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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3月整體消費物價較去年同月升

4.6%，創兩年半新高。由於5月1日實施最

低工資，屆時通脹必定更高。實施最低工

資後，許多服務、膳食和商品的價格都會

提高，全港市民都需作出承擔。同時，對

付通脹最根本的方法是發展經濟，為市民

創造職位和增加收入，特區政府應有所作

為。

雖然3月通脹創兩年半新高，但5月1日

實施最低工資後通脹將更凌厲。實施最低

工資，預計30多萬香港本地僱員將獲加

薪，其中超過一半屬飲食、物業管理、保

安及清潔行業的員工，香港整體薪酬開支

會增加33億港元，大部分增加成本會集中

於低薪行業。最低工資出現休息日工資和

飯鐘錢的紛爭，還牽涉到勞保、長期服務

金、強積金乃至年終花紅等福利的計算。

對於許多低薪行業來說，最低工資就仿佛

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

包括勞資在內的各界人士，應以寬容持平

的心態看待與最低工資有關的待遇計算，

營造寬鬆的社會氣氛推動最低工資落實，

避免導致過大的裁員潮。

實施最低工資，僱主將成本轉嫁給消費

者，通脹將會上升0.4個百分點，伴隨加薪

潮也將迎來一波加價潮。受到最低工資影

響，大部分屋苑物業管理費近月陸續加價

兩成至四成。食肆工資成本上升，市民的

膳食費也會水漲船高。最低工資將推高物

價，對此全社會都要作出承擔。有能力的

企業也應該承擔社會責任，不應乘機加

價，將成本上升轉移給消費者。

通脹壓力正全方位侵襲民生，當局除了

推出更多紓困措施支援弱勢社群之外，關

鍵在於推動經濟增長，令勞工市場保持暢

旺，為市民創造職位和增加收入。政府應

充分抓住「十二五」機遇，深化粵港澳合

作，大力發展四大支柱產業和六項優勢產

業，加快推動港珠澳大橋、郵輪碼頭、廣

深港高鐵等大型基建工程順利展開，多管

齊下帶動經濟穩步復甦，增加市民的就業

機會和收入，化解通脹上升對民生的衝

擊。

（相關新聞刊A2版）

政府昨公布第三批骨灰龕用地選址，分佈在6區共7

幅土地。至此，當局已在全港18區物色到共24幅土地

用作興建骨灰龕場。政府有意透過「區區有骨灰龕」

政策，緩解骨灰龕位供不應求問題，亦得到區議會原

則上支持，但是最終落實關鍵在於地區居民能否接

受。

今年是區議會選舉年，骨灰龕場選址的問題隨時會

政治化，各政黨為保選票及區議會議席，通常都會跟

民意領頭反對。政府更需要做好各區骨灰龕選址的交

通、環境評估，積極展開宣傳、解釋，爭取居民的支

持，盡力防止受到區議會選舉的干擾。同時，政府還

應該切合實際，可以選擇在新界偏僻地區興建大型骨

灰龕場，既增加大量龕位供應，又避免對居民造成滋

擾。

解決骨灰龕位供應不足已成為刻不容緩的問題，政

府去年提出「區區有骨灰龕」的提議，顯示解決問題

的決心，同時亦借共同承擔的公平原則減少地區人士

的反對阻力。但是，政府建議的分佈在全港18區的24

幅土地，何時能夠確定、繼而動工，需要向各區區議

會和居民諮詢，仍意味存在未知之數，政府亦承認興

建骨灰龕場未有具體時間表。不少地區居民對在當區

興建骨灰龕場始終抱有抗拒心態，個人、地區利益和

全港整體利益的矛盾難以平衡。今年又適逢區議會選

舉，骨灰龕問題更容易引起爭拗。政府需要把前期的

評估、規劃工作做得更充分，就每個選址對周圍環

境、交通及附近居民的影響進行更詳細分析，並將實

施怎樣的具體配套，耐心地向每個區議會解釋，爭取

居民對政策的支持。

目前像中環、灣仔、旺角等發展了數十年甚至上百

