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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港旅客 非內地旅客

旅社蝕着做 2萬從業員臨絕境

去年連場黑暴發生之前，在香港土生土長、生活了五十多年的袁先生還是一個忙碌的導遊，當他帶旅客們來到海洋公園，在

過山車上興奮尖叫的時候，他的心情通常都是平靜的，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也會體驗到事業的大起大落，猶如坐過山車般激

烈起伏。從前年暑假忙到不可開交，到去年8月整整20天無工開，再到今年新冠疫情後工作跌到零。有同行轉去做保安，「聽

說保安也已開始飽和」，對他而言，那輛人生的過山車仍在急劇下降，看不到谷底在哪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袁振寧稱現
時的團費是「未
見過咁平」。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全球各國
因應疫情而封關，旅遊業首當其衝，旅行
社多個旅行團未能成行，縱橫遊常務董事
袁振寧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以往
3月、4月份是賞櫻花旺季，機票、酒店都
會被搶高，今年已經不會有旺季價錢，航
空公司基本上都劃一當淡季價錢來給旅行
社組團，因為很多地方都不可以去。」
近乎無團可出之下，團費跌幅方面，

袁振寧稱目前情況已經不能以按年計算
跌幾多，因為現時整個行業基本上只做
2,000至3,000元的旅行團，以壓縮成本
來降低團費，例如住的酒店級數會由5
星降至4星，餐飲方面會多一至兩餐是
自費，以及有一天是自由活動時間，
「現在團費是未見過咁平。」袁振寧續

稱，酒店都會提供優惠的房價，而旅行
社自己再補貼少許，蝕住都做住先。他
又慨嘆，即使是如此平的團費也維持不
到客量，只是好過停辦而已，如果不是
旅行社的電話連響都不會響一下。

福岡團費跌幅超過五成
日本暫停港人免簽證入境，日本旅行
團未能成行，惟袁振寧舉例指，如果純
粹以團費比較，去年3月、4月的福岡
五天團團費約為5,000多元，今年因發
生疫情，在日本未發出暫停香港人免簽
證的指引前，福岡五天團的團費只需約
2,000多元，按年跌幅逾五成。袁振寧
坦白地說：「目前疫情的市況可謂差過
去年社會運動，因為社運期間港人也想

外遊唞唞氣，現在是連搭飛機都驚感
染，兩者市況差好遠。」

報名保障冀刺激外遊意慾
為了減輕成本，袁振寧表示門市均縮

短營業時間，以往開早上10時至8時，
由2月開始已改為開早上11時至7時，縮
短2小時的營業時間。在目前旅行團數量
大跌之下，導遊收入可謂手停口停，袁
振寧無奈地說：「所有帶團和導遊領隊
都會有此情況，實在都無辦法，因為他
們大部分靠帶團的費用作收入。」被問
及有否支援領隊和導遊的措施，他稱暫
時一個月還可以支撐住，如果疫情再持
續多兩至三個月到4、5月就大件事了，
因為全個行業有逾1,700間旅行社，合共

有逾2萬多名從業員的生計將面臨困難。
被問及有傳東京奧運可能因疫情未能

受控而停辦，袁振寧認為停辦東京奧運
問題亦不大，相反來說對旅行社不是壞
事，因為如果停辦日本的酒店和機票就
不會搶貴。至於有其他旅行社推出遠期

優惠如6月之後用的優惠券，袁振寧稱
除了目前團費已很划算之外，縱橫遊亦
推出報名保障，報名參加4至10月的任
何旅行團，旅客只要在出發前30天通
知退團，可以無條件取回全數團費，希
望藉此刺激消費者的旅遊意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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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未見過咁亂 同行轉做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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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袁先生指自去年修例風波導遊袁先生指自去年修例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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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斯鴻
指社會運
動令內地
客也減少
來港投資
物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去年下
半年起，內地客減少來港，再加上新冠肺
炎疫情，香港保險從業員也受到非常大的
影響。在全港最大保險公司之一工作的保
險經紀羅女士表示，在肺炎疫情下，絕大
部分人現階段也不願外出商談保單，所以
現在接近是「零生意」。此外，由於本港
幾乎封關，內地人也不易來港，現在也沒
有內地人保單能夠簽成，她有些同事過去
平均每月也有2至4張內地保單，目前則
完全沒有。羅女士直言，由於保險銷售員
無底薪，現在業內一部分銷售員，都在食
「西北風」度日。

