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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昨日的《香港澳門米芝蓮指南
2021》發布會，因應疫情關係，昨日首
次於網上直播公布，當中香港佔69間。
三星級方面並沒有變化，跟去年的一
樣，位於中環的著名意大利食肆8 1/2
Otto e Mezzo - Bombana連續第十年
上榜；銅鑼灣富臨阿一鮑魚、中環龍景
軒、尖沙咀唐閣等 「名人飯堂」 亦繼續
上榜。全球只得130家 「米三」 食肆，香
港已佔了當中七家。

疫下求變 做好外賣
二星級方面，去年獲得一星級的兩

家法國餐廳L'Envol及Tate，今年均 「升
級」 至二星；其餘則大致保持不變，但
中環文華的Pierre已結業；尖沙咀ICC的
天空龍吟日本料理今年更未能上榜。部
分能保持二星級的食肆包括Amber、
BO Innovation、新同樂、天龍軒和營致
會館，其中營致會館屬強調少鹽少糖的
健康食店。

米芝蓮今年首次頒發 「米芝蓮綠
星」 ，以表揚努力推動環保及可持續發
展的餐廳，獲選一星的Roganic成為唯一
一家奪獎的香港餐廳。在50間一星級食
肆中，同樣有不少均屬長期上榜餐廳，
另有七間新上榜（見表）。其中尖沙咀
的夜上海，去年搬舖到新世界K11
MUSEA後，馬上獲星。負責人表示，其
實整個夜上海品牌，在2010年至今已獲
14粒星，其中有兩年獲兩星級。對於夜
上海尖沙咀搬店後新上榜，負責人表
示，他們一直在求改求變，以符合市民
的需求， 「例如我哋搬新舖，就分兩
層，一層係食嘢；一層係好似酒吧加下
午茶咁，希望做到跨代市場。另一個
變就係因為疫情，我哋要學習點
樣做好外賣，維持質素。」 她
表示，疫情下令整個行業都
大受打擊，艱苦經營， 「呢
個時勢獲星，得到認同，都
好鼓舞。」

米芝蓮昨日公布2021名單，全球130間三星級食肆，香港佔多達
七間。至於二星及一星級食肆，分別有12間及50間，當中七間新上
榜的食肆全為一星級餐廳，包括呼聲甚高的中環大班樓；搬舖的夜上
海亦重新上榜。有入選餐廳指出，在疫情下以及市場要求不同，最重
要是求改求變，配合環境以及市民需求。另外，今年新增推動環保及
可持續發展的 「綠星」 ，而香港有一餐廳獲獎，就是銅鑼灣的Roganic。
此餐廳亦連續第二年獲選為一星級餐廳。

另七食肆首摘一星 開心獲得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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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關據鈞

許正宇：推消費券須考慮社會效益
【大公報訊】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將於下月公布，各界關注特區政府會
否派發電子消費券。財政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許正宇表示，在制定任何財政
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的預計成
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

自由黨、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
員邵家輝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口
頭質詢，建議特區政府向市民發放一
張內含5000港元（分十期、每期500
港元）的八達通，以推動消費，帶動
零售業界復甦。體育、演藝、文化及
出版界議員馬逢國亦關注，特區政府
會否派發消費券，以鼓勵市民參加體
育、文化界的活動。

許正宇說，知悉有意見建議派發
消費券，但是否推行消費券需考慮多
項因素，包括籌備所需的時間、行政
安排（例如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
法、設立相關電子系統及監管等）、
對社會的效益，以及對政府的財政影
響等。

紓困措施令赤字升至3000億
許正宇強調，在制定任何財政措

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的預計成效，
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他提及，
受疫情影響，特區政府推出多輪紓困
措施，令預算赤字急升至3000億港
元，因此政府財政儲備在一年內減少

近三成，降至約8000多億港元，相等
於12至13個月的政府開支。面對不明
朗的內外經濟環境，特區政府必須
審慎理財，綜合平衡考慮任何建議
措施，並留有實力，以應對不時之
需。

