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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匯4千外判工「加薪」
享有薪休息日飯鐘錢 承辦商倘難支付可獲補貼

律師會7建議助同業打入珠三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靜雯）最低工資將於周日實施，領匯旗下物業的外判員工獲喜訊。領

匯昨宣布，旗下物業15個服務外判商在法例生效後，向約4,000名外判工，包括清潔、保安、車

場管理及維修職工提供有薪休息日及飯鐘錢，若外判商無能力支付，領匯將補貼差額；領匯亦

會凍結今個財政年度的管理費，不會將成本加幅轉嫁予商戶。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葉偉明歡迎有

關措施，但不希望僱主給予有薪休息日及飯鐘錢的同時，出「蠱惑招」剝削員

工，將密切監察最低工資實施情況。

香港律師會7項策略建議
1.加強開拓珠江三角洲二線城市的法律服務業市場

2.檢討聯營機制，實現更緊密的聯營模式

3.積極實現香港律師所本地化

4.制訂合適的收費標準，加強港律師在珠三角市場競爭力

5.通過與其他服務行業，如會計、專業顧問等合作開拓內
地市場

6.加強宣傳及推廣香港律師事務所的知名度

7.重點發展優勢業務，如知識產權、上市融資信託、稅務
籌劃、個人財富管理等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內地客遊港今年料2100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

院發布的2011年《旅遊綠皮書》指出，去年前3季
度，赴港旅遊的內地居民達1,649萬人次，較上年同
期增長25.4%，預料今年會有約10%至11%的增長，
全年赴港總人次有望達到2,100萬。

社科院：個人遊增近4成
《旅遊綠皮書》指出，2010年前3季度，訪港旅客

達2,618萬人次，較上年同期增加23.7%。是有紀錄
以來的新高。內地居民赴香港人數為1,649萬人次，
同比增長25.4%，繼續成為香港最大的客源市場。1

至9月份，使用個人遊簽注（個人遊）訪港遊客總
數約為1,027萬人次（佔內地訪港人數約62.3%），同
比增長38.2%。綠皮書認為，今年內地居民赴港遊
市場仍將持續火爆，首先，近年來香港旅發局針對
內地市場開展了一系列宣傳推廣活動，每月均有相
關活動，形成持續吸引力，預計2011年仍會有相關
的主題年活動，加上已有宣傳效果的疊加效應，會
推動2011年內地遊客赴港。

人民幣升值推動外遊慾
其次，香港要打造成為「一程多站」樞紐，有關

的後發效應顯著。三是人民幣持續升值，內地居民
出遊意願高漲。四是香港旅發局繼續推進「優質誠
信香港遊」活動，修復形象，優化消費環境。五是
深圳居民「一簽多行」和非戶籍居民「個人遊」等
便利政策促進近途市場的繁榮。
綜合考慮上述因素，綠皮書預測在不出現重大自

然災害和突發事件的情況下（特別是人民幣幣值穩
定），今年內地居民赴港遊年均增長將達10至11%的
水平，全年赴港總人次有望達到2,100萬，其中個人
遊人數有可能接近1,400萬人次，約佔全年內地赴港
人數70%左右。

的士疑加問題氣
汽總抗議促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加德士車用石油氣接

連被驗出品質未符法例標準，引起各界再度關注石油氣
的監管問題。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指
出，的士「死火」問題一直未杜絕，懷疑與石油氣品質
有關。該會於加德士證實品質有問題前2周，共收到數
十宗石油氣的士加氣後「死火」投訴，更有的士於9小
時內「死火」10次，當中不乏蜆殼及加德士的氣站。工
會30多名代表昨聯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到機電工
程署請願，要求當局加強監管及設立處罰制度。

每更死火兩三次習以為常
車用石油氣質素一直備受業界關注。汽總的士司機分

會去年底，每2星期接獲逾千宗有關石油氣的士「死火」
投訴，今年初降至每2星期數百宗，加德士證實品質問
題前2星期，個案更減至數十宗。該會主任杜燊棠表
示，涉及加德士氣站的投訴個案不足10%，部分原因是
司機察覺問題，轉到其他氣站加氣，部分的士司機對每
更「死火」2、3次習以為常，亦令投訴數字銳減。

加德士停服務 輪候40分鐘
另外，本地只有12個專用加氣站，以及50多個非專

用加氣站，輪候加氣本已十分費時，目前加德士氣站
暫停服務，令問題加劇。任職的士司機20年的葉先生
指出，加德士5個石油氣站暫停服務後，到其他氣站每
次加氣要輪候35分鐘至40分鐘，十分不便。王國興要
求政府增加專用石油氣站，並改善配套設施。
機電工程署發言人表示，已知悉工會及其會員的關

注，並會與其他有關部門就工會的意見作仔細考慮。

修訂私車首登稅
港府堅稱不可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港府公布調高私家車

首次登記稅後，有政黨提出修訂建議，並擬於下周三提
出廢除汽車首次登記稅令。港府表示，有關修訂建議未
能符合控制汽車增長的大前提，當局將與立法會議員繼
續商討，強調任何建議須符合有關的政策目標，亦不可
引致法律漏洞或行政混亂。
本港去年私家車首次登記宗數按年增加4.1萬，增長

