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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見財爺 促擴失業津貼範圍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道：工

聯會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提交對新一份
財政預算案的多項建議。面對失業率可
能大幅上升，工聯會建議政府盡快落實
早前宣布設立為期三個月的失業現金津
貼，並應擴展至包括所有因倒閉、裁員
而失業的人，申領限期延長至六個月。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理事長黃國、
榮譽會長林淑儀、副會長黃國健、副理
事長麥美娟，以及立法會議員郭偉强、

陸頌雄、何啟明等一行，昨日與陳茂波
會面。工聯會建議政府延長向運輸業界
補貼燃油費及公眾停車場的租金費用暫
免最少一年，讓自僱司機渡過經濟難關
，又建議房協、房委會及食環署轄下商
戶及街市檔戶可獲免租一年，以減輕經
營成本，助小商戶抵抗經濟寒冬。

民生方面，工聯會建議政府應考慮
向全民派發一萬元現金或消費券，鼓勵
市民留港消費，消減市道不景對商戶的

部分壓力。而申領長者生活津貼的資格
亦應放寬，容許長者以個人身份申請，
放寬離境限制、長遠考慮取消長者生活
津貼的資產限制。

房屋方面，工聯會希望政府在啟德
發展區興建五千個過渡性房屋單位，讓
更多輪候公屋的人受惠，同時符合一地
多用的原則。政府亦可考慮公屋免租兩
個月，向租置屋邨單位提供每戶四萬元
額外維修資金，進行更新及維修。

暴毀經濟 打爛裝修工飯碗
整體失業率升至3.3% 建造業高見5.6%

暴亂及經濟下行雙夾擊，去年下
半年起，本港失業率不斷攀升，由4至
6月處於2.8%的低水平，到8至10月已
升至3.1%。據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的
數據顯示，去年10至12月的失業率為
3.3%，較之前一次微升0.1個百分點，
就業不足率則維持於1.2%的水平不變
。同期總就業人數為381.78萬人，較
前減約1.28萬人，失業人數則高達12.4
萬人。

裝修工重災 高達8.6%
零售、住宿及餐飲業仍是重災區

之一，失業率維持於三年高位水平的
5.2%，3.11萬人無工開，較去年同期
增加35%，而就業不足率較上一段期
間顯著上升，當中以餐飲服務的升幅尤
為明顯。建造業方面，失業率較上一期
急升0.6個百分點至5.6%，合共1.95萬
人失業，尤其以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
行業明顯惡化，失業率達8.6%。

工聯會副會長、建造業總工會會
務顧問周聯僑表示，本港建築從業員約
48萬人，估計每年需要約2500億元工
程才能 「保住全行飯碗」 。現時立法會
停擺，多項工務工程被拖死。近月本港
工程大減，建築工人面臨無工開，收入
已大減三分之一，今年更面臨凍薪。

周聯僑稱，勿以為暴徒四處破壞

，裝修工人會多些工作， 「爛一塊玻璃
，最多咪兩個人整」 ，但暴亂重創營商
，商家由盈轉虧，前景又未明，不是 「
執笠」 就是擱置翻新，累到整行裝修工
作數量大跌。

援助如充飢餅 須到位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過了農

曆新年飲食旺季，預計超過一千間大小
食肆倒閉，屆時失業率會進一步攀升。
他促請政府勿再讓打工仔等到10月才
有援助金， 「打工仔手停就口停，失業
援助就如充飢餅，要到口，才能紓緩打
工仔女的苦況」 。

黃國建議，政府盡快落實失業現
金資助，並擴大受惠範圍，由現時領取
在職津貼或書簿津貼的低薪業人士，擴
大到因經濟下行倒閉或裁員而失業的打
工仔；領取時間由三個月延長至六個月
。另外， 「愛．增值」 再培訓計劃每月
津貼由4000元加至5800元。若因修改
法例受阻而無法發放，政府應通過關愛
基金補貼，補回差額。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
由於經濟情況仍然疲弱，令勞工市場進
一步放緩，總就業人數按年跌幅進一步
擴大。展望未來，倘若整體經濟持續疲
弱，勞工市場在短期內將會面對更大壓
力。政府會密切留意有關事態發展。

暴亂持續七個多月，打爛不少人的飯碗，繼零售、
旅遊和餐飲業後，建築工人也叫苦！政府公布最新失業
率上升至3.3%，失業大軍超過12萬人，其中建造業就業
情況明顯轉差，失業率高見5.6%，接近二萬人冇工開；
而與消費及旅遊相關的零售、住宿及餐飲業，則維持
5.2%。有建築業界指，連月暴亂衝擊，商戶蝕錢，唯有
結業或擱置裝修翻新，禍延建築業。工聯會期望，政府
盡快落實失業現金資助，幫助失業人士解困。

大公報記者 謝進亨

經濟倒退失業率上升 怎麼辦？
政府統計處發表

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
字，整體失業率由去
年9月至11月的3.2%

，上升至去年10月至12月的3.3%。消
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及膳
食服務業）成為重災區之一，失業率維
持5.2%，創三年以來高位。其中，餐
飲服務業就業不足率的升幅尤為明顯。

