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香港股市、樓市暢旺，銀行放寬借
貸，破產個案處於低水平。破產管
理署昨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全
年共有9,102宗破產申請個案，較
2009年的15,784宗大幅下降42.3％，
創10年新低。有經濟師預測，隨㠥

經濟逐步好轉，展望今年的破產宗
數會進一步減少。

上月704宗破產申請
但處理破產申請的律師卻警告，

目前銀行貸款政策寬鬆，進取地向
面臨破產的市民借款，抑壓破產宗

數，倘經濟逆轉，信貸收緊，或會
爆發大規模破產潮。破產管理署的
數字顯示，去年12月共有704宗破
產申請個案，較去年11月的681宗
微升3.4％；12月的強制清盤申請個
案達30宗，按月減少7宗。此外，
上月法庭頒發的接管或破產令有
611宗，按月減少10.4％；全年法庭
頒發的接管或破產令共有9,163宗，
按年大幅下跌43.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昨日憲報《2011年
旅遊業賠償基金（特惠賠償額及罰款）（修訂）規
則》，在旅遊業賠償基金下，參加旅行代理商提供或安
排活動途中意外傷亡的外遊旅客，及其親屬可獲的特
惠賠償總額，由最高18萬元升至30萬元，以加強對外
遊旅客的保障。今年3月16日生效。

根據新規則，有關受傷或身故外遊旅客的親屬及配
偶，赴意外發生地善後的特惠賠償總額，最高限額由4
萬元增至10萬元，並取消目前最多2名親屬前往意外發
生地的人數限制，每人獲發的特惠賠償上限由2萬元增
至2.5萬元；就殯殮事宜及遺體運返香港的特惠賠償，

最高限額由4萬元升至10萬元；相關醫療開支的特惠賠
償最高限額維持10萬元。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表示，旅遊業賠償基金管
理委員會在考慮基金的財政狀況、物價變化、過往處
理申請的經驗，以及2009年的公眾諮詢後，作出今次
的決定。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歡迎委員會提高旅行團意
外的保障，但希望遇事的旅客親屬能充分合作，簽署
申請特惠賠償的授權文件，方便旅行社可墊支款項協
助善後。

1.3萬隻活雞難滿足5萬需求
港九雞鴨鵝職工會主席黃詠楠指出，每逢農曆

年市民對活雞的需求俱急增，平均每日需要4、5
萬隻應市，但現時每日輸港的內地活雞僅7,000
隻，即使加上6,000隻本地活雞，亦只有1.3萬隻
活雞供應，不足以應付市民過節食雞需求。黃詠
楠指出，平日的雞價已經偏高，若無法增加活雞
供應，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雞價只會進一步上
升，一隻3斤的雞，售價可能由現時150元倍增至

300元。

食環署對增加輸港活雞有保留

黃詠楠表示，業界代表昨日約見食環署官員，
要求當局在農曆新年期間增加輸港活雞數量，解
決市民需求，但署方透露，近日屢次發現雀鳥感
染禽流感，對增加輸港活雞建議有保留。

港九新界家禽批發零售商會主席黃偉泉指出，
近年市民對活雞的需求下降，相信是由於活雞價
錢太貴，現時活雞售價平均40、50元一斤，「一
隻活雞等於5隻冰鮮雞的價錢！」他認為增加輸港
活雞有助降低活雞零售價，讓市民不必「捱貴
雞」。

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回覆指，理解活家禽業界
對農曆新年前增加輸港活雞的訴求，會在評估禽
流感風險及市場供應等因素後，決定是否增加進
口活雞。局方又補充，近日香港境內接連發現兩
隻帶有禽流感病毒的野鳥，呼籲活家禽業界要保
持警惕，繼續嚴格執行各項禽流感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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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不應求 春節活雞或300元一隻
家禽業促增輸港數量 當局先評估禽流感風險

裕記糖冬瓜防腐劑超標

去年申破9102宗 10年最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市民今年過年可能要「捱貴雞」。港九雞鴨行職業公會、港九雞鴨

鵝職工會代表，昨午約見食環署，要求農曆新年期間增加內地輸港活雞數量，以應付春節需求。會

後公會透露，由於香港近日屢次發現雀鳥感染禽流感，對增加輸港活雞建議有所保留。公會指出，

春節期間香港每日需要約5萬隻活雞，倘不增加內地活雞，每日只有1.3萬隻活雞應市，擔心供不應

求，雞價會上升1倍，以一隻3斤重的活雞為例，售價或高達300元。食物及衛生局回

應，當局會在評估禽流感風險及市場供應等因素後，決定是否增加進口活雞數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區議員陳曼
琪等昨日聯同一批「豪苑」業主，到運輸及房屋局請
願，抗議政府及港鐵在未經諮詢該大廈業主的意願
下，收回該廈地層並劃入沙中線走線路徑，擔心會影
響樓宇結構安全、日後維修問題以至屋苑的資產價
值，要求有關政府部門直接與居民業主對話，修改沙
中線走線，避免對居民業主構成不必要影響。

他們向運輸及房屋局遞交了「業主居民聯署集體反
對信」及「業戶一人一信方式的反對信」，批評政府
及港鐵在刊憲前，完全沒有諮詢豪苑業主立案法團及
居民意見，而法團在刊憲後方知道走線位置會穿越屋
苑地層，質疑當局在處理走線問題上手法不當、選址
馬虎、誤導公眾及未考慮長遠對居民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西九文化區行政總裁謝
卓飛突然辭職，西九管理局今日會在香港及海外的報章
及網站刊登招聘廣告，正式展開第二次行政總裁的全球
招聘工作。

