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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65%貨品疫市加幅超通脹

公大新校長：研國安教育融入大學通識課

消費者委
員會昨日公布，在百

佳、惠康兩大連鎖超市，
抽查230項貨品發現，平均售價

按年升1.9%，高過同期0.3%的整體
通脹率。近65%價格加幅高於通脹的貨品

中，罐頭、急凍食品、包裝蛋糕、調味醬料是重
災區，罐頭售價飆升近兩成，大米更是連續三年加

價。消委會及多個政黨均要求超市集團負起社會責任，與
市民共渡時艱。

消委會及議員促與市民共渡時艱

大公報記者 劉婉燕（文） 伍軒沛（圖）

【大公報訊】記者劉婉燕報道：兩大超市
在疫情下仍然加價，一眾低收入人士最受苦，有
退休長者表示，超市出售的食物近年不斷加價，
形容是 「貴到買唔落手」 ，但年紀大，無力四出
格價，唯有無奈光顧 「捱貴價貨」 ，十分肉赤，
或轉往街市，在疫情下心驚驚買餸。

轉往光顧長者優惠店舖
年約70歲的珊姐退休前任職導遊，現時靠

積蓄與長者生活津貼度日。面對超市加價，唯有
來回多間不同超市 「格價」 ，她居住唐樓，無電
梯，上上落落已很疲倦， 「仲要周圍走嚟走去格
價，真係辛苦，唯有去少啲超市，食少啲罐頭
囉。」 她說日後會多到街市買新鮮蔬菜，代替罐
頭及急凍食品。

年逾60歲的儀姐居住土瓜灣公屋，百佳、

惠康就在住所附近，看着一向有買的豆豉鯪魚罐
頭，售價由多年前的15元，加至現時30元，認
為十分離譜， 「以往買罐頭係為咗慳錢，而家剛
好相反，真係貴到買唔落手！」 她說唯有到區內
小店格價。

年逾70歲的公屋居民李女士也說，疫情
下，看着住所附近的超市一直加價， 「八公斤裝
泰國米，舊年70幾蚊，今年加到差不多120蚊，
呢兩年加得好犀利，連橙都要平均7蚊一個，以
前都係5蚊左右咋。」 她說唯有轉往光顧區內有
向長者提供優惠的店舖，節省開支。

深水埗劏房居民麥小姐說，疫下為了慳
錢，主要買即食麵、罐頭充飢，但超市不斷加
價，她很無奈， 「食又貴，用又貴，租金又
貴。」 她希望兩大超市在疫下與市民共渡時
艱。

基層市民：貴到買唔落手

長城牌火腿豬肉加三成
疫情下市民多了購買易於存放的食品，但超市貨品的價格亦

同時上升。消委會調查顯示，罐頭食品升幅最高，平均售價飆升
近兩成，以 「長城牌火腿豬肉198克」 為例，單價升幅達
32.7%。升幅第二高的貨品是 「麵包／蛋糕／麵包醬」 ，去年的
平均售價上升6.4%。急凍食品去年的總平均售價亦上升5.4%，
有一款鮮蝦雲吞的平均售價升幅近兩成。

大米的總平均售價亦持續上升，消委會評測的九款大米中，
七款平均售價三年來持續上升，升幅較大的 「金象牌頂上茉莉香
米5公斤」 ，在2019年售價為65.9元，去年則上升至73.8元，升
幅達12%。港人最常食用的一款即食麵日清出前一丁麻油味
（100克）亦從2.9元加至3.3元，單價升幅13.8%。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影響訪港旅客銳減，嬰兒奶粉、嬰兒尿
片的平均售價，分別按年下跌1.4%及1.3%。美贊臣安嬰寶A+奶
粉2號900克，由前年的262.8元，減至去年的247.1元，減幅
6%；Pampers日本進口一級幫（大碼）42片去年售價為123.5
元，減幅3.2%。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指出，過去一年疫情嚴重打擊經濟，失
業率亦屢創新高，呼籲超市集團負起更大社會責任，避免調高糧
油食品等日常必需品的價格，同度艱難時刻。她又提醒消費者應
貨比三家，精明格價。

