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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警告，本
港經濟受第四波
疫情衝擊，即將

公布的最新失業率（去年10至12
月），勢將升破近16年高位。

資料顯示，2003年沙士高峰
時失業率達8.5%，全年7.9%；
2004年失業率最高達7.1%，全年
為6.8%。

當前香港每日染疫的人數仍在
數十宗高位徘徊，源頭不明個案比
例仍高，個別社區小型爆發持續。
政府防疫措施無法放寬之下，經濟
不可能在短期內重回常態。

疫情短時間內不能受控，直
接打擊傳統的農曆新年經濟，商
家及打工仔無法發新年財的同
時，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農曆新
年過後，將出現結業潮。預期今
年首季失業率也會只升不降，再
創新高。香港經濟及就業狀況，
只會更差。

面對當前經濟陷入沒有最
差、只有更差的困局，政府在重
振經濟過程中發揮何種角色，值
得社會各階層共同探討。換個角
度看，最差的環境，將是經濟轉
營最佳時機。

香港應利用當前困局 「釜底
抽薪」 ，改變長期以來依賴個別
行業的經濟發展模式及稅務結
構，避免民粹主義主導經濟規
劃，才能實現香港經濟發展行穩
致遠。

透視鏡

蔡樹文

賤物鬥窮人 10蚊雞賀年飾物熱賣
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新春，將會無年宵、無花車巡遊，就連團年、

拜年、開年等傳統活動也因應在限聚令下而可免則免。過年被迫留家，把家
居布置得喜氣洋洋就顯得更重要。大公報記者到辦年貨熱點觀察，市民普遍
說今年減少消費，商戶也不敢加價，廉價貨品較暢銷。經歷一年疫情後，平
均每張15元的 「身體健康」 揮春、每個10元的 「求福」 和 「求平安」 香包最
熱賣；而每個10元的牛公仔也大受歡迎，每日售出逾100個。

大公報記者 方學明（文、圖） 蕭霖、梁堅（圖）

掛鈎通脹 長者乘車優惠或增至三元

零售業
低迷，旺角
花園街店舖

的商戶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多
番改變經營策略，由賣衫變為
賣口罩，再由賣口罩變為賣家
居清潔用品，但仍有不少商戶
難抵月月蝕錢，最終結業收
場。

大公報記者在花園街點
算街舖情況發現，一成已變成
吉舖。在花園街經營文具店多
年的傑哥告訴記者，近日街上
營商氣氛已經稍為好轉，去年
九月第三波疫情爆發時，吉舖
佔五分一。

「 舊 年 真 係 非 常 辛

苦。」 傑哥說， 「我哋已經長
期減價，但舊年大部分時間，
成條街係冇乜人，我哋開舖，
等多過做生意。」 傑哥說，聽
聞有商戶在疫下收入大減，不
但店舖結業，而且離婚， 「都
幾唔開心，兩公婆因為冇生
意，最終離婚。」

傑哥說，去年初口罩荒
期間，花園街商戶一窩蜂賣口
罩、消毒搓手液等，其後口罩
供應充裕，就轉賣家居運動用
品，例如瑜伽墊，現在就賣賀
年用品。

新一年，他希望疫情早
日結束，社會回復正常，市民
回復強勁消費力。

苦苦掙扎

【大公報訊】政府明日公布失業率，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指出，香港第四波疫情仍然
反覆，本地勞工市場正處加壓狀態，預計最新公布
的失業率勢將升破16年來高位；有零售、餐飲等行
業代表預計農曆新年過後或會出現結業潮。

陳茂波表示，香港自去年11月第四波疫情以
來，雖然每日確診病例已由高峰每日逾百宗水平回
落，但目前每日仍有數十宗，且源頭不明病例比例
仍高，加上近期在個別社區出現小型爆發，可以說
疫情仍然反覆。

破產強制清盤宗數增
陳茂波說，曠日持久的限制措施，對經濟民生

產生相當沉重的壓力。雖然香港經濟去年第三季、
按季已扭轉萎縮趨勢，而2021年全年亦很可能恢復
正增長，但目前的狀況仍非常嚴峻。

陳茂波指出，很多企業和打工仔正承受着巨大

壓力，本地勞工市場正處加壓狀態。即將公布的最
新失業率（去年10月至12月），勢將升破至16年來
的高位。根據破產管理署最近公布的數字，去年破
產申請宗數接近8700宗，按年增加6.6%；提交強
制清盤呈請亦有約450宗，按年升7.2%。

農曆年後 恐現結業潮
他表示，傳統的農曆新年旺季即將來臨，這原

本是零售、餐飲等行業生意最旺、收入最多的時
候，現在卻因疫情而嚴重受困。他在財政預算案諮
詢期間，有業界代表反映，如果不盡快平復疫情，
恐怕在農曆新年過後，或會出現較多的結業和裁
員。

陳茂波表示，特區政府過去一年維持逆周期的
財政政策，加大社會投資、創造就業機會，例如在
防疫抗疫基金中撥出66億元，在兩年內於公營及私
營機構創造約三萬個短期職位，另有約4400個職位

為應屆畢業生所設。
陳茂波指出，兼顧現在與未來同樣重要，因此

在編製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時，既要考慮現時疫下市
民的需要，也要及早部署和投資未來，這在科技變
革和疫情催生了消費行為及商業模式轉變的今天，
顯得尤為迫切。