年的舊區，人口、建築物稠密度，已達到「針插不進」

的飽和程度，無論從居民心理、交通容量、土地供應

考慮，要找一個地址興建骨灰龕的確有實際困難。而

另一方面，本港新界等郊野地區仍有大片未開發土

地，遠離民居，政府應該從這方面多做文章，根據本

港人口發展的趨勢，興建幾個大型骨灰龕場，再建道

路連接。這樣一來遇到的阻力較小，骨灰龕場興建進

度較快，能盡快滿足市場需要，而且創造職位，增加

工人就業機會。

全港撥地增建骨灰龕位，政府走出正確一步。與此

同時，研究立法規管私營龕場同樣不宜滯後。目前，

私營龕場規管存在法律漏洞，消費者的利益難言保

障。政府必須制定規管骨灰龕場的發牌制度，有清楚

標準讓市民選擇合資格的龕場，讓市民得以安心購

買。 （相關新聞刊A6版）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實施最低工資 通脹更嚴峻 興建龕場 市民支持是關鍵

7龕場選址獲區會支持
周一嶽：已盡量遠離民居 需考慮交通配套

規管升降機技工 違例倡罰2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全港18區「區區有骨灰龕」

政策下的最後一批龕場選址昨日公布，分布在6區共7幅用

地，包括紅磡暢行道6號殯儀館內空置員工宿舍、大埔船灣前

堆填區西南角（近高爾夫球場）、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等用地

(見表)，令全港18區共24幅骨灰龕用地能提供數十萬個龕位。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昨日與18區區議會正、副主席開

會，講解關於規管私營骨灰龕的政策及選址安排，獲得大部

分出席人士的支持。他在會後指出，選址盡量遠離民居，減

低對民居的影響，但當局仍要詳細分析興建骨灰龕的選址對

環境、交通及附近居民的影響，暫未有具體落成

時間表。

繼去年公布首2批位於12區共17幅
的骨灰龕用地選址後，當局已初步
選定第3批、分布在6區的7幅選址，
供發展骨灰龕用途，估計18區日後
可提供合共數十萬個骨灰龕位。周
一嶽指出，18區選址的面積不一，
其中以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的地方最
細，估計可容納不多於1,000個骨灰
龕位，荃灣、大埔及元朗區則較
大，將可興建逾萬個骨灰龕位，有
與會人士建議當局在郊區地方再增
加更多骨灰龕用地，當局表示會跟
進研究。

暫未有動工具體時間表
周一嶽指出，當局會就每個選址

對環境、交通及附近居民的影響進
行詳細分析，落實後再向每個區議
會解釋，爭取支持。他表示，要待
詳細研究結果公布後，才可決定哪
區先行及何時動工，暫未有具體時
間表。他說：「希望部分選址，今
年可以先向區議會提交建議，以作
這方面的討論。」
周一嶽表示，每區選址都有特

色，並會盡量遠離民居，且現時骨
灰龕的設計可以令觀景不受影響，
甚至有可能令觀景更勝以前，最大
影響反而是交通配套。他說：「九

龍城的(骨灰龕位)數字並非太多，應
該不會影響交通，但其他地區，我
們一定需要了解是否需要就道路或
其他公共交通配套作出研究，包括
鐵路及巴士站等方面。」

下半年諮詢龕場發牌制度
食物及衛生局去年7月就骨灰龕政

策檢討進行的公眾諮詢顯示，大多
數市民均贊同每個地區都應承擔骨
灰龕設施的責任，並支持當局設立
發牌制度加強規管私營骨灰龕。周
一嶽指出，社會人士大致認同當局
現時的路向，但不同界別對發牌制
度的規管範圍及力度，以及如何處
理新法例生效前已存在的私營骨灰
龕，均持有不同意見。
周一嶽指出，當局需要平衡不同