西九管理局指該局已成立甄選委員會，以物色及考慮
適當的人選，帶領及推動西九項目的發展，並已委聘一
家行政人員招聘公司，協助有關職位的招聘事宜。

西九登廣告全球招聘總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香港開埠初期的錯色
印刷「香港維多利亞女皇像96先時橄欖棕色四方連帶原
膠郵票」，將於明日在拍賣會上供收藏家競投。拍賣行
指，此「四方連票」全球唯一僅存，極其罕有，錯色兼
水印錯體彌足珍貴，估價高達1,200萬元，有望打破亞洲
拍賣史上郵品最高紀錄。

國際拍賣行斯賓克今、明兩日在中環舉行郵品及錢幣
拍賣會，推出逾2,000項拍品供收藏家競投，總估價高達
3,000萬元。在多項珍品中，以香港開埠初期推出的「香
港維多利亞女皇像96先時橄欖棕色四方連帶原膠郵票」
最為矚目，估價介乎800萬元至1,200萬元，是亞洲拍賣史
上價值最高的郵品。

1864年發行 「四方連票」全球僅存
郵品專家Neill Granger表示，香港自1862年首次發行該

款郵票，初時印製的郵票屬棕灰色，直至1864年3月印製
時卻變成橄欖棕色，涉及12,480個郵票，而水印亦出現錯
體，原版「CC」水印應置於皇冠下，但卻錯印於皇冠
上。他稱，目前這款錯色、錯體單枚郵票存世不多於50
張，而即將拍賣的「四方連郵票」屬全球僅存。

Neill Granger表示，目前1枚全新的「香港維多利亞女
皇像96先時橄欖棕色郵票」估價已達80萬至100萬元，有
信心「四方連郵票」可打破亞洲拍賣史的最高價紀錄，
並指已有4至5位收藏家表態有意競投。這款「四方連郵
票」郵票過往曾被多個顯赫收藏家珍藏，如紐約的佐治
貝格、日本的石川良平及香港的陳卓堅。

港拍女皇錯體郵票
估價1200萬冠亞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春節
將至，食物安全中心在市面多個銷售
點抽驗684個時令賀年食品樣本，發現
其中3個樣本不及格，包括一個來自裕
記的糖冬瓜樣本，及兩個分別來自華
潤堂及漢城燕窩中西大藥房的竹笙樣
本，被驗出防腐劑二氧化硫超標0.29倍
至3.4倍。食物安全中心正追查有關食
物來源，並已要求有關店舖停售及銷
毀有問題食品，及向有關販商發出警
告信，如有足夠證據，將提出檢控，
最高判罰款5萬元及入獄6個月。

抽驗684款賀年食品
食物安全中心過去數星期從食物製

造廠、超市、雜貨店、街市、食肆等
抽取684個糕點、油器、中式糖果、海
味及盆菜等樣本，作微生物及化學檢
測，當中含致病菌的結果全部及格，
但有3個樣本未能通過防腐劑檢測。

食安中心發言人指出，二氧化硫法
定上限為百萬分之500，但一個在粉嶺
聯安街裕記出售的糖冬瓜含量達百萬
分之643；土瓜灣欣榮花園華潤堂及大
埔安慈路漢城燕窩中西大藥房的竹笙
樣本，分別被驗出百萬分之1,200及
2,200二氧化硫，超標1.4倍至3.4倍。

發言人指出，二氧化硫是經常用於
食物的防腐劑，毒性偏低，今次3個不
及格樣本，在正常食用情況下，不會
對健康構成嚴重影響，「這種防腐劑
可溶於水，只要徹底把食物洗浸及煮
熟，可清除大部分二氧化硫。」

直至截稿前，未能聯絡裕記、華潤
堂及漢城燕窩中西大藥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香港郵
政今日發售兔年「歲次辛卯」紀念郵票，
共4款不同面值，分別採用白兔、野兔、
侏儒兔及安哥拉兔作圖案，面值分別是
1.4元、2.4元、3元及5元。香港郵政表
示，今年是12生肖第3輯紀念郵票的最後
一套，特別推出有金箔的「金銀郵票小型
張」，印有送虎迎兔的圖案，售價100
元。

香港郵政今日發行兔年生肖郵票，包括
小全張、明信片及首日封，並發行以虎及
兔為題的金銀郵票小型張。設計師關信剛
表示，在設計時參考不同相片，亦有諮詢
漁護署及兔友協會，最終選出以本地常見
的4個兔種為設計藍本。他認為過去12年
能設計同一系列生肖郵票具挑戰性，亦能
保持整個系列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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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特惠賠償 最高增至30萬

陳曼琪偕豪苑業主 促沙中線莫擾民居

■「香港維多利亞女皇像96先時橄欖棕色四方連帶原膠
郵票」估價高達1,200萬元，有望打破亞洲拍賣史上最
高價值郵品紀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家禽業界
代表，約見
食環署要求
增加內地輸
港 活 雞 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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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郵政推出有金箔的「金銀郵票小型張」，印有送虎迎兔
的圖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設計師關信剛表示，過去12年能設計同一系列生肖郵票感到挑戰性，並
指可保持整個系列的完整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陳曼琪等陪同豪宛業主到運輸及房屋局請願，質疑當
局在未經諮詢業主下，收回該廈地層並劃入沙中線走線
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