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至3月

失業人數
16.22萬

失業率

4.2%

2月至4月

失業人數
20.25萬

失業率

5.2%

3月至5月

失業人數
23.04萬

失業率

5.9%

4月至6月

失業人數
24.07萬

失業率

6.2%

5月至7月

失業人數
24.25萬

失業率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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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

多5800人加入失業大軍
六至八月的經季節調整失業率維持於6.1%，雖

然與五至七月水平相同，但由於勞動人口增加9300人
至近388.88萬人，故 「失業大軍」 仍增加了5800人
；同期就業不足人數由13.6萬人增至14.92萬人，就
業不足率則由3.5%升至3.8%，創17年新高。

眾多行業中，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
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失業率升至10.9%，為沙士後高位
，就業不足率再度急升至5.9%，其中餐飲業失業率
高企在14.4%，就業不足率為8.3%；建造業的失業
率及就業不足率同樣高企在11.1%及8.1%。運輸業
、保險業及教育業等多個行業的就業不足情況亦持續
惡化。

社會福利署昨日公布的領取綜援數字顯示，八月
份領取綜援個案逾22.6萬宗，按月增加245宗，升幅
為0.1%，受助總人數約32萬。八月因失業而領取
綜援的個案有1.87萬宗，按年大幅上升57.3%；申
請數字雖微降0.9%至929宗，但仍按年急增約
65.6%。

政府必要時推應對措施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第三波疫情在七

、八月廣泛干擾經濟活動，保就業計劃雖提供支援作
用，但勞工市場情況仍然嚴峻。本地疫情在九月開始

逐步緩和，但全球疫情仍在反覆向上，整體經濟狀況
依然疲弱，勞工市場在短期內仍將面對壓力，政府會
繼續密切留意相關情況，並會在必要時推出應對措
施。

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焯照稱，七月至
八月是疫情高峰期，經濟活動轉差，但最新失業率維
持不變，證明保就業計劃等措施發揮效用。但旅遊等
行業仍未能恢復、外圍經濟亦影響出入口貿易，預期
部分行業即使有保就業計劃，仍可能捱不住要結業，
年底的失業率或會較現在更高。

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亦指出，消費及旅
遊相關行業、餐飲業和建造業的情況依然嚴峻，而勞
動市場的反應往往滯後於經濟表現，預期本港失業率
仍有機會上升，最快第四季度才見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認為，就業前景未見曙
光，政府應多管齊下，透過設立失業援助金、開工不
足援助津貼，以及創造更多臨時職位等，為不同階層
的失業人士提供支援。

疫情反覆，失業率居高不
下。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本港
六至八月失業率，維持於6.1%
，失業人數增加5800人，達到
24.83萬人，同期的就業不足率
上升0.3個百分點，達至3.8%
，創2003年沙士後新高，有近
15萬人開工不足。餐飲業和建
造業繼續是失業與就業不足的
重災區。政府預期勞工市場短
期內仍面對壓力。學者及市場
人士分析認為，失業率維持不
變，證明保就業計劃等措施發
揮效用，但失業率仍未見頂。

今年本港失業情況

▲經濟放緩，部分基建項目未能落實，令建
造業失業率高企

▶黑暴及疫
情夾擊，重創

餐飲業，不少商戶要執
笠止蝕

香港政府日前表示，將委託港大深圳醫院，為
長期居於廣東的醫管局病人覆診。院長盧寵茂表示
，醫院已經準備好，細節有待當局公布。目前正與
醫管局商討港大深圳醫院能否在病人同意下，透過

「醫健通」 電子健康紀錄系統，取得病人病歷的資料，以保證醫療
質素。

疫情之下，滯留在內地的長期病患者，無法回港覆診，變相加
速了香港醫療系統與大灣區之間的合作，也算是疫情下的好消息。

香港融入大灣區，互聯互通是重要指標之一。當中，如何讓港
人在大灣區生活，又能享受公營醫療服務，是大灣區能否留得住港
人的關鍵因素。港大深圳醫院的模式，為港人在大灣區的醫療保障
，發揮了 「試驗田」 示範作用。