財爺：失業率料創16年來新高

花園街吉舖處處
商戶屢變陣求存

齋睇唔買多 人潮屬虛火
大公報記者在旺角花園街、深水埗福

華街及福榮街等一帶觀察，隨機訪問多名
辦年貨的市民，他們普遍說今年消費金額
較去年減半，主要購買水仙、蘭花等年
花，還有揮春、精品飾物等。至於用於放
在新年全盒內的瓜子、糖果等則可免則
免， 「都預咗唔會有好多人嚟拜年，買咁
多糖果做乜？夠擺滿一個全盒就算。」

瑜伽教練Kathy預算今年花費約1000
元辦年貨，較去年減半， 「我會買蘭花、
桔仔、揮春、精品飾物，我希望將屋企布
置成充滿節日氣氛。」 她居住青衣，健身
場所在疫情下被勒令停業，令她收入大
減，要靠積蓄過活，祈求新一年轉運，
「舊年已經好運滯，今年多咗時間留喺屋
企，花多啲心機布置，令屋企喜氣洋洋，
氹自己開心，也希望帶來好運。」

購「身體健康」揮春求平安
趁周末去辦年貨的人潮較多，但檔戶

形容只是 「虛火」 ，實際是旺丁不旺財。
在福榮街賣揮春等賀年精品的何生說，疫
情與經濟差的雙重夾擊下，曾經試過全日
營業額只得500元，減去貨錢、租金等成
本，連薪金也賺不到， 「星期六、日（生
意）先話好啲，可以去到幾千蚊一日；但
好多時都只係人多，大部分人係齋睇唔

買。」 他說平日客流很少，生意更慘情。
在花園街，每個15元的 「身體健康」

揮春、每個10元的 「求福」 「求平安」 香
包、每個10元的牛公仔銷量甚佳。有檔主
說，每日售出超過100個 「求福」 香包，
「貴嘢冇人買，大部分人買十幾廿蚊嘅平

貨，買香包祈求自己同香港喺新一年平平
安安；其次係買身體健康揮春，希望唔好
感染病毒，疫症快啲過去。」

專賣糖果的排檔生意淡泊，記者在下
班繁忙時間觀察15分鐘，只有一人購買每
磅68元的開心果。

檔主表示，今年糖果銷情十分差，相
信因為限聚令下，政府呼籲市民減少聚
會，買賀年糖果款客的意慾也受影響。

在花園街經營雜物店的黃先生稱，揮
春等賀年物品的來貨漲價5%至10%，但
他不敢加價， 「出面（排檔）靚啲嘅牛形
公仔、卡通Logo嘅揮春，一般賣10至20
蚊，如果我哋同一樣貨品賣貴5蚊，邊有
人嚟買？」 他說今年辦年貨的顧客較多會
格價，不像往年只要合眼緣便爽快打開銀
包購買， 「應該同經濟差有關，好多人無
嘢做，有嘢做都可能減薪或停薪留職。」

他說今年賣賀年精品的排檔數量也大
幅減少， 「以前成條街紅噹噹，有賣精
品、糖果、生果果籃等賀年嘢；但今年賀
年店舖只佔三成左右，反而賣碗筷、地拖
呢啲家品、清潔品就多咗好多。」

疫境經濟差 市民辦年貨消費減半

新冠肺炎疫
情下，歲晚短租
地舖的傳統生態

也受影響改變，舖位精英會創辦人
兼主席陳志寶接受訪問時表示，以
往過年前四大核心區包括銅鑼灣、
尖沙咀及旺角等，專賣利是封的短
租街舖有20至30間，但今年只有
九間，估計因為限聚令下，市民預
計新春派利是數量大減，而且沒有
訪港內地旅客，商戶看淡市場。

「利是封店主要客源係內地遊
客，本地客源僅屬其次。而家無咗
內地遊客，銷情點會好？」 陳志寶
表示，今年短租地舖以售賣口罩、
家用品及手機零件為主，專賣濕貨
如年花的店舖，近日才突然多了人
洽談。

大公報記者到多區的利是封專
賣店觀察，不少店舖生意慘淡，昨
天星期日街上人流熙來攘往，但惠
顧市民很少。有店員向記者說，半

天生意額只得百多元，他大部分時
間在店內玩手機， 「冇人幫襯，可
以點？咪玩手機囉！同以前收錢收
到手軟，天壤之別。」

市民林小姐表示，今年不會買
利是封，除了因為響應環保，循環
再用去年的舊利是封，也因為預期
今年新春在限聚令下，派發利是數
量大減， 「以前會去銀行換5000
蚊派利是，今年應該大縮水，我諗
派3000蚊左右。」

利是封店員：往年狂收錢 今年玩手機
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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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限聚令，拜年活動預計大減，專賣糖果
的排檔主表示生意淡泊。

▲有業界指，今年四大核心區的利是封短租舖
數目大減近七成。

【大公報訊】記者陳詠韶報
道：政府早前宣布於明年第一季，
將長者兩元乘車優惠擴展至60至64
歲人士，每五年檢討一次。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不排除將
來考慮到通貨膨脹等因素，或會加
價到三元不等。

羅致光在電視台訪問節目表

示，為長者提供的乘車優惠基價是
兩元，但未來考慮到通貨膨脹、公
共交通工具加價等因素，未來可能
升價至2.2元或2.5元，甚至到三
元，增幅要與票價看齊。

每五年檢討一次
羅致光早前在政府記者會中表

示，人口老化、交通票價上漲等因
素會長遠增加財政負擔，故需引入
機制，對長者乘車優惠價作定期檢
討。

政府決定每五年調整兩元優惠
計劃的票價，已在票價加幅下反映
受惠人士須承擔的部分，並在適當
時間作首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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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早前宣布於明年第一季，將長者兩
元乘車優惠擴展至60至64歲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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