封關導致兩地交流停擺
去年下半年香港爆發修例風波，暴徒暴

打內地旅客，內地客已經減少來港，內地
客的新簽保單價值已經不斷下跌，而在疫
情發生前，不少香港的銷售員都「掉返轉
頭」，主動到內地搵客戶，例如在內地的
大學參加課程，或加入聯誼組織等等。但
自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如今兩地交流幾乎
停擺，他們都難以到內地找到客戶。羅女
士大部分同事都希望疫情早日過去、兩地
盡快回復通關。
羅女士又表示，為了加強自身保單的競

爭力，其保險公司已在其危疾及醫療保單
內，加入新冠肺炎項目的索賠。另外，保
險公司亦剛剛推出了「遙距投保」服務，
讓其客戶可足不出戶，投保合資格延期年
金及自願醫保，希望在疫情下，仍能簽到

一定數量的保單。
不過，她透露，網上簽單的服務比較新，市場並不

是很接受，她個人就未曾試過成功透過網上簽單，其
他同事的成功個案也極少。她慨嘆，現在整個保險銷
售可說是近乎停頓，她個人在2月份一張保單也沒簽
過，部分資深從業員仍可依靠舊保單的佣金分紅過日
子，但保險業的新人就需要面對「零收入」的日子，
若有供樓負擔的話，可以想像所面對的壓力有多大。

內地客新保單保費急挫
香港保險業監管局的數據也顯示，受到去年下
半年激烈示威影響，內地客投保意慾銳減，相關新
造保單保費去年第四季跌至74億元，為在第三季
跌28.8%後，單季再錄23.4%跌幅，足以反映黑暴
對香港保險業的影響。全年計，內地訪客帶來的新
造保單保費為433.8億元，按年跌8.8%，佔本港整
體個人業務總額25.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修例風
波重挫經濟，每個行業均受到波及，涉近
4萬人的地產代理行業亦難以倖免。根據
土地註冊處資料，過去一年的住宅樓宇買
賣合約數目呈先升後回，今年初再進一步
下跌，依賴成交佣金收入的地產代理行
業，已掀新一輪失業潮，部分從業員要放
無薪假或被裁。有地產代理商老闆指，已
有約100家代理行結業或暫停營業，行業
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艱苦階段。
天生地產董事總經理余斯鴻表示，去年

6月起的社會運動已對地產代理行業生意
造成衝擊，內地客亦因此減少來港投資物
業，印象中生意下跌3至4成，而隨着
《施政報告》推出按保寬鬆刺激樓市，年

尾前生意確有起色，但情況僅維持一個月
左右。而農曆新年期間新冠肺炎疫情殺
到，令行業百上加斤，生意再跌3至 4
成，生意額較去年上半年累跌超過5成。

交投量去年下半年跌五成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過去一年的住宅

樓宇買賣合約數目呈先升後回，去年上半
年的4、5月份住宅註冊宗數曾高達7,822
宗及 8,208宗。惟修例風波引發暴力事
件，令不少準買家轉觀望態度，註冊量於
6月開始大幅萎縮，除了11月受惠於寬按
措施略有回升外，下半年每月平均維持在
4,000宗上下水平，跌幅一半。
不過，自年初新冠肺炎爆發，發展商推

盤數量急跌，準買家停止睇樓，而二手業
主亦不敢開門，導致成交停頓，樓市小陽
春未有出現。1月及2月分別錄得2,762宗
及3,572宗住宅買賣註冊，相比同期分別
下跌39.2%及14.5%，該數字對比去年最
高位更相差66.3%及56.5%。
余斯鴻指，目前地產代理行業正面臨前

所未有的艱苦階段，目前已有約100家代
理行結業或暫停營業，有4成會員旗下員
工已採停薪留職，不少從業員正面臨失
業，但政府的抗疫基金未有把該行業涵蓋
其中，覺得「畀人遺忘咗，無人睇住」。

