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統計處昨日公布，今年1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3.6%；基本通脹率為3.5%，較去年12月的2.8%擴大0.7個百分
點。

鮮果升19.3%  水電煤升7%
各類消費項目中，錄得最高升幅的類別是食品（不包括外出用

膳），按年上升8.2%，當中以鮮果價格升幅最大，按年急升
19.3%、鹹水魚按年升18.5%，以及新鮮蔬菜升13.7%；而電力、
燃氣及水的類別，按年升7%、衣履升5%、旅遊亦按年上升
11.9%。

私人屋租金錄得升幅3.1%
此外，住屋按年升3%，當中私人房屋租金按年錄得3.1%的升

幅，而公營房屋租金去年9月開始加租，故1月份亦錄得按年4%
升幅。各項類別中，只有耐用物品錄得按年下跌2.5%。

未來數月續面對物價壓力
港府發言人表示，上月物價進一步上升主要是食品價格上漲、

私人房屋租金急速上升，以及今年農曆新年在2月初，去年則在2
月中，故部分價格提早於1月後期反映出來。而受全球食品和商
品價格持續上升，加上本地經濟表現強勁影響，未來數月將會繼
續面對較高的物價壓力。發言人續稱，目前整個亞洲地區面對的
通脹風險正進一步上升，港府將繼續密切留意通脹情況，特別是
通脹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

經濟學家關焯照表示，本港食物大部分源自內地，內地食品價
格持續攀升，加上人民幣升值，食物價格會隨之上升。他又說，
陸續有業主與租客簽訂新租約，會相應加租，故私人房屋租金上
升亦會推高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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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通脹3.5% 物價回到海嘯前
08年8月以來最高升幅 食品房租重災

電車的士最快4月加價

再培訓局擬增學額 助內地來港「超齡」子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靜雯）本港通脹持續升溫，衣食住行樣樣加。政府統計處昨

公布，上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3.6%，較去年12月份3.1%升幅增加0.5個百分

點，是自2008年8月以來最高的升幅，物價已回復金融海嘯前水平；若剔除港府一次性

紓困措施後，基本通脹率達3.5%，各類消費項目中，食品價格、私人房屋租金及旅遊費

用升幅最大。港府指物價升幅顯著主要是食品價格上漲、私人房屋租金上升及農曆新年

等因素。有經濟學家預測，未來幾個月通脹將持續

攀升，料至年中單月通脹率高達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公立醫院前線
醫生頻現「離職潮」，僅屯門醫院內科部過去一
年便有16名醫生離職，整體流失率高達25%，令
人關注醫療質素會否受到影響。醫院管理局昨向
全體內科醫生發出電郵，強調已制訂和即將推行
一系列措施，以挽留人才、加強人手及減輕工作
量。至於新界西醫院聯網問題，聯網管理層本周
初已與內科醫生會晤，並決定4月起由不同專科
抽調兩名醫生至內科工作，7月會調派不少於12
名駐院醫生以填補空缺，另又會延攬退休醫生至
專科門診工作，並調節門診服務量，從而減少前
線醫生的應診節數，減輕前線醫生壓力。

公院頻現「離職潮」
醫局出招留醫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中電在明日公布業績前，
率先披露4月起向旗下約4,000名員工加薪的喜訊，加幅將追
上通脹，介乎3%至5%不等，會視乎員工表現發放花紅，並
計劃聘請大量見習工程師。中電發言人表示，現正檢討薪
酬安排，強調加薪幅度會符合市場水平，亦具競爭力。

符通脹水平及有花紅
中電多名高層昨日與傳媒春茗，有高層透露今年4月會宣

布向員工加薪，幅度介乎3%至5%，亦會發放花紅，具體安
排稍後公布。此外，中電因應業務發展需要，以及有多名
資深員工相繼退休，將會向各大專院校工程學系「招手」，
舉辦多場職業博覽，聘請逾20名見習生填補空缺。

中電4000員工
加薪3至5%

旅遊警示系統
學者倡採計分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郝君兒）保安局的旅遊警示

系統，在早前埃及局勢不穩事件一役，被各方批評
發出黑色外遊警示時發得太慢，旅遊界立法會議員
謝偉俊表示，旅遊警示對外遊市民十分重要，有理
大學者正研究實施計分制，以表列出可能出現的各
類情況，例如出現槍擊、有人死亡等，再配以客觀
的計分制，只要累積達一定分數，當局即可發出相
應警示，相信可比現時當局作出發警示決定時更有
效率。

謝偉俊昨日亦就旅遊警示系統與保安局副局長黎
棟國會面，會後他表示歡迎當局優化旅遊警示系
統，每半年及特別節日時檢討覆蓋國家，期望當局
與業界釐清各級警示下的退團與賠償安排，並擴展
系統至非旅遊熱點。

謝偉俊揚言再發動聯署廢「10招」
一直表明反對旅遊業議會10招規管措施的謝偉

俊，昨日又表示會再次號召發動旅行社聯署舉行會
員大會以推翻10招，相信可望成功集合議會5%會
員，即77間旅行社參與，成功召開會員大會；就港
府即將發出檢討旅遊業的運作及規管架構的諮詢文
件，謝偉俊明言不能接受升格，最多只可接受設獨
立機構監管，但長遠則堅持要成立旅遊局，以便統
籌整個旅遊業。