被問及有關去年現金發放計劃的
成效，以及會否在今年《預算案》發
放消費券。許正宇表示，截至今年1月
21日，計劃已向約640萬名市民發放
一萬港元，佔合資格人士總數超過九
成，發放總額約640億元。此外，特區
政府亦為計劃設立秘書處、查詢熱線
等，行政開支達3.06億元，佔總開支
預算0.4%。

5.21萬人報考DSE
再跌1% 又創新低

教育線上

【大公報訊】記者顧媚報道：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最新公布的2021年中學文憑試（DSE）報考統計
資料顯示，中學文憑試總報考人數再創新低，約
5.21萬人報考，較去年微跌1%。2012年首屆中學
文憑試有7.28萬人報考，不過隨着本港適齡考生人
數下跌，報考人數每年都呈下降趨勢。

報考今年中學文憑試的考生中，學校考生約
43990名，較去年跌4%，惟自修生人數增至8140
名，較去年增加約22%。超過七成應屆學校考生在
4個核心科目外，報考2個選修科目，近兩成報考3
個選修科，學校考生中挑戰 「4+4」 ，即考8科的有
88人。選修科目中，最多人報考生物科，約有1.2
萬人，其次是化學和經濟，均有約1.1萬人報考。
最少人報考的科目是綜合科學、音樂和科技與生
活，分別有82、144及230人報考。情況與去年基
本相同。

根據考評局最新規定，2021年DSE將於4月下
旬開考，為保障考生及考務人員的健康，考試期間
將採取多項預防感染及應變安排措施外，考評局亦
將於今屆文憑試核心科目試行 「原校及地區試場」
安排，提升學校舉行公開考試行政安排的靈活性。

理大研智能工傷管理系統 大數據預測病假

油麻地統一派位中心須改地點

【大公報訊】記者黎慧怡報道：本港行業
類型眾多，工傷意外時有發生。為優化工傷處
理程序，香港理工大學研發出 「智能工傷管理
系統」 ，利用大數據和AI學習原理，預測受傷

僱員所需病假、復工日期、傷殘程度等復康過
程。該研究負責人、理大康復治療科學系副教
授鄭樹基表示，該系統整體預測病假天數準確
度達60%，傷殘程度準確度達七成，較傳統
估算方法更接近受傷僱員實際情況，有助僱員
不會錯過 「黃金復工期」 。

鄭樹基指出，過去十年，本港每年職業傷
亡數字均超過三萬宗，一般工傷處理中，受傷
僱員從呈報意外到治療，再到復康，會遇到不
同 「樽頸位」 ，如公營醫療輪候時間過長、公
私營醫療及康復服務未能互相補足、程序上亦
欠缺協調和復工支援等。

可估算傷殘程度
因而，理大康復治療科學系和電子計算學

系組成的研究團隊，自2019年6月起開始研發
「智能工傷管理系統」，從68間提供勞工保險的
保險公司收集約9萬個匿名工傷個案，將其意
外紀錄、醫療、復康和復工安排等數據輸入系
統。透過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動
態分析後，再輸出結果，包括預計受傷僱員重

返崗位進度、估算傷殘程度、賠償金額等，讓
僱員、醫療人員、僱主、保險公司等持份者從
中獲得處理工傷程序的有效資訊。

團隊表示，該系統估算受傷僱員的傷殘程
度準確率達70%，病假天數準確率達60%，
較傳統的人手或經驗估算結果準確度高。鄭樹
基以一名52歲飲食業清潔女工為例，她在工
作時腳踝扭傷，人手初步預計其請病假150
天，傷殘程度為1.5%，而智能工傷管理系統
計算的病假天數為340天，傷殘程度0.9%，
與該受傷女工實際病假天數390天、傷殘程度
1%更接近。