百佳超市稱，罐頭食品的供應商上調來貨價而令價格上升，
已推出不同形式優惠，減輕通脹壓力。惠康超市則表示指，去年
九月已有企劃，維持日常必需品價格六個月，今年四月亦再延長
有關計劃，以保障顧客。

「保就業」曾獲3.4億元
不過，多個關注團體及政黨均對超市加價表示不滿。民建聯

超市價格關注組召集人顏汶羽表示，疫情爆發以來，本港經濟飽
受衝擊，惟超市集團於疫境中業務節節上升，有關集團此時應負
起社會責任，建議超市全單七折，助市民渡時艱。他又提及部分
屋邨出現超市個別性壟斷情況，促請有關當局應鼓勵不同超市集
團進駐，增加市場競爭力，惠及普羅市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出，兩大超市去年都曾受惠於
「保就業」 計劃，涉及金額高達3.4億元，又指保就業基金不是
超市利潤，應用於對沖來貨價格上漲的問題，促請兩大超市盡快
「良心發現」 ，負起企業的社會責任。

【大公報訊】記者吳嘉鈴報道：政府早前公布在四
種儲值支付平台營辦商協助發放電子消費券，當中八達
通公司為配合推行5000元電子消費券計劃，本月29日
起，八達通卡儲值限額增至3000元。八達通公司稱，
市民只需使用現有八達通卡或電子八達通卡，就可登記
領取消費券，無須指定使用個人八達通，並正研究領取
消費券方式，包括交通費用補貼領取站、指定零售商
等。

儲值限額29日提升至3000元
八達通營業及市務總監李玉兒昨日表示，公司正與

政府研究領取消費券方式，預計可於交通津貼補貼領取
站、指定零售商、八達通服務站、八達通應用程式等拍
卡領取。為方便市民使用消費券，八達通卡於本月29日
起，自動將儲值限額提升至3000元。她稱，商戶消費
時不會分辨是使用個人儲值金額抑或消費券，但可在應
用程式上查閱記錄，繼而分辨是否有使用到消費券。

至於如何防止用戶將消費券套現，以及消費券在限
期內未及使用會否消失，李玉兒表示，有關技術問題，
需要和政府商討，有待政府稍後補充。

為配合更多中小企參與，向新商戶提供流動收款機
和手續費優惠，現時可使用的八達通讀卡機分為兩款，
一款是八達通流動收款機，是透過藍牙接收，商戶申請
商用版八達通APP，可免費獲贈八達通流動收款機，並
於消費券計劃期間免除手續費，若計劃後繼續使用，則
無須歸還，但每月收取零售商1.5%手續費；另一款則
是零售八達通讀寫器，可在計劃期間免除每月約300元
的租機費及安裝費，但須付1.5%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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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黎慧怡報道：香港公
開大學新校長林群聲教授本月初上任，他昨
日與校董會主席黃奕鑑會見傳媒。他表示國
安教育可融入通識課程中，助學生了解最新
法例，不排除納入必修課程。公大更
改名稱為 「香港都會大學」 ，林群聲
期望今年9月1日正式使用新校名，同
時公布新校徽設計。

林群聲表示，公大設有通識課
程，涉公民及品德教育等，隨着香港
國安法的落實，他認為校方必須提供
機會讓大學生接觸國安法。他稱個人
傾向於通識課程中加入國家安全教育
元素，令學生了解最新法例。至於具
體安排，他稱將與學校委員會進一步
討論，商討課程機制，不排除將加入