當前香港經濟除了外圍因素，更主

要是受半年多以來的暴亂影響，令零售
消費及旅遊業遭受重創。

社會的穩定與繁榮是互為因果關係
，沒有穩定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便不可
能有長期的繁榮。香港一天不 「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 ，經濟及就業就不可能
回穩。然而，到了今天我們仍未看到暴
徒放棄暴力，香港的經濟及就業仍未看
到曙光，惡性循環之下，今年上半年將
面對更嚴峻局面，經濟倒退、失業率上

升的情況不會逆轉。
怎麼辦？正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

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所言，香
港必須 「建立和完善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並強化
執法力量，着力補齊這一香港 『一國兩
制』 制度體系的突出短板，更好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更好維護廣大香港同胞的切身
利益和根本福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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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惠寧四個始終堅定信心鼓舞人心
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經歷了風風雨雨，眼

下正處於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的關鍵時刻。
香港未來向何處去，如何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
致遠，是香港社會最關心的議題。履新不久的中
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人民日報》撰文，提出四個
「始終」 論述，體現中央任憑風浪起、堅持 「一

國兩制」 初心不改的戰略定力，也勾勒出中聯辦
未來的工作藍圖，為香港社會走出政治困境、重
新起航帶來信心的雙槳，鼓起希望之帆。

香港修例風波至今未了，是對 「一國兩制」
的最大挑戰，牽動十四億中國人的心。過去兩個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就香港事務五度發表重要講
話，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既高瞻遠矚，指點迷
津，更體現 「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 的
殷切情意。駱惠寧昨日這篇題為《推動 「一國兩
制」 事業行穩致遠——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
視察澳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文章強調，借鑒
澳門落實 「一國兩制」 的成功經驗，對堅持與完
善香港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推動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着重要意義。

駱惠寧在文中指出，始終堅定 「一國兩制」
制度自信，是香港社會在前進道路上戰勝一切風

險挑戰的關鍵所在。事實上，制度自信並非憑空
而來，香港回歸後，無論是保持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中心地位，還是成功抵禦 「沙士」 疫情及
兩次金融危機；無論是法治指數全球排名由回歸
前的六十多位大幅躍升至回歸後的第十六位，還
是一再被國際機構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和最
具競爭力的地區之一，無不證明 「一國兩制」 是
最適合香港的制度，有着強大生命力。

今天，香港面對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香
港人仍然應該從 「一國兩制」 的非凡歷程中得到
自信，不為一時之曲折而動搖，不為外部干擾而
迷惘，踩實腳步，向陽而行，就一定會走出香港
更美好的明天。

文章還指出，實現香港社會長治久安，始終
準確把握 「一國兩制」 的正確方向就必不可少。
香港自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就是香港的憲制責
任和政治要求。相比澳門一早完成相關立法，香
港國安機制至今缺位，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澳門回
歸以來風平浪靜，社會和諧，經濟繁榮，市民安
居樂業，反觀香港則風波不斷，陷入內鬥內耗的
泥沼難以自拔。在今次 「修例風波」 中，香港又

被外部勢力上下其手，淪為遏制中國發展的一張
牌。駱惠寧引述習主席的講話，強調在國家安全
問題上，只有 「一國」 之責，沒有 「兩制」 之分
，要維護七百多萬香港人的根本福祉，香港應建
立及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彌補短板。

香港存在的各種深層次的問題，始終要在發
展中解決。習主席一七年視察香港時就指出， 「
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
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 。駱惠寧
認為，始終強化 「一國兩制」 的使命擔當，是實
現 「兩個建設好」 的題中應有之義。

香港擁有 「一國兩制」 這一最大的優勢，擁
有國家改革開放這一最大的舞台，擁有共建 「一
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這
一新的重大機遇，香港社會應該乘勢而上，早日
走出政治霧霾，聚焦到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上來，
以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共同守護香港這個家，建設
好大灣區這個更大的家園，就可以書寫堅守 「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的新的光輝篇
章。

青年是香港的未來，解決青年問題的關鍵之
一在於全力推動國民教育，必須始終築牢 「一國

兩制」 社會政治基礎，才能為 「一國兩制」 實踐
始終穩步前行提供根本保障。駱惠寧表示， 「愛
國主義教育茲事體大，希望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
部門和學校擔當起主體責任」 ，他進一步指出，
香港社會殷切期盼並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及有關辦
學團體在全社會尤其是青少年中大力加強憲法和
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
育，不斷完善 「一國兩制」 下香港教育治理制度
體系，增強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

綜觀駱惠寧的四個 「始終」 ，邏輯嚴密，環
環相扣，既是學習習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的心得體
會，也反映他本人履新後的思考；既直面香港的
嚴峻現實，更有 「不畏浮雲遮望眼」 的堅定信心
，清晰地勾勒出中聯辦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及
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思路。

歸根究柢， 「一國兩制」 是長遠的事業，戰
略定力非常重要。在全力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 的同時，更要認真思考圍繞 「一國兩制」 制度
體系應 「堅持與鞏固什麼、完善與發展什麼」 這
一重大問題，駱惠寧強調 「不負習主席的重託，
不負全國人民的期待」 ，這是中聯辦的責任擔當
，又何嘗不是所有愛國愛港人士的心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