5.4%，創近10年新高。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表示，有需
要透過調高首次登記稅，控制車輛增長，將與立法會議
員繼續商討不同的建議。發言人續稱，修訂建議須達到
政策目標，不可引致法律漏洞或行政混亂，否則會削弱
措施的預期效果。對於有建議容許加稅前已下訂的6,000
多名車主豁免繳付新稅，當局認為執行上存在困難，未
能確認交易是否在特定日期前進行，而且並非所有個案
有完整證明文件核實訂購日期，容易出現濫用情況。

領匯旗下逾百個商場的清潔、保安、車場管理及維
修的工作，分別由15個外判商負責，涉及約4,000名員
工。領匯昨午與15間外判商會面，同意外判工應享有
有薪休息日及飯鐘錢，但需領匯補貼差額。領匯表
示，現時部分外判商未有給予員工有薪休息日和飯鐘
錢，但領匯已向外判商承諾，若他們未能支付，領匯
願補貼差額；日後招標時，亦會要求外判商給予員工
有薪休息日和飯鐘錢。

涉多份合約 現計算金額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王國龍表示，外判工享

有有薪休息日及飯鐘錢，符合該公司宗旨及使命，相
信此舉可進一步提升優質服務。領匯發言人補充，現
時外判清潔工時薪約22至25元，保安員則達時薪28元
的水平，故此清潔工除了可享有有薪休息日及飯鐘錢
外，亦可獲加薪。至於領匯向外判商發放的補貼金
額，發言人表示由於涉及多份服務合約，目前仍在計
算涉及金額。

凍結管理費 不轉嫁商戶
最低工資即將實施，加上通脹加劇，商戶經營開支

及成本將上漲。王國龍指出，董事局支持領匯凍結本
財政年度管理費，確保不會將成本增幅轉嫁商戶。資
料顯示，現時領匯商場管理費每平方呎為4元、街舖管
理費為每呎2.8元。
葉偉明歡迎有關措施，但不希望僱主給予有薪休息

日及飯鐘錢之餘，另一方面出「蠱惑招」剝削員工。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 祖 ） 隨
《粵港合作框架
協議》簽訂落

實，以至前海正式步入發展階段，粵港兩地的合作發
展亦邁向新里程。不過，香港律師會的調查發現，目
前內地與香港的律師事務聯營配套制度鬆散，加上香
港律師事務所駐內地代辦處不能直接聘用內地執業律
師，及「全國司法公開考試」門檻過高，嚴重窒礙雙
方交流渠道。香港律師會提出7項建議（見表），要求
以前海為試點，優化CEPA及協助香港律師所開拓
「本地化」渠道，打造「寬頻」，協助香港業界打入珠
三角市場。

76.2%企業傾向選擇港律師
在珠三角經濟結構面臨轉型的新階段，服務業成為

粵港合作的重點產業，珠三角地區的法律服務需求亦
會大幅擴大。香港律師會於去年委託中山大學法學院
調研項目小組，就《香港律師事務所在珠江三角洲地
區業務發展》進行調查研究，並於昨日發表報告，並
提出7項策略性發展建議。
香港律師會會長王桂壎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根據

該報告，有76.2%珠三角受訪企業在處理香港法律事
務時，傾向選擇香港的律師事務所，反映珠三角對香
港法律服務的需求，故建議特區政府考慮避開法律競

爭激烈的大城市，如在前海這個「特區中的特區」內
「先行先試」，並全力開拓珠三角洲二線城市的法律服
務業市場，以達致雙贏局面，「香港與內地的律師發
展目前停滯不前，實在有『本地化』的需要，即開拓
更多渠道，以助兩地律師產生更多協同效應」。

倡設「特設試」擴進入率
在「全國司法公開考試」方面，前律政司司長梁愛

詩表示，香港參加「全國司法公開考試」人數，由05
年360人報考有4人合格，發展至去年2000多人報考，
反映考試是律師業務發展趨勢。不過，香港律師會副
會長何君堯坦言，由04年至今，只有66名港人參加過
全國司法公開考試，其中不多於15名為香港執業律
師，而合格率僅10多個百分比，反映考試門檻過高，
有需要設立「特設試」，擴大香港律師「進入率」，
「我們並非以個人出發，反而是達致『引入來，走出去』
的雙贏局面，既擴大內地同業接觸面跑向國際，以及
協助香港律師融入市場」。

擴大兩地交流面及交流點
律師會又建議，特區政府積極探索兩地的聯營制度，

擴大交流面及交流點，為發展開拓新階段，如香港律師
行應積極提供管道，讓內地律師了解香港業務，甚至借
助香港律師所開拓更多業務，穩固雙方合作基礎。律師
會早前已將《香港律師事務所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業務發
展》提交律政司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參考。

■領匯旗下4,000清潔工、保安員等外判工人將獲得有薪休息日和飯鐘錢，月薪都會因此增長。 資料圖片

■內地客今年來港料達2,100萬人次，人民幣持續升值，拉動了內地居民
出境旅遊購物的慾望。 資料圖片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代表聯同王國
興（中）昨到機電工程署請願，要求政府加強監管及
設立處罰制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偉龍 攝

■香港律師會昨日發表《香港律師事務所在珠江三角洲地
區業務發展》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