國安教育的通識科設為必修課程的可能。他
亦表示，維護學術自由是大學核心價值，同
時亦必須守法，兩者之間要取得平衡，如當
局界定清楚哪些行為屬違法，則有助學界避

免誤墮法網。

肇慶校園規劃獲正面反饋
去年公大宣布將與肇慶市人民政府及肇

慶學院（肇院）籌辦公開大學肇慶校
園，林群聲透露，已向國家教育部提
交公大肇慶校園規劃計劃書，並得到
正面反饋，期望兩到三年後開始招
生。他亦鼓勵學生多參與交流活動，
包括到內地考察交流，拓闊眼界，公
大肇慶校園落成後，期望香港學生四
年中至少有一年能到肇慶體驗學習。
林群聲亦提到招聘海外人才的困難，
公大將致力提供更好的學術環境，吸
引更多優秀學者，繼續為學生和社會
提供高質教育。

教聯會倡醫護到校打疫苗 增派樣本瓶
【大公報訊】教聯會一項調查發現，

超過八成受訪學校認為政府對教職員檢測
的支援不足，當中逾六成半學校反映教職
員難以取得樣本瓶。該會促請政府推出更
多措施，包括定期派員到學校統一收集及
發放檢測瓶、在區域教育服務處增設樣本
包數量，並安排醫護人員到校為教職員接
種疫苗，並提供更多防疫津貼等。

逾95%學校支持全面復課
為了解復活節假期後學校的上課安排

及所需支援，教聯會本月初進行調查，共
收到約430間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
回應。調查發現，倘若疫情進一步穩定，

超過九成半學校支持全港學校全面恢復面
授課堂，同時有逾七成半校長和副校長反
映，其所在學校的家長支持全面復課。目
前，近四成受訪學校已恢復全校半天面授
課堂。

教職員檢測方面，超過八成受訪學校
認為政府支援不足，包括教職員難以取得
樣本瓶、檢測中心位置不便利、檢測結果屢
出現延誤，以及樣本收集站數量不足等。
疫苗方面，四成半學校表示會鼓勵校內同
工接種疫苗，同時有逾三成學校表示會提
供相關便利措施，以鼓勵教職員接種疫
苗，包括靈活調動課堂、非上課時間可出
外接種疫苗、接種疫苗後可在家休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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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調查發現，逾八成學校指教職員接受
檢測的支援不足。左起：教聯會副主席林翠
玲、主席黃錦良、副主席王惠成。

2020十款加幅較高的常用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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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頭肉 +25.1%

•罐頭蔬菜／湯 +17.7%

•罐頭魚 +15.4%

•沙律醬／意粉醬 +15.2%

•包裝蛋糕 +13.3%

資料來源：消費者委員會

升幅最大五類食品

▲退休長者珊姐稱，加價令
她需要多去幾間店舖格價。

▲長者儀姐指超市加價太
貴，買唔落手。

▲有市民到超市購買火腿豬肉，
只見加價幅度太大，買唔落手。

▲百佳超級市場中銷售的東東鮮蝦
雲吞皇10粒170克加幅達19.9%。

大公報記者馬丁攝

Prego傳統口味意粉醬397克
2019年售價：$21.3
2020年售價：$24.9
加幅：16.9%

莎莉蛋糕（原味）300克
2019年售價：$23.6
2020年售價：$26.9
加幅：14%

日清出前一丁麻油麵100克
2019年售價：$2.9
2020年售價：$3.3
加幅：13.8%

卡夫蛋黃醬（白汁）443毫升
2019年售價：$27.6
2020年售價：$31.2
加幅：13%

金象牌頂上茉莉香米5公斤
2019年售價：$65.9
2020年售價：$73.8
加幅：12%

長城牌火腿豬肉198克
2019年售價：$10.7
2020年售價：$14.2
加幅：32.7%

珠江橋牌豆豉鯪魚227克
2019年售價：$23.2
2020年售價：$28.5
加幅：22.8%

地捫忌廉粟米蓉418克
2019年售價：$7.6
2020年售價：$9.2
加幅：21.1%

東東鮮蝦雲吞皇10粒170克
2019年售價：$16.6
2020年售價：$19.9
加幅：19.9%

玉泉忌廉梳打330毫升×8
2019年售價：$21.9
2020年售價：$25.6
加幅：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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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30項貨品的總平均售價較2019年升1.9%
資料來源：消費者委員會

消

委

會

報

告

百佳
惠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