表示，車費年年加，平均每年升幅逾一成，車費

甚至較學費昂貴。她舉例指，一所在葵涌的幼稚園，學費
僅約400元，惟乘坐校巴的學生每月卻繳交近600元車費，
「車費貴過學費的情況普遍，很多家長，尤其是低班家
長，也要焗住付費。」

老手退休缺新血 轉做旅巴賺更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近年校巴收費急增，經常惹來家長
不滿，因而向學校投訴。公共巴士
同業聯會執行委員郭思源表示，隨
着大批小學轉為全日制，校巴每天
接載學生的次數大減，業界索性將
校巴轉做旅遊巴生意，以爭取更高
盈利；加上聘請及挽留司機及保姆
的開支、油費、保險費、維修費等
持續增加，令經營成本大增，難以
維持生計，加價屬無可厚非。
經營公司逾30年的公共巴士同業

聯會執行委員郭思源接受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表示，近年業界經營成本
大增，經營困難，加價也是無奈之
舉。
他指，以聘請司機及保姆最有難

度，因為不少校巴司機是60歲以上
的「老師傅」，經驗豐富，但業界
每年就約有10多人相繼退休，「業
界對校巴司機的要求很高，但工資

僅1萬多，不少年輕人均不願入
行，退休走掉了10多個人，無人
做，這樣就有10多架車不再接校巴
服務。」
他稱將部分校巴轉做旅遊巴生

意，賣掉一兩架車，這樣盈利反而
更為可觀。至於保姆的工資，每月
僅約4,000元，亦難以吸引新人入
行。

小學轉全日制 收入大減
郭思源續指，大批小學陸續由

上、下午校轉為全日制上學，校巴
以往每天可接載7趟至8趟，包括
一所幼稚園、上午及下午的小學，
但近年全日制小學的「返八放三」
上下課時間，令校巴只能接載一所
學校，收入大減。
他又指，每年油費的加幅達一
成，連同保險、維修費等雜費，業
界需要加價，將負擔轉嫁予家長。

■林翠玲指，校巴車費年年
加，平均每年升幅逾一成，車
費甚至較學費昂貴。 資料圖片

兩校「夾份」包車 學童易落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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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校為如何維持校巴服
務已大感頭痛，但另一方面，

一些家長卻對校巴服務要求多多，令校方更感無
奈。有校巴公司反映，有些家長的投訴內容令人啼
笑皆非，包括不滿校巴司機未有向上車的學童「講
早晨」、保姆缺乏笑容等，有的甚至要求校巴公司
「炒掉」他們認為無禮的司機和保姆，對校巴業界
而言，這些家長根本不明白業界請人的困難，故有
時寧願終止與學校合作，也不會向家長就範。
公共巴士同業聯會執行委員郭思源表示，近年家

長對於校巴服務投訴多多，有部分投訴更令校巴司
機和保姆大感無奈。他分享指，曾有家長不滿在子
女登上校巴時，司機未有逐一向學生「講早晨」，
故向校方投訴司機「無禮」，指這會教壞小朋友，
更揚言：「明天見唔到他講早晨，就要炒！」另有
家長則不滿跟車保姆在孩子上車時，神情似發呆，
未有展露笑容，遂向校方投訴保姆「無禮」。

業界批保姆無笑容都投訴
對於家長的投訴，郭思源回應指，「司機和保姆

也是人，怎能要求司機逐一向數十名學生講早晨？
講漏了一次又投訴？保姆無笑容又要投訴！」他質
疑家長近年投訴成風，且不合理，動輒要求校巴公
司辭退司機與保姆，這樣的態度很有問題。他指部
分保姆因不滿家長的不合理投訴憤而辭職，故業界
也要花不少力氣挽留及安撫他們，除了好言相勸
外，還加人工、送紅封包等，也令經營成本上漲。
此外，一般校巴接送，是根據與學校、家長已規

定好的路線上落學生，不過郭思源表示，不少家長均要求校
巴把孩子送抵住所樓下，卻無考慮過一架校巴要接載數十名
學生，根本難以逐一把學童送到住所樓下；也有個別學生課
後需要參加課外活動，需安排校車接送，亦加重校巴公司的
行政工作。他坦言：「如果家長太多投訴，我們下學年便會
拒絕再度合作，寧願把車安排接載其他學校或者轉做其他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動輒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去年曾有保姆疑因一時疏忽，
遺下兩歲女童在校巴，引起學界關注校巴服務的安全問題。有
幼稚園校長指，曾有保姆因記不清學童的落車地點，令學童落
錯車，幸得其他家長協助，致電校方，學童才可順利回家。
身兼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校長的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表