八成代理月薪不足萬元
至於地產代理有幾慘？余斯鴻稱，以所

有中小型地產代理為例，目前有大約萬多
名從業員，根據「2成人做8成生意」的定
律，現時生意較好的能維持2萬至3萬元
月薪，相信只佔2成人，其餘8成人因代
理行改放無薪假或無底薪拆賬影響，月薪
連1萬元都沒有，三餐溫飽成大問題。
余斯鴻又提到，近年樓盤成交大大萎

縮，成交量相較環境最好的時候減少6至7
成，不少地產代理已同時考取保險牌照，
而且情況相當普遍。余斯鴻說，「這是面
對現實的做法，如只靠一個行業很難生
存」。至於從老闆角度去看，余斯鴻認
為，行業需要多花功夫在電子化服務上，
例如電子委託平台、網上放盤、與業主打
好關係、爭取獨家放盤等等。

袁先生主要做歐美旅客團、內地來
港的商務及會議客，帶的都是高

檔客，自從去年6月發生修例風波後，
本港很多展覽、大型會議甚至演唱會都
取消了，他的團數也愈來愈少，下半年
較前年同期下跌三分之二，「很多歐美
客人看了新聞後都不敢來香港，擔心人
身安全，紛紛取消行程，去到8月份
時，已有18至20天無工開，對比前年
8月情況是剛好相反，保守估計去年收
入跌了至少7成。」

企業業績差取消「獎勵團」
他形容去年的經歷可算是「坐過山

車」，在香港土生土長，生活了五十
多年都未見過如此嚴重的社會衝突發
生，「看新聞就算係1967年都沒有這
麼激烈。」事實上，去年那場修例風
波之前，雖然做導遊收入不穩定，但
他往常每月平均收入都有2萬元以
上。而做導遊好景的時期，則要追溯
到SARS前4至5年，當時每月收入會
再多5,000至6,000元。
修例風波演變為黑暴事件，令眾多

導遊始料不及。在袁先生看來，去年上
半年及下半年的情況已有極明顯分別，
上半年一些公司因業績好，有獎勵員工
旅遊的「獎勵團」可帶，在下半年一團
都沒有，上半年有約10團，以往一年
正常有30團。另外，很多商務客亦因
活動取消而臨時不來港。他去年帶「散
客」在港旅遊時，都要因應示威活動而

「兜路」，一些旅客習慣在晚餐後再到
處逛逛，但因示威活動都要留在酒店用
膳，晚上亦不敢外出。

連環拖累澳門東南亞市場
袁先生認為，社會事件不僅影響香

港，因很多旅客會在香港行程完了後
再去澳門、東南亞等地，他們選擇不
來香港亦間接影響其他附近地區的旅
遊業，「廣西、桂林及上海等都受到
影響」。他對於這場社會運動感到很
無奈，因政治從來都是非黑即白，沒
有中間點，雙方很難「傾得埋」，示
威者以不同的表達方式去表達自己意
見，「但將自己意見強加予人是不對
的，其實是沒有需要的。」
今年新春之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加

大，很多郵輪團亦取消，他的接團數
字跌到只有單位數，大半個月都無工
開，2月份開工情況已經好慘淡，「有
兩對外國夫妻原定來港住三晚，但因

擔心疫情，當天早上遊啟德後，晚上7
時就去機場乘凌晨機走了。」

失業人多 保安行業飽和
依靠導遊費及遊客購物回佣的導遊

工作，無工開就等於無收入。袁先生目
前的開工率是「0」，從事了30年旅遊
業以來未試過這麼差的情況，他慶幸自
己沒有供樓及租樓壓力，加上單身沒有
家庭負擔，積蓄可以撐上一年半載，但
他身邊很多同行已轉行做保安，「聽說
保安也已經開始飽和，因其他行業亦有
很多人失業轉投保安行業。」
今年五十餘歲的他坦言，自己年紀

已大，轉行很難，對於今年旅遊業已
不抱任何期望，「相信餘下9個月只
會愈來愈差，即使疫情完結，亦需要
時間慢慢恢復。」對於希望政府提出
什麼幫助，他坦言政府都很難做，向
其中一個行業派錢，其他行業亦會
「伸手攞」，只能自求多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