駐港部隊司令員張仕波中將昨日在昂船洲海軍基
地，會見了隨「藍嶺號」來港休整的美國海軍第七艦
隊司令斯科特．萬．布斯柯克中將一行。來賓首先聽
取了昂船洲海軍基地的簡要情況介紹，參觀了駐港部
隊海軍艦艇大隊770號導彈護衛艇，隨後張仕波中將與
斯科特．萬．布斯柯克中將共進午餐。雙方就共同感
興趣的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達到了增進了解、建立
信任、發展友誼的目的。此前，駐香港部隊人員還應
邀出席了2月19日晚「藍嶺號」艦上招待會。

海軍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啟源）交通工具加價潮「殺
到」。交通諮詢委員會昨討論電車公司每程加價0.5元，及
市區、新界與大嶼山的士起錶價一律加2元的收費調整申
請。據了解，交諮會成員對兩項加價申請沒有明顯分
歧，認同兩項交通工具確有加價需要，會將建議提交行
政會議考慮。行會預料最快3月審批加價申請，2項交通工
具最快於4至5月正式加價。另外，2個專線小巴擬將小巴
座位由16個增至20個的建議，則遭運輸及房屋局反對。

電車12年無加價 申加「無可厚非」

交諮會主席袁國強昨稱，在討論電車公司及的士團體
的收費調整申請時，會考慮及平衡各項相關因素，包括
市民的接受程度。

據了解，交諮會委員認為電車公司提出的加幅雖達
25%至30%，但加價後，每程實際加價0.5元，且電車已
12年沒有加價，目前亦正投入資金翻新車廂、更換安全
系統等，故認為其加價申請「無可厚非」。

至於市區、新界及大嶼山的士申請落旗加價2元方面，
消息人士稱，交諮會認同現時油價高企，的士投保費昂
貴，維修費亦持續上升，的士司機正面對一定經營壓

力，加上的士團體已就加價作出長期討論並取得共識，
對於的士的加價申請，亦無明顯意見分歧。

另外，港府建議將現時公共小型巴士總數繼續限定在
4,350輛，並將座位數目維持在16個，有效期至2016年6
月20日。運房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去年11月，2
個專線小巴商會向港府建議將小巴座位由16個增至20
個。

不過加座位後，將令小巴載客量最多增加25%，等同
增加1,087輛16座位小巴，加上未來10年將有多條新鐵路
線啟用，故建議將小巴總數及座位數目維持現有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最低工資實施在
即，港府曾經預計部分低層員工或會因而失業。僱員
再培訓局行政總監吳家光昨稱，已預見年長的低學歷
僱員（例如單幢樓宇「看更」）會受到影響，加上港
人內地「超齡」子女將獲批來港定居，該局計劃下年
度增加再培訓課程學額，以協助他們就業及「轉
型」，具體學額增幅，則要待該局會議討論後才公
布。

未掌握人口結構 暫未作詳細計劃
僱員再培訓局本年度有12.3萬個培訓學額，連同2萬

個備用學額，總共有逾14萬個學額。吳家光表示，隨
㠥最低工資實施，及港人內地「超齡」子女來港定

居，培訓課程需求將會增加。他又說，最低工資實施
對勞工市場影響未能確定，但部分高齡低學歷僱員會
受到影響，該局研究提供生態導遊課程，或建造業中
體力需求較少的職業培訓，協助他們轉型。至於「超
齡」子女，由於未能掌握人口結構資料，暫未能作出
詳細計劃。

此外，僱員再培訓基金目前結餘約37億元，可供給
該局運作4至5年。吳家光稱，現時政府仍凍結徵費至
2013年，日後會否恢復徵費則有待政府決定。他又
指，再培訓局的課程將會不斷優化，並會傾向「一試
多證」，即只需一次考試，便可取得多個專業團體認
可，現時如推拿、中式烹調等課程，已得到內地相關
機構的認可。

青聯下月招「工」日 逾千職位即場面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最新失業率下降
至3.8%，但針對數以萬計的應屆大學生畢業在即，香
港青年聯會對此不敢怠慢，在本月中開始舉辦一系列
就業工作坊，並決定於下月19日舉辦第3屆青聯招「工」
日，屆時有逾千個來自本港及內地機構職位安排即場
面試。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陳仲尼希望，透過舉辦就業工作
坊，幫助大學生及早認識和發掘自我潛能，提前培養

就業競爭優勢，並讓他們掌握職場第一手資料，藉此
扶助更多大學生快人一步找到合適工作，從而減低大
學生失業率，同時讓企業快速找到優秀人才。

眾智企業傳訊創辦合夥人暨董事總經理鄭詩韻勉勵
年輕人認清自己的優點與缺點，強調這將有助尋找適
合自己的工作︰「其實年輕人可以想想，自己日常好
欣賞及留意的是甚麼人，會否希望好想做到對方一
樣，年輕人可以循這方面去想想。」

■青聯昨日舉行就業講座，並將於下月19日舉行招
工日，提供逾1千個職位予年青人即場面試。

■陳仲尼
（中）、鄭
詩韻（右）
出席青聯
就業講座
分享個人
經驗。

■各類消費項目中，當中以鮮果價格升幅最大，按年急升
19.3%。 資料圖片

1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部分錄得升幅的項目

項目 按年升幅

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 8.2%

鮮果 19.3%

鹹水魚 18.5%

新鮮蔬菜 13.7%

外出用膳 3.3%

私人房屋租金 3.1%

電力、燃氣及水 7%

煙酒 0.7%

衣履 5%

雜項物品 3.6% 

交通 3.2%

旅遊 11.9%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靜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