示，校巴「包車」一般需要約70名學生乘坐，但幼稚園平均
僅20人至30多人乘搭，故不少幼稚園會與另一所幼稚園「夾
份」，但又會衍生一些問題。

保姆隨時記錯落車地點
她解釋指，要同時照顧兩校學童，保姆需要特別「醒

目」，包括記得兩校各有多少名學童、他們的姓名、在哪些
站下車，以及要認清接送學童的家長等。有些大意的保姆未
能做到這些要求，她就曾聽聞在剛開學的9月至10月，有保
姆因記錯學童的落車地點，誤叫學童下車，又未有確認其家
人是否已到達接走孩子，便開車離去。學童下車後不知
「何去何從」，在車站呆等，被其他家長發現情況異常，遂
致電學校。
校方匆忙通知校巴司機折返接走該名學童，林指「這些情
況很普遍，在剛開學的時期，不時會聽聞類似的例子。」她
認為，校巴公司應嚴選校巴保姆，「幼稚園學生太年幼，根
本不知自己下錯車，家長與學校當然很緊張，一旦因為保姆
疏忽而發生事故，誰來負責？」

位於屯門的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校長蘇
威鳴表示，校方於2011年農曆新年後，突接

獲校巴公司通知，1個月後將終止校巴服務，當時
學校欲「撲校車」接載該校30名學生亦十分困難，
遂把學生分為4人一組，由教師、校工、家長每天
提早出發，「打的」接載學生上下課。

校方要求發學校私巴牌
上述情況維持了1年，校方終於在2012年獲校董
會貸款約60萬元，購入一架16座私家小巴解決問
題，但由於小巴每趟只可接載16人，司機需走兩
趟，「燃油費、保險費、維修費等開支不菲，校方
每年要虧損數萬元。」
蘇坦言，校方每月收取每人500元，又免費資助
貧窮的學生，故一定蝕本。他促請政府按學校的需
要，發出專為學校而設的私家巴士牌照。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亦面對類似的問題，校長朱
國強表示，兩年前校方通過舉辦兩場粵曲慈善籌款
會，購入一架約50萬元的16座私家小巴；今年4月
又舉辦另一場籌款晚會，籌得30萬元作首期，購入
第二架私家小巴。由於該校接近邊境，故校方有意
安排校巴到羅湖接載跨境學童，避免他們要捱貴車
費。
不過，由於校巴須領有俗稱「校巴禁區紙」的封

閉道路通行許可證，校方在兩年前曾向教育局申請
羅湖道的「禁區紙」，惟局方回覆指該校應向警方

查詢。其後警方又指此事應由教育局處理，另有教
育局官員又曾向朱國強反映，事件亦牽涉保安局，
結果事情一直未有進展。

質疑校巴公司劃一推高車費
據了解，該校新學年有近100名小一跨境生入
讀，連同在校的跨境學童，將有130名學童需要跨
境校巴服務。目前坊間提供的跨境校巴每月車費要
近千港元，學生負擔沉重，故有數名小六跨境生無
奈自行上學，每天坐火車至上水站，轉小巴到校；
亦有數名學生相約在羅湖，一同「打的」上學，路
程奔波勞碌。
朱質疑指，「持有禁區紙的學校及跨境校巴公司

都是數十年前就持有，近年跨境校車的需求急增，
這些公司都傾好收費，把車費劃一推高」，故他建
議政府應按學界的需要，每年檢視簽發的羅湖道禁
區紙，把禁區紙簽發給有迫切需要的學校。

羅湖路面窄 車流量受限
香港文匯報就此向上述部門查詢，政府發言人回

覆指，因羅湖道路面狹窄，對汽車流量造成限制，
且這亦是羅湖管制站的唯一緊急車輛通道，若過多
車輛進出羅湖道，尤其是遇上緊急事故時，將對行
人及車輛構成危險。
發言人表示，為保障學童及公眾安全，以控制使

用羅湖道的校巴數量，政府未有批准該校的申請，

但考慮到該校位於邊境禁區內，在特殊情況，例如
惡劣天氣下有接載學童的需要，政府遂於去年8月
酌情簽發一張特別的禁區紙，在特殊情況下使用。
就學界質疑校巴服務持續短缺，政府發言人回覆

指，現時學校因應學生和家長對校巴服務的需要而
自行安排有關服務，校巴服務是否足夠，主要取決
於商業市場的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校巴近年供不應求，且收費急增，情況惹起社會關

注。為解決學生「無車搭」的問題，學界均絞盡腦汁，包括動員教職員每天「打的」

接送學生上下課；為進一步解決問題，部分學校靠借貸或籌款數十萬元自行購車，並

以蝕本價為學生提供服務，而個別位處北區、接近關口的學校，本欲申請禁區紙，以

便安排自己營運的校巴到羅湖接載跨境學童，卻不獲政府批准，令校方大感無奈。
■朱國強建
議每年檢視
簽發的羅湖
道「校巴禁
區紙」。
鄭伊莎 攝

■校巴供不應求，收費急增，部分學校各出奇謀，
解決學生面臨「無車搭」的危機。 資料圖片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在今年4月，由校友會
與家長教師會合辦籌款晚會，籌得30萬元善款
用作首期，購入第二架私家小巴。 受訪者供圖

▲圖為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在
2012 年購入的 16 座私家小
巴。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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