持份者的意見，以凝聚社會共識，
並計劃在今年下半年就更詳盡的發
牌制度框架及將來立法的細節，展
開第2次公眾諮詢。
他提醒市民，若有意購買私營骨

灰龕位或放置先人骨灰於私營骨灰
龕，應向相關經營者索取完備資
料，以查核該處是否符合所有法定
規定，並了解骨灰龕停止營運時，
營辦者如何處理受影響的消費者及
使用者的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佩琪）香港於
2006年至去年發生173宗涉及升降機機械
故障事故，逾20人受傷，今年初馬鞍山錦
英苑更發生電梯撞門事故。為加強規管升
降機及自動電梯安全，港府建議設立註冊
制度，升降機及自動電梯工人及工程師須
具備相關學歷及工作經驗，才能註冊為合
資格人士；增設承辦商註冊續期制度，每
5年續期一次；並將港府及房委會的升降
設施納入機電署規管。違例者最高罰款由
1萬元加重至20萬元。至於在職工人及工
程師，可直接在新制度下註冊。

港府修例刊憲 加強規管行業
港府昨日把《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草案》

刊憲，加強規管升降機及自動電梯安全，
從工人、工程師及承辦商等入手。現時全
港有5,000名升降機維修工人，只要獲承建
商認可其資歷，便合資格維修及檢查升降
機；但政府建議設立工人註冊制度，將來

新入行的工人須經政府註冊，最少要有4
年學徒經驗或8年相關工作資歷，再通過
技能測試才算合資格，取代現時的就業掛
㢕式的「合資格工人」制度，註冊工人並
須定期進修，每5年續期一次。

8200部升降機納入機電署監管
草案建議收緊升降機及自動電梯工程師

的註冊要求。按照現行規定，只要持有相
關界別的高級文憑或證書，並具備所需工
作經驗，就可註冊成為升降機或自動電梯
工程師。港府建議申請註冊為工程師，須
最少具備2年相關經驗，同樣要每5年續期
一次。當局表示，現有在職工人及工程師
不會受到影響，可以直接在新制度下註
冊。至於承辦商，港府建議推行以5年為1
期的註冊續期制度，以核查承辦商是否持
續遵守註冊規定。
機電工程署的監管範疇會擴大至政府及

房委會轄下的升降機及自動電梯，共涉及

8,200部升降機及自動電梯，並加入報告機
制，促使各政府部門遵守條文。現時法例
訂明升降機及自動電梯的擁有人是負責人
身份，將來負責管理或控制升降機及自動
電梯的人士，一律視為負責人。違反規定
的罰款由現時1萬元，大幅提高至20萬

元，最長監禁期維持12個月。當局會授權
機電工程署署長，針對不太嚴重的違規項
目發出改善令，要求相關人士改善，提高
執法成效。草案又建議，簡化升降機檢查
證書，方便業主清楚了解升降機的狀況。
草案將於下月中提交立法會審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佩琪）《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
草案》建議設立升降機及自動電梯工人註冊制度。香港
電梯業總工會歡迎有關建議，指現時工人資歷由承辦商
認可，無統一性，「這間公司認可，別家公司未必承
認」，認為註冊制度能確立工人的資格。但工會指草案未
有回應業界訂立標準檢查時數的要求，冀當局再研究有
關建議。

謝景華披露事故頻發原因
香港電梯業總工會理事長謝景華昨日表示，近年承辦

商改變經營模式，控制成本，導致升降機及自動電梯的
安全性下降，他相信新法例能令升降機及自動電梯的安
全質素回升。他說，註冊制度能夠確保工人有足夠的維
修經驗及資歷，「是確定工人的身份」。惟謝景華表示，
對草案未有訂立標準檢查時數及人手數目感到失望，認
為訂立標準檢查時數，能確保檢查人員不會匆忙工作，
可存細進行檢查。
對於成立工人註冊制度，取代現行的就業掛㢕式工