問題在於政府在港人融入大灣區發展規劃上，能否拿出具前瞻
性的政策和措施。危機者，危與機並存。港大深圳醫院模式，便是
好例子。

香港融入大灣區，不僅着眼於行業上，要借助大灣區優勢謀求
發展，還必須創造條件，讓參與大灣區建設的港人無後顧之憂。民
生無小事，特區政府在港人融入大灣區問題上，必須做好具前瞻性
的規劃，否則，又會落後於彼岸的澳門了。

【大公報訊】工聯會調查發現，約五成受訪者現
正失業，當中24%人失業超過半年。工聯會建議，政
府即時推出為期六個月、每月9000元的失業或停工現
金津貼；制定完善的失業援助制度；盡快推出健康碼
等。

是次調查於本月12至16日期間，以電子問卷形式
訪問了1490名香港市民。結果顯示，過去一個月，
74%受訪者表示工作受影響，包括被裁員（10%）、
停工或放無薪假（40%）、減薪或只發底薪（12%）
、轉做較低收入工作（12%）等。收入方面，78%受
訪者表示收入減少，當中32%完全沒有收入、17%稱
收入減少五成以上。

逾七成受訪者工作受影響
調查結果並顯示，95%受訪者希望政府推出健康

碼，免除跨境兩地14日隔離的要求，促進人流、物流

，有助於經濟復甦。
因應調查結果，工聯會建議，政府降低申領失業

綜援門檻；即時推出失業或停工現金津貼，上限為
9000元、為期六個月；制定完善的失業援助制度；增
加短期及臨時職位；設立求職津貼，為求職者提供每
月3000元的無須資產審查津貼，為期三個月；調低在
職家庭津貼每月總工時要求至72小時及36小時兩級；
盡快推出健康碼以帶動經濟復甦等。

透視鏡

蔡樹文

融入大灣區 政策配套不可少

工聯會促推失業津貼及健康碼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大公報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昨
帶同曲藝、舞蹈和拳擊界代表，會見民政事務
局副局長陳積志，反映業界困境，期望第三輪
防疫抗疫基金可向業界提供更多支援。張國鈞
表示，疫情持續數月，少數行業未獲資助渡過
困境，促請政府做好 「拾遺補漏」 的工作。

有關業界代表認為， 「保就業」 計劃不夠
貼合民情，要求強積金戶口必須於今年3月31
日或以前已經開設，亦必須趕及5月7日前作出
供款的死線，希望政府考慮放寬。

香港粵劇曲藝協會主席周潔冰及副主席陳
慧思建議，放寬藝文界抗疫支援申請；在自備
私家音響和咪或隔住防護膠片的情況下豁免戴
口罩；提供專用表演和訓練場地，並彈性處理
申請場地手續。

舞蹈界代表鍾小莉、郭志恆和周彥表示，

疫情期間，所有比賽和表演皆暫停，亦沒有學
員來練舞，舞蹈中心沒收入，但仍要張羅交租
，建議政府發放租金津貼。此外，不少舞蹈導
師為自僱人士，沒有強積金戶口，未能申請保
就業計劃，建議按自僱人士標準一次性發放
7500元津貼。

富德國際搏擊聯盟理事長翁燦燐指出，拳
館及健身中心已停業52天，料復業後生意額
只能回復三成。他建議，按照健身室面積規模
大細去計算資助金額。

他又稱，很多教練並非指定組織註冊教練
，但在健身中心或拳館任教，甚至代表香港出
賽，這批人未能受惠於上一輪資助，建議於第
三輪抗疫基金補發。他強調，申請人必須聲明
在過去一年為現役教練，並由相關健身室或拳
館確認。