鄭樹基表示，自己本身有十多年前線物理
治療經驗，最希望該系統首先應用在受傷僱員
第一次就診時，醫療人員可根據大數據預測，
給傷者合理期望，如告知復工時間、傷殘程度
等。他指，團隊未來半年將繼續收集更多新個
案，以優化和提升系統準確性，並加強對勞資
雙方的保障，希望勞工處、企業和保險公司參
與提供更多數據。該項目獲創新科技署創新及
科技基金約140萬港元經費資助，為期兩年。

【大公報訊】政府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
（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在油尖旺區劃
出 「指定區域」 ，因此教育局宣布，本周末油
尖旺區（31學校網）位於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
校（九龍油麻地東莞街43號）的統一派位中
心，現更改至廣東道官立小學（九龍廣東道

178號）。並以收集箱收集 「選擇學校表
格」 ，以排除不明朗因素及避免人群聚集。

教育局已書面通知前往東莞同鄉會方樹
泉學校辦理選校手續的家長，要填妥隨通
知書夾附的 「選擇學校表格」 ，並保留
「家長存根」 ，然後將 「選擇學校表格」 的

「教育局存根」 及 「代辦選校手續」 授權書，
放進設置於廣東道官立小學統一派位中心的收
集箱內。

另外，教育局亦會致電相關家長，告知
有關安排。家長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832 7700與教育局學位分配組聯絡。

▲▶理大康復治療
科學系副教授鄭樹
基講解理大研發的
智能工傷管理系
統。

▲今年中學文憑試報考人數再創新低，只有約5.21
萬人報考，較去年跌1%。 資料圖片

生意大跌 餐廳盼全民檢測遏疫
連續拿了九年米

芝蓮一星的浙江軒（見
圖），負責人表示疫情

對他們的打擊很大，生意少了至少四
成；但幸好屬自置物業，暫時還可以在
難關中堅持。他希望在疫苗還未能全面
接種之前，政府可以推動
全民檢測，令社會盡快回
復正常生活。

浙江軒負責人顧偉誠
表示，雖然政府未推行全
民檢測，但他們仍然要求
員工每兩星期自行檢測一
次，協助社會控制疫情，
以及令顧客放心。他又
說，這兩年對餐飲業影響
甚大，疫情前，黑暴對他

們已有很大的影響， 「真係試過喺門口
爆大鑊，你話點做生意」 。

顧先生指出，對爭取升上 「二星
級」 的意欲不大， 「因為唔只要好食，
仲要講裝修嗰啲，我哋寧願踏踏實實，
做好碟餸畀客人食，做到用合理價錢，

提供正宗浙江菜嘅味
道。」 被問到如何保持長
期 「一星」 ，他解釋：
「中菜最重要是班底，這

是任何中式餐廳的靈魂。
我們能做到，差不多七至
八成的員工都是開張時的
班底，很不容易。我們很
愛惜員工，疫情下都沒有
推那些無薪假措施，盡量
令他們安心在此工作。」

米芝蓮新上榜星級餐廳
Andō
（中環威靈頓街Somptueux Central 1樓．創新菜）

平均消費：$588-1688

大班樓（中環九如坊18號．粵菜）

平均消費：$288-800

萬豪金殿（金鐘萬豪酒店．粵菜）

平均消費：$300-1580

瑞兆（上環蘇杭街29號尚圜地下．日本菜）

平均消費：$1200-1800

Yardbird（上環永樂街154-158號．雞肉串燒）

平均消費：$350-500

夜上海（尖沙咀K11 Musea702號舖．滬菜）

平均消費：$200-800

The Araki（尖沙咀1881公館前馬廐地下．壽司）

平均消費：$4000

註：全部是一星級餐廳

資料來源：《香港澳門米芝蓮指南2021》

米芝蓮綠星餐廳
Roganic
（銅鑼灣信和廣場UG層8號舖．時尚歐陸菜）

平均消費：$280-980

註：一星級餐廳，香港唯一獲選為綠星餐廳

資料來源：《香港澳門米芝蓮指南2021》

暴疫夾擊

米芝蓮首創綠星 港餐廳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