人，有業界人士擔心沒足夠培訓渠道，指每間升降機公
司都會就新產品向工人提供相關培訓，惟每間升降機公
司的產品各有不同，培訓可說是「各施各法」，但現時沒
有教育機構提供相關培訓課程。

工會籲訂標準檢查時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新一批骨灰龕
選址中，包括一幅毗鄰大埔高爾夫球場的用地，
有附近居民表示，骨灰龕場坐落在高爾夫球場旁
邊，有點大煞風景，影響雅興。另一幅新選址是
紅磡的世盛殯儀館內，有居民投訴該區本已是私
營違規龕場林立，部分更設置在住宅內，擔心再
建骨灰龕場後，拜祭的人流及焚燒冥鏹將帶來更
大的噪音及環境問題，對居民造成滋擾，促請當
局加強打擊區內違規龕場及增建公眾化寶爐設
施，改善區內環境。

大埔區議會副主席文春輝指出，該區的骨灰龕
選址毗鄰高爾夫球場，附近亦有民居，影響部分
住戶的景觀，但交通配套則尚算足夠。有居民指
出，當初選擇入住該處是因為環境清靜，不希望
日後春秋二祭有太多人群；亦有居民認為，該帶
本已有祖墳，認為再興建骨灰龕問題不大。
九龍城區的骨灰龕選址為紅磡世盛殯儀館內。

居民擔心再建骨灰龕場後，拜祭的人流及焚燒冥
鏹將帶來更大的噪音及環境問題，對居民造成滋
擾，並加深他們與商戶之間的衝突。

荃灣區議會主席周厚澄指出，當局在該區的選
址附近有港鐵東涌線站，但春秋二祭需加設接駁
巴士，區內人士均希望規劃及配套方面更完善。
西貢區議會副主席溫悅球認為，將軍澳華人永遠
墳場遠離民居，為區內居民所接受，但不希望骨
灰龕建得太高，並在設計上種植樹木以阻擋視
線，同時希望日後的跨灣大橋可設出口直通墳
場，徹底解決交通問題。

南區區議會副主席朱慶虹指大部分區議員認為
南區龕場選址合適。

新一批骨灰龕7個選址
地區 選址

南區 毗鄰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的一幅用地

九龍城 紅磡暢行道6號殯儀館內空置員工宿舍

荃灣 北大嶼山小蠔灣深水角徑東端和西端的兩幅
用地

元朗 新田新潭路與米埔隴路之間的一幅用地

大埔 大埔船灣前堆填區西南角（近大埔工業㢏）
的一幅用地

西貢 將軍澳132區（近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的一
幅用地

資料來源：食物及衛生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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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等與18區區議會正副主席開會，闡釋新增骨灰龕選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旁一幅用地為南區
骨灰龕選址。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周厚澄
香港文匯報

記者聶曉輝 攝

■朱慶虹
香港文匯報

記者聶曉輝 攝

■溫悅球
香港文匯報

記者聶曉輝 攝

■文春輝
香港文匯報

記者聶曉輝 攝

■骨灰龕新選址之一：紅磡暢行道6號殯儀
館職員宿舍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加強規管升降機及自動電梯措施
規管工人 設立升降機及自動電梯工程人員註冊制度。

註冊工人須每5年續期，並須符合有關進修規定。

規管工程師 申請人須具備相關學歷及最少2年相關工作經驗，才可註冊成合
資格工程師。

註冊工程師須每5年續期，並須符合有關進修規定。

規管承辦商 註冊承辦商須每5年續期。

擴大法例適用範圍 政府及房委會的升降機或自動電梯納入機電署單一監控範圍。

升降機或自動電梯的擁有人要負責管理或控制。

提高罰則 最高罰款額由1萬元大幅增至20萬元；最長監禁期維持12個月。

資料來源：發展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佩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