曲藝體育界冀抗疫基金支援

◀工聯會建議
，政府降低申
領失業綜援門
檻及設立求職
津貼等

6月至8月

失業人數

24.83萬
失業率

6.1%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政府昨表
示，保就業計劃秘書處本周三已聯繫兩萬名僱
主，告知他們已成功申請保就業計劃第二期，
涉及工資補貼72億元、近29萬受薪僱員。

23%僱主違規需扣補貼
首批獲得保就業計劃第二期工資補貼的僱

主，基本上都在第一期中獲批補貼。其中，
77%的僱主做到遵守不裁員並將全數補貼用
於僱員工資的承諾，故無須向政府繳納罰款或
被要求收回補貼；23%的僱主在六、七月未
能做到將補貼全數用於支付僱員工資，或出現
支薪僱員人數少於三月時的情況，對此，政府
將收回未用於薪金的補貼或要求僱主繳付罰款
，當中97%的僱主被扣除的補貼金額將少於

六、七月所得補貼的5%，相關款項會從第二
期補貼中直接扣除。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曾表示，如罰則
太重，或會導致公司結業，最終使僱主不敢提
出申請、僱員受害等，令保就業計劃發揮不了
其應有的作用。

至於第一期補貼期最後一個月即八月的強
制性供款，僱主須按積金局的要求，在9月10
日或之前為僱員供款。

政府接受強積金受託人以僱主於9月30日
或之前繳清的八月強積金供款或所提交的相關
資料，作為強積金紀錄證明書的紀錄，以核對
僱主是否裁員。而第二期補貼期（9月至11月）
的強制性供款，僱主要做到分別於10月12日
、11月10日、12月10日或之前為僱員供款。

第二期保就業 二萬僱主已獲批

港大深圳醫院足夠人手為居粵港人覆診
【大公報訊】政府日前公布，將向立法

會申請撥款，資助居粵的香港醫管局病人到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求診。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院長盧寵茂表示，措施公布後收到至少50
宗查詢，推行有關措施是解決現有跨境醫療
困難的好機會。

盧寵茂倡開放「醫健通」系統
盧寵茂提出，政府應開放 「醫健通」

系統，讓醫院獲病人授權後，查看病人過去
的健康紀錄。政府強調，健康紀錄傳送前提
，是要病人同意及自願。

受疫情影響，居粵港人無法回港求診
。據特區政府推算，目前約有1.8萬至3.8萬
居粵的醫管局病人有覆診需求。盧寵茂說，
港大深圳醫院每年門診量近200萬人次，按
特區政府估算數字的上限推算，若3.8萬人
全部來求診一次，接診量約佔全年門診量

2%，若每人每三月一次，則約佔8%，相
信醫院人手足夠應付。

港大深圳醫院在跨境醫療方面已有一定
經驗，該院2015年起可使用香港為香港長
者設立的醫療券。盧寵茂說，過去幾年已有
2.2萬人次在該院使用醫療券，跨境結算機
制已經非常成熟。居粵的醫管局
病人所獲資助有無限額，哪些

檢查和藥物獲資助尚未有定論，可能在政府
申請到撥款後才有決定。

不過，目前仍有部分跨境醫療面臨的困
難要解決。盧寵茂說，港大深圳醫院有大部
分香港使用的藥物，但仍缺乏比較專業的藥
物。他亦希望港大深圳醫院能夠查看病人在
香港的病歷，以確保醫療服務的連續性。
診症後，院方會更新病歷，再譯成英文
，方便日後醫管局再跟進。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指出，
不會有內地的醫護人員直接去看到或者

進入醫管局電腦系統或者電子健康紀錄系
統看到個人資料，病人要自己去申請並取得
資料，再拿給當地的醫生看。他表示，傳送
過程亦要符合有關個人資料的法例。

早前受特區政府委託，為居粵港人寄送
配方藥物的工聯會說，目前每周提供800個
寄藥名額，但仍供不應求。

▲盧寵茂說，港大深圳醫院為港人診症後，
會將病歷譯成英文，方便日後醫管局跟進

失業率維持 學者：保就業奏效6.1%
餐飲及建造業 仍